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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活动开展背景 1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

大的转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日益个性化。在市场环境

下，气象服务产品必须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符合消费者

的需求，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了解人们对气象

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必要并且紧迫的。

2021 年 5 月 12 日，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在金轮广场

举行，甘肃省气象局参加了活动。简洁明快、主题明确

的气象宣传位吸引了大批用户驻足。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我们组织了气象服务信息问卷调查活动，以便更好地了

解大众对气象服务的需求、明确气象服务各项业务的发

展方向。

2.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大部分参观者对气象服务的认知度不高，要大力加

强气象服务的宣传，增加气象服务的透明度，扩大气象

服务中心的知名度。

2.1 基本需求分析

根据调查表分析，24 岁到 49 岁之间的调查对象一共

有 237 位，占总调查人数的 66%。该年龄段多为各行业

的中坚力量，是气象服务最重要的客户群体，气象信服

务产品的研发要以这一群体为目标客户，不仅要制作普

遍适应在职人士需求的日常气象服务产品，更要针对各

个行业的不同需求制作相应的气象服务产品。50 岁以上

的调查用户 74 位，占总调查人数的 21%。中国老龄化趋

势愈加严重，这一年龄段也是值得重视的客户群。针对

老年人的养生、保健、医疗类气象服务产品也有很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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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前景。针对 18 岁到 23 岁的大学生群体，可制作符

合其气象服务需求的、便宜、便捷、趣味性强的气象服

务产品，也可在校园内开展各类宣传活动，传播气象科

普知识，推广气象服务产品。

调查过程中，对于气象服务，调查用户首先询问的

是产品的价格，可见消费者对气象信息的价值普遍停留

在价格因素上，价格是决定消费者购买行为发生与否最

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调查中，72% 的调查对象薪酬集中

在 1500 到 5000 元，平均为 3000 元左右，气象服务产品

的资费定制就要以此为依据，合理定制。目前，甘肃省

内的短信月功能费为 2 元，彩信月功能费为 3 元，12121

语音的收费为每条 0.5 元，对月收入在 3000 元左右的用

户来讲，这些定制价格是较为合理、且易被接受的。同

时，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象服务产品所面对的目标客户

群薪资水平不同，相应地提高或降低资费。

2.2 行业需求分析

专业专项气象服务是我们公共气象服务的一个重要

方面，也是我们有偿气象服务的重要方向。因此，深入

挖掘各行业对气象服务的特殊需求，并制作相应的气象

服务产品，是我们增加效益、提高收入的主要内容。

调查中，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

比最大，为 19%，不同行业对气象服务的需求各不相同。

如针对工作环境在室内的用户，可提供常规类气象服务，

为其日常的生活、出现提供参考和帮助。针对建筑业，

可以为城市规划部门提供建筑规划设计时所必须考虑的

风向、风频、具体气候环境等信息；为建造部门提供以

太阳辐射、降雨、大风、雷暴等影响建筑进度和工作条

件的气象要素。针对交通运输仓储业，我们可以策划制

作交通气象服务产品、仓储气象服务产品，减少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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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过程中因气象灾害而产生的损耗，加强对气象条件

的利用，增加效益。针对制造业，可针对不同的制作部

门制作符合其产品生产、储存、销售、流通环节所需气

象条件的气象服务产品。

2.3 服务手段分析

此次调查中，31% 的用户通过电视获取天气预报信

息。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依旧是最权威的天气预报信息传

播方式。要认真分析各个节目的时间段、所处频道，更

加充分地利用各个节目的优势，精准定位节目的受众群，

在不同节目的不同时段，制作符合不同客户群需求的节

目，并利用电视节目声画并茂的特点，大力普及气象科

普知识，获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新媒体包括手机、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

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

字电影、触摸媒体等。此次调查中，28% 的用户通过手

机获取天气预报信息，18% 的用户通过互联网获取天气

预报信息。手机的使用迎合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的

需求，满足了人们随时随地互动性表达、娱乐与获取信

息的需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大量天气类 APP 应运

而生，内容覆盖面广，不仅包括预报、预警，还包括与

气象相关的生活、旅游、交通等信息。

2.4 服务时段分析

经过调查分析，晚间 18 点到 20 点之间获取天气预报

信息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 46%。这一时段的受众群涉

及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人数众多，覆盖面广，是播放

天气预报节目、发送天气预报信息的最佳时段。此时的

天气预报信息要以通俗易懂、内容丰富、信息含量大为

特点。如可在 18 点下班时间发送便捷、准确、精炼的手

机天气预报、广播天气预报、公交移动天气预报等节目，

便于用户在回家的路上、公交车上等零散时间获取预报

信息。每天《新闻联播》、《地方新闻》结束后，用户会

刻意等待收看当天的天气预报节目，此时的节目在内容

上要全面、专业，形式上要灵活、多样。

早晨 6 点到 8 点之间获取天气预报信息的人数占调查

总人数的 28%。由于早晨时间的特殊性，短小精悍的预

报服务更符合这一时段受众的需求。此时预报服务应以

当天的天气预报、生活指数为主，为用户出行提供参考。

要抓住用户一醒来就看手机的习惯，在这一时段发送手

机天气预报信息，使用户在第一时间获取当天的预报信

息，培养用户未起床先看天气预报的习惯。同时，便捷、

准确、精炼的广播天气预报、公交移动天气预报节目依

然是用户在上班途中获取预报信息的重要方式。

2.5 预警服务分析

对人们生活影响严重的气象灾害的预报、预警信息

的发送是防灾减灾气象服务的重要内容。经过调查分析，

对我市人民生活影响最重要的气象灾害是暴雨（雪）、高

温、冰雹和雷电，大风、连阴雨、干旱、寒潮、大雾和

低温对人们的生活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要利用

各种手段将预警信息发送给公众。

除了预报、预警信息的及时发送，我们还要大力宣

传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利用防灾减灾日、世界气象日等

重大节日开展各类防灾减灾的科普宣传活动，增强大众

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大众防灾减灾的能力。

3.气象服务发展方向

此次调查中，共有 36 位用户填写了对气象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仅有 2 位用户表示满意目前的气象服务工作，

有 23 位用户要求提高气象服务产品的准确性、时效性、

便捷性、专业性、灵活性、直观性。

公众对天气预报准确性的高需求，要求我们在不断

提升预报预测能力的基础上，加大气象知识普及力度。

加强专业气象服务能力，努力提高预报预测能力，对不

准确预报进行及时总结，最大程度地减少疏漏；要大力

加强针对小区域、小气候范围的气象服务，快速有效地

提高气象服务能力，拓展气象服务范围；要利用电视、

广播、报刊杂志等各种媒体平台大力推广气象服务宣传，

加大气象知识普及力度，开展“气象开放日”等活动让

大众走进气象、了解气象。

在公众气象服务方面，服务产品要向精细化方向发

展，服务形式要向多样化方向转变。有了准确的预报、

丰富的信息、全方位的服务、合理的服务手段，才能提

高服务产品的竞争力。同时，针对不同时期制作不同的

气象服务产品，利用节目内容的多样化提高自身的吸引

力。2014 年 3 月 21 日，甘肃省气象局开通了微信订阅号

“甘肃微气象”。由于缺少制作经验与营销推广能力，截

止目前，仅有订阅用户 2 万人。同期开通的甘肃气象服

务号，仅有 1000 多位订阅用户。目前甘肃微气象的技术

支撑严重缺乏，未能实现自动回复，自动匹配下发用户

抽奖码、兑换码更待技术支持，人工操作的延迟造成用

户在发送上行信息等待几分钟无果后取消关注。

在专业专项气象服务方面，加强与各行业的沟通交

流，以行业需求为依据，针对不同行业的特定服务需求，

面对特定用户，提供具有个性化用途的气象服务。不断

提高服务产品的针对性和满足个性化的服务需求，通过

气象服务产品加工和信息技术应用，达到提高工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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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消耗和损失的目的。

在科普宣传方面，要大力发展气象服务宣传工作，

扩大气象服务知名度，增加气象服务的社会影响力和社

会效益，加强科普知识的宣传普及，打造气象服务品牌，

让气象工作家喻户晓。

4.总结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众的气象服务需求量越来

越大，内容上专业化、服务化、个性化、多元化的要求

越来越高，气象服务必须全速发展才能不被市场淘汰。

气象服务要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为目标、以大众需求为

依据，整合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

市场的需求，最大化地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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