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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我国科 技 水平日益提 高，

以人工增雨（雪）、防雹、防霜、消云、

消雨为主的人工影响天气（以下简称

“人影”）事业迅猛发 展，作业规模

已居 世界首位，为经济社会发 展，

特别是服务“三农”做出了突出贡献。

烧香磕头拜龙王 

不如花钱买炮找气象

我国天气 和气候系统 复杂，干

旱、暴雨、冰雹、台风、霜冻等气象

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气象次生灾

害时常发生，平均每年因灾损失达

2000 多亿元，占全 部自然灾害损失

的 70% 以上，应对气象灾害，人影

工作责任重大。

1958 年 8月 8日，吉林省通过飞

机播撒干冰成功实施了人工增雨抗

旱作业——我国首次人影作业初战

告捷。其后，在各级政 府高度重视

下，甘肃、北京、安徽等地也相继开

展了人工增雨、消云、消雾试验。50

多年来，我国有 30 个省（区、市）和

2044 个县开展了高炮、火箭增雨防

雹作业，拥有高炮 7266 门、火箭发

射架 5848 台，年均发射人影炮弹 80

余万发、新型火箭 5.4 万余发、小火

箭 4.7 万余发，从业人员3.7 万余人。

2008 年，全国 24 个省（区、市）通过

自有飞机、向空军或通用航空公司

租用飞机，组织实施了飞机人工增

雨（雪）作业，使用飞机 39 架，年均

飞行作业 650 架次，累计作业时间

约 1650 小时。

据统计，目前我国人影作业规

模、基 础能力已居世界首位，并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吉

林 省为例，近 3 年每年人工增雨 10

亿立方米，防雹作业挽回经济损失

1 亿元 左右，人影已经成为该省促

进 农 业 生产发 展的重要 手段。从

全国来看，2008 年，各地人影总投

入 7.15 亿元，人工增雨作业面积达

300 余万平方公里，年增加降雨 456

亿吨，产生效益约 140.77 亿元 ；防

雹保护面积达 44 万平方公里，产生

效 益约 69.8 亿元。“ 烧香磕头拜龙

王，不如花钱买炮找气象”成了民间

最新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人影工作

业已成为春耕生产、保苗壮苗、植树

造林的有力保障。

2009 年，为提高部分粮食主产

区的抗旱防雹能力，有效增加干旱

地区的水资源储备，改善局部地区

的生态环境，促进现代农业健康发

展，中央财政安排人工影响天气专

项补助资金（以下简称“人影专项”）

6000 万元，用于支持河北、内蒙古、

辽宁等 13 个省（区）开展人影工作试

点。2010 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投

入力度，拟安排 1.5 亿元。在中央财

政的支持下，人影工作在粮食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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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山西省晋中市实施人工增雪，全市普降大雪，秋冬连旱得到缓解。

记者传真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中国财政 CHINA STATE FINANCE40

缓解干旱等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

联动机制初步建立 

人影专项初见成效

不断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充分

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杠 杆作用。中

央财政设立专项经费后，试点省份

建立了“政府领导、部门联动、科学

指挥、追踪问效”的人影工作新机

制。各 省定 期召开 专题工作会 议，

研究部署人影工作，明确各部门职

责、任务和奖励办法，理顺各部门

的关系，落实责任制 ；完善优化年

度增雨作业方案，建立统一的作业

指挥与联合作业体系 ；讨论并建立

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保证人影管理

有章可循。人影专项试点启动后，地

方人影工作积极性大大增强，试点

省份普遍建立了“省级统筹、专人负

责、全程跟踪、加强监督”的资金管

理模式。截至 2009 年 8月底，中央

财政投入的 6000 万元专项资金带动

试点省份省本级财政投入超过 2.24

亿元，地（市、州）、县及乡镇和农民

自身的投入约 3 亿元，真正起到了

“ 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与 2008 年

同期相比，由于投入增加，试点省

份人影作业天数增加 568 天，飞机

作业架次平均增长 83.58%，地面作

业次数平均增长 69.11%，发射火箭

弹数量平均增长 67%，发射炮弹数

量平均增长 51.07%，增雨作业面积

增加 71.995 万平方公里、平均增长

87.52% ；降 水量 增 加 55.51 亿 吨、

平均增长 78.92% ；防雹作业减免可

能的经济损失增加 7.51 亿元、平均

增长 22.4% ；人影服务整体效益（包

括增雨、防雹、其他直接经济社会

效益）增加 45.824 亿元、平均增长

47.16%。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

江、江西、陕西、新疆等地 财政 厅

还与气象局共同发文检查各地（市、

州）、县级财政落实专项经费情况，

与省发改委共同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加强与人影专项配套的基础设施现

代化建设工作，并制订省人影发 展

规划及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探索跨区域联合 作业机制，提

高人影作业效果。为了科学开展人

影工作，充分发挥现 有探 测装备、

分析技术和作业设施的效益，试点

省份对本省的人工增雨工作进行统

一指挥、对作业工具实行统一调度，

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战、单兵作业的

格局，使作业更具科学性、全局性、

统一性、高效性，形成了上下互动、

协调配合的人影作业运行机制，大

大节约了人力物力，提高了作业效果。

在建立健全省内统一作业指挥与联

合作业的基础上，试点省份还积极

组织开展了跨省（区）飞机人工增雨

作业试点工作。例如 ：辽宁、吉林、

黑龙江与内蒙古东部，甘肃、陕西、

宁夏与内蒙古西部分别就飞机人工

增雨跨区域作业达成一致，并分别

签署了东北、西北地区人工增雨飞

机跨区域作业协议 ；豫、鲁、皖、苏

四省建立了跨区域作业章程，开展

人工增雨飞机跨区域作业试点。在

2009 年 4月底、5月初大兴安岭森林

火灾扑救工作中，中国气象局紧急抽

调吉林、内蒙古的 2 架增雨飞机赴黑

龙江，与黑龙江共 3 架增雨飞机成功

实施大规模联合增雨灭火作业，为

扑灭火灾发挥了重要 作用。在 2009

年春抗旱过程中，甘肃、宁夏和陕西

联合作业 8 架次，有力缓解了旱情。

转变人影工作思路，充分发挥

资金效益。中央财政人影专项试点

启动实施后，部分省（区）如内蒙古、

河北等地的省委、省政 府提出了人

影工作新思路，要把人影工作作为

农业农 村工作的重要基 础性工作，

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加以

优先发 展 ；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的有效手段，加以充分运用 ；作

为体现人类提高征服和改造自然能

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加以重点建设。

要求逐步实现由传统的以防灾减灾

为主向防灾减灾、开发和利用空中水

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等多领

域并举转变，由应急性抗旱向储备

性抗旱转变，由旱季作业向有利于

水资源储蓄的多雨季节拓展，由旱区

作业向江河、湖泊、库区水域源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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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作业前，工作人员正在往机舱里搬运人工影响天气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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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拓展，由单一的为农业增雨向工

业、城市用水及草原林业建设与防

火灭火增雨拓展，加大作业力度、延

长作业期并开展跨省区联合 作业，

努力实现人影作业常态化、制度化、

规模化，充分发挥投入效益。

科学筹划 

推进人影工作再上新台阶

人影工作在有效避免或减轻农

业损失、增加水资源储备等方面，得

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高度认可和各

级领导的肯定。但是，人影工作与

“三农”服务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求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有以

下三个方面 ：

一是总体经费投入不足。除中

央财政人影专项投入外，人影资金

来源主要为地方财政投入。受经济

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等影响，各地

差距很大，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一

方面，用于人影作业的飞机、火箭、

高炮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从而使

地面作业点的覆盖范围不够，一些

地方存在盲区，影响了作业效果。另

一方面，炮弹、火箭弹购置，人员工

资等运行维持经费不足，作业量达

不到科学合理标准，不能充分发挥

增雨防雹的最佳效果。此外，一些县

向农民收取人影作业经费，加重了

农民负担。

二是科学高效的跨区人影作业

协调机制尚未建立。人影作业由各

级地方财政投入，上级部门很难调

动各地的人影设备进行统一的指挥

和作业，而大气运动不以行政区划

为界限，由于不能科学组织、有效实

施以统筹开发空中云水资源、无缝

隙防雹等为目的的人影作业，也就

难以针对重大灾害和突发事件开展

应急性跨区域的人影作业，人影工

作形不成合力。

三是人影基 础设施落后，指挥

系统、探测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尚

待完善。目前，人影工作租用的飞机

多为部队淘汰机型，飞行时间长，且

未安装导 航、盲降等先进设备，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基层作业点高

炮和火箭磨损老化严重，更新不及

时，存在安全隐患。人影是一项系统

工程，包括探测、通讯、设备维修、

弹药采购、存储和运输、空域保障

等 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农 业、林

业、水利、空管、部队、民航、气象

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另外，人影工作

的时效性非常强，对指挥系统、探

测系统、信息传输系统的要求很高，

而现有的人影业务平台由各省出资

建设，标准不一，功能各异，无法满

足科学指挥、协同作业的要求。

为使人影工作更好地为“三农”

服务，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

农村发 展，需要不断探索人影投入

的新机制，推进我国人影工作再上

新台阶，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做好人影工作。

一是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

的人影投入机制。根据国务院颁布

的《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人影

工作属于公益性事业，所需经费列入

该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但由于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财力可

承受的能力各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的一些国家级贫困县、产粮大县，地

方财政都十分困难，虽然很需要开

展人影作业，但由于财力限制，拿不

出或拿不够人影作业经费，开展的作

业多为应急性抗旱防雹，大部分在旱

季作业，无钱支持在雨季有效增加水

资源储备、改善生态环境的人影作

业。为此，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投

入力度，明确中央财政安排资金的补

助范围，引导地方财政进一步加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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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逐步做大人影专项这块蛋糕。

二是支持建立国家级飞机增雨

（雪）业务平台。飞机作业是人影作

业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飞机

人影作业主要是依靠地方租用军队

或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资源非

常有限，性能也不能较好地满足人

影作业的需求。而且由于是各地有需

要时才租用，使用效率不高，效益不

能充分发挥。根据国务院《全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

2020 年）》，以 及 2008 年中国气 象

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的《人工影

响天气 发 展规 划（2008—2012 年）》

中提出的建立国家级飞机增雨（雪）

业务平台，由国家出资购买人影作业

飞机，在国家级重点人影作业地区开

展常年常态化作业，最大程度发挥

人影飞机效用的要求，中央财政应

对国家级飞机增雨（雪）业务平台的

建设及运行给予积极支持。

三是进一步完善中央部门联动

机制，发挥中央宏观调控、统 筹防

灾减灾和科学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

源的作用。目前，各地已建立了“政

府领导、部门联动、科学指挥、追

踪问效”的人影工作新机制，但在

国家层面上，中央对于各地开展的

人影工作缺乏宏观调控的机制和手

段，难以从国家整体利益高度进行

统 筹。建议气象部门进一步推动建

立及完善中央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

联动机制，统筹考虑农林水等人影

受益部门的需求，建立资金使用方

向与有关部门服务需求的直接关系。

由农林水等部门在地方所提人影作

业需求的基 础上进行全国统筹，提

出中央宏观调控需求意见，气象部

门根据国家需求和各地云水资源条

件，提出年度作业计划和具体实施

方案，财政部审核后下达人影专项

资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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