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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357.htm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

十九日） 国家气象局《关于全国气象部门机构改革方案的报

告》，已经国务院批准，现转发给你们，请组织实施。 关于

全国气象部门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气象

部门从一九八三年起将进行管理体制第二步调整改革，实行

气象部门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以气象部门领导为主的管理

体制。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１９８２〕５１号文件

第八条“以国务院业务部门为主与地方双重领导的单位，它

们的体制变动、机构改革、人员编制紧缩等问题，由国务院

业务主管部门商同地方政府提出改革方案报国务院批准”的

规定，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国气象部门机构

改革的方案，并在今年一月召开的全国气象局长会议上进行

了讨论，后又征求了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

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意见。 气象部门的机构改革将与管理

体制的第二步调整改革结合进行。计划一九八三年第三季度

前完成省、市、自治区气象局、地区气象部门两级的机构改

革，一九八三年冬或一九八四年春完成县一级气象部门的机

构改革。这次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配备好领导班子，精简

行政机构的层次， 加强业务、 科技、教育管理等职能单位，

充实事业单位的技术力量。争取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使气

象部门的机构设置趋于完善、合理。改革方案如下：一、 配

备好领导班子 气象工作科学技术性很强，服务面涉及到国民



经济和国防建设各部门，目前气象部门领导班子中知识化、

专业化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各省、市、自治区气象局领导

班子的配备， 在坚持革命化、 年轻化的同时，应当更强调知

识化、专业化。在调整配备领导班子时，要特别注意选配具

有气象大专程度的干部任一、二把手，在班子内懂专业的干

部应达到二分之一，并在近几年内逐步达到三分之二。在年

龄上，新选拔的干部一般应在五十岁左右，其中要有一名四

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干部。 各级气象部门的领导班子应力求精

干。省、市、自治区气象局一般一正二副，地域辽阔，台站

较多的省、自治区气象局一正三副。地区气象部门领导班子

一般一正一副，个别台站较多、交通不便的地区可一正二副

。县气象站领导可配一至二人。二、 认真精简机构 省、市、

自治区气象局内部机构的设置，要从工作需要出发，宜简不

宜繁，屋次宜少不宜多，以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

率。各职能单位的任务、职权应当明确，重叠的机构撤销， 

业务相近的合并。 职能单位和直属事业、科研单位要分开，

不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气象局在内部机构设置上与国家气

象局对口，各省、市、自治区气象局也不必互相看齐。 省、

市、自治区气象局是全国气象部门组织管理工作上的一个重

要环节，其职能机构一般可设五至六个，党委办事机构（含

纪检）一至二个，直属事业单位三至四个。区域气象中心所

在地的省、市、自治区气象局在机构设置上视实际需要可适

当增加。 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气象台与省、 自治区气象台

合并， 原市气象台承担管理任务的，可在省、自治区气象局

内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为适应发挥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和

改革地区体制的新形势，根据中发〔１９８３〕６号文件规



定的精神，地区气象部门的机构应大大精简，在实行地、市

合并，由市领导县的地区，一般不设局，设气象台，作为事

业单位，台内可设管理部门，代行管理职能，并承担省、自

治区气象局布置的部分业务技术指导工作。内蒙古、西藏、

新疆和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边远、民族地方，因地域

辽阔，台站较多，交通不便，仍保留地区气象管理机构，可

作为省、自治区气象局的派出机构，行使管理职能，实行处

台合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新成立的市原则上不再设新

的气象台和管理机构。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可逐步试行按

自然气候区划，跨地、市设立管理机构。地区气象部门无论

机构、名称怎样定，仍属县团级单位。 县气象局一律称气象

站，属事业单位，原享受的待遇不变。 司局级机构的成立和

撤销，要由国家气象局报国务院批准；省、市、自治区气象

局下设的处级机构（包括气象台、研究所、资料室、学校）

，地区气象处、台，国家基本站等要报国家气象局批准； 直

属处级单位和地区气象处、 台的下属科，一般气象站，由省

、市、自治区气象局批准，报国家气象局备案。三、 紧缩编

制 省、市、自治区气象局和地区气象部门的编制一定要紧缩

，管理机构的行政编制，应在实有人数基础上精简２０％。 

实行管理体制第二步改革后， 气象部门一律使用事业编制。

要做到合理定编，省气象部门精简实行定编不定人，地、县

气象部门只定编，定编后的多余人员，要根据不同情况，采

取多种办法，妥善安置。在确定人数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因

素：承担的任务大小；管理的台站数量和边远艰苦台站数量

；承担国家或区域中心的任务多少；近三、五年内可能增加

的新任务等。各省、市、自治区气象局和地区气象部门由于



任务不同，情况各异，编制数应按不同类型确定。各级气象

部门的编制，由国家气象局按国务院核定的总编制数下达。 

定编后要严格防止以各种借口增加编制或变相增加编制。四

、 妥善安排老干部 在这次机构改革中， 要顺利实现新老干部

的交替。 到退休年龄的老干部，多数要离休、退休。各级气

象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认真负责地做好安排。如本人要

求由地方安排的，也可与地方政府协商，由地方负责安排。 

对于不到离休、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因名额限制不再进入

领导班子的，要组织他们学习或进行调查研究等工作。五、 

轮训职工 要按照中发〔１９８１〕８号文件和中发〔１９８

２〕４１号文件的精神，组织好职工轮训，提高政治理论、

文化科学和专业知识的水平。今后，各省、市、自治区气象

局办的气象学校应逐步转为以轮训职工为主。职工轮训要有

长远规划，区别不同情况，合理安排。气象部门党政领导干

部和科技人员要分期分批送党校或气象大专院校进修提高；

一部分具有大专文化程度，但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机关年轻

干部，要有计划地安排到第一线锻炼；近年来参加工作、实

际文化水平尚未达到初中毕业程度的职工，要抓紧文化和专

业技术知识的补课。 各省、市、自治区气象局在机构改革后

，既是上级气象部门的下属单位，又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部门，应列入政府工作部门的序列，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国

办发〔１９８２〕７６号文件精神，明确气象部门与地方政

府的分工，共同努力办好气象事业。地方政府要关心支持气

象事业的发展，加强对气象工作的领导；气象部门要尊重地

方政府的领导，切实加强为当地服务的气象工作。 以上报告

，如原则可行，我们即按此与地方政府磋商，具体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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