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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主管

部门

名称 

专项资

金立项

项目名

称 

立项依据 
执行

年限 
实施规划 总体绩效目标 支出级次 

资金拼盘 

资金分配办法及支

出标准 
小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福 建

省 气

象局 

智慧气

象保障

工程专

项 

1.《福建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的通知》

（闽政〔2021〕

4号）  

2.《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省部合

作联席会议的

请示及“十四

五”气象省部合

作项目和资金

拼盘方案的签

复》（收文编号：

2021S5525） 

3.《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同意设

立智慧气象保

障工程专项资

金的签复》（收

文编号： 

2021S7622） 

3年 

一、预期总目标 

预期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适应新时代新福建建设需要的更高水

平气象现代化，在科技创新、气象服务、气象业务、气象治理上取

得更大进展，气象监测更精密，预报更精准，服务更精细，气象现

代化水平全国领先，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水平全

国一流。 

二、阶段性目标 

1.2022 年 

开展福州 S 波段相控阵天气雷达示范建设；建设大气垂直廓线

观测系统；更新升级年限超 10年自动气象站。推进信息网络提速扩

容；省级互联网出口达到 1Gbps；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建设基

于大数据的气象数据分析与应用平台。完成建设对流尺度高分辨率

1 公里区域数值模式系统；完成省级预报预测业务系统架构云化改

造；建设强对流天气目标观测和对流发生发展监测预报平台；建设

过岛台风海-陆-气协同观测和监测平台，完成科研数据平台建设。

开展碳中和气候变化评估业务建设。升级“知天气”APP；开展建宁、

泰宁水稻制种气象试验基地建设。建设“海上福建”气象服务示范

点。推动宁德三沙等省级重点业务基地建设。 

2.2023 年 

持续开展年限超 10年自动气象站更新升级、大气垂直廓线观测

系统及 X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建设；开展 100 米海气通量观测系统、

航标站、加密建设激光能见度雷达和激光测风雷达等建设；实施远

洋船舶、大型风电场等平台气象观测设备搭载，开展船载移动观测

系统；开展武夷山国家气候观象台生态观测系统建设。扩充完善福

建气象大数据云平台，实现计算能力达到 7000 核，存储能力达到

10PB。推进信息网络提速扩容，国省接入带宽达 2Gbps、市县带宽

达 200Mbps、雷达站不低于 100Mbps；省级互联网出口达到 2Gbps以

上。建设省级和县级数字乡村气象服务平台。持续推进预报预测业

务系统升级，开展智能网格、短临预警等智能算法研发；完成福建

省级数字气象科普数字资源平台建设。建设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

平台。完善全省人工影响天气观测系统；持续推进省级人工防雹研

究基地建设并布设相关设备；建设“海上福建”智慧气象保障平台；

建设“数字气象”示

范区、“海上福建”气象

保障样板区、“清新福建”

生态气象典范区和两岸

气象融合发展先行区，建

设全国领先的气象现代

化，到 2025 年，公众气

象服务满意度≥93分，气

象服务公众覆盖率≥

99%，网格预报分辨率≤1 

km，天气晴雨预报准确率

≥88%，暴雨预警准确率

≥92%，人工增雨（雪）

年均增雨量≥5 亿吨，全

省气象灾害监测率≥90

分，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

误差≤60 公里，48 小时

台风路径预报误差≤100

公里，灾害性天气预警提

前量≥50分钟，气象数据

可用率≥88%，气象科技

成果转化率≥85%，气象

灾害损失ＧＤＰ占比≤

0.26%，1公里以下雷达监

测覆盖率（%）≥75，大

气垂直廓线观测平均站

间距≤80公里。 

省本级支出

4320万元、对市

县的转移支付

支出 800万元。 

 

5120  5120   

实行项目管

理法。申报项目

必须具备实施条

件，包括场地、

可行性研究报告

（含地方批复）、

实施方案批复等

条件。 

项目建设符合

2022 年全省气象

工作会议安排要

求；坚持系统推

进，按照准备一

批、推进一批、

完成一批思路，

安排项目建设。 

  《福建省智慧

气象保障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以及初步设计方

案在发改委等部

门批复前提下，

业务处室批复实

施方案后，方可

申报该专项。 

 

 



升级省市县一体化决策气象服务系统。建设福建省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发布系统灾备平台等。提升三明等市级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推动

闽西（龙岩）等省级重点业务基地建设。 

3.2024 年 

持续更新升级年限超 10年自动气象站。继续推进大气垂直廓线

观测系统及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建设。完成 6 个核心港口气象保

障监测系统建设。开展数据集约、安全保障、应用支撑建设。完成

数字气象平台支撑保障建设。研发基于融合本省特色观测数据的海

洋实况分析产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核心技术应用及产品研发。 

继续开展“丝路海运”核心港口气象保障服务示范建设；升级交通

气象预报预警系统，新建福建省专业气象服务综合业务平台。应急

广播系统建设基层延伸发布。社会媒体、数字平面媒体等预警发布

功能建设。开展福安、大田等综合改造攻坚建设；推动乡村振兴试

验基地等省级重点业务基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