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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气象人才培养与体系建设研究

李 博,周显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210044)

摘 要:提高气象事业实力关键在人才,核心在于培养和造就一批学习能力强、实践能力强和创

新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当前,受气候变化影响,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如何有效预防与应对气象

灾害,减轻其造成的损失,以及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等诸方面迫切需要复合型气象人才。通过

利用多种气象培训资源开展规模化培训、交差学科培养、复合型青年人才开发、建立团队模块化

培养、跨部门人才交流等体系建设,培养和造就适应气象现代化需要的复合型气象人才队伍,进

而推进气象事业科学、全面、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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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强局”战略是中国气象局党组提出的

“三大战略”之一。实现我国从气象大国向气象强

国跨越的目标,关键靠各级气象部门人才队伍。

目前,我国气象站点密布,覆盖均匀,气象站网

建设规模、气象现代化装备及各方面资金投入等

硬性指标已进入世界前列,真正制约气象事业发

展的,则是在人才上的竞争力不强、人才的科技

创新能力不强、人才培养与发展体制机制不完善

等软实力方面。从各级气象部门人才队伍现状来

看,真正缺乏的是复合型气象人才。积极应对气

候变化、有效预防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构建全社会防灾减灾体系等迫切需要复合型气象

人才。

1 复合型气象人才概述

1.1 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一般是指具有宽领域的专业知

识和高层次的文化素养,具有多种能力和发展潜

能,以及和谐发展的个性和创造性的人才,俗称

一专多能的人才。有学者认为,复合型人才应当

是指具备完整而系统的跨学科或专业知识与能力,

并能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可适应和胜任多个工

作领域的人才。也有学者认为,复合型人才应包

括知识复合、能力复合、思维复合等多方面的内

容[1]。

1.2 复合型气象人才

复合型气象人才,就是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

与人文科学基础,擅长气象科学的某一领域,同

时在广度上了解几个不同的学科,具备多学科交

叉融合的特点,能形成气象科学与地理学、地质

学、天文学、地震学、航空学、生态学、水文学、

海洋学、环境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的人才。这种

一专多能的气象人才能够突破知识面单一、专业

结构不合理等局限,能以复合型思维开展科学研

究[1],以交叉学科知识与复合能力服务于气象事

业发展。

2 当前气象人才发展现状

气象部门早期的管理体制强调队伍专业化,

造成气象工作者专业知识结构单一且不合理。国

家、省级气象部门高学历、研究型气象科技人才

相对集中,而市、县级基层气象部门业务工作人

员的学历和专业以大中专院校气象学专业为主,

专业集中,知识面窄。随着气象现代化建设飞速

发展,气象事业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气象业务

技术改革不断推进,均对气象人才的综合素质及

  收稿日期:2012-09-01

  作者简介:李博 (1981—),男,陕西宝鸡人,主要从事公共气象管理与气候变化研究。

05 陕 西 气 象                   2013 (1)



技能要求不断提高,更对复合型气象人才培养及

体系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

目前,我国气象部门主要有天气预报、气候

与气候变化、气象服务与应用气象、大气物理与

大气环境、综合气象观测、雷电防御、气象信息

技术、气象教育培训等专业技术方向,具有鲜明

的气象行业特色。气象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业

务技能具有突出的专业特点,形成当前气象人才

队伍特征。
(1)学历分布不均衡。截至2011年1月,全

国气象部门研究生学历人员3828人,国家级气

象部门占据比例最大,为46.99%;大学本科学

历人员24740人,省级气象部门占据比例最大,

为53.32%;大专学历人员14108人,地市级气

象部门占据比例较大,为25.48%;中专及以下

10368人,县 级 气 象 部 门 占 据 比 例 最 大,为

26.80%。本科以上学历人员主要集中在国家级和

省级气象部门,大专及以下学历人员主要集中在

地市和县级气象部门。
(2)专业分布过于集中。在各级气象部门中,

职工第一学历所学专业比例最高的均为大气科学

类。国家级气象部门中,大气科学类专业所占比

例为37.0%,省级为34.3%,市级为41.2%,县

级为44.7%。信息技术、经济、法律等专业依次

递减,人影、防雷、生态等专业人才缺少。
(3)高职称人员汇集于顶端部门。国家级高

级职称比例超过40.0%,中级职称接近30.0%;

省级高级职称24.8%,中级职称36.5%;市级高

级职称12.0%,中级职称45.5%;县级中级职称

46.0%,初级职称42.6%。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

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省级气象部门,市级气象部门

以中级职称为主,初级职称人员主要集中在地市、

县级。初级职称人员有近50.0%的人员在县级气

象部门工作。
(4)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紧缺。随着科学技

术的迅猛发展,气象科学已呈现出更加细分化和

跨学科、跨专业两个趋势。细分化的发展趋势要

求大量高层次的人才;跨专业、跨学科的趋势则

要求大量具有交叉学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作

为事业发展的强力支撑。在全国气象部门中,本

科学历以下人员占70%,博 士 学 位 人 员 仅 占

0.46%,高层次人才总量明显偏低,尤其是学科

与技术带头人总量较少,具备多学科交叉研究和

业务能力的人才更为稀缺。高层次、一专多能的

复合型气象人才越来越亟需。

3 复合型气象人才培养及体系建设对策

中国气象局 “十二五”气象发展规划中,就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坚持 “服务发展、人才

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

发”气象人才发展指导方针[2]。确立在气象事业

发展中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以高层次领军

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建设为重点,加强气象复合型

人才培养,统筹推进气象部门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建设。按照这一战略目标,在现有体制和环境下

要大胆创新,多措并举,加快推进复合型气象人

才培养,加速复合型气象人才体系建设,着力打

造一支规模适度、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

良的气象复合型人才队伍,为气象事业科学发展

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3.1 利用多种培训资源开展规模化培训

充分利用现有的国家、区域和省级气象教育

培训机构及资源,建立一流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平

台,开展气象人才规模化培训或轮训。一是采取

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干部管理能力、综合知识、法

律法规、业务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或轮训,

促进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二是加强专

业技术人员岗位培训,大力开展新知识、新业务、

新技术培训,为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复合型气象人

才奠定基础。三是加强气象部门现有人才的继续

教育,鼓励现有人才参加交叉学科知识培训,提

高综合知识水平,促进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四

是与国内知名教育培训机构合作,建立定点的培

训基地、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等,既能实现

教育资源共享,又能满足综合教学信息交流,有

利于跨学科、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

3.2 开展交叉学科培养

以不同学科背景的气象人才为对象,联合气

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复合型气象人才培养

为目标,开展交叉培养。突出人才知识的 “专”

与 “博”,增强气象与相关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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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气象部门与高等院校联合开展的定向培养和培

训以及 “3+1”、“4+1”模式培养气象复合型人

才,为气象部门输送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适应

气象科学新的发展需要,注重地球科学,卫星、

雷达气象学,水文与水资源,生态学,3S技术及

其应用,城市环境与空气污染预报,地质气象灾

害预报等专业领域的培训与应用,造就一批素质

高、知识广、能力强的复合型气象人才队伍[3]。

3.3 实施复合型青年人才开发工程

多层次、全方位加大复合型气象青年人才引

进、培养和使用,完善人才库建设,丰富人才资

源储备。重视引进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

结构,加强从引进到继续教育培训和重视使用的

全程管理,逐步解决专业知识结构过于集中和复

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对青年人

才依据业务交叉原则实行 “一人双岗、双岗双

责”,促进业务知识的交流与工作能力的提升,为

优秀复合型气象青年人才搭建锻炼、成长的平台。

加大青年人才岗位交流力度,通过上挂下派、岗

位交流等形式进行多岗位锻炼,在重大业务科研

项目、重大工程的立项和实施中大胆使用优秀青

年人才,让他们在关键岗位上锻炼成长,推进复

合型气象人才队伍建设[4]。

3.4 建立团队模块化培养机制

围绕现代气象业务体系建设,以解决气象事

业发展重点领域业务科研难题和关键技术为重点,

以业务科技项目为载体,通过创新人才工作机制,

在气象及相关领域形成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以

骨干人才为主体的创新团队,建立复合型人才的

团队模块化培养机制,全面带动复合型气象人才

体系建设。如2012年陕西省气象部门开展的 “火
车头计划”,就是重点解决 “科技发展”与 “人才

培养”两大影响气象事业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

通过确定重点科研领域,组建创新团队,促进团

队与团队、队内不同学科成员之间的互补交流与

团队模块化合作实践,创新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考核奖励等机制,对复合型气象人才的培养探索

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新途径。

3.5 建立跨部门人才交流机制

建立并完善气象部门内部上下级、同级之间,

以及与其他部门的人才互派、合作交流机制,为

复合型气象人才培养提供开放式平台。当前,气

象服务已经成为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传统的气象业务服务外,还要满足各级政府、

各部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如防灾减灾服

务、预警信息服务、农业气象服务、水文气象服

务、海洋天气服务、航空天气服务、道路天气服

务、城市天气和空气质量服务、生物气象和人类

健康服务等。气象多领域服务需要气象部门与农

业、水文、海洋、航空、公路、环保、卫生等相

关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建立气象部门与其他部

门的跨部门人才交流机制,可以促进气象业务服

务人才熟悉并理解跨学科知识,通过融入其他部

门获得实地交流与学习的机会,迅速提升自身跨

部门服务的实践能力[5]。同时,跨部门交流有利

于气象部门与其他部门在当前与未来的业务交流

与合作,提升气象业务服务人才与其他部门人员

的合作能力,为未来气象事业的科学发展、持续

快速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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