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集器无法正常工作。将总、净辐射传感器从采

集器上摘掉，在不接总、净辐射表的情况下，其

余数据均恢复了正常采集和传输。

３　结语

自动气象站全天连续工作，做好自动气象站

日常维护工作，使之平稳正常运行，才能保证观

测数据的质量。除了值班员对自动站设备进行正

确的日常维护外，台站技术保障人员应定期对自

动站设备进行必要的专业维护。特殊天气下要加

强对自动气象站的维护，比如在降水较大的情况

下，若能及时将采集器机箱及供电机箱加以保

护，防止漏雨发生短路，损坏整个自动站电路，

或在容易漏雨、积水的部位，特别是暴露在室外

的线路接头处、线路拐角处，如总、净辐射表的

传感器等部位予以防护，可能就会避免此类故障

的发生。泾河站的此次故障因为及时启用了备份

自动站，正点数据的采集与上传没有受到影响，

仅有单套自动站的台站，遇此类事件发生时，应

及时启用人工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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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近年来陕西省气象短、彩信用户数、１２１２１气象声讯电话拨打量变化趋势和用户满

意度调查数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大背景下，从运营商经营环境、营销方式、产品质量

等方面对陕西气象信息服务业务进行分析，得出移动互联网发展、免费客户端广泛应用、运营

商营销策略调整、传统营销手段乏力等是陕西气象信息服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据此探讨

陕西气象信息服务的发展方向，提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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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气象信息服务业务经过１０多年的发

展已具有一定规模，但近两年来，随着移动互联

网业务的快速发展，手机客户端、网络媒体被广

泛接受，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趋多样化，传统

的信息服务行业受到很大冲击，气象信息也不例

外，下滑趋势明显，发展形势严峻。如何创新气

象信息服务与产品，稳定和发展短、彩信和声讯

用户群，成为陕西气象信息服务业务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亟需解决的问题。

１　发展现状

１．１　手机气象短、彩信业务

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陕西省气象手机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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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户约２２１万 （不含联通用户），其中西安用

户最多，达５９万左右，明显高于其他地市，其

次为渭南、安康，分别为２５、２３万左右，铜川、

商洛、杨凌的用户数都低于１０万，杨凌最少，

只有０．５万。从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全省各地市手机

气象短、彩信用户数 （表１）可见，２０１１年全省

各地市手机气象短、彩信用户数较之前出现全面

大幅度的增长，多地用户数几乎是成倍或几倍增

长。但２０１２年开始，各地市的用户数普遍出现

下滑或缓慢增长趋势，截止２０１３年底，除安康

用户数保持稳中略增之外，其他地区经过２０１１

年的业务峰值之后，用户数已出现了不同程度下

滑。由此看来，陕西气象短、彩信业务已经由业

务发展的黄金期转向衰退期，下滑局面日益凸显。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各地市手机气象短、

彩信年用户数 ／万户

年份 榆林 延安 铜川 宝鸡 咸阳 西安 渭南 汉中 安康 商洛 杨凌

２００９年 １１．３９．０ ２．２ ７．０ １３．２３２．４２０．９６．５ ４．０ ６．１ ０．１

２０１０年 １１．６１１．４３．１ ８．１ １７．１４０．５２０．７７．６ ６．６ ７．７ ０．１

２０１１年 １８．１２３．７６．１ ２２．２２４．１８１．７２６．９１５．６１４．０１０．１１．０

２０１２年 ２１．０１９．７５．９ ２１．２２２．８６０．７２６．６１８．５２１．８９．３ ０．６

２０１３年 １９．０１９．４５．７ ２０．９２１．０５９．０２５．５１７．８２３．２９．５ ０．５

１．２　气象声讯服务

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全省１２１２１气象声讯电

话年总拨打量４６３１万次，其中，西安以１１０８万

次名列第一，咸阳、安康分别以６９６万次、６３７

万次排名第二、三位。近几年全省各地市声讯电

话年拨打量 （表２）数据显示，自２０１１年起，城

市化、信息化发展较快的西安、宝鸡、安康三地

市拨打量连续减少；渭南、咸阳、铜川、商洛四

地拨打量在２０１２年也开始下滑；２０１３年除延安、

榆林、汉中拨打量有较明显增长，其他地市的拨

打量都有所减少。尽管近年来各地市不断加强

１２１２１营销宣传力度，但总体来说营销效果并不

理想。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陕西省各地市声讯电话年拨打量／万次

年份 榆林 延安 铜川 渭南 宝鸡 西安 咸阳 汉中 商洛 安康

２０１１年 ２６２ ２１５ ７０ ６１６ ４９４１５６１６０９ ４４０ ９９ ７７７

２０１２年 ２６９ ２００ ７４ ６７２ ４１０１１３８７０５ ３６４ １１８ ７１３

２０１３年 ３０４ ２６７ ７２ ６３４ ３６２１１０８６９６ ４０４ １１６ ６３７

２　原因分析

２．１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业务冲击巨大

２０１０年之后，陕西信息服务逐步进入移动

互联网时代。据陕西省通信管理局统计显示，截

止２０１３年底，陕西智能手机用户数已超１３２６

万户，较２０１０年增长９４０％。顺应市场需求，

各类信息媒体 ＡＰＰ应用程序发展迅猛，气象类

手机ＡＰＰ规模也日益增大，截止目前，已有超

过２００个气象客户端或天气插件投入市场。全国

“墨迹天气”用户数目前已超过１亿，“新浪天气

通”用户数也达２７００万，其丰富多彩的气象信

息产品、便捷的主动获取方式、大容量的多媒体

信息发布优势，已经成为气象信息发布的又一重

要渠道。传统短彩、信、声讯发布渠道受自身收

费属性的限制，加之每天定时发送固定模式的气

象信息服务方式、语音生硬的声讯服务，很难满

足互联网时代社会公众对于气象信息服务需求，

用户量分流已成大势所趋。有关调查结果显示，

仅有不到３０％用户对目前的气象信息服务产品

质量非常满意，５０％用户基本满意。４０％的退订

用户选择了用手机客户端替代气象短、彩信、声

讯类气象产品［１］。

２．２　运营商发展策略转变

据中国电信陕西分公司统计，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开始陕西电信点对点短、彩信业务平均每月下滑

５％，同类业务 “手机报”由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７万

用户缩减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５ 万用户，下滑

５３．７％。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传统业务的影

响，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作为移动通讯

领域的领跑者，迅速改变发展战略，现已基本放

弃传统的２Ｇ业务发展，营销重点从以前的传统

增值业务转为流量型消费，基本不对传统增值业

务匹配任何营销资源。作为运营商合作类的传统

增值业务，气象信息服务也未能幸免，运营商的

政策环境极大地限制了商业性质的营销宣传活

动，使得借助运营商资源开展短、彩信，声讯服

务营销工作步履维艰。

２．３　传统营销手段乏力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消费者维权和自我

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外呼、群发这类数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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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营销手段已大不如前，垃圾短信、诈骗

电话泛滥使得用户对这类推销大多产生抵触情

绪，而其他产品宣传途径有限，多以广告为主，

均是被动宣传，很难有效推动用户使用。２０１３

年外呼营销的接通率和成功率都较往年有明显下

降，平均外呼成功率６％，较往年下降４％；

１２１２１群发宣传，当日拨打量提升率较往年下

降２８％。

３　发展策略

３．１　谋求气象信息服务业务转型

科技的发展促使气象信息服务方式也亦步亦

趋，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应当借鉴国内

外发达地区手机气象信息服务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成果，依托气象部门专业、权威的预报预测力

量，着力开发中国天气通陕西版气象客户端、气

象视频等新形式的气象信息产品，在信息化相对

较为发达的西安、宝鸡、咸阳等地开展推广，依

据各地的市场需求，逐步扩展其他城市３Ｇ市场

份额。同时，转变原有面向用户的收费模式，将

收费目标群体转向商家，通过扩充中国天气通陕

西版的市场份额，在产品界面加载广告盈利，此

外，积极探索气象视频包月分成的商业模式，以

谋求传统气象信息服务业务的转型。

３．２　借助新兴媒体开展 “微营销”

在如今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经济时代，用户

需求呈现出精细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传统粗放式

营销方法已不能满足精细化市场的营销需求，以

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 “微营销”模式应运而生，

它是通过 “虚拟”与 “现实”的互动，建立一个

涉及研发、产品、渠道、市场、品牌传播、促

销、客户关系的营销链条。气象部门可以依托现

有陕西气象微博、微信、易信平台开展气象信息

产品 “微营销”，通过与用户互动开展低成本的

市场调查和舆论监控，获取用户公开的有价值的

信息，判断用户喜好、消费习惯及购买能力等，

定位目标用户，借助新兴媒体平台开展气象信息

产品定向营销活动。

３．３　开展产品设计与储备

每个产品都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气象信息

服务产品也不例外，都是从发展到稳定再到衰退

的一个过程，因此，需要气象信息服务者具备发

展的眼光和对社会发展的预见性，对气象信息服

务产品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储备，依据社会发展动

态和新兴市场需求，面对４Ｇ浪潮的到来，以气

象手机视频等产品为切入点，力求抢占市场

先机。

３．４　提升产品质量

移动互联网时代给用户带来了全新的产品体

验模式，传统气象信息产品需要通过提供个性

化、人性化、差异化的服务来与微信、微博、手

机客户端等新兴媒体平台竞争，如：提高短信发

送频率、增加关注度较高的气象热点问题、改善

声讯信箱语音音质等，力求在产品质量中得到用

户进一步肯定。此外在后期用户维系方面要做好

用户投诉和咨询工作，及时了解用户反馈的意见

和建议，对产品进行完善和修改。

４　结语

传统的气象信息服务产品已度过了业务发展

的黄金周期，近两年在移动互联网变革的冲击

下，运营商政策环境转变，市场产品需求降低，

短、彩信用户量、声讯拨打量下滑趋势凸显。在

此大环境下，陕西省气象信息服务业务既面临机

遇又面临挑战，在保持传统业务稳定的前提下亟

需努力探索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产品运营模式，

从而解决陕西省气象信息业务发展的 “瓶颈”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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