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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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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气象业务、科研、仪器设备、基本建设等
管理部门产生的管理方面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
料。如：气象技术规定、规范、手册等。
２１２气象记录档案气象记录档案是利用各
种方法和手段对大气现象进行观（探）测而获得
的原始记录和经过初步加工整理的气象信息、数
据、图表等材料。如：各种观测记录本等。
２１３气象科学研究档案各气象学科、各项业
务技术的科学研究文件材料和研究成果材料。
２１４气象仪器设备档案气象观测及研究所
使用仪器设备，在购置和改造过程中形成的文件
材料，如大气探测系统、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系
统、雷达等仪器设备的图纸、说明书、合格证、操
作规程等材料。
２１５气象基本建设档案气象基本建设档案
指气象部门基建方面的材料。如办公楼建造前的
计划书、请示、批复、土地证、图纸、管道布置
图、施工合同书、验收报告、竣工图纸、质量鉴
定合格证等材料。
２２气象资料的内容

气象资料和气象档案内容相同，关键是以和
单位的业务关系及有无保存价值来区分，如果它
直接反映本单位的业务技术和科学研究活动，与
本单位的业务技术、科研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
是气象档案，否则，虽然具有业务技术和科学研
究方面的内容，但不直接反映本单位技术、科研
活动，没保存价值，但是气象资料。
气象档案与气象资料在特征上的区别
３１气象档案的成套性

气象档案成套性是由气象业务活动的特点决
定的，气象科学研究、气象业务活动是一个独立
的项目或以某一特有的现象为对象进行的。如一
个气象科研项目、一个重要天气过程的观（探）测
都围绕着该项目或该过程进行，且形成了一系列
相关的气象资料，这些资料记载和反映了该课题
或一次重要天气过程的全部。这就是气象档案的
成套性特点。气象资料不具有成套性，它是零散
的。

３２气象档案的现实性
气象档案的现实性是指气象档案具有较强现

实使用性。气象记录档案进入档案馆后，在较长
时间发挥现行效用。气象资料的效用极短，对气
象业务没有利用价值就可销毁。
３３气象档案的地域性和不可再现性特点

气象档案地域性和不可再现性突出表现在气
象记录档案方面。气象记录档案是地域性很强的，
是在一定测站形成，记载和反映一定地域的天气
现象及其演变规律。如西安观测气象记录不能代
表其它地方。气象档案的不可再现性表现在气象
记录档案地面、高空、雷达、卫星等观（探）测
所获取的气象要素的数据和信息，是不可复得的
原始记录。气象资料不受地域限制，只要是业务
需要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取，如果丢失，可到相关
地方再获得。
气象档案和气象资料在功能上的区别
４１气象档案依据凭证功能

气象档案是真实的气象历史记录，不是听凭
人们主观意愿随意编写或杜撰的，具有客观的依
据和凭证功能。如农业气候区划须根据气象档案
进行科学分析，合理解决农业生产布局和农作物
区划。工矿厂址选择，特别是有污染的工矿，要
考虑当地气象条件，常年盛行的风向，会不会把
有害气体吹到居民生活区等。司法部门对案件裁
决，要用气象档案作为凭证和依据。气象资料不
属于档案信息，没有依据和凭证作用。
４２气象档案的继承功能

气象档案的继承性表现在气象工作者在科研
项目中要吸取和借鉴前人的气象成果。新气象课
题研究时，要查阅有关的气象档案，有助于了解
过去，便于在现有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同时可启
发思路、开阔眼界、少走弯路，减少不必要的重
复劳动，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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