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北京-香港氣象電路圓滿運作三十載及中國氣象局和香港天文台簽訂

『氣象科技長期合作安排』十周年慶祝會」台長林超英先生講稿 

(2006 年 10 月 27 日)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這個聚會，更感謝中國氣象局局長秦大河院士和氣象

局的同行在百忙中來到我們之中出席這個典禮。 

 

香港天文台和中國氣象局的合作源遠流長，讓我跟大家講一下歷史。一

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香港天文台碰上很大的麻煩，中國內地的氣象站全部

停頓，天氣圖一片空白，天氣預測全靠直覺。五零年代內地的氣象站陸續恢

復，但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未能在聯合國正常參與，香港天文台始終沒法

聯繫內地的同行，結果要像間諜一樣在總部架起蜘蛛網天線，搜尋所有頻道，

截聽內地的氣象廣播，這樣才能勉強把天氣圖填滿，以科學而不是憑直覺發

天氣預報。一九七四年我加入香港天文台時就是這個情況。 

 

一九七二年，中國氣象局回到世界氣象組織。我們不失時機，努力跟內

地同行建立聯繫，終於在一九七五年達成共識，開通一條連接香港與北京的

氣象電路，十月十八日在北京簽署文件，十二月二十日線路就起動運作，雙

方正式交換氣象情報。香港天文台再不用兼職間諜了，也成為第一個與在京

的政府單位有直接電信聯繫的香港政府部門。時間過得很快，電路已經圓滿

運作了三個十年，今年踏進了第四個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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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當年，香港所有交通仍然要向售票員買票，未有地下鐵路貫通香港

九龍，渡海要乘船，現在看來有一點原始，但是京港兩地氣象部門已經以電

路聯繫雙方的電算機，實時交換數據，比起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普及的互聯網

早二十年。還有一點，當時香港社會與內地隔膜極深，在這個歷史情勢下完

成京港連線這一項突破性工作是非常了不起的事，這也是為甚麼在前台長鍾

國棟去世四分之一世紀之後我依然非常懷念他的原因，在這裡我要提醒大

家，在「鍾國棟」這個漂亮中文名字後面其實是一個英國人的臉孔。 

 

一九七五年是一個好開始，此後京港氣象人員互有往來，中間的一些細

節我就不說了，為了提供一個框架促進這些交流活動，一九九六年我們簽訂

了一個【氣象科技長期合作安排】，今年剛好是十周年。 

 

最近幾年，配合國家的發展以及時代的改變，內地和香港的氣象部門都

要加快步伐和調整適應，【氣象科技長期合作安排】讓我們在天氣預報、警報、

氣象通訊、資料交換、研究及人員培訓等方面，透過合作，共同進步，擁抱

挑戰。我們的成績得到國際氣象界的認同，內地和香港的氣象人員在世界氣

象組織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擔任要職，足以證明。 

 

回首過去，我們感謝前輩的遠見和努力，展望未來，我們應當承先啟後，

緊密合作，掌握時代脈搏，為中國的長遠發展以及全球人民的幸福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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