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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综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预报减灾事业的发展情况,包括海洋预报减灾体制机

制建设、海洋观测能力、海洋预警报公共服务水平、海洋减灾综合管理能力、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

化工作和海洋防灾减灾国际治理能力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对海洋预报减灾工作提出完善体制机

制、优化顶层设计、形成有机有序业务体系和提升海洋环境保障工作水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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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reviewedprogressesinthefieldofmarineforecastanddisastermitigation

sincethe18thCPCNationalCongress.Duringthepast5years,Chinahascontinuallyimprovedthe

institutionalmechanisms,aswellasenhancedcapabilityofmarineobservationandmonitoring.

Withthedevelopmentofglobaloperationaloceanographicforecastingsystem,effectiveand

explicitearlywarninghasbeencarriedoutandbroadcastedtothepublic.Aseriesofmeasureson

marinedisasterriskreductionhavebeentaken,richexperienceshavebeenaccumulated,thecapac-

ityofflexiblyadaptingtoclimatechangehasbeenstrengthened,andChinahaskeptonactively

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marinegovernance.Onthisbasis,moreeffortswillbemadeinthe

futuretoimprove(1)theinstitutionalmechanismsofmarinedisasterforecastandmitigation;

(2)decision-makingframeworkonthenationallevel;(3)thebusinessorgansandsystem;(4)the

integratedcapabilityof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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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全国人民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砥砺奋进、铸就

辉煌的5年,也是防灾减灾事业跨越式发展的5年。

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防灾减灾工作

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

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明确了全面深化防灾减灾救灾体制

机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为做好新形势下的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

我国海域面积辽阔、岸线漫长、岛屿众多,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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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多样、频发且造成损失巨大。海洋预报减灾工

作不仅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保障海洋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促进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国家海洋局积极落实《意见》关于“坚持以防为

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

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

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应对

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的要求,健全预报减灾

体制,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海洋预报减灾业务能力

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1 海洋预报减灾体制机制建设逐步完善

1.1 法制制度基础不断健全

2012年6月1日,《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经
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各项海洋站观测、仪器设备

运行和预警报会商等条例配套制度先后出台,为海

洋预报减灾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国家海

洋局于2014年经国务院同意印发《全国海洋观测网

规划(2014—2020年)》;2015年与国家发展改革委

员会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印发《海洋气象发展规划

(2016—2025年)》;2016年印发《海洋观测预报和

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2017年6月,国土资源

部发布实施《海洋观测站点管理办法》和《海洋观测

资料管理办法》;7月,国家海洋局印发《国家海洋局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

体制改革的意见>工作方案》;预计2017年年底前出

台海洋防灾减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1.2 体系建设逐步完善

5年来,在国家层面,已建成观测监测、预警预

报和防灾减灾有效衔接的工作体系,积极推进“一
站多能”和“一中心多基地”建设;在地方层面,不断

加强对地方各级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支持和

指导,浙江省率先建立省、市、县海洋灾害应急指挥

部,山东省等多个沿海省级行政区相继成立省、沿

海市和重点县减灾机构。国家、省、市县3级海洋减

灾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1.3 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成效显著

建立了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

责和属地为主的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机制,与国家减

灾委员会、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防震减灾

委员会和国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建立了有效

衔接机制,成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台风防御决策

服务的“三驾马车”之一。组织各级海洋部门修订

完善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妥善

应对201323号“菲特”、201409号“威马逊”等台风

过程引起的海洋灾害,积极做好2013年西沙特大渔

船海难事故、2014年马航 MH370失联客机搜寻和

2015年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等海上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保障工作。

2 海洋观测能力大幅提升

5年来,国家海洋局大力推进由岸基海洋观测

站(点)、雷达站、海上观测平台、浮标观测网、移动

应急观测平台、志愿船、标准海洋断面调查和卫星

遥感等构成的业务化海洋观测系统建设,各类海洋

观测站点数量增加了30%,观测范围从中国近海拓

展到极地大洋,已初步具备全球海洋立体观测能

力。“十三五”期间将扎实推进全球海洋立体观测

网重大工程建设,形成覆盖我国管辖海域、西太平

洋海域、北印度洋海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近岸近海和南北极区的业务化观测监测能

力和运行保障能力。

组织建设地面专线、卫星通信和无线通信相结

合的数据传输网,大幅提高海洋观测数据的传输效

率。建成海洋实时观测资料监控管理平台。组织

开展海洋站巡检、计量检定和比测工作,确保海洋

观测数据的按时采集和结果的准确可靠。2017年

1—6月海洋站正点报文到报率达98.61%,分钟报

文到报率达98.17%。

3 海洋预警报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海洋预报覆盖范围和精细化水平不断提升。

全球海洋预报业务系统初步建成,预报服务区域从

中国近海延伸到全球大洋和南北极区。面向沿海

重点保障目标的精细化预报业务实现突破,服务目

标数量近150个,涉及港口航运、滨海旅游、海水养

殖、海洋工程建设和滨海重化工等各涉海行业。近

海预报产品覆盖我国海域全部1430余个渔区。海

洋数值预报业务全面开展,中国近海和全球数值预

报产品的分辨率分别达到5km和25km,预报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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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达到5d,海啸预警时效由地震发生后30min大

幅缩短至15min之内。微博、微信和手机 APP等

新媒体手段得到广泛应用,海洋预报信息的发布渠

道不断拓宽,海洋预报产品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4 海洋减灾综合管理能力全面提升

4.1 充分发挥国家先试先导作用

开展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重点防御区划

定以及沿海大型工程风险排查等试点工作,在试点

工作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一系列技术规程和导则等,

为在全国沿海全面开展风险防范和治理工作奠定

基础。完成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259个岸段

的新一轮警戒潮位核定,为各级政府海洋防灾减灾

指挥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建设并验收山东寿光、浙

江温州、福建连江和广东惠州大亚湾海洋减灾综合

示范区,对现有的观测预警、风险防范、应急响应和

决策服务等工作成果和机制进行整合、集成和检

验,为全国海洋减灾工作提供应用示范。

4.2 夯实海洋灾害风险防控基础

通过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承灾体调查以

及灾害调查评估等工作,积累了大量沿海危险性、

脆弱性和风险性数据,地理高程数据,承灾体分布

信息以及历史灾情等减灾基础数据成果,为进一步

开展减灾数据分析应用和产品开发以及提升国家

综合管理能力和对地方的服务支撑水平奠定基础。

4.3 提升海洋灾害调查评估业务能力

扎实开展灾害调查统计评估工作,编制现场调

查和损失评估技术规程和管理办法等,进一步理顺

工作机制,形成灾害调查评估工作报告制度,逐步

构建以多种先进技术手段为支撑的海洋灾害调查

评估业务体系。

5 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扎实开展

5.1 开展气候预测评估

整合集成历史海洋观测数据,建立中国近海海

洋环境要素数据集。持续开展气候变化监测和预

测工作,编制完成《中国近海气候变化监测报告》,

定期发布《厄尔尼诺监测月报》和《海洋与中国气候

展望》等海洋气候监测和预测产品。积极开展海洋

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宣传工作,建立“海洋与气候变

化”专题网站,编发《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通

讯》,有效提高了公众认知度。

5.2 业务化开展海平面变化监测和评估工作

利用验潮站和卫星等手段开展海平面变化连

续监测,每年在全国沿海开展海平面变化影响调查

和评估工作,掌握海平面变化对沿海海岸、堤防和

湿地等重点目标以及对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咸潮

入侵和土壤盐渍化等海洋灾害的影响,每年编制

《中国海平面公报》。同时,开展中国沿海海平面上

升预测模型和卫星遥感等技术应用和研究工作。

6 海洋防灾减灾国际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海洋防灾减灾国际交流合作是全面提升海洋国

际治理能力的重要领域,不断完善参与联合国框架下

的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和国际多双边合作机制,加强海

洋防灾减灾人员和技术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推进

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海洋防灾减灾

领域的合作,开展海外观测站建设,推广先进适用的

海洋灾害预警报、风险评估和减灾技术成果。积极参

与热带太平洋观测2020计划(TPOS2020)等国际计

划以及海洋观测、预报和减灾领域的国际组织建设,

有效提升区域海洋事务协调能力和话语权。建设运

行JCOMM亚太海洋仪器中心和全球海洋与海洋气

候资料中心中国中心。完成南中国海海啸预警中心

建设,初步实现业务化运行。

7 结语

经过5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海洋预报减灾体

制机制不断完善、服务领域显著拓展、业务能力大

幅提升。与此同时,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阶段和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

面临不断发展变化的海洋工作新形势,未来一段时

期挑战和机遇并存。海洋预报减灾工作者将继续

围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和

建设海洋强国等国家重大战略,完善海洋预报减灾

体制机制和优化顶层设计,形成以保障对象需求为

牵引,观测业务服务预报发展、预报业务指向减灾

需求的环环相扣、有机有序的业务体系,显著提升

我国海洋环境保障工作水平,努力开拓海洋防灾减

灾事业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