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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影视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林荣惠

（漳州市气象局，福建漳州３６３０００）
摘要：通过气象影视产业的经营现状，对气象影视发展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性地分析，并针
对当前影视传播媒体的发展趋势，提出气象影视产业今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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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影视产业发展的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获取气象信息趋

利避害的意识日益增强，电视作为受众最广泛的
大众传播媒介，成为公众获取气象信息的重要途
径。１９９３年电视天气预报开始有节目主持人，主
持人将深奥难懂的专业术语、天气形势分析和预
报内容娓娓道来，节目图形、图像表现力加强，使
天气预报节目有了质的提升。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８日，
中国气象频道的开播，电视气象服务有了新载体，
气象影视服务实现跨跃式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电视天气预报
已发展壮大。据气象部门的统计，全国已有３０个
省（区、市）、５个计划单列市开播了约４００档有
主持人的电视气象节目，还有更多的地（市）县
无主持人的节目。
气象影视发展面临的问题

气象影视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多样化、精细
化、多元化的过程，人们对防灾、减灾、抗灾等
天气信息的需求，使电视天气预报已成为人们每
天必看的节目，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天气预报节
目的收视率一直位居前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气象影视的许多深层次问题逐步显现出来，设备
问题、节目质量问题、人才问题、业务与广告产
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众多传播媒体导致受众分流
的问题、经营机制的问题，与广电部门能否长期
良好合作问题等都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气象

影视的发展。
２１气象影视播出与电视台的协调

虽然１９９６年中国气象局和广播电影电视部
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天气预报工作
的通知》，促成了我国气象影视产业的大发展，但
随着广电系统整体改革，经营思路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尤其地市级的电视台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广
告收入，所以在气象影视合作上，难免会产生磕
磕碰碰的事。关系既要合作又要制约，一直都处
于不稳定的状态。气象影视播出权掌握在电视台，
如何与电视台搞好合作？争取理想的播出时间，开
发更多的气象影视资源是气象电视产业生存发展
必须重视和思考。
２２节目制作设备老化，技术力量薄弱

受资金、规模影响，气象影视设备的更新远
远跟不上媒体发展的要求。同时，从业人员大多
气象行业半路出家，缺少影视专业知识，没受过
规范的专业培训，致使节目创新能力不足，多数
地市级节目版本复制省里的老面孔。这些都是制
约气象影视质量水平提高的重要障碍；另外，广
告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也适应不了日益快速发展
的广告媒体经营的需求。
２３节目中广告的发布形式局限性较大

气象影视多以标榜平面“无声广告”为主，技
术含量低，不能充分展示电视媒体特有的声、形
并茂优势，无法给受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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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广告在受众的感知度上局限性较大，制
约着气象影视产业的发展。
２４追求经济效益，栏目创新力量不够

气象影视服务作为气象部门对外服务的主打
品牌，多年来重复着“年初忙收钱，年底全上
交”的运作模式，完成广告创收指标，成了气象
影视工作的重中之重，造成把工作重点放在完成
广告创收上，精力放在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上，导
致对栏目创新力度不够、栏目单一，对受众的收
视心理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２５发布渠道多样化，导致气象电视媒体受众流
失

信息时代电视、报纸、电台、网络、电话、手
机、车载移动电视、电梯视讯等已是传播气象信
息最为广泛的工具。获取气象信息的渠道不断增
多，收看电视影视节目获取气象信息不再是唯一
手段。传播媒体渠道增加，容易导致电视受众的
相对减少。传统媒体的受众分流直接影响了电视
天气预报节目观众的规模，根据央视市场研究公
司的调查，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５年相比，完全不看电视
天气预报的观众，由２００５年的７２１％上升到
２００６年的１３％，电视天气预报节目观众规模总体
呈下降趋势。种种迹象说明，电视公众气象服务
节目也面临着受众碎片化，媒体自身也将日益走
向细分化的趋势。
今后气象影视发展的经营对策

气象影视作为公共气象服务的重要窗口，同
时也是气象科技转为生产力的具体表现。新时期
气象影视产业的发展，需采取一些创新的经营对
策，以更好地发展壮大。
３１加强与影视媒体的合作，拓宽气象影视节目
播出平台

电视媒体是气象影视节目的主要载体，增进
与电视台的沟通，注意电视台动向，及时调整气
象影视的经营策略，更好地与电视媒体的合作，争
取更多的气象影视资源和理想的播出时段，为气
象影视发展提供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但随着
科技技术的迅速发展，影视媒体表现形式及播出
渠道的多样化，也为气象影视提供了更为广泛的
播出平台，气象影视可改变原有与电视媒体单一

的合作方式，寻求多方合作方式，如车载电视、网
络电视、手机网络电视等，促进多渠道、多平台
的经营模式，增强气象影视产业的对外竞争能力。
３２对气象影视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走集约化经
营之路

电视媒体业的整合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
显现出来。气象影视经营管理，也应认真思考和
应对，有所创新才有所发展。气象影视产业要发
展壮大，发挥气象系统内部优势，从上面一直贯
通到下面（中央、省、地（市）县）管理体制的
特殊性，对目前各省、市、县大多单独运行的机
制进行改革实现内部整合，形成一个“拳头”走
集约化的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各级气象影视
部门都存在的人手少、底子薄、资金短缺、档次
低、技术力量薄弱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还可强化
展示气象影视的优势，增强与其他媒体的合作，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统一经营，统一制作，统一
分送播出，实现立体的、全方位的按照多种媒体
的经营理念去开发运作，提高单一电视媒体的抗
风险能力，形成多元化产业，实现对气象信息的
整合播出。
３３提高气象影视产业的管理及制作水平，加大
人才引进、培训力度

气象影视发展壮大需要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
和高级技术骨干人才，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选人
用人机制，才能提高管理及制作水平。电视传播
媒体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要求
气象影视不断创新。目前各级气象影视节目及制
作人员均不同程度地受设备及自身素质的限制，
制作出的节目、广告产品创新不足。要解决好这
个问题，必须通过人才引进或专业技术培训，并
建立激励机制，促进管理制作相关人员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进而改进开发出新颖、独特的适应受
众和市场需要的节目，使节目创新、广告创意满
足市场及客户的需求，同时形成良好的完善的竞
争机制，促进管理制作水平的提高，增强市场竞
争能力。
３４加强气象影视资源的开发研究，拓宽气象影
视创作思路，节目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各种气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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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频繁发生，人们对气象服务的需求不再是简单
天气预报，对气候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变化、
环境问题也日益关注。气象影视应抓住契机，深
入开发影视资源，拓展节目的深度和广度来进一
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从社会的、经济的、多
学科的角度全方位看待天气，让节目的内涵更丰
富，经营范围更广。

拓宽气象影视产品的创作思路，节目的内容
不仅要精细化，而且要融入个性化风格、具有区
域性特点；不同定位的媒体可以对同样的气象信
息有不同的切入点，如体育频道对气象信息侧重
于天气对体育比赛的影响，经济频道的气象新闻
除了常规的天气预报外，可为受众提供因天气因

素而引起的各种相关提示等。还可根据不同收视
群体开发与天气有关的动漫作品、科普科幻作品、
专题作品，使气象影视产品朝多元化的趋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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