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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气象科普基地发展现状分析
１１发展现状和主要特点

近年来，气象部门纷纷加快了科普基地的建
设步伐，大多数省局已建成气象科普基地并向公
众开放，一部分设区市气象局也已经或计划建设
科普基地，个别条件好的县局也建起科普基地。起
步晚的地方正加紧建设，起步早、起点相对较低
的地方已进行第二轮改建和扩建。气象科普基地
建设总体已呈全面开花态势。

现已建成并对外开放的气象科普基地在规
模、档次、内容、管理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存
在很大区别。但综合分析，气象科普基地具有共
同的特征。
１１１完全公益性或以公益为主以部门和单
位自筹资金投资为主；参观免费或象征性地收取
一点门票；对青少年开放或接待来访的各级领导
和各界人士等；在社会上反响不错；展示内容主
要是气象科学知识，兼顾相关行业及学科的科学
知识和气象部门建设成就的宣传内容，展示手段
主要有展板、音像资料、实物等。搞得比较好的
省，引进和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段，参观
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有的还可以参与互动，大
大增加了吸引力。
１１２紧紧依托部门和单位的业务系统有些
地方干脆将整个业务平台当作科普基地，适当增
加一点展板和音像资料。
１１３管理模式省台管理型（依托业务平台）；
省会城市市局管理型（依托新一代天气雷达建
设）；其它型（学会管理、专业台管理等，较少）；

基地设置少量的专职讲解或管理人员，也有完全
是兼职人员的。日常维持经费由单位负担。
１２问题和不足

气象科普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基地建设缺
乏统一的规划和标准，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性和
随意性；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轻软件，管理薄
弱，基地运作不规范，盲目攀比、一味追求高档
化的倾向开始显现，单位投入动辄上百万，有的
基地展示内容不够充实；相当一部分基地运营状
况差，完全或几乎没有收益，单位经济负担沉重，
难以为继；人才严重匮乏，有的地方将基地作为
分流人员或养闲人的地方，导致工作人员素质偏
低，缺乏发展后劲等等。
我省气象科普基地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省气象科普基地建设是全国省级气象部门
起步最早的，１９９９年年初即建成并正式对公众开
放，当时受到中国气象局和许多省局领导的高度
评价，在社会上也得到普遍好评。２００１年气象大
厦投入使用时，又进行了改建和扩建。先后被中
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和省上有关部门授予“全国
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等多块牌匾。不少兄弟省
在建设科普基地时派人来我省考察。但由于种种
原因，近年来，与后起的兄弟省相比，无论是规
模、内容，还是设备档次已经落后。

加快我省气象科普基地的建设，促进基地尽
快迈上一个新台阶，重点应该做好的工作。
２１突出抓好气象科普基地的发展规划和计划，
并大力组织实施

建议由省局有关职能处室牵头，组织人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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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省的科普基地深入调研，认真分析本省气象
科普的需求，制订切实可行的３～５年的发展规
划和具体实施的年度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滚动
修订，以指导本省气象科普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其
中，在新一代天气雷达站建设一个新的、规模较
大的气象科普展馆应成为龙头项目，以带动全省
气象科普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同时，省局对市局
的气象科普基地建设也应提出明确的要求，促进
气象科普基地向下延伸。
２２整合科普资源，理顺管理体制

西安地区可用于科普的资源很多，包括基地
的展室、省台的业务平台、其他直属单位的业务
系统、西安市局的观测场和业务平台、新一代天
气雷达站等。这些资源大都分散在各个单位，很
难发挥综合效益。当务之急是对现有资源进行整
合，使其在气象科普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整合
方式可以借鉴上海市局组织气象科普旅行社的经
验，以资产为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参加单位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充分调动各单位的积极
性。管理单位可在专业台、西安市局或省台中进
行选择，明确责任。
２３加强基地建设，丰富内容，适当提高档次

利用新一代天气雷达建设的机遇，投入一部
分资金，在雷达站划出一部分面积，建设新的气
象科普展馆。新馆面积要大，为未来发展留下空
间。建设时要参考国内先进水平，起点要比较高，
引进比较先进的展示设备和技术手段，重点考虑
引进参观者可以参与和互动的设备，增强对青少
年的吸引力，提高展示效果。展馆内容和布局要
精心设计，力求做到布局合理，内容丰富。现有

展馆的内容要充实和优化，特别要补充新的气象
科技和现代化建设成果，并留下及时补充和更新
内容的余地。新馆建成后，现在气象大厦的展馆
可在充实和调整后予以保留，作为内部接待之用。
其它单位可用于参观的项目也要纳入整体建设计
划一并予以优化和整合，具体可考虑在业务平台
隔出一条参观通道，将业务区和参观区分隔开来，
既能满足参观的需要，又不影响正常业务的进行。
２４学习和借鉴科技展馆运作规律，逐步实现规
范管理和运作

气象科普展馆要长期对公众开放，必须走正
规化和规范化道路。学习国内外正规展馆的成功
经验，结合自身资源和特点，积极探索，制订出
一整套科学、合理、规范和严密的参观程序，从
线路、项目、演示到讲解，都实现程序化和规范
化，并制订严格的规章制度，将责任落实到人，以
提高参观的效率。
２５积极拓展气象科普市场，逐步实现自我发展
的良性循环

气象科普基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在坚
持公益性的前提下，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气象科
普人员要解放思想，围绕社会需求，借鉴国内外
的成功经验，不断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主动出
击，吸引更多的人来参观，逐步拓展气象科普市
场。根据参观者的需求，在延伸服务链条上下工
夫，以气象科普展览为依托，开发新的服务项目，
为参观者提供配套的服务，如照相留念、提供饮
料和小食品等，提高服务的附加值。还可以考虑
和相关及相近行业的科普场馆联合，共同组织开
展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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