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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慧气象是通过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入应用，依托于气

象科学技术进步，使气象系统成为一个具备自我感知、判断、分析、选择、行动、创新和自

适应能力的系统，让气象业务、服务、管理活动全过程都充满智慧。

我国智慧气象产业基础发展良好，2022年，全国新一代天气雷达业务可用性为99.53%，观测

业务质量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台风、暴雨、强对流等天气的监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高

空气象观测系统运行稳定，业务可用性达到100%；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业务可用性为99.99%

，继续保持高质量水平；省级自动气象观测业务可用性为99.68%，较2021年提高0.18%，江苏

、福建和山东等省级气象观测业务可用性位居全国前列；雷电观测业务平均可用性为98.69%

，较2021年提升6.5%，观测业务质量得到较大提升；自动土壤水分观测平均业务可用性

为98.11%，与2021年基本持平，天津、福建、海南和陕西等省（直辖市）自动土壤水分观测

仪业务可用性较高；气溶胶质量浓度观测业务平均数据到报率和平均数据可用率分别

为96.99%和93.99%，与2021年基本持平。  

2022年，各级气象观测业务管理部门将切实加强管理，严格执行雷达、地面、高空等各项观

测业务的规范和规章制度，狠抓落实、执行和监督；加强岗位培训、运行监控和质量考核，

做好设备的巡检、维护和检定，切实提高观测业务人员的业务基本功，牢固树立责任意识，

确保气象观测业务质量。  

政策方面，2022年11月，中国气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综合气象观测业务发

展&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规划提到，&ldquo;十四五&rdquo;期间，按照&ldquo;一站多

用、一网多能、多网融合&rdquo;的理念，以智慧气象为目标，强化智慧协同观测和数据应用

，设计协同观测体系架构，完善观测数据质量控制和检验评估，完善高精度大气实况监测产

品，推动观测与预报互动应用，提升观测系统的整体效能。2023年1月9日，中国气象局新闻

发布会召开。中国气象局发言人表示，中国气象局大力发展智慧气象，努力提升气象服务能

力水平，更好地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坚持趋利避害并举，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积极融入、主动作为，努力构建&ldquo;气

象+&rdquo;服务格局，推动气象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各行各业，全面提升气象服务保障成效。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智慧气象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潜力分析报告》共十章。

首先阐述了智慧气象的概念、特点及智慧气象的价值，接着对我国气象服务行业的发展状况

和智慧气象产业的发展特点做了分析。接下来报告重点分析了智慧气象在农业、旅游业、城

市建设、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应用情况，并对智慧气象的新型应用技术、项目投资案例进行了

详细的分析。然后分析了智慧气象行业的投资发展前景，并对智慧气象行业的政策规划进行



汇总和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气象局、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统计局、工信部、财

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

、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

若想对智慧气象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慧气象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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