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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移动气象短信用户特征分析与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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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陕西移动气象短信１１０多万用户进行移动品牌、入网时长、消费能力、通话行为等特
征分析，预测了市场容量。为陕西气象短信的发展，从统一品牌、产品定位、宣传投入、目标用
户选择和营销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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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陕西移动气象短信有１１０多万用户，占
气象短信用户的６５％。为了了解和掌握陕西移动
气象短信用户特征，更好地开展市场营销，联合
华院分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对目标用户进
行深度分析，并对移动气象短信的营销定位、市
场容量分析预测、市场营销策划等进行探讨。
气象短信目标用户分析

通过外呼回访、问卷调查、短信回复等方式，
对以随机方式抽取的３０％的用户和调取未订制
气象短信１０万用户进行调查，并调取用户的相关
资料，分析目标用户。
１１知晓渠道分析

调查分析发现，订购用户和未订购用户的知
晓渠道基本一致（表１）。主动渠道中，已订购者
和未订购者主要通过人际圈传播和移动营业厅推
荐两种方式了解到气象通产品。气象短信作为一
个生活化产品，人际间口碑传播符合产品特征。营
业厅宣传是一种直接面对面的方式，方便开通业
务，也是符合公众习惯的好方法。被动渠道中，
２４９％的已订购者为接到推荐电话，还有２０８％
的已订购者为收到短信广告。未订购者中也有
２１％曾收到短信推荐知道气象通产品。
１２用户特征分析
１２１地区及品牌普及率气象短信产品在渭

南的普及率最高，达８１％。宝鸡普及率最低，为
３７％。移动公司三大品牌的用户中，全球通用户
的普及率最高，为１７１％；神州行和动感地带用
户的普及率都较低，分别为４５％和２９％（图
略）。

表目标用户知晓渠道统计

名称 知晓渠道 已订购者
占比燉％

未订购者
占比燉％

移动营业厅 ２７２ １９
主动渠道 公众广告 ３２ ６

朋友家人介绍 １３４ ３５
宣传电话（外呼） ２４９ ９

被动渠道 短信广告 ２０８ ２１
其他 １０５ １０

１２２入网时间和消费能力入网时间越长，气
象短信产品的普及率越高（见图１）。订购者的消
费金额（ＡＲＰＵ值）越高，气象短信产品的普及
率也越高（见图２）。说明气象短信产品比较适用
于长期固定手机号码和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用
户，对离网率较高的手机号码不宜推广。
１２３通话行为随着本地通话时间的增加，气
象短信产品的普及率也增高（见图３）。同样，随
着漫游通话时间的增加，气象短信产品普及率也
相应增高（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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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订购者入网时间分析

图２订购者消费金额值分析

图３订购者本地通话时间分析

图４订购者漫游通话时间分析

１２４数据业务消费能力分析移动短信、彩
信、彩铃、来电提醒四大业务费用（见图５）发现，
订购气象短信的用户数基本保持不变，普及率均
为６％左右。而在短信业务费用中（见图６），订
购气象短信用户普及率也为５％左右。可见手机
用户的数据业务消费水平对气象短信产品普及率
无明显影响。

图５订购者四大业务费用分析

图６订购者短信费用分析

市场容量预测及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气象短信市场容量预测

市场容量是影响气象短信未来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调查结果显示，在未订购气象短信的移
动用户中，关注天气预报的人数占８８％，而在不
太了解气象短信内容的情况下，有２３％的用户表
示愿意考虑订购，有２５％的用户表示会酌情考虑
订购气象短信。

目前陕西移动公司未订购天气预报信息的用
户约为１５００万，通过乐观计算：市场容量＝未订
购用户数×天气预报关注度指标×订购意愿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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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到市场容量预测值为３０３万，将有近１９０万
用户的发展空间。
２２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定位不准陕西气象短信目前属于移动
梦网管理。即移动公司负责提供网络通道、业务
管理平台，提供代计、代收信息费服务，负责客
户服务。气象部门提供业务内容，负责营销宣传，
配合客服支撑。但按照目前的收入分配比例及陕
西省移动梦网管理办法规定，该项业务应为移动
公司自有业务，即移动公司负责提供网络通道、业
务管理平台，提供代计、代收信息费，自主进行
业务营销宣传，提供全部的客户服务，并享有该
业务的相应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业务
名称、业务标识、专利、商业模式）。气象部门负
责提供业务内容。由于陕西移动对该业务定位不
准，使得业务在市场营销上得不到移动公司的资
源投入，是造成了陕西气象短信业务近几年没有
得到突破发展的重要原因。
２２２品牌效应和营销方式不够①气象短信
在陕西移动曾使用“晴雨风向标、气象通、移动
气象站”等名称，没有形成全省统一的品牌名称
和ＬＯＧＯ，造成全省无法统一宣传和市场营销策
划；②在宣传和市场营销上投入不够，未充分依
托移动公司现有渠道，在移动营业厅、网站几乎
看不到气象短信的宣传彩页、Ｘ展架和订制方式
等，用户对产品知晓度较低；③近几年，省、地
气象部门通过外呼发展了部分用户，但缺乏对外
呼成功用户的后期跟踪及其退订情况记录及分
析；④省、地二级气象部门没有专业的营销团队。
气象短信市场营销策略
３１品牌知名度与产品定位

在品牌知名度方面，统一产品名称，既突出

气象台的权威性，又让运营商满意，可使用“移
动气象站”作为产品名称，建立品牌概念。

为了更好的发展气象信息产品，陕西气象部
门与移动公司需充分合作，尽快明确气象信息产
品的产品定位，以及双方的责任分工，共同协调
各级资源，将“移动气象站”纳入陕西移动自有
业务管理的范围；充分合作，共同执行营销方案，
建立定期沟通机制；通过调研访谈确定需要支撑
的方面，双方沟通解决支撑问题，方便客户使用。
争取在陕西移动公司政策支持下，将气象信息产
品打造成数千万级收入的产品。
３２宣传渠道与订购渠道
３２１宣传渠道移动公司拥有大量客户资源，
同时拥有丰富的营销渠道和经验。通过与移动公
司的深度合作，陕西气象部门应充分利用其实体
渠道（自由渠道、动感１００店卖场、沟通１００店
合作厅等）和电子渠道（网上营业厅、短信营业
厅、ＳＴＫ卡、电话营业厅等），进一步扩大客户接
触面。同时，气象部门应加强电视台、报纸、广
播、外呼等自身渠道的宣传。
３２２订购渠道加强营业厅宣传，并提供现场
订购的快捷服务；短信推荐时，应根据用户类型
和状态设计短信内容，告知具体打电话和发短信
订购的方式，尽量选择在天气突变和节假日前下
发；在电话外呼营销时，应精确营销方式，选择
好用户样本。
３３精确营销

根据以上分析，气象短信与入网时间、梦网
信息费占代收信息费比例、品牌、漫游时间相关
较好，因此在电话外呼或短信群发时，应选择精
确营销目标客户（见表２），提高订制命中率。

表精确目标用户选择参数
品牌消费金额燉元 通话行为 梦网消费
全球通 ≥３０ 无 无
神州行 ≥５０ 无 信息费≥２元、梦网费比例＞０１
动感地带 ≥４０ 本地通话时间＞４００ｍｉｎ、长话时间＞２０ｍｉ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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