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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部门目标制定与目标管理三要素的相关性分析
李兴茂，董长宝

（陕西省气象局，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对目标管理概念，目标管理的要素以及目标制定与目标管理中三个要素的关系进行了阐
述，并着重从目标制定角度出发，强调了制定目标要注重目标管理三要素的相关性和应注意的几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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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管理，是一种以目标为指导或以目标为
基础的管理体系，是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同确
定总目标，把总目标转化为部门目标和个人目标，
管理者通过目标，对所属部门和成员进行管理的
一种方法。目标管理包括三大要素：一是要确立
简洁明了可以传达的目标，使工作得以改进；二
是由在目标管理体系下工作的人参与目标制定；
三是根据结果对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评估。从理
论上说，目标管理的目的是向职工提出指标或需
要完成的量化任务，使他们有机会为指标的完成
提供一份力量，并按确定的目标对他们所获得的
结果加以评价。
目标制定与工作改进的相关性

气象部门通过制定目标，保证了基础业务质

量逐年稳步提高，事业结构调整顺利完成，科技
服务与创收高速增长，地方气象事业的投入达到
了气象事业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

气象部门目标制定必须符合气象事业发展的
总体要求，工作重点必须体现落实中国气象事业发
展战略研究成果。须注意虽然目标应定高一些有助
于挖掘职工的潜力，但应在许可范围内。如果目标
被认为是无法达到的，对职工来说就毫无意义，失
去了促进作用。当职工确认所定目标可行后，便会
持之以恒地去实现这些目标，不仅工作更加努力，
且工作时间也会延长。若要目标成为促进工作的手
段，必须被职工接受。例如，省局将“争取科研经
费的数量”作为某直属单位考核指标，成功地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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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会某项事务行政执法权的单位，如防雷、人
影和升空气球管理等，要为依法行政保驾护航，促
进严格执法，规范管理。二是行政效能监察要围
绕气象工作的大局和党组的中心工作，要促进政
令畅通和制度落实，为实现各项工作目标提供监
督保障。三是廉政监察要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的落实，推动气象部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
构建工作，运用警示提醒、诫勉督导、责令纠错
等制度，及时发现问题，有效纠正错误，以形成
反腐倡廉的廉政预警机制、动态监督机制和保护

挽救机制。
３４行政执法监察要严格维护部门形象

气象行政执法直接影响气象部门的社会公众
形象。行政执法监察要？围绕群众关心和反映强
烈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结合实际，抓住突出问题
狠抓查处工作。坚决查处以合法的方式实施违法
违纪的行为，如造假手续，开虚假票据或不给票
据等，要运用办案成果，加强警示教育，力争做
到查处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线，严格维护气
象部门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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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单位争取各类科研课题的积极性，使每年科
研经费到位数大幅度攀升，由于有课题的支撑发
表科技文章的数量也迅速提高。
职工参与目标制定的相关性

调查表明，制定目标的方法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目标能够提供一个方向。使目标被接受的重
要因素是：对目标制定的原因及方法加以解释，为
了最大限度地达到目标所应采取的方法给予指
示；对职工进行排选，确定哪些人有能力完成目
标提出的任务。每项任务都是合理的特定条件下
可以达到的工作水准。如果省局和市局、领导和
机关处室、管理部门和气象科技服务单位能共同
商讨制定目标，则有利于增强目标意识和建立
“双向”责任感，实现上级对下级的指导责任，职
工知道任务是能够完成，会乐意接受，也就为发
挥目标的激励奠定良好的基础。
目标制定与反馈的相关性

目标管理的根本要求之一是以结果进行评
价。领导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向职工提供有关工作
情况信息，让其对照标准衡量自己的工作。气象
部门实行的年终述职，一方面述职者介绍工作完
成情况和工作方法，另一方面上级领导给与评价
和提出要求，这种形式作为目标管理中反馈的一
部分，对全面掌握工作情况，推动工作发展十分
有利。通过反馈，工作达到指标的人能够确切知
道自己目前的进度是恰当的，并知道继续干下去
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或得到很好评价，后进者
则会更加努力或谋求某些帮助来提高工作效率，
从而“挽回”败局，“确保”成功。

制定目标和经常提供信息反馈——是管理者
应尽的职责。如果能够保证职工了解到他们应该
做些什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很乐意地去做；如果
能使职工们意识到他们干得怎么样，那么避免失
败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气象部门目标制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及启示
４１制定目标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４１１目标要能够考核量化目标通常具有可

考核性，在气象部门管理中有些目标难以量化，可
将其等级化，进而转化为量化的目标。
４１２体现目标的层次性完备的气象部门目
标管理系统应包括：总体目标—气象部门的努力
方向及今后发展的总体要求；日常业务管理目标
—对日常气象部门业务管理内容的要求；组织人
事目标—对气象部门机构设置、权限划分、成员
配备等的要求；思想建设目标—对职工思想道德、
精神风貌方面的要求；制度规范目标—对气象部
门岗位职责、工作制度等的具体规定。

还可从纵向设计目标，即将气象部门目标划
分为省局目标、市局目标、县局目标及个人目标
等几个层次。横向上主要明确工作职责和责任分
担，纵向上主要确认管理权限和隶属关系。
４２目标制定的启示

目标制定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将会给气象部
门带来大量的有形收益。目标能使职工意识到自
己的方向，促进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目标还
能使职工排除盲目性，为所获得结果提供评价标
准或基础。

职工参与目标制定是重要的，但目标的存在
更为重要。研究结果表明，参与目标制定与目标
的可行性相比，职工对目标的可行性更为关心。甚
至对反馈性质更感兴趣，因反馈往往决定他们的
酬劳。虽然参与目标制定并不能直接改进工作，但
应尽可能让执行任务的人在制定目标时发表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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