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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机遇期下的气象科技管理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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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国内形势分析表明气象事业和气象科技创新在 “十二五”期间和未来一段时间将

进入战略机遇期。气象科技管理与创新的顶层发展理念要从 “部门研究”逐渐转向 “社会研究、

部门引导”。战略机遇期要把握气象科技创新的若干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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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形势为气象科技管理与创新提供了战

略机遇期

1.1 形势变化分析

分析一个涉及全局发展的领域,需要分析其

所在的大时空背景和自身条件的变化。中国的第

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际形势和国内实力都发

生很大变化,客观上为气象事业和气象科技创新

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国际上,金融危

机的跌宕起伏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
国崛起”和 “中国模式”得到普遍共识[1]。美国

实力的收缩和欧洲实力的萎缩,使得世界战略中

心从欧美转向亚太。俄罗斯、印度在世界舞台需

要寻求中国更多的支持,日本在100多年来首次

被中国超跃,周边国家更加依靠中国,“虽恨更

有所求”。这样的国际大格局继续延续了中国的

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加速发展势在必行,客观上

需要中国提出更加宏伟而又实效的战略目标。国

内,各项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大体呈现一个总

的特征:总体和宏观角度超级辉煌,个体和微观

角 度 深 层 矛 盾 加 剧。经 济 上,我 国 人 均

GDP2009年已经接近4000美元,国际经验普

遍认为800~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2],中国

表面已经越过,实际深层矛盾更加酝酿和激烈。

可见国际上一些经验不完全适用中国的特殊情

况。尤其 “极大峰值的突然出现和消失”导致的

困难 “旷世罕见”。体制上各种累积矛盾到了需

要集中解决或集中爆发的阶段,气候变化的政治

压力和经济转型压力急速猛增。社会上,民众需

求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社会产品和服务提供却是

算术级数增长,二者矛盾持续加大。“公民意识”

和 “民本意识”与传统秩序激烈交锋。

1.2 气象部门的战略机遇期

国际国内的大势变化迫切要求时下中国有较

大改变与革新。核心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事

业发展方式。胡锦涛总书记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出 “八个加快”———即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

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

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

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

别强调了着力搞好宏观调控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着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

整,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改善民

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3]。

归纳起来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事业发展

方式,这已经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刻

不容缓的任务。对于气象事业来说,提供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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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机遇,气象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度支

撑使得气象部门地位提高,投入空前增长,需求

和要求也前所未有。传统的气象事业发展方式

——— “积累式发展”、“内涵式发展”等,逐渐有

些不适应形势变化,可能会逐渐转向——— “跨越

式发展”、“外延式发展”。以便提升气象现代化

的内涵和质量。

气象现代化的核心是气象科技的现代化,所

以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气象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

战略机遇期。气象科技部门有必要抓住时机,提

升理念,更新观念,深化气象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转变气象科技创新发展方式,实现气象科技

创新的局部跨域发展和整体实力在 “十二五”中

得到较大提升。

2 跨越式发展的观念创新

气象部门主要领导在 “十二五”气象科技发

展院士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指出 “未来五年,

应当是气象科学技术发展机遇和条件最好的五

年,是气象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五年,是气象科学

技术能够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五年。”这

实际上向气象科技部门和全体气象工作者发出新

的进军令和提出更宏伟的奋斗目标。气象科技部

门应该乘势而上,率先突破。

气象科技创新要实现大的突破,最重要的是

在最顶层的发展理念上有大的突破,敢为人先、

敢于创新。顶层发展理念需要有所突破,气象科

技创新要从 “部门研究”逐渐转向 “社会研究、

部门引导”。气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与军事、

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相关,更与物理、化学、

天文、地质、计算机、社会科学等等密切相关。

这些方面的优势和精锐部队都不在气象部门,而

是散落于社会各方面。目前中国气象局队伍不足

10万,科技专业队伍不足万人,专门从事气象

科技研究不过千人。就是这千人左右队伍要承担

起许多重大的气象科学研究项目和科学工程,完

成无数的气象业务研究,难免捉襟见肘、心大而

力弱,而社会上对气象的需求又是无限并快速增

长。

与其 “以有限服务无限”,不如 “引导无限

服务无限”。“社会研究、部门引导”指的是气象

部门主导气象领域研究的上游和核心区域,把科

学研究谱系的两端———纯粹基础研究和泛化的应

用研究转交社会各方面、包括世界各地的研究力

量,气象部门的千人队伍集中力量研究事关气象

事业发展全局的关键点和战略领域。如数值预报

的突破、气候模式研究、海—汽相互作用等,而

把类似花粉预报、洗车指数研究等委托社会专业

力量研究。

气象科技人员要重点关注 “巴斯德象限”,

而非 “波尔象限”和 “爱迪生象限”[4]。但是值

得争论的是气象科技中纯粹基础研究是否要淡

视? 从长远来看,中国缺少洛伦茨、洛斯贝等这

样的气象大家是成为气象强国的瓶颈之一。不过

这些大家多数在高校中做研究,气象部门科技人

员一般从事实践性的科学研究。我国高校现阶段

也十分缺少大家和大师级人物,这与我国对科学

技术的本质理解有误、争抢资源而导致科技布局

不妥有关,作为气象部门无力扭转这个大的局

面。所以从实际来看,纯粹气象基础研究交由高

校和中科院研究,气象部门保持部分传统优势领

域并鼓励科学家自由研究,这不失为稳妥之策。

3 战略机遇期气象科技管理与创新的若干重大

问题

3.1 提前布局、加大未来气象科技储备

社会对气象服务的需求是无限的,气候变化

导致环境脆弱性增强、城市化与社会转型期中人

工自然的深度变化,导致未知气象服务需求的爆

发式增长。比如2008年南方冰冻雨雪灾害中对

“长序列气象灾害”的科技储备不足,2010年南

方干旱灾害中作物减产的农业气象科技储备薄弱

等等。这说明要对未来气象科技发展未雨绸缪、

提前布局,加大未来气象科技储备。这需要战略

眼光分析哪些方面布局、如何布局。这就是 “新
兴气象科技”的问题。从全局来看,气象灾害占

全部灾害的70%,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提高。而

气象灾害往往是突发性、未知性、网络化[5],所

以首先气象灾害科技将是一个战略重点。包括对

气象灾害的预测研究和气象灾害应急研究等。

第二个重点是提高气象学科的确定性。大气

科学不同于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物理化学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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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大自然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现象的精确性/确定

性学科。而大气科学是研究非确定性现象的半确

定/准确定性学科。将来它的确定性成分也许会

越来 越 高,但 是 永 远 不 会 达 到100%的 确 定

性[6]。这是大气科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工程科学

最大的区别。科学史表明科学技术的确定性和精

确性的提高是学科成熟的必然过程,所以如何提

高气象学科的确定性和精确性是气象科技创新未

来储备必须解决的难题。

第三个战略重点是海洋气象科技的布局。中

国必将从陆地大国走向海洋大国。未来十年,国

家对海洋各方面科学技术的投入和需求必将空前

增长。气象部门提前在此布局,将会大大提高气

象科技部门在气象事业中的地位,也会大大提高

气象局在国家政府序列中的地位,并极大拓展中

国气象局的生存空间。

气象事业发展方式逐渐从传统气象转到气象

服务引领事业发展。气象服务是一个立体化、渐

进的系统过程。会催生许多依靠气象科学技术的

新兴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气象科

学和气象技术要适当分开。我国对于科学技术的

理解长期有误,直到 《2006—2020年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规划》中才把二者正式分开。气象学科

的特殊性使得气象科学和气象技术比较接近。但

是仍有区别。

3.2 更加注重 “气象科技软实力”的建设

对科技的支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创造好

的硬件条件,多建些实验室,多购置些仪器装

备,多投入些资金。现阶段科技发展更需要的是

好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让科学家们能够心无

旁骛搞科研,集中精力出成果,多给一些关怀,

少添一些干扰。要尊重气象科学技术发展规律,

既加快发展又不能急于求成,既鼓励探索又允许

失败,既注重研究开发又注重成果应用。中国气

象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因为气

象硬实力的增长与经济实力增长是基本一致的,

因此当经济发展渡过拐点之后,气象硬实力也必

将面临一个发展拐点。气象软实力与气象硬实力

相伴生长,共同发展,在某个历史阶段,必然会

遇到发展拐点 (见图1)。

图1 气象软硬实力演变拐点示意图

  从图1可看出,气象科研设备作为气象硬实

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需要人文等方面的气

象科技软实力的支撑,才能促进气象科技创新的

整体发展。目前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所以,今

后的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依

靠好的制度和政策。未来需要加快推进气象科技

软实力的建设问题[7]。

3.2.1 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

法引入气象科技创新的研究中 气象科技要想做

出大成就,做出流传于世的深层次成果,少了人

文素养是比较困难的。单纯对理性的追求并不一

定带来理性的结果。因为理性的起点和终点都是

非理性的。正如整个电磁波谱上,可见光只是很

小一段一样,整个宇宙中,理性只是很小一部

分,大部分都是非理性的。这个结论无需证明。
“歌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和 “测不准原理”就已

经说明理性内部会导出非理性的结果[8]。这就是

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加强大气科学与人文社会

科学的交流非常有助于我国大气科学和气象事业

的健康发展。

3.2.2 气象科技与气象科普同等重视,“一体两

翼” 气象科技创新将会推动气象科普的发展,
反过来气象科普将会给气象科技创新营造更好的

研究氛围和未来人才储备。目前气象科普的理念

需要较大提升,把气象科普与气象局的对外宣传

结合起来,气象科普是提高气象局社会地位的重

要途径。国外对于科学普及,早已推进到“公众理

解科学”的双向互动的阶段[9],我国的气象科普还

是单向灌输的阶段。应该推进“公众理解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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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气象》2011年度优秀论文和好文章

优秀论文

一次阵风锋触发的局地强冰雹天气过程分析

  毕旭,刘勇,李强…………………………

汉江流域致灾暴雨的天气学分析

党红梅,周义兵,李定安,胡国玲,石明生

…………

陕西省气象灾害灾情特征及年景评估

蔡新玲,雷向杰,王娜,王娟敏,胡国玲

……

陕西降雨型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系统

赵奎锋,张雅斌

…

……………………………

陕西中部一次局地暴雨中尺度分析

牛乐田,王英,胡伟,张宽洲,刘新妮

………

…

陕西近500年极端干旱变化初步分析

李红梅,范建忠,李星敏

……

…………………

好文章

基于SVD分解的太平洋及印度洋海温与华

  北旱涝的诊断………………高雪娇,张桂梅

陕西省植被指数动态变化特征研究

王娟敏,孙娴,何晓嫒

………

……………………

衰减订正技术本地化对比试验研究

王楠,乔剑

………

…………………………………

陕西省气象部门人事人才工作回顾与展望

王晓耕………………………………………

2010年陕西决策部门气象服务需求调查分

  析………吴林荣,罗慧,鲁渊平,乔剑,郑小华

宝鸡市旱地土壤蓄水量盈亏值时空变化规律

  王春娟,李建军,韩正芳,齐军岐………

3.2.3 更多与外界合作,听取更多声音 在

“十二五”气象科技发展院士专家座谈会上,专

家们达成共识,解决制约气象业务服务发展的关

键科技问题,离不开中科院、高等院校、各有关

部门的广泛参与,离不开全行业乃至其他相关领

域科学家的联合攻关,离不开业务服务专家和科

学研究专家的通力合作[10]。

气象重大工程投入的发展需要听取更多外界

的意见和建议。气象部门强调为社会服务,就要

有 “大气象”的气魄,提高与社会各界交流的积

极性。相对于 “农、林、牧、副、渔”的大农

业,实际上存在 “大气象”的概念,包括海洋、

地震、水文、航空等都是 “大气象”的服务领

域。做好 “大气象”的社会管理,对于中国气象

事业的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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