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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决策气象服务现状浅析及业务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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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宁夏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为各级党政领导在指挥生产、组织防灾减灾、气候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参谋作用，但与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建设及社会经济

发展对决策气象服务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决策气象服务工作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与不足：一

是敏感性、超前性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及党政部门的需求；二是决策气象服务的主要依据———天

气预报的准确率尚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三是决策气象服务的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四是决策气象

服务考核评价机制亟待健全和完善；五是决策气象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因此，要努力做到

“四个结合”，进一步提高决策气象服务的敏感性、针对性、主动性、及时性；加快决策气象服务业务平

台建设，围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特色，加大决策气象服务科技支撑能力研发力度，努力提高决策气象

服务产品的内涵和质量；建立完善决策气象服务的业务质量和决策气象服务业务人员的考核评价机

制；进一步拓宽决策气象服务领域。从而进一步提高决策气象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发挥防灾减灾

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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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决策气象服务是气象部门为各级党政领导在指

挥生产、组织防灾减灾、气候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生

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科学决策所提供的重要气象

服务，也是一种涉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全局性、高层次、综合性和超前性的特殊

气象服务［１］。

２００８年中国气象局指出：决策气象服务是气象
服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气象服务的首位，是中国

特色气象事业最突出的亮点。建设现代气象业务体

系，要将建设公共气象服务系统放在第一位，而决策

服务是公共气象服务系统的重中之重，是现代气象

业务系统的核心之一［２］。本文浅析宁夏决策气象

服务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不足，并就如何进一

步发展决策气象服务工作谈几点想法。

１　宁夏决策气象服务现状
１．１　决策气象服务业务运行机制

在２００１年４月，宁夏成立了区级决策气象服务

机构。２００５年５月，在原有决策气象服务机构的基
础上，成立了宁夏气象局决策气象服务办公室（挂

靠宁夏气象台）。在业务运行上，实行“小实体、大

网络”的机制，即决策气象服务办公室负责决策气

象服务产品的后期制作，而决策气象服务的基本资

料和素材则由下级气象部门和气象台、气候中心、农

业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雷电防护中

心、气象信息中心等局属业务单位提供［３］。

１．２　宁夏决策气象服务产品的分类
宁夏目前的决策气象服务产品主要有以下几

类［３］。

（１）专题报告：以区局文件形式向自治区党委、
政府或有关领导报送的针对领导关心的重要气象监

测预测及分析评估信息和建议。

（２）重要天气情况报告：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及
有关决策部门上报关于党政领导重点关注的，对政

府或有关部门决策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气象监测、预

报预测信息，重要的综合性决策服务材料。

（３）气象信息专报：党政领导关注，对政府或有
关部门决策有影响的重要气象监测、预报预测信息，

６５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０（４）：６５６－６５９



专题性的决策服务材料。

（４）气象灾情快报：本区内出现重大气象灾害
时，向党政决策部门报送的关于重大气象灾害的实

况及影响的服务材料。

（５）天气警报：对社会、经济及群众生产、生活
将造成重大影响的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信息。

（６）手机短信：以手机短消息形式向党政领导
报送的关于气象监测预测及预警信息。

１．３　决策气象服务产品的主要内容
综合分析宁夏现有的决策气象服务产品，有以

下主要内容［３］。

（１）气象情报：对已经出现的气象条件（包括
气象灾害 ）的描述和气象条件 （包括气象灾害）

对相关行业造成影响的分析报告，以及为有关领导

科学决策提供的合理化建议。

（２）气象预报：天气预测预警、短期气候预测和
未来天气气候对相关行业可能造成影响的分析报

告，以及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的合理化建议。

（３）气候分析论证：为农林牧业引种、工矿企业
选址、城市规划设计和重大工程对环境影响等开展

的气候分析论证。

（４）遥感监测：应用气象卫星遥感资料对森林（
草原 ）火灾、作物长势、土壤墒情、黄河凌汛等方面

的监测和相关分析。

（５）人工影响天气效果分析评估：对人工增雨（
防雹）工作的描述和对其效果 （效益 ）的评估 。

１．４　宁夏决策气象服务工作取得的成效
多年来，宁夏气象局以中国气象发展战略研究

成果为指导，认真践行“公共气象、安全气象、资源

气象”的理念，始终把做好决策气象服务当作长期

战略性任务和气象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坚

持把气象防灾减灾放在决策气象服务工作的首位，

紧紧围绕地方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

的决策气象服务工作，抗旱减灾、重大灾害性天气预

报、气候变化应对、重大活动气象保障服务、地方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等领域积极向党政决策部门献言献

策，决策气象服务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３－４］，决策

气象服务工作越来越得到党政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

视，党政领导在决策气象服务材料上的批示累计达

６０多次，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０日深夜，同心县突降极值暴雨

引发山洪。气象部门紧急启动应急预案，预报服务

专家密切监测预测天气变化，开展应急气象服务工

作，及时分析背景、上报信息、预报趋势、评估灾情、

提出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受灾群众连夜转

移安置。这次罕见的突发性洪涝灾害没有造成一人

伤亡，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气象服务工作给予了高度

评价，区局获得了自治区党委政府表彰。２００７年５
月１６日，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二龙河小南川林
区发生森林火灾，区局启动气象服务应急预案，派出

技术专家深入灭火一线，开展了气象应急服务，向自

治区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信息和建议，决

策机关及时掌握灭火战场关键气象要素的实况与变

化动态，统筹组织器材、科学投入兵力、狠抓重点突

破，在确保官兵安全的情况下高效迅速地扑灭了林

火，受到自治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在２００８年自治区
成立５０周年庆典、每年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
坛、国际马拉松赛、多次军事演习以及２０１１年３月
应对日本核泄露等应急气象服务中，宁夏气象部门

反应迅速、服务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宁夏气象局作为主要部门积极参与制定了
《宁夏应对气候变化方案》。２００９年，宁夏气象局向
党政决策部门上报了《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和对

策》专题报告。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７日，宁夏气象局参与
制作了《中国宁夏：行动带来改变》专题片，作为全

国唯一反映省级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成效的影视资

料，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上播放，宣传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方面作

出的巨大努力，宣传了宁夏取得的重大成果，得到了

国际各界的高度赞扬。区局还多次向党委、政府报

送了宁夏风能、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专题报

告，自治区领导多次在上报的决策服务材料上作了

重要批示。

２　宁夏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

多年来，宁夏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为自治区党政

领导及有关部门提供了及时准确的决策气象服务信

息和科学的决策建议，在党政领导及有关决策部门

防灾减灾及经济建设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谋作

用，为自治区的防灾减灾、社会安全、经济发展及生

态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与现代气象业务

体系建设及社会经济发展对决策气象服务的需求相

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决策气象服务工作还存在着许

多的问题与不足［３－４］。

（１）决策气象服务的敏感性、超前性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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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迅速变化，对决策气象

服务也在不断的提出新的需求和要求。尽管我们多

年来在决策气象服务的敏感性、超前性上不断改进，

但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党政决策部门的需求还有较

大的差距。如前所述，决策气象服务主要是气象情

报、气象预报等信息服务，其时效性要求非常高，这

就要求从事决策气象服务的人员具有高度的敏感

性，已出现的气象条件和将要出现的气象条件对哪

些行业会产生影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决策气象

服务人员应该敏锐地捕捉到。而目前大多数决策气

象服务人员尚难以达到这一要求。

（２）决策气象服务的主要依据———天气预报的
准确率尚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就短期预报来

说，目前预报落区不可能做到很精确，量值也只是一

个定性的范围，如小雨、小到中雨、中雨等，依据这种

预报结论提出的决策气象服务建议，其说服力和可

操作性都不是很强，地方党政领导根据这样的决策

气象服务建议很难作出明确的决断，当需要在国家

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作出决策，我们这样的

决策气象服务建议针对性有所欠缺。就中长期预报

来说，如果比较准确，则对农业种植布局、工矿企业

生产安排和商品调运等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而目

前中长期预报准确率还达不到需求的水平。

（３）决策气象服务的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经过
多年不懈的努力，在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建设上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气象预测预报和服务的技术水平有

了长足的进步，科技支撑能力在逐步增强，但支撑决

策气象服务的科研成果仍显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着决策气象服务效果的充分发挥。如，在对气象

灾害的预估、评估方面，缺少能够在业务工作中发挥

明显作用的科研成果；对气象条件与传统农业生产

的了解和知识掌握比较深入，但对现代设施农业及

特色产业的了解和研究不足；对农业的了解相对深

入但对其他行业与气象条件的关系了解和研究甚

少。

（４）决策气象服务考核评价机制亟待健全和完
善。目前宁夏气象局决策气象服务工作实行的是

“小实体大网络”的运行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各业

务部门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提高决策气象服务

的能力和服务质量。这种优势的发挥需要有强有利

的考核评价和业务监督机制来保证。但就目前的情

况来看，这种考核评价和业务监督机制还没有完全

建立、有待改进完善，因此，在业务运行过程中，往往

存在着前端基本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时效不高的问

题，难以保证优质高效决策气象服务工作的需求。

（５）决策气象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人
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决策

气象服务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是

人才队伍的建设。决策气象服务是一种涉及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全局性、高层

次、综合性和超前性的特殊气象服务，对决策气象服

务人才的要求有其特殊的高标准的要求。而从目前

宁夏决策气象服务的人才现状来看，人员变动大、专

职人员少、知识结构不尽合理。这一状况远远不能

满足要求日益提高的决策气象服务工作的需求，因

此，亟待加强决策气象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决策

气象服务人才的系统培养。

３　几点建议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气象服务尤其是决

策气象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气象局已作出

部署，要建设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在现代气象业务体

系中，公共气象服务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决策气象服

务是公共气象服务的重中之重，是现代气象业务体

系的核心之一。因此，进一步发展宁夏决策气象服

务工作，为党政决策部门科学决策当好参谋更加重

要。针对目前我区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５－１３］。

（１）努力做到“４个结合”，进一步提高决策气
象服务的敏感性、针对性、主动性、及时性。决策气

象服务工作要与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密切

结合、与政府相关部门密切结合、与气象部门内部各

单位密切结合、与新闻媒体密切结合。决策气象服

务人员养成时刻关心政治、关心时事的良好习惯，党

政决策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并通过网络、报纸、电

视等各种媒体时刻关心和了解党政领导及决策部门

“做了什么、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想做什么”，及时

捕捉党政决策部门的服务需要，做到“宽视野、宽思

路、宽胸襟”。决策气象服务工作要进一步拓宽决

策气象服务领域。目前，全球变暖、节能减排、粮食

安全、流行性疾病控制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级党政

领导的重视，而这些问题大多与气象条件有很大的

关系，因此，要加强气象与这些热点问题关系的研

究，进一步拓宽决策气象服务的领域。

（２）进一步加强现在天气预报体系建设，努力
提高天气预报及气候预测精细化水平。以多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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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技术和高分辨率数值预报产品为基础，提高灾

害性天气快速诊断和短时临近预报水平。以数值预

报产品释用技术和预报员经验为依托，发展精细化

气象要素短期预报业务，特别是定量降水预报业务。

利用动力和统计相结合的技术，完善灾害性天气落

区短期预报业务。以集合数值预报为依托，提高降

水、灾害性天气和其他极端天气的概率预报水平。

依托超级集合预报改进完善中期预报业务、发展延

伸期预报业务，逐步建立无缝隙预报业务体系［１４］。

（３）加大决策气象服务科技支撑能力研发力
度，努力提高决策气象服务产品的内涵和质量。加

快决策气象服务业务平台建设，实现决策服务平台

一体化，区、市、县３级要有统一的综合决策服务共
享平台，从产品的初期制作、中途的加工包装、后期

成品的发布，服务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应该在同一个

操作平台上一次性完成，实现多快好省，规范高效。

围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特色，在决策气象服务为

“三农”服务上，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

在全区发展１００万亩设施农业、１００万亩覆膜保墒
集雨补灌旱作节水农业、１００万亩扬黄扩灌节水高
效农业和１００万亩适水产业的“４个百万亩”工程，
加大科研开发力量，集中各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不

断增加决策气象服务产品的针对性，提高决策气象

服务产品的内涵和质量，最大限度地体现决策气象

服务的效果。

（４）建立决策气象服务的业务质量考核评价机
制。“决策服务让领导满意”是决策气象服务所追

求的目标，建立客观定量的决策气象服务业务质量

考核办法，通过科学的评价评估方法和手段，既定性

又定量地对服务产品、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服务成

果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和评估十分必要。

五是建立决策气象服务业务人员的考核评价机

制。决策气象服务是一项综合性的业务，工作涉及

面广，要求业务人员既要有综合广泛的业务专业知

识，又要有对党政决策部门决策需求的高度敏感性，

还要始终密切关注天气气候的变化，其岗位要求和

特点与其它专业岗位有着很大的不同，对决策气象

服务人员的综合要求高。因此，必须建立符合决策

气象服务业务工作特点的考核评价机制，健全决策

气象服务业务人员评价体系，从而稳定和提高决策

气象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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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２０１２年１０～１１月６００ｈＰａ平均风场图
（单位：ｍ·ｓ－１）（ａ，ｃ）和风场距平场（ｂ，ｄ）

４　结　论

（１）２０１２年秋季我国存在 ３个明显的干旱中
心，分别是华南旱区、西南旱区以及华北南部、黄淮、

江淮和江汉区域组成的东部旱区。

（２）１０月上中旬华南旱区旱情较为严重；１０月
下旬到１１月中旬西南旱区旱情较为严重；１０月中
旬是东部旱区旱情最为严峻的时段。

　　（３）２０１２年秋季以来副高变化较大，整体偏西

偏南，强度和面积也有阶段性偏弱，东亚夏季风在

南退的过程中阶段性偏强，造成我国秋季华北、东

北仍然降水偏多，而黄淮、江淮流域、华南部分地

方降水偏少；１０月，副高强度和面积偏弱，并西伸，
造成华南、华北、江淮、黄淮一带水汽条件较常年

偏弱，风场以偏西北风为主，加之该地区上升运动

条件较差，造成旱情发生；１１月，水汽条件、垂直运
动及风场条件均有所改善，前期发生旱情的地区

旱情得到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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