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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气象局 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主要职能。

广州市气象局为事业单位，市正局级，主要职责是：

（1）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气象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负责全市气象事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

对本行政区内的气象活动进行指导、监督和行业管理。

（2）负责气象监测网络工作的管理，保护气象探测环

境；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气象预报警报的发布，组织协调气象

应急工作，统筹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工作；负责对重

大气象灾害的评估工作。

（3）负责建立健全市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联动机制，

及时向各有关地区和部门提供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及

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等信息。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灾害防御

重点单位的气象安全管理及监督检查。负责为安全生产事故

预防和应急救援提供气象技术保障服务。

（4）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候预测，及气候资源利用、

保护工作；组织重大建设项目、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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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可行性论证等工作，为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

化影响，提供决策依据。

（5）负责全市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的资

质认定、活动审批和监督管理，以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期间

的安全检查和事故防范。

（6）依法履行雷电灾害安全防御的监管职责。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民用爆炸物

品、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

区内的矿区、旅游景区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

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

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防雷装置设

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及监管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经

营场所防雷装置定期检测的监督检查，负责对防雷检测单位

实施监管。

（7）负责监督有关气象法律法规的实施，依法对违反

气象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承担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

（8）会同区级人民政府对所辖气象机构实施以部门为

主的双重管理，健全和完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9）承办省气象局和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广州市气象局设事业单位 5个，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

事业单位 2个，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个，下属单位具体包括：

广州市防雷减灾管理办公室、广州市气象台、广州市气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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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中心（广州市灰霾监测中心）、广州市突发事件预

警信息发布中心（广州市气象探测数据中心）。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完善气象灾害综合监测预报预警系

统，融入“数字政府”改革和“穗智管”平台建设，预报预

警更加精准精确，防灾减灾能力有效提升。推进世界气象中

心（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分中心和大湾区气象科技融合创新

平台落地建设，打造全球气象业务“桥头堡”。发展智能观

测、智能预报和智慧气象服务，气象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

气象服务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引进气象领军人才，组建高水

平气象团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优化。健全气象、水务、应

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农业、城乡建设、公安

消防等部门数据信息共享、防汛防风防火抗旱会商、应急救

援联动等机制，气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防灾减灾救灾和城

市安全运行能力大幅度提升。

2021年度共设 7个关键性指标，分别为：1.气象数据共

享能力；2.近三年业务考核区域自动气象站探测数据可用性；

3.气象现代化水平；4.近三年晴雨预报准确率；5.气象知识普

及率；6.预警信息发布覆盖率；7.气象信息处理能力。

2021年度共设置五大工作任务，分别为：1.完善气象监

测网络建设；2.加强气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3.加大气象公

共服务惠民力度；4.发展生态安全气象保障服务和加强气候

资源开发利用；5.强化防雷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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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已圆满完成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各项关键性指

标均已达标，各项任务都已完成。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为：全年预算 10,247.36万

元，全年执行数 10,152.47万元，完成率的 99.1%，其中财政

拨款全年预算 10,113.36万元，全年执行 10,018.47万元，完

成率 99.1%。其他资金全年预算 134万元，全年执行 134万

元，完成率 100%。

（四）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2021年度我局已按市财政局相关工作要求，设定部门整

体绩效目标和指标，完成绩效运行监控工作，严格执行绩效

管理制度。

二、综合评价分析

（一）自评结论综述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规范，管理效能分值

45分，得分 44.98分；履职效能分值 50分，得分 50分；加

减分项分值 5分，我局部门决算完成工作较好，受到财政部

门表扬加 2.5分。总分分值 100分，我局得分 97.48分。

管理效能指标扣分的主要原因：预算完成率，分值 2分，

得分 1.98分。未达标原因：人员经费按政策执行，未支付完

毕的部分统一回收财政；秉持厉行节约的原则，项目经费招

投标结余款等年末回收财政。

（二）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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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气象监测网络建设

绩效目标：推进气象数据信息化建设，完成对广州气象

主干网络体系结构升级改造，实现网络架构扁平化，优化省

市区互联网络，提升业务链路稳定性；及时完成广州市各类

气象探测设备的维修、维护以及标定、检定工作，提高我市

灾害性天气监测和气象服务水平。

完成情况：持续开展气象数据信息化建设，完成广州气

象主干网络体系结构升级改造，不断优化省市区互联网络，

确保业务链路稳定性和快速性。及时完成各类气象探测设备

维修、维护、标定及检定工作，保障气象探测设备正常稳定

运行，筑牢气象服务的数据基础。通过继续维持 PM2.5、PM10、

O3及消光系数等多种大气成分数据观测能力，为生态气象业

务开展提供基础数据。通过“天河二号”为广州提供 1km×

1km超高分辨率数值模式产品，打牢精细化天气预报预警的

基础，实现了每 12 分钟生成一次，空间分辨率达到 1km。

模式所提供的广州 12分钟，1小时，3小时，6 小时累计降

水、组合雷达反射率等产品，应用于各类精细化天气预报，

让气象部门具备更精细化的 1-6小时天气预报能力。通过保

障省市万兆链路、9个区气象局百兆链路直连的能力，实现

气象网络的高效传输，为气象数据高效汇集分发、部门共享

提供基础条件。通过省级气象部门业务系统统计，近三年气

象疑误数据反馈率 100.0%，考核区域自动站数据可用性达到

99.73%以上，为天气预报预警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2.加强气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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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通过建设先进的业务平台，加强气象保障能

力，提高航运中心及广州市市区的灾害预报时效和对灾害性

天气的监测水平；保障业务运行 24 小时不间断，确保广州

市气象业务的稳定发展。

完成情况：2021年出色完成春运、高考、中考、越野赛

事、全国技能大赛、首届人民警察节等重大活动气象保障服

务，收到 20个活动主办方发来的感谢信。2021年全年，共

发布靶向预警短信 21批次，共计发送 4728.70万条。推动气

象数据部门共享应用，提升防灾减灾的部门合作水平，向各

区气象部门提供共享的各类数据速率小于 5分钟，增强部门

内协作效率。服务广州港，通过继续提升广州港港口气象服

务能力，保障港口安全生产，通过港航日常天气预报产品，

持续提供 7天天气预报。为协助做好暴雨内涝等城市难点问

题治理，开展广州各镇街的暴雨重现期研究，为分街镇总结

暴雨规律特点，实现更精细化的城市气象服务，分析广州各

历时（1h、2h、3h、6h、12h、24h）雨量极值特征分析，对

各历时雨量极值插补延长，建立各街镇不同历时雨量极值序

列；超高分辨率数值模式所提供的格点数据，生成预报雷达

回波的三维显示，提供了 Grapes3km组合雷达反射率、高度

场、风、温度场等产品，将预报格点数据根据应用需求进行

各类可视化展示，提高了对气象灾害的分析能力、为城市防

灾减灾提供了支撑。超高分辨率数值模式实现了每 12 分钟

生成一次，空间分辨率达到 1km，实现模式预报雷达回波的

三维显示，提供了包括 Grapes 1km组合雷达反射率、2米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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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0米风、1小时累积降水、雷达回波的三维显示与 Grapes

3km3小时累积降水、6小时累积降水、海平面气压、2米温

度、10米风等 10种产品。

3.加大气象公共服务惠民力度；

绩效目标：完善天气信息发布平台，优化群众天气信息

获得渠道，让气象信息有效服务于群众。

完成情况：进一步加强公众精细化气象服务，每天制作

一期气象节目并在广州气象频道固定时间段播出，创新开展

视频服务，针对重大天气过程、天气现象、防御科普等方面，

制作并发布原创短视频 105个，在微博、微信公众号、视频

号、抖音等多个渠道进行服务；其中其中广州天气微博 2021

年排名全国气象类第三，在“广州天气”网站的电台气象服

务页面增加 12 条广州主要道路分段降水和拥堵指数实况信

息发布。

4.发展生态安全气象保障服务和加强气候资源开发利用；

绩效目标：开展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和环境气象评估，开

展示范点降温效果评估。

完成情况：切实履行生态文明建设气象职能，做好气候

资源利用、环境气象预报和生态气象评估。为提高广州市蔬

菜种植业的抗风险能力，积极做好蔬菜气象指数保险理赔的

气象服务工作，主动、及时出具证明，通过执行蔬菜种植气

象指数保险方案，进行保单关联站点气象数据监控以及气象

指数保险证明工作，确保保险方案可持续性开展。收到保险

公司与种植户签订 263份气象指数保险订单，提供 192份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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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赔付标准的气象指数证明，帮助农户获得保险公司 857.23

万元的保险理赔款。展现广州示范引领全球城市发展规划，

通过《世界银行在广州开展“中国可持续发展城市降温项目”

试点工作方案》的气候评估，对实施区域效果进行评估，为

项目相关方提供 3份降温效果专题评估报告，包括《海珠湿

地热环境、风环境和空气质量综合评估》、《永庆坊示范区热

环境评估》和《知识城绿谷示范区热环境评估》，展现广州

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新成果。定量化评估气象条件及人为因素

对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的影响，为广州市政府精准施策、科

学管控提供科学支撑，共发布《广州市环境气象月报》12期，

针对污染过程撰写《广州市环境气象专报》14期、发布《2020

年广州市生态气象监测公报》，为“广州市大气污染防治”

提供气象保障。

5.强化防雷安全管理。

绩效目标：通过开展防雷安全宣传及培训、提高防雷技

术服务水平、建设雷电野外试验基地等方式提高防雷安全管

理水平。

完成情况：2021年全年政务窗口共完成广东省网上办事

大厅公共审批平台业务（防雷装置检测报告登记审核）3615

宗；办理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3宗，防雷装置竣工验收 3宗；

完成广州市工程项目竣工项目联合验收 31件。组织越秀区、

天河区和荔湾区易燃易爆场所安全管理人员防雷安全培训

通过企业“同堂听课”、雷雨季节前，发送防雷安全知识短信

等方式，提高企业防雷安全防范能力。2021年试验期间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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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引雷火箭 28发，成功 17发，成功率 60.0%，雷电野外

科学试验基地历史人工引雷总次数达到 197次，获取了大量

宝贵的数据。

（三）主要工作成效

1.做好气象防灾减灾。全年共应对 14轮暴雨过程，做好

台风“查帕卡”“狮子山”“圆规”的预报预警服务工作，发

布预警信号 1894站次，提供决策材料 1004份，抗旱政务信

息得到市委主要领导批示。圆满完成 51 项重大活动保障，

为抗旱防咸潮、大中型水库蓄水等提供决策支撑。通过“1

方案+17指引”，实现气象预警深度融入城市气象灾害防御链。

推进智慧气象建设，深度融入“穗智管”城市运行管理中枢。

预警发布增添更多公共渠道，在公交电子屏、广州电台、公

共场所应急广播、珠江数码、“穗好办”APP、广州地铁上显

示更为及时丰富的气象信息。为顺丰等 28 家快递公司及美

团、饿了么等外卖公司安全责任人及时提供预警信息。全面

完成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扫雷拔钉”任务。

2.助力城市精细治理。聚焦城市暴雨内涝，出台内涝灾

害气象风险等级划分标准、跨级发布暴雨预警信号业务指引、

晚高峰极端天气气象服务联动工作指引等制度，联合应急局

建立事前预警、事中靶向、事后解除的“三步走”防暴雨内

涝快速应急响应机制。大力发展蔬菜气象指数保险，赔付金

额达 857万元。搭建智慧农业气象服务平台，开发 191个农

业气象服务指标，服务 450多个种植大户、30家市农业龙头

企业、80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等。以广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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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广州地铁等大型企业为突破口，提供“风险研判-监测预

警-应急支撑-能力评价”的全链条气象信息服务。推进气象

灾害风险普查，市、区两级 100%完成致灾因子调查工作。

以政策保障、责任到位、经费支持、平台支撑、提高素质为

抓手，实现广州 11个区以及空港经济区全覆盖的区域评估。

推进广州《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规范》落地实施。

3.推进高水平气象现代化。提升城市气象综合观测能力，

完成 3部云雷达升级优化，研发超大城市综合气象观测垂直

廓线展示系统，率先建成帽峰山温室气体站和智慧灯杆观测

服务网，推进全市 21 套微型气象站的组网建设。在相控阵

雷达应用上继续先行先试，广州 5部相控阵雷达的扫描时间

和扫描层数不断优化提升，增加低层降水和风场监测能力，

开展本地雷达与周边雷达联合组网拼图试验和 S波段、X波

段雷达融合拼图试验。推出短临预报新产品，较大提升了短

时极端强降水的监测预报能力。发展研究型业务，围绕“凝

练问题、团队承接、项目支持、科研进站、成果应用”完善

机制，推动科研与业务联动。

4.推进“十四五”项目落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广州市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气象发展规划（2020-2035年）>

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世界气象中心（北京）粤港澳

大湾区分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气象科技融合创新平台（广州

市级配套）项目实施方案》。世界气象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分

中心和气象科技融合创新平台开工建设。印发《广州市气象

发展“十四五”规划》。出台实施《推进广州超大城市气象



11

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进一步提高强降水监测预报预

警服务能力工作方案》。建立广深气象部门“双城联动”机

制。

5.深化“放管服”改革。“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完

成率 100.0%。推进柔性管理，制定并印发轻微违法行为双免

清单。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行审批告知承诺制，“雷电

防护装置设计审核”许可结果立取。国务院第三方评估 48

个评估指标全部达标。推进广州《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规

范》落地实施。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完善。

一是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评价对象

涉及项目类型众多，项目之间差异性大，目前虽然财政已经

发布共性指标，但真正能体现项目效果的个性指标，由于设

置难度较大，还不完全能满足目前工作开展需要。

二是部分项目负责人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到位、理解

不充分，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了解、不熟悉，对工作重点

把握不到位，由此造成绩效评价工作效果未达最优。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局将继续高度重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完善

适合本部门的绩效指标体系，提升绩效目标设置科学性。加

强对项目负责人的业务培训，不断优化项目实施过程绩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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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一步降低项目管理风险。

五、附件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以及认为其它需要作为绩效

自评报告附件的有关文件、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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