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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象社会管理与公共气象服务的思考与实践》共分7章，分别论述了气象社会管理与公共气象服务
的关系，加强气象社会管理与公共气象服务的重要意义，强化气象社会管理的对策措施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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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和创
新社会管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任务更加紧迫和艰巨。气象事业必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因此，气象事业也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强化气象社会管理，提升“四个能力”，才能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一流的公共气象服务。但是，当前气象部门社会管理职能仍然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
展需求，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气象社会管理的政策研究和气象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基础
还比较薄弱，法定气象社会管理职能还比较少；二是气象部门履职行为还不规范，导致社会和其他部
门对气象社会管理的认知度还比较低，使气象部门履行气象社会管理职能的难度还比较大；三是气象
部门自身对气象社会管理的认识还不到位，重业务管理、轻职能发挥，重部门管理、轻行业管理，重
提供公共气象服务、轻气象社会管理，使气象部门的气象社会管理还没有形成合力；四是气象社会管
理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基层气象部门的社会管理工作还非常薄弱。因此，当社会管理主体由政府单
一主体向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转变，社会管理理念由硬性管理向柔性管理转变，气象部门的社会
管理必将面临新的更大挑战，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转变思想观念，创新管理理
念。在指导思想上，要从部门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在管理方式上，要从重视提供公共气象服务向公
共气象服务与气象社会管理并重转变；在管理环节上，要从偏重事后处置向更加重视源头管理转变，
使气象社会管理关口前移；在管理手段上，要从偏重行政手段向更多地运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信
息等引导和服务等多措并举转变；在管理制度上，要更加重视和加强气象法规体系、标准体系建设，
推进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强化部门协调机制建设，加强气象应急管理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
气象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二、公共气象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
起运行稳定、有效的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服务的观念和思想得到更新和发展
，公共气象服务业务体制和技术体系逐步完善。首先由于国家气象中心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的
建成，为公共气象服务提供了大量而有效的基本产品；决策服务方式与手段明显改进；为社会和用户
提供的公众气象服务进一步优化，面向社会开展的各种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指数等气象服
务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公共气象服务领域已经涵盖了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国防、科披、教育、工
业、农业、渔业、商业、能源、交通运输、建筑、林业、水利、海洋、盐业、环保、旅游、民航、邮
电、保险、消防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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