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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既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便利群众生活、企业生产经营的必然

要求。为了加快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全国已开展数字化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面对经济区域化发展、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趋势，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异地办事难点堵点，亟需破

解阻碍政务服务“跨省通办”高质量发展的部门瓶颈。本文通过分析气象部门行政许可办理现状，结合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情况，关注气象部门社会服务现代化能力提升，提出了关于气象

行政许可“跨省通办”的几点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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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oss-province access to government service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Delegating Powers, 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Strengthening Services”, but also a ne-
cessary requirement for facilitating people’s lives and the operation of businesses. To accelera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reduce the running around for the public and to 
let data do more work, digital government service syste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cross the 
country. Faced with the trend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bottlenecks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ross-province 
access to government services”, focusing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blockages in handling affairs in 
different places that are prominent for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This article, by analys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rocedures in the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s, com-
bin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the “cross-province access to government services” in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services in meteorologi-
cal departments, and proposes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cross-province access to government services” of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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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5
号)文件提出：“2020 年底前实现第一批事项‘跨省通办’，2021 年底前基本实现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

省通办’”。2022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扩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范围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的

意见》(国办发〔2022〕34 号)文件要求：“加强‘跨省通办’服务支撑。完善“跨省通办”事项标准和

业务规则，加快制定完善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办、多地联办的业务标准和操作规程。加强‘跨省通办’

平台支撑和系统对接，加快推动国务院部门垂直管理业务信息系统、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业务信息系统与

各地区政务服务平台深度对接融合”。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既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便利群众生活、企业生产经营的

必然要求[1]。为了加快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全国已开展数字化政务服务体系

建设[2]，以破解阻碍“跨省通办”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政务服务数字化是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

水平的重要支持力量，“跨省通办”是一种便捷的政务服务数字化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数据服务

的区隔化难题，是打通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改革举措[3]。面对经济区域化发展、政

府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只有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异地办事难点堵点，从顶层设计、平台建设、数

字赋能、法治支撑等方面推进[4]，全面打破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中的制度瓶颈、技术壁垒，补齐效能

短板，才能加快政府转变职能、提升服务效率。近年来，政务服务事项全国通办政策正在加快推进，且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511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宋明 等 
 

 

DOI: 10.12677/mm.2024.145119 1041 现代管理 
 

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探索性的区域协同创新实践[5]，“跨省通办”持续扩展服务

范围和深度[6]。 
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市东区政务服务中心，经历了部门各自为政、“一站式”服务、“一窗式”

模式、“一网通办”功能等发展阶段，现已建立了一套跨区域、跨省份通办标准，实现了业务办理同平

台、同规范、同标准，满足了企业和群众“就近办、一次办”的现实需求。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是“一

网通办”的全面深化与提升[7]，交通、住建、市场监管、商务等多部门已实现“跨省通办”。 
但是，全国气象部门在行政许可办理中，目前仍沿袭“属地化”办理原则，给跨省交界地带的企业

群众带来了一定程序的不便。例如，在 2022 年至 2023 年北京市防雷隐患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中，就出现

了企业无法就近申报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及竣工验收许可，办事人需要“多头跑”、“折返跑”的情

况。 
因此，气象部门作为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顺应“放管服”改革发展方向，紧跟经济区域化发展、

政府数字化转型趋势，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打破现有行政许可管理机制，实现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是支持营商环境的必要举措，也是推进气象部门社会服务现代化能力提升的有效举措。 

2. “跨省通办”现状分析 

2.1.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情况 

2.1.1. 平台共用 
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作为京津冀政务服务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延伸服务触角，通过布设系统、数据共

享等实现津冀地区与北京市的数字协同[8]，在河北、天津共 15 个属地大厅“跨省通办”窗口以及北京市

13 区部署了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北京 3640 项政务服务事项和 262 项便民服务事项全部延伸

服务至天津、河北相关政务服务大厅，天津武清、滨海、宝坻、河北区等 501 项政务服务事项，河北廊坊

北三县、河北自贸试验区、固安县、清河经济开发区等 555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副中心政务中心办理。 

2.1.2. 联动统一 
一是异地审理协同联动，审批人员在“区域通办”平台上，按业务属地要求完成材料上传，业务属

地审批人员即可开展受理工作，减少中间环节，缩短审批时限，避免了“异地跑”、“两头跑”、“折

返跑”。二是异地受理“同事同标”，以副中心平台为依托，从最初的互设窗口、互派人员、电话连线

的单一模式，升级为通办事项统一、受理系统统一、办理标准统一、工作机制统一、服务标准统一的“五

统一”模式，“异地授权、异地出证”试点工作也在探索落地，极大节约办事人通勤和时间成本。 

2.1.3. 模式多样 
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通过采用“云窗口”远程视频办理为主，全程网办、自助终端和移动端办理为辅

的方式，为办事人提供线上线下全流程、全方位的服务，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一次办”的现实需求。 

2.2. 气象部门政务服务情况 

2.2.1. 许可事项 
全国气象部门行政许可办理事项主要包括除电力、通信以外的防雷装置检测单位资质认定，升放无

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防雷装置设计审核与竣工验收，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

系留气球活动审批，气象台站迁建审批，气象专用技术装备(含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使用审批，外国组

织和个人在华从事气象活动审批，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八类，统一审

批平台为中国气象局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从 2023 年气象部门行政许可办理情况可以看出(图 1)，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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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政务服务事项主要为防雷装置设计审核与竣工验收，除电力、通信以外的防雷装置检测单位资质认

定及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Figure 1.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of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s in 2023 (Unit: number of cases) 
图 1. 2023 年气象部门行政许可办理情况(单位：件数) 

2.2.2. 法律依据 
 

Table 1. Current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ve license processing legal basis 
表 1. 现行气象行政许可办理法律依据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办理依据 法律层级 主要内容 

1 
除电力、通信以外的

防雷装置检测单位资

质认定 

《气象灾害防御条

例》 行政法规 
第二十四条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取

得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颁

发的资质证。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资质管理办法》 部门规章 第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雷电

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管理和认定工作。 

2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

球、系留气球单位资

质认定 

《升放气球管理办

法》 部门规章 第八条申请从事升放气球活动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

级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 

3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与

竣工验收 
《气象灾害防御条

例》 行政法规 

第二十三条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

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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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防护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

证的大型项目，其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由县级以

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负责。 

4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

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

审批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

条例》 行政法规 
第三十三条进行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必须经设

区的市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有关部门批准。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气象主管机构制定。 

《升放气球管理办

法》 部门规章 
第十三条升放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

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升放系留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以下简称许可机构)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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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气象台站迁建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 法律 

第十二条：未经依法批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迁移气象台站；

确因实施城市规划或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需要迁移国家基准气

候站、基本气象站的，应当报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审批；需要

迁移其他气象台站的，应当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

构审批。迁建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条例》 行政法规 

第十八条申请迁移大气本底站、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基本气象

站的，由受理申请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签署意见

并报送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审批；申请迁移其他气象台站的，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审批，并报送国务院气象主管

机构备案。 

6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

(含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设备)使用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 法律 

第十三条气象专用技术装备应当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

技术要求，并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审查合格；未经审查或者审

查不合格的，不得在气象业务中使用。 
第三十条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组织必须具备省、自治区、直

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并使用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

机构要求的技术标准的作业设备，遵守作业规范。 

《气象行政许可实施

办法》 部门规章 
第四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全国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的管

理。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涉外气象探测和

资料的管理。 

7 外国组织和个人在华

从事气象活动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 法律 
第八条外国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气象活动，必须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会

同有关部门批准。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

料管理办法》 部门规章 
第四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全国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的管

理。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涉外气象探测和

资料的管理。 

8 
新建、扩建、改建建

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

探测环境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 法律 
第二十一条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

环境；确实无法避免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省、自治区、直

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方可建设。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条例》 行政法规 

第十七条在气象台站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

工程，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确实无法避免的，建设单位

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提出相应的补救

措施，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未征得气

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或者未落实补救措施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

其开工建设。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

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

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

办法》 

部门规章 

第四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全国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

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

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

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管理工作。设区的市气象

主管机构或省直管县(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扩

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初审和管理

工作。 

 
我国现行气象法律体系在部门依法行政工作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气象行政许可办理的法律依据

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行政法规依据有《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和《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部门规章依据有《气象行政许可

实施办法》《升放气球管理办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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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规定》《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及《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

可管理办法》等。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相关规定可以看出(表 1)，高频气象行政许可事项均需要

向属地气象主管机构申请办理。 

2.2.3. 办事现状 
目前，全国气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均按照“属地化”原则办理气象行政许可，主要通过精

简审批材料、压减办理时间、“一网通办”等优化营商环境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企业群众负担

及跑腿次数，但是政务服务事项尚未实现“跨省通办”。随着经济区域化快速发展、政府数字化加速转型，

气象部门政务服务现行办理模式给跨区域交界地带的企业群众带来了一定程序的不便，“属地化”原则导

致办事人“异地跑”、“两头跑”、“折返跑”情况凸显。例如，2023 年北京市亦庄开发区某企业，行

政区划隶属北京市通州区，但是实际办公地离北京市大兴区近，办事人就近选择去大兴区气象局申报雷电

防护装置设计审核许可。按照现行管理制度要求，该企业仍需要到属地北京市通州区气象局办理，导致办

事人“就近办、一次办”的现实需求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打折扣。 

3. 存在的问题 

3.1. 体制机制方面 

虽然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表面上只是服务方式的改变，但其背后却依靠一系列规则制度的构建和

更替[9]，制度规则的制约和短缺构成了现实的制度瓶颈。作为主要制度手段的气象法律体系，面对经济

区域化发展、政府数字化转型步伐的加快，法律理念相对陈旧，法律内容相对局限，已经不能更好适应

气象事业进一步优化服务的现实需求。对照国务院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求，

对比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机制及理念，气象部门现行“属地化”办理方式一定程度滞后于社会发展

需求，法规制约和制度短缺并存。在推进气象行政许可“跨省通办”中，异地代收代办、多地部门联办

等优化营商环境举措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及协同办理机制支撑，难以解决进一步优化服务问题。气象

部门业务人员受到合法合规性束缚[10]，缺少业务协同办理依据，存在办错事要承担责任等顾虑，导致在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作上畏首畏尾，难以跨出实质性的步伐，无法紧跟“放改服”改革要求，成为

阻碍气象部门社会服务现代化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瓶颈。 

3.2. 数据支撑方面 

数字化建设既是整体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重要支撑。即使国务院办

公厅一再强调要加快推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但数字鸿沟问题仍然存在。一方面，不同的政府层级

部门之间出于对权责界定、资源管控等方面的考量，导致存在不会共享、不敢共享的情况，不同部门之

间数据壁垒就难以打破；另一方面，大量冗杂的信息数据要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之间进行有效联通共享，

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对于数据的处理分类也需要大量的成本，导致信息碎片化问题严重、

数据利用价值低。气象部门作为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对部门数字化转型有较强

的依赖性，部门信息资源目录与交换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垂直业务信息系统与地方政务服务平台欠缺深

度对接，数据欠缺有效融合，没有实现互联互通，致使全程网办及电子印章等业务应用仅局限于部门内

部流转，气象行政许可“跨省通办”未能得到数字化建设支撑，服务人民群众的合力效应无法充分释放。 

4. 对策与建议 

4.1. 打破体制机制壁垒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需要一套相应的制度规则作为支撑，成熟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机制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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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行政许可“跨省通办”必不可少的骨骼和脉络[11]。气象部门行政许可“跨省通办”突破属地的限制，

就牵涉到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条款的调整以及跨省协

同工作机制的建立。 

4.1.1. 完善法律体系 
《气象法》是气象基本法，居于气象法律法规体系的核心位置，对其他气象法律法规以及气象法律

秩序的建立、确认和保护发挥基础性作用[12]。首先，加强统领法《气象法》的修订工作，将优化政务服

务理念融入其中，调整相关条款为适应性更强的《气象法》。其次，完善其他法律，对气象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地方性气象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相配套的气象法律法规体系进行调整、修

改与完善[13]，为优化部门政务服务，推进气象行政许可“跨省通办”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支撑。 

4.1.2. 建立协同机制 
顺应“放管服”改革大势，聚焦高频气象行政许可事项，推动部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渐进治

理。一方面是加快“跨省通办”服务规则的制定，建立跨省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完善“跨省通办”事项

标准和业务规则，通过上级部门牵头推动下级不同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另一方面是厘清不同单位的工作

职责，明确异地代办操作规程等内容，统一业务流程和办事指南，推进跨区域、跨省域协同发展。 

4.2. 推进数据融通共享 

数据是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基础性资源，要从加强数据挖掘、数据归集、数据交换、数据共享等

方面来强化数据的有效融合。打破气象部门数据壁垒，推进政务服务数据共享，实现信息互通共融势在

必行。 

4.2.1. 对接数据平台 
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大数据布局，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实现政务平台的数据资源共享，提高部

门间的数字化协同，推进气象部门业务信息系统与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的技术对接，消除数据孤岛，丰富

共享渠道，加快满足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数据联通需求，提升共用服务平台融合办事的支撑能力。 

4.2.2. 完善数据管理 
一是借鉴有关部门或地区的数据共享模式经验，打通气象行政许可“跨省通办”渠道，根据不同省

域的实际发展情况，设立数据门户，在地区筛选、数据来源、数据内容等方面不断形成完善的数据管理

体系[14]。二是加强省域数据共享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明确责任主体，推行无缝衔接，切实维护不同省

域主体的相关利益，同时满足省域内、跨省域公众的服务需求，提升气象部门社会服务现代化能力。 

5.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情况的分析和对气象部门行政许可办理现

状的梳理，聚焦气象部门社会服务现代化能力提升，把握经济区域化发展、政府数字化转型机遇，响应

省域内、跨省域公众的服务需求，提出优化气象部门政务服务，推动行政许可事项实现“跨省通办”的

几点对策与建议。一方面是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法治支撑。通过修订完善相关气象法律法规体系、建立

跨省协同办理工作机制，打破气象部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体制机制壁垒；另一方面是推进平台建设，

加强数字赋能。通过深化平台对接、强化数据融合，畅通气象行政许可“跨省通办”渠道。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是一项持续性、系统性的长期工程，气象部门在实践探索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逐步扩大服务范围、强化服务支撑、提升服务效能[15]，切实解决跨区域办事人员“多头跑”“折返跑”

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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