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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市县级气象部门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牛桂萍

（陕西省气象局，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市县级气象部门是气象部门的基层单位，其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关系到气象事业的发展。
从分析市县级气象部门人力资源的结构及其与全国同类气象部门平均状况的比较入手，分析了市
县级气象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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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是气象现代化建设和事业发展的第
一资源。大力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全面提
高队伍整体素质，是加快发展，率先基本实现气
象现代化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作为气象部门基础
的市县级气象部门，其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对
事业的发展同样重要。
市、县级气象部门人力资源的现状
２１市、县级气象部门人力资源的结构现状

截止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陕西省市、县级
气象系统有职工１４８４人，其中：区市级气象局
６９５人，县级气象局７８９人。职称、学历、专业等

结构如下表１～表４。
２２市、县级气象部门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通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对比分析，虽然在某
些方面陕西市、县级人力资源结构优于全国平均
水平，但目前陕西市、县级气象部门的人才结构
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与气象事业发展的要求
还存在一些差距。

不同层次人才的比例不合理，学术技术带头
人缺乏。正研级高级技术人员、省有突出贡献专
家、享受政府特贴的人员和省“三五”人才第二
层次人选均为０。

表职称结构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职称 正研级 副研级 中级 初级 初级以上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市局 ０ ０ ４０ ５８ ３１６ ４５５ ２７９ ４０１ ６３５ ９１４
县局 ０ ０ ５ ０１ ２２４ ２８４ ４６９ ５９４ ６９８ ８８５

市局＋县局 ０ ０ ４５ ３０ ５４０ ３６４ ７４８ ５０４ １３３３ ８９８
全国 ００１ ２６ ３３２ ５３２ ８９０

表学历结构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职称 研究生 本科 大专 大专以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职工总数
市局 １６ ０４ １１２ １６１ ２１１ ３０４ ３６９ ５３１ ６９５
县局 ０ ００ １７ ２１ １６２ ２０５ ６１０ ７７３ ７８９

市局＋县局 ３ ０２ １２９ ８７ ３７３ ２５１ ９７９ ６６０ １４８４
全国 ００１ １２４ ２３６ 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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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专业结构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专业
大气科学 通信电子 环境科学 管理经济 基础科学 其它 合计
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

市局 １３３１９１４５６５ ３ ０４８５１２２７ １０５７０８３３０４７５
县局 ６６８４２６３３ ５ ０６３２４１ ６ ０８４４５６１７９２２７

市局＋县局 １９９１３４７１４８ ８ ０５１１７７９１３０９１０１６８５０９３４３
全国 １７２ ３１ ０２ ３０ ０４ １１２ ３６２

表高级职称人员专业及岗位分布
专业 天气气候 应用气象 气象电子 其他
岗位 机关 预报 服务 机关 应用气象 预报 县局 其他 服务 机关
人数 １２ １２ ２ ３ ２ ４ ５ ３ １ １

高层次人才专业、岗位结构不合理。副研级
职称人员中专业相对集中，４５人中２６人为天气
气候专业，气象电子只有１人；天气气候专业的
人员中４６％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应用气象专业
人员大多原来从事的是农气及服务工作，近年由
于机构调整等原因，从事本专业的人员相对较少，
１７人中２人从事应用气象，５人在县局，部分人
员转为从事预报等工作；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大
多集中于基本业务岗位，从事气象服务创收很少。

高层次人才地域分布上不合理。高层次人员
集中在个别设区市局，１０个设区市局中，副研级
高工人数最多的为１２人，人数最少的为０，有７
个设区市局的副研级高工人数未达到平均数（４５
人）。

高学历人员专业结构过于单一，知识结构不
合理。跨学科人才、相关专业人才偏少，不利于
拓展领域。在科技服务与产业队伍中，缺乏比较
优秀的经营管理人员，尤其缺乏懂经营善管理的
人才。３名硕士研究生中，１人为管理专业，２人
为气象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人才中，管理经济类
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倍以上，其中大多数为
党校学历。
市、县级气象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主要
措施
３１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３１１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构造省、地、县三级
教育立体结构，培养各级各类人才。近年来，省

气象局加大了对人才培养力度，将学历教育的重
点放在高层次（硕士研究生以上）人才的培养，设
区市局也相应制定了教育政策，省、地、县三级
教育立体结构初步形成。设区市、县局应针对实
际情况，加大对大专、本科学历层次人才的学历
教育的投入，尤其是气象及相关专业，党校、行
政学院的学习以短期培训为主，学历教育支持力
度则该逐步压缩；各县局应针对人员较少的实际
情况制定现有人才进行学历教育的计划，在保证
各项业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有计划地提高职工
的学历层次；同时要注重拓展领域人才和科技服
务人才的培养，对其学历教育应与气象专业的学
历教育给予同样的支持，使职工的学历结构与气
象事业的发展需要相一致。
３１２立终身教育的观念，加大对职工的培训力
度。市级气象部门应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管理，制
定出职工的培训计划，内容应涉及岗位变动、职
务变动、技术职称晋升等情况后职工必须经过的
培训类型、培训时间、培训内容等；要继续发扬
工作中传、帮、带的传统，发挥单位中业务骨干
的作用，采取技术交流、讲课等方式对职工进行
培训；对拓展领域和科技产业与服务等岗位，加
强职工基础知识的培训，积极联系到相关部门或
学校进行短期培训，增强职工适应工作的能力；
省、市、县之间应建立同岗位人员互相交流学习
的制度，条件允许的区市局可以与邻近的省、区
加强交流与合作，培养适应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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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档案与气象资料的区别
阴秀菊，李亚丽

（陕西省气象台，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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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档案与气象资料在概念上的区分
气象档案是指天气观（探）测、天气预报和

气象业务管理、气象科学研究中直接形成的，具
有保存价值，并按照一定的归档制度，作为真实
的历史记录集中保存起来的技术文件材料（包括
图纸、照片、报表、文字材料、磁性材料）。气象
资料是为气象业务技术、科学研究活动需要，通
过复制、交换、购买等手段获得的间接性的科技
材料［１］。

气象档案与气象资料的概念区别在于：第一，
气象档案强调“原始性”，是气象业务活动“真实
的历史记录”，能真实地记录气象业务活动的历史

过程，具有珍贵性。气象资料是第二手资料，只
能服务于气象业务。第二，气象档案是经过“整
理分类归档”，履行归档手续集中保管起来的科研
成果、气象业务活动的记录，具有保存价值，成
为国家档案资源的一部分，受档案法的保护。而
气象资料没有经过严格的整理程序归档，虽然气
象资料也可以积累起来为天气预报、气候分析和
科学研究服务，收集、保存气象资料的目的是为
当前的气象业务服务。
气象档案和气象资料在内容上的区分
２１气象档案的内容
２１１气象业务管理档案气象业务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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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树立项目带动人成长的观念
环境是人才成长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市、县

级气象部门高级人才的比例远低于省级气象部
门，地、县级人才以项目依托，是人才成长的重
要途径。以渭南市气象局为例，有副高级专业技
术人员１０人，其中７人为应用气象专业，全是原
省棉花气象服务台的人员，这些人才的脱颖而出
除自身的努力外，与原省棉花气象服务台主题业
务是科研工作不无关系。市局要在找科研项目上
动脑子，并且增强与省气象科技创新基地的联系，
在项目创新的同时培养人才。
３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创造引进人才的良好
政策环境，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

引进人才是改善人才结构最直接、最有效的
方法之一。从表１可以看出，市、县级人员中副
高级职称人员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各设区

市之间人员分布不均衡，部分人员没有指标上岗，
部分设区市局高级职称人才又相对缺乏；各单位
间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综合经营人才
分布也不均衡。针对这一情况，省局可出台促进
人才合理流动的引导性政策；各单位要结合自身
的实际情况制定引进人才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应
包括省市级之间、市级之间人才的合理流动、相
互培养和帮助工作，也应包括市县级之间以及县
级之间人员的合理流动、相互培养和帮助工作；不
仅应包括鼓励人才的合理流动政策，还应包括鼓
励人才短期交流、相互培训等方面的政策。真正
做到引才与引智相结合，真正实现人才在省、市、
县级气象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使人才从高位势
区向低位势区合理流动，使现有人力资源产生最
大效益，促进全省气象事业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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