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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领导小组

部门内机制 跨部门机制

加强组织管理
发挥国家级 提升省级 支撑国家 牵头IPCC

部门内机制 跨部门机制

加强组织管理

气候变化中心

带动作用 能力建设

技术交流

气专委 有关工作

专题研讨 智库交 作者会 工作通讯气候变化中心、
理事会、联络员

技术交流、
信息通报

制订年度计划
专题研讨、智库交
流、决策咨询

作者会、工作通讯
部门间工作流程

2007年起，连续6年发布气象部门应对气候变化
重点工作计划 统一部署全局工作；

2007年，成立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工作领导
小组重点工作计划，统 部署全局工作；

2008年9月，召开加强省级气象部门应对气候变
化工作电视电话会，发布对省指导意见；

2010年2月，召开全国气象部门应对气候变化工

小组；
2008年，组建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成

立中心理事会；
2009年，科技发展司更名为科技与气候变化

作电视电话会，推进全局工作；
正在制订2012-2015年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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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设立两个专门处；与社科院共
建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

2011年，与同济大学签订协议，加强气候变
化领域合作

GY CMA

化领域合作

1 推进中国气候观测系统建设 提升观测能力1. 推进中国气候观测系统建设，提升观测能力

站点(设施) 2006 2012 规模变化情况

自动气象观测站 17946 48917
数量增长1.7倍，乡镇覆盖率达88.6%，

平均站距20公里，重点区达到5公里

新一代天气雷达 110 178
覆盖率提高了约14%，达到41.2%，基

本覆盖全国重要地区

气象卫星 3 7 数量增长2倍，组网观测气象卫星 3 7 数量增长2倍，组网观测

风廓线雷达 8 58 数量增长6倍

自动土壤水分站 100 2075 数量增长20倍，覆盖800个粮食主产县自动土壤水分站 100 2075 数量增长20倍，覆盖800个粮食主产县

GPS/MET观测站 32 831 数量增长25倍

空间天气观测站 0 16 从无到有间天气观

GY CMA



气象卫星
静止卫星实现双星观测、在轨备份，6分钟获取一次云图
极轨卫星升级换代，空间分辨率从千米量级提高到百米量级

新一代天气雷达 6分钟一次全国联网拼图

自动气象站 升级换代，实现基本气象要素的观测自动化，分钟级观测

探空站 升级换代 实现了从人工到自动转变 观测精度明显提升探空站 升级换代，实现了从人工到自动转变，观测精度明显提升

GY CMA

强化基础数据集建设：提高了气候资料均一性处理方法和水平，建立了新版本的气候标

2.开展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提高基础科技水平

准值，提升了气候变化基础数据产品和质量。如：500年我国东部历史气候旱涝等级变

化数据集；50年中国区域月平均气温和月降水量格点数据集等；

研发新一代气候系统模式：参与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模式比对计划；提高区域气候模

国家级国家级
研发新 代气候系统模式：参与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模式比对计划；提高区域气候模

式应用水平；

提高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估能力：建立中国气候变化监测公报年报制度，发布中国地区

气候变化预估数据集气候变化预估数据集；

加强气候变化规律研究:争取科技支撑计划、973计划、全球变化重大专项、CDM项目等

支持，统筹行业专项、气候变化专项等资源，支持科学研究。

区域级区域级
加强区域气候变化基础数据集建设，组织区域气候变化评估；

发展和应用区域评估方法和评估技术规范：推广应用《气象部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技术
手册》 研发《辽宁省气候变化业务技术规范》等手册》、研发《辽宁省气候变化业务技术规范》等

省省 级级
特色产业评估（茶叶、油菜、烤烟、马铃薯、林果、棉花等）

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干旱、洪涝、寒害、雪灾等）

GY CMA

省省 级级
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详查评估、电场选址评估）

6



发布天气、气候、应用气象、综合气象观测等四项研究计划，明确

气象科技发 的战略 点 主攻 向气象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

2010年，650人次的专家参与制定四项研究计划（2009—2014年）

在全行业和国际上产生较大反响；

2013年，860人次的专家参与，修订了四项研究计划（2013—2020年）。年， 人次的专家参与，修订了四项研究计划（ 0 3 0 0年）

明确研发任务明确研发任务，

引导各类科技资

源集中攻关源集中攻关。

GY CMA

围绕数值预报、灾围绕数值预报 灾

害天气监测预报、气

候预测与气候变化影

响评估、农业气象精

细化预报、气候资源

利用、气象服务和综

合观测等重点领域科

技研发的资源投入占技研发的资源投入占

总科研投入的84.3%.

至2012年底，四项研究计划（2009—2014年）任务落实率达

GY CMA

73.4%



3. 加强极端气候事件应对，提升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组织开展气象灾害监测早期预警系统建设；

提高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实时监测 预报预警水平提高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实时监测、预报预警水平；

完善覆盖城乡的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网络；

国家气候中心牵头研发的极端气候事件监测系统，在

全国气象系统推广应用全国气象系统推广应用。

统筹资源 全面提升气象灾害实时监测 预报 预警和信息统筹资源，全面提升气象灾害实时监测、预报、预警和信息

发布、灾情评估能力

GY 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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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共建专业气象灾害监测网多部门共建专业气象灾害监测网

交通观测交通观测 地质灾害观测地质灾害观测海洋观测海洋观测

GY CMA
舟山大桥交通气象监测建设舟山大桥交通气象监测建设



向气象灾害预报延伸向气象灾害预报延伸

地质灾害气象等级预报地质灾害气象等级预报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

高温中暑气象等级预报高温中暑气象等级预报农业病虫害气象预报预警农业病虫害气象预报预警

GY CMA

气象灾害风险服务气象灾害风险服务

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灾情上报系统和灾情信息共享平台

完成全国2300个县的历史气象灾情普查完成全国2300个县的历史气象灾情普查

1065个县完成县级气象灾害风险区划4501项

2011年 开展全国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业务试点2011年，开展全国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业务试点

2012年，开展全国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调查试点

2012年起开展全国暴雨诱发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2012年起开展全国暴雨诱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试验业务，全年开展服务达到8545次。

灾害性天气预报 临界致灾条件判别 风险评估灾害上报共享系统

四是气象灾害风险业务初步形成
GY CMA

四是气象灾害风险业务初步形成
气象灾害风险区划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国家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GY 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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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1年中国气象灾

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及
其占G 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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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提高决策支持能力

国家层面

发布两次国家评估报告；建立气候变化监测公报年报
制度；

国家层面

中国气候变化监中国气候变化监气候变化国家评气候变化国家评

细化、补充细化、补充

开展8个区域评估和长江三峡库区、黄河、塔里木河
等11个流域及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评估工作;
开展东北粮食主产区、北方牧草以及新疆、陕西特色
果业评估中国气候变化监

测公报
中国气候变化监

测公报
气候变化国家评

估报告
气候变化国家评

估报告
果业评估。

松花江流域气候松花江流域气候

区域和流
域层面

云南省气候变化
影响评估报告

云南省气候变化
影响评估报告

鄱阳湖流域气候
变化影响评估

报告

鄱阳湖流域气候
变化影响评估

报告

长江三峡库区气
候变化影响评估

报告

长江三峡库区气
候变化影响评估

报告

淮河流域气候变
化影响评估报告
淮河流域气候变
化影响评估报告

松花江流域气候
变化影响评估

报告

松花江流域气候
变化影响评估

报告

华南区域气候变
化影响评估报告

决策者摘要

华南区域气候变
化影响评估报告

决策者摘要

华东区域气候变
化影响评估报告

决策者摘要

华东区域气候变
化影响评估报告

决策者摘要具体、深入具体、深入

专业领域

GY CMA

湿地评估：

长江中游湿地、
黑龙江扎龙湿地

湿地评估：

长江中游湿地、
黑龙江扎龙湿地

气候资源：
风能、太阳能资源评
估、电场选址评估

气候资源：
风能、太阳能资源评
估、电场选址评估

特色产业：
林果业、茶叶、烤烟、
马铃薯、油菜、棉花等

特色产业：
林果业、茶叶、烤烟、
马铃薯、油菜、棉花等

建筑能耗、重大
工程等

建筑能耗、重大
工程等

气象灾害风险区
划：干旱、洪涝、

寒害、雪灾等

气象灾害风险区
划：干旱、洪涝、

寒害、雪灾等 15

4 开展温室气体观测 强化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4. 开展温室气体观测，强化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

完成了温室气体监测系统一期工程建设，观

测不足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发布首期《中国

温室气体公报》

完成全国第三次风能资源详查和评价，首次

获得全国1公里分辨率的精细化风能资源评估

成果 完成了全国太阳能资源宏观评估和太成果。完成了全国太阳能资源宏观评估和太

阳能资源观测网布局方案设计。研发了风能

预报系统和太阳能光伏发电预报系统并投入

试运行。

制定了《气候可行性论证机构确认管理暂行

法 论 术 建办法》，加强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体系建设

，发布了部分工作技术指南。

温室气体观测、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气候可行

GY 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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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论证等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风能和太阳资源评估和预报服务取得新进展风能和太阳资源评估和预报服务取得新进展

建立了以BJ-RUC中尺度风场预报业务服务布

局：BJ-ruc系统向全国提高9kmkm，，华北区域华北区域33kmkm

分辨率的风场及要素场的中尺度预报产品，向

200多个电场提供服务。

组织开发了2套风电功率预报系统：开发了风电

功率预报系统（WinPop和象脉)。为内蒙、辽宁、河北、功率预报系统 p和象脉) 为内蒙 宁 河北

宁夏、湖北等20多个风电场服务。

探索太阳能评估和预报服务：探索太阳能评估和预报服务：研制了太阳能

光伏发电预报系统，在湖北、宁夏、青海、内蒙

等地9个电站投入试用。建立吐鲁番屋顶光伏评

估预报试验基地，完成太阳能电场选址评估技术

指南，为10多个光伏电场提供服务。

GY CMA

指南，为 多个光伏电场提供服务

5 围绕内政外交需求 加强国家战略层面决策支撑

在中国气象局的建议下，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批示成立国家气候变

化专家委员会 2010年委员会完成换届 成员由12名扩大到31名

5.  围绕内政外交需求，加强国家战略层面决策支撑

化专家委员会，2010年委员会完成换届，成员由12名扩大到31名。

策划组织委员会与欧盟、美国、英

国 印度 巴西等国家智库的交流 成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智库的交流，成

为政府谈判交流之外的有益补充。

作为办公室单位，协助专家委
员会，承办组织不同范围的委员会
会议，协助梳理形成近20份咨询报
告。

委员会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最为活跃、

产出最为丰富的核心智囊机构

告。

GY CMA

产出最为丰富的核心智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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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近20份咨询报告，获得温家宝、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的系列批示，有

关建议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制定参加对外谈判策略、确定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

行动目标的主要依据，并成为“十二五”规划纲要制定能源总量和排放约束

性指标的基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第十九
次集体学习会上，专家委员会何建坤、
潘家华等分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讲解潘家华等分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
全球气候变化及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行动目标等问题。

哥本哈根气候气候变化大会前，
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国气象局，召开气
候变化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
议。

为明确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战略定位做出重大贡献

GY 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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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作的战略定位做出 大贡献

6 牵头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工作

建立16个部委局组成的部门联络 以开放性、广泛性和透明性为原
则 组织推荐中国作者

6. 牵头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工作

工作组，强化部门间、作者间以及
部门与作者间的沟通机制

以科学性、客观性、公平性为原

则，组织推荐中国作者。

报 告
推荐

总人数
入选
人数

专家推选组织流程 政府评审组织流程

以科学性、客观性、公平性为原
则组织政府评审

可再生能源与减缓气候变化特别报告 43 6

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推进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 29 4

AR5三个工作组报告 190 44

清单专题组 地增补指南清单专题组湿地增补指南 26 10

清单工作组排放因子数据库专家委员会 9 3

会同40余家部门、研究机构和高
校 完成IPCC AR5中国作者推荐

历次IPCC报告中国作者人数

44

40

50

第一次

校，完成IPCC AR5中国作者推荐。

9
11

19

28

0

10

20

30

人
数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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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加气候变化相关谈判 组织对外宣传7. 参加气候变化相关谈判，组织对外宣传

郑国光局长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

续性高级别小组成员，参与完成《具有承

受力的人类、具有复原能力的地球：值得

选择的未来》报告。

作为领导小组协调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单位，深度参与谈判总体方案和策略的研

制作2007-2012多语种《应对气候变化

单位，深度参与谈判总体方案和策略的研

讨，在２度温升控制目标、长期减排目标

和峰值等问题上提供科学支持，建言献

策 派员参加《公约》的历次谈判
—中国在行动》电视片、画册，在公约

会场播放并散发；组织天津谈判会议中

国展台布设；组织《哥本哈根回声》

策，派员参加《公约》的历次谈判 。

国展台布设；组织《哥本哈根回声》、

《坎昆回声》、《德班回声》。

GY 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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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渠道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公众意识建设

面向国家部委、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和社会公众，组织开展一系列以气候面向国家部委、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和社会公众，组织开展 系列以气候

变化科学及应对为主题的宣讲。

自2004年起，连续9年举办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国际讲习班，培训中外学自 年起 续 年举办气候系 与气候变化 际讲 班 培训中外学

员上千人。

出版了《气候变化大学教材》、《气候变化40问》、《气候变化高端访

谈》等书籍，制作了《气候变化释疑》、《气候变化高端访谈》、《环

球同此凉热》等科普宣传片。

结合3.23世界气象日、科技周等活动开展气候变化科普活动。

GY 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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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谢谢！————————

GY C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