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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专业委员会    

工作要求 

为努力实现宁波市生态环境目标，加强会员间互动交流，

增强协会秘书处服务功能，根据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2023 年工作计划和 2023 年 5 月 4 日协会理事长办公会议具

体安排，协会将在会员中按照排污类企业的行业类型和环境

服务业类企业的专业领域相结合的形式组建若干个专业委

员会，具体方案如下： 

  一、专业委员会设立宗旨 

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专业委员会是专注于推动宁

波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持续健康发展，专注于服务宁波市生

态环境保护协会各领域会员共同发展的组织。其宗旨是努力

为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搭建一个高效务实的技术服务

和交流的平台，通过监管部门、协会、各领域会员的共同努

力，推动宁波市生态环境领域技术能力，提升和改善生态环

境治理水平和社会形象，促进行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宁波

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将专业委员会的活动作为会员服务工

作的主要抓手，把协会的技术资源、平台资源、人才资源、

社会资源充分投入到各类专业委员会工作中去，激发各委员

会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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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委员会的组织架构 

各类专业委员会是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设立的行

业性技术交流平台，统一接受协会理事会和秘书处的领导。

委员会成员主要为协会团体会员（也可包括个人会员），凡

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团体会员，均自动成为相应专业的

委员会单位成员。非协会会员但与协会活动内容和宗旨相符

的单位和个人，在申请成为协会会员后自动成为委员会成员。 

专业委员会实行主任委员负责制，设主任委员 1 名，副

主任委员若干名。委员会全体会议是专业委员会工作的最高

决策机构，专业委员会会务、联络、统计、宣传等日常事务

暂由主任委员报送协会，并由协会秘书处负责指导和协调。  

三、专业委员会的设立原则 

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将紧紧围绕宁波市生态环境

局中心任务组建专业委员会，具体原则如下： 

⑴ 服务会员； 

重点以会员中的排污企业会员专业类型划分，每个同类

型专业委员会中将安排一定数量排污企业，同时配套一定数

量从事过相关领域服务的环境综合咨询、工程治理咨询、固

废咨询、检测咨询的环境服务业会员进行专业技术服务；同

类排污企业会员数量较多的，将按相近地域组合，综合平衡

为多个同方向专业委员会；成熟一个组建一个，尽可能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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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员都划分到较为合适的专业委员会中；做好委员会中排

污企业生态环境技术咨询服务，不断提高排污企业会员的生

态环境管理水平，努力将其塑造成各自行业中生态环境管理

和污染物治理工作的标杆。 

⑵ 服务政府 

对主要服务于政府生态治理类项目的会员，将按数量、

实力、服务方向等要素进行综合平衡，分为多个同方向生态

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每个专业委员会中也将配套综合咨询、

检测咨询等企业进行技术辅助，同时积极邀请相关技术管理

部门作为委员会特邀成员定期参会；专业委员会将代表本专

业全体成员反映专业呼声，维护专业利益，组织本专业成员

之间的业务、技术和经验交流，促进资源共享，整体提升各

自领域的生态环境目标实践水平。 

⑶ 服务行业 

起草地方性行业标准或涉及到行业共同利益的自律公

约、协议等，整合宣传资源，提升行业业务知识水准。 

⑷ 服务社会 

通过各专业委员会的有效运作，不断增强协会在宁波经

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影响力，助力加快宁波市生

态环境保护中心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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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会第一期专业委员会名单 

1、电镀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一） 

2、电镀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二） 

3、电镀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三） 

4、电镀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四） 

5、纺织化纤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一） 

6、纺织化纤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二） 

7、化工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一） 

8、化工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二） 

9、造纸、食品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 

10、喷涂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一） 

11、喷涂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一） 

12、发电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 

13、金属加工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一） 

14、金属加工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二） 

15、水泥及其他行业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 

16、机动车检测专业委员会 

17、非道路移动机械专业委员会 

18、地表水生态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一） 

19、地表水生态治理提升专业委员会（二） 

20、室内空气与职业健康专业委员会 

21、城镇污水处理（净化水）厂提标排放专业委员会 



5 
 

22、生物多样性和碳减排专业委员会 

23、城镇居住环境提升专业委员会 

（附体名单附后） 

五、专业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和产生方式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作为全体委员会成

员代表行使日常工作职权。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均实行任

期制，每届任期 4年（与协会届期一致），可连选连任。 

（一）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单位任职资格条件 

1. 热心协会和委员会建设； 

2. 在本领域内有一定代表性与影响力； 

3. 成员单位代表最高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 60周岁。 

（二）专业委员会产生方式 

1.每个成员单位至少安排 1名代表参会； 

2.协会理事长办公会议推荐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并

报协会常务理事会议表决通过； 

3.提交协会理事长批准正式任命。 

六、 专业委员会工作职责 

（1）委员会主任委员职责 

全面负责本专业委员会运作；积极维护成员合法权益； 

组织、策划本专业委员会活动，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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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员会活动，营造委员会内成员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1) 组织学习贯彻本行业环境法律法规、排放标准、技

术规程； 

2) 组织、策划本专业委员会成员尤其是排污会员的生

态环境管理体系、污染物治理设施自查自纠工作，降低环境

风险，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3) 帮助成员提高生产工艺水平和技术服务能力以及数

字化管理水平，鼓励成员不断进步，努力成为本行业环境治

理工作标杆； 

4) 组织专业委员会与相关管理部门、协会其他专业委

员会的工作交流互动； 

5) 积极参与行为自律和协会组织安排的相关活动；提

出本专业委员会领域团体标准制定和人员专业技术培训建

议等。 

（2）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责 

协助、配合主任委员开展本专业委员会活动开展，分工

负责专业委员会具体工作，共同维护成员合法权益，提高会

员的获得感。可以接受主任委员委托，行使主任委员职权。 

（3）委员会成员职责 

1) 积极参与本专业委员会组织活动； 

2) 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丰富活动内容; 

3) 排污企业成员主动做好各自生产过程、生态环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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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污染物治理设施的自查自纠工作，推动环境管理水

平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4) 环境服务业成员要主动积极地为委员会内排污企业

成员提供生态环境综合咨询、工程治理咨询、检测咨询、固

（危）废咨询等专业技术服务，落实好专业委员会安排的各

项工作安排。 

七、 激励评价机制 

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积极鼓励各专业委员会按照

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章程进行有效运作，激发各专业委

员会创造性，协会理事会也将在每年度对各专业委员会每年

度活动和工作业绩进行评价考核，对运作良好并带动行业积

极发展的专业委员会，协会将予以表彰。 

 

 

附件：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专业委员会第一期名单 

 

 

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2023 年 7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