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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公益事业，科学
技术是气象事业发展最强劲的动力［１］。多年来气
象部门坚持以业务实际需求为导向，依托气象业
务监测网络、计算资源和成果转化平台，取得较
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并且通过及时有效的应用转
化科研成果，在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确保经济社
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２３］。然而，随着国家和地方对气象工作日益重
视，气象科研经费投入逐年增长，科研项目不断
增加，气象科技成果开发过程存在的问题也日益
凸显［４］。
科研工作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１１发展现状

２００２年至今，陕西省气象局科研经费总投入
２１５７万元，其中２００６年以来每年自筹科研经费

１５０万元以上，占气象事业费的１％多。副高以上
职称人员是科研项目的主力军，１５７项科研项目
主持人中有副高以上职称１００人次，中级职称４１
人次。全省共１０４０余人次参加了计划内科研开
发工作。６ａ来，全省共发表科技论文１１０７篇，其
中核心期刊２６４篇，２０篇被ＳＣＩ或ＥＩ索引，科技
论文第一著者主要为大学本科及硕士研究生、中
高级职称。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２２项１４２人次，
其中二等奖８项，获奖层次和数目在全国省级气
象部门中名前列茅。省部级奖励都是省政府科学
技术奖，没有中国气象局奖，表明陕西省气象部
门在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的领域内做了大量工
作，而在气象行业内部缺少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与
地方经济发展联系比较紧密的农业遥感生态和人
工影响天气是获奖的主要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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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存在问题
①科技创新基地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科

研项目带头人又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或者行政领
导，不愿也不能长期脱离岗位搞科研。创新基地
对科研人员没有行政上的制约。有成就、有影响
的学术带头人少，科研与开发梯队数量不足，结
构不合理，存在断档隐患。小而全的封闭思想导
致科技资源共享困难，整合科技队伍缺乏有效的
凝聚机制。与其它省相比，陕西科研经费明显偏
低。②６ａ共组织验收鉴定科研项目１０２项，有２２
项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但是在业务中运行
并发挥作用的重大成果并不多。存在着重科研、轻
开发，重成果、轻转化的观念，成果应用单位参
与少，项目验收后的成果应用环节监督缺失。③
由于体制、管理以及观念上的问题，大多数研究
与业务仍是自成系统、相对封闭、缺乏有机融合
和紧密对接。业务单位缺少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的人员，项目组缺少具有丰富实践
经验并把握整个业务系统发展方向的人员，科研
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劳动较多。④在科研和业
务管理层面上，对科研成果的业务化缺乏有力措
施。建设项目的投入重硬轻软，研究和开发经费
比例不足，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效益不能得到充分
的发挥。气象科技评价基本局限在省局范围内，特
别是科研立项、检查、验收基本上没有外部门人
员参与。由于专业限制，形成省局组织，本单位
专家评价本单位项目的尴尬局面，助长了急功近
利、浮躁浮夸等不良风气。
发展对策
２１加强科研团队建设，提高创新能力

省气象局从自身发展和业务中需要解决的实
际问题出发，建立几支具有地方特色、学科优势
突出、科研力量相对集中、有较强开发创新能力
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省级科研团队，从经费上给予
倾斜和持续支持。同时聘请一定数量的国内外知
名专家作为科研团队顾问，明确科研团队的研究
方向，通过学历教育、岗位培训、项目培养等多
种方式，加强科研团队人才培养。为科研团队提
供有效的软硬件条件保障，建立有效的科研团队
管理和适当的科研激励机制，推动科研团队的工

作顺利开展［５］。
直属单位和市气象局建立科研兴趣小组，聘

请本单位在专业领域内基本功扎实、熟悉领域内
研究进展的专家担任组长，吸收年轻科技骨干参
与。以解决实际业务问题、培养人才为目的开展
工作。最终形成“组组有专攻、人人有专长”的
业务科研队伍。

发挥省气象局培训中心和各级气象学会的作
用，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短期讲学和科研合
作。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每年落实
一定数量的经费用于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每季度
组织１次科研成果交流会，聘请国家级、省级、省
局科研项目主持人做本领域研究动态、研究进展
报告会，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促进多学科交流。
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合作，实现
资源、人才、科研、业务条件的互动共享，部门
重大项目可考虑有限外包，借外力提升陕西省局
科研实力。

建立合理的人才稳定和激励机制，加强青年
科技工作者的培养力度，提供学术交流和在职学
习的机会。在职称评定等方面向参与科研成果研
发的人员倾斜。
２２多种形式筹集科研经费

加强高质量科研项目储备，靠前准备，做足
申报前的工作。紧密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积极申报地方经济急需的、有区域特色的应
用研究项目。通过多种渠道，从科技部、基金委、
地方政府争取科研项目。不定期召开科研项目储
备论证会，聘请中国气象局、地方科研主管机构
的专家参加，提建议拓思路。由省局科技减灾处
和创新基地组织协调多部门联合组织大型科研项
目申报，继续深化对外合作，与科研院所、特聘
专家共同申报、共同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加大科
研项目预研究经费的投入，为成功申报打下坚实
的基础。

现代化建设项目科研问题纳入省局科研体制
进行管理，一方面可以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另一
方面可以提高现代化建设项目的软实力。现代化
建设项目中的科研问题可以联合实力较强的外部
门甚至企业参与，以提高科技内涵，培养优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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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加强科技服务反哺科研机制，目前陕西科技

服务发展势头较好，但是科技服务单位的科研投
入与科技服务收入相比比例很小。每年应在科技
服务收入中列支一定比例的科研经费，联合业务、
科研、科技服务人员共同做好科研工作，提高科
技服务的技术含量，促进业务进步，促进科技服
务可持续发展。
２３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改进和完善科研管理机制，严把科研项目验
收流程，实行课题全程管理、成果后续跟踪问
效［６７］。细化省局科研项目申报，建立科研推广专
项，鼓励将外部门成熟的科研成果引进推广。变
科技成果转化的末端机制为源头机制，优先支持
能够业务化的科研项目。

建立科研成果转化协调机制［８］，项目验收后
可推广业务使用的成果由省局进行登记，下发各
单位，由省局协调成果完成人和成果使用单位完
成成果的业务化。建立完整的转化协调机制和信
息反馈制度，对成果转化情况通报追踪。

建立科研成果转化奖励机制［９］，设立科研成
果转化奖励基金，对全省或多部门推广的科研成
果以项目形式奖励。引入市场机制，成果使用单
位对成果提供人、项目外成果完成人给现金等方
式奖励。
２４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完善科研信誉制度

建立科技评价专家库［１０］。邀请中国气象局、
邻省、其它部门专家参与，遴选本部门学科带头
人进入专家库。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专家参与
评审的项目登记追踪。并可尝试与邻省气象部门
开展互动检查评价。

完善科技评价制度。立项、验收要有一定比
例的外部门专家参与，为确保外部门专家的时间
保障和经费，可以实行集中评审和验收。重点项
目实行书面评审和会议评审相结合。严格执行同
行专家评审制度，并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项
目、推广项目制定分类评估标准，业务化项目可

以引入成果应用单位的专家参与，以确保评审的
公平、公正评价。

完善科技评价信息公开制度。对项目的立项、
检查、验收材料和程序公开，接受科技人员的监
督。科技人员可对科研项目检查和验收结果监督
质询，主管机构对质询调查答复。

建立科技人员信誉等级档案［１１］。课题实施中
因主观原因导致课题研究失败、验收延期，课题
研究成果评价人员，应降低其信誉等级。并将信
誉等级列为省局科技计划支持、职称评定、职务
晋升等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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