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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气象频道发展经验与

中国气象频道发展道路

石永怡　李如彬　张开荣

（中国气象局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中国气象频道２００６年５月开播，至今不足３年，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气

象频道已经有２０多年的发展历史。通过对美国等国家气象频道发展特点的分析，总

结了国外气象频道发展的特点，即：集约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以观众为中心的节目

设计、以本地化气象信息播报作为频道的重要节目支柱、依托国家气象基础数据和警

报自主开发预报预警服务产品以及重视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等。同时结合中国实

际，就如何发展中国气象频道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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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象频道是影视气象服务的最高级形

式，它为随时随地报道天气提供了一种可能，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天气随时随地都在变

化，那种在固定时间提供预先录制好的天气

节目的影视服务形式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对

气象信息的需要，特别是在气象灾害发生前

后，气象频道的直播报道是灾害预警预报和

防灾减灾信息及时到达社会各阶层的最有效

通道。全频道报道天气变化这种服务形式是

气象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没有定时

定点定量的监测预报技术，对天气进行连续

滚动的监测预报，气象频道就失去了随时随

地报道天气的条件，所以在气象科技和电视

传播均比较发达的国家，气象频道就有发展

壮大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对气象服务的需

求也是影视频道气象服务持续发展的推动

力。比如美国气象频道已经有２０多年的历

史，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都有专业气象

频道，每周７天每天２４小时报道天气情况，

不间断对社会提供最新的天气情况及其可能

造成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气象

信息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中国

气象频道２００６年５月开播，经过近３年的发

展，业务运行日趋稳定，但在气象信息传播的

及时性和与观众的贴近性上与发达国家的气

象频道还有明显的差距。在气象信息的本地

化方面，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天气气候复杂多

样，仅有省级插播也不能很好地解决本地观

众看本地气象信息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美

国、加拿大等国家气象频道发展的分析，总结

了国外气象频道发展的特点，即集约化品牌

化的发展道路、以观众为中心的节目设计、以

本地化气象信息播报作为频道的重要节目支

柱、依托国家气象基础数据和警报，自主开发

预报预警服务产品以及重视新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等，同时结合我国的特点和中国气象频

道的发展历程，为又好又快发展我国影视频

道气象服务进行了若干问题的讨论。

１　国外气象频道简介

１１　美国气象频道①

　　美国气象频道（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

简称ＴＷＣ）始于电视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

约瀚·库曼（Ｊｏｈｎ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７７年他加入

美国广播公司（ＡＢＣ）的早间节目“早安美国

（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主持天气节目版

块，因其良好的气象专业素养和电视主持艺

术蜚声全美国。当时的美国观众一般情况下

每天只能从电视上看到全天总时长１５分钟

左右的天气节目，库曼认为，这根本满足不了

观众的需要，因为天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太

大了。库曼因此构想了一个２４小时专门报

道天气的有线电视频道。库曼的构想契合了

兰德马克（ＬａｎｄＭａｒｋ）公司在有线电视领域

的发展战略，气象频道因此在兰德马克公司

旗下孕育诞生了，正式开播时间是１９８２年５

月２日。

开始的时候，虽然亏损经营，但从节目层

面看非常成功，市场调查公司１９８３年７月的

独立研究报告显示，在１８个有线电视频道

中，气象频道位列受众最满意频道的第一位，

超过６０％的被调查者说他们对气象频道“非

常满意”。气象频道虽然生逢其时，但其成长

也非一帆风顺，因为管理和财务困境，在

１９８３年的夏天几近停播，但因其节目受到观

众的喜爱，网络运营商不愿意看到气象频道

在观众面前消失，主动付给兰德马克公司有

线电视订户费，气象频道再露生机。之后，气

象频道在订户费和广告的双重支撑下，乘着

　① 美国气象频道考察报告，２００６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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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线电视业蓬勃发展的春风不断成长，

１９８７年开始赢利，１９８９年订户４１５０万户，

１９９６年为６５００万户，２００１年为８０００万户，

２００７年为９６４０万户。２００４年，贝塔有线电视

用户研究的数据表明，在观众满意度和重要性

方面美国气象频道仅次于体育娱乐频道（ＥＳ

ＰＮ），排在探索频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和有线电视新

闻网（ＣＮＮ）之前（图１）。气象频道成了有线

电视运营商服务于有线电视用户的基本频道，

是气象服务于最广大群体的有效手段。

图１　美国气象频道在观众满意度和重要性方面与美国
其他有线电视频道的比较（２００４年数据）

１２　加拿大气象频道②

加拿大气象频道（英语名为ＴｈｅＷｅａｔｈ

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法语名为ＭéｔéｏＭéｄｉａ）１９８８年

在蒙特利尔开播，１９９３年ＰＥＬＭＯＲＥＸ公司

把加拿大气象频道收归旗下。１９９６年美国

气象频道参股经营加拿大气象频道。１９９７

年，英语频道（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简称

ＴＷＮ）中心搬到多伦多。在气象频道开播之

初，很多人不相信一天２４小时只报道天气的

电视频道会成功，但到了１９９９年，加拿大气

象频道就有６２７万家庭用户和４３万商业用

户，调查显示，在加拿大的２５个有线频道中，

ＴＷＮ的用户数名列第四，收视率和知名度

均列第二位。每周约有１／６的加拿大人通过

收看加拿大气象频道的气象信息来了解天气

变化，据此安排日常生活和商务活动。１９９９

年ＴＷＮ赢利８００万加元。现在加拿大气象

频道已经是加拿大气象服务的首要机构，也

是传媒业的知名品牌。

　　加拿大气象频道的一大特色是运用全频

道预警系统（Ａｌｌ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ｌｅｒｔ，简称ＡＣＡ）在

所有的有线频道中插播紧急警报字幕（图２），

当相关政府部门发布自然灾害警报时，加拿大

气象频道的全频道预警系统可以让相关地区

所有电视频道中同时出现提示性的警报字幕

或标志，还可以用字幕建议用户及时收看气象

频道的节目，深入了解相关灾害事件的进展。

２　国外气象频道的发展特点

西方发达国家气象频道的成长土壤是市

场化，电视频道和气象服务均由市场机制驱

动，其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② 加拿大气象频道考察报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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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加拿大气象频道节目传输以及全频道预警示意图

２１　集约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

在气象信息服务于公众这个领域，无论

通过什么途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手机

等）其基本的依托是国家气象基本业务，包括

各种监测数据和预报数据，加上数字化、网络

化时代媒介间区分度的弱化，多种传播手段

集约化运营的成本最低，媒体运营和气象服

务的市场驱动从体制上保证了其集约化的发

展道路。

　　美国气象频道公司（ＴＷＣＣ）目前已形成

以气象频道为核心利用多种媒介传播气象信

息的格局，２００６年其气象服务业务开展情况

如表１所示。

表１　美国气象频道公司２００６年的
气象服务业务开展情况

传播渠道（媒体类型） 规模

有线电视／卫星直播电视
（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电视）

８９００万订户覆盖全美国９５％
以上的有线电视用户

数字电视（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ｃａｎ）（电视） ２２００万订户

天气网站（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ｏｍ）（网络）每月访问人（不重复）数２７００万

宽带网（网络） 每月６００万视频流

天气广播（广播） １００万听众

无线和移动电话（电话） 月用户数５００万

报纸版面（报纸） 通过６０家国内报纸到达８００万订户

　　从１９８２年开播至今，气象频道在新闻和

信息传播领域已经形成了强势品牌———全美

国处于领导地位的气象信息提供者和了解天

气、计划生活不可替代的信息源。其品牌优

势使气象频道公司在拓展其业务领域时非常

便利，比如气象频道公司很容易占据新媒体

市场，在天气网站、数字有线电视、宽带网络、

移动电话等领域气象频道公司都有不凡的表

现，无论借助何种方式传播气象信息，一律使

用一个标识，新传播渠道的业务拓展反过来

又强化了气象频道的品牌。

　　加拿大气象频道不仅仅通过电视向观众

提供２４小时不间断的气象信息，加拿大国内

５０％以上的电视台、７０％以上的报纸和绝大

部分网站的天气信息都由这里提供，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和 ＭéｔéｏＭéｄｉａ几乎成了

气象服务的代名词，在开拓气象服务市场的

过程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２２　以观众为中心设计节目

观众（订户）是电视频道生存的基础，也

是国家气象事业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没有

观众（订户）影视气象服务就是一句空话。天

气是随时随地变化的，不同的人在一天不同

的时间对天气信息的关注重点也不一样，如

何满足观众的需要是气象频道在节目层面必

须解决的问题。

美国气象频道的节目设置与编排本着如

下五条原则而定：一是新闻价值，二是（与观

众的）相关性，三是有效传播（观众听得懂记

得住），四是完全性（满足观众需要），五是节

目新颖。在气象频道中，一个小时是一个节

目体，作为一个２４小时的有线电视气象信息

服务提供者，每一小时的每一分钟都是精心

编排的。在一个小时的节目版块中，宏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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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被分为三类，即：生活休闲类节目、工作

商务类节目、广告类节目。突发天气新闻会

改变原有的编排，偶尔一些关于飓风或其他

天气现象的科普片也会打破原有的编排，一

天当中的不同时段，人们的生活状态是不一

样的，双休日的作息时间、日常活动和工作日

也会有所不同，这些都会在节目设计中表现

出来（表２）。

表２　美国气象频道一周节目表
（美国东部时间，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４：００ａｍ

５：００ａｍ

６：００ａｍ

第一时间天气展望

（４ａｍ—７ａｍ）

气象课堂（４ａｍ—５ａｍ）

周末天气展望

（５ａｍ—７ａｍ）

７：００ａｍ

８：００ａｍ

９：００ａｍ

今日天气

（７ａｍ—１０ａｍ）
周末天气视点

（７ａｍ—１１ａｍ）

１０：００ａｍ

１１：００ａｍ

１２：００ｐｍ

１：００ｐｍ

白天天气计划

（１０ａｍ—２ｐｍ）
现在周末

（１１ａｍ—２ｐｍ）

２：００ｐｍ 大难临头（２ｐｍ—２：３０ｐｍ）大难临头（２ｐｍ—２：３０ｐｍ）

２：３０ｐｍ 自然之力（２：３０ｐｍ—３ｐｍ）自然之力（２：３０ｐｍ—３ｐｍ）

３：００ｐｍ

４：００ｐｍ

天气中心

（３ｐｍ—５ｐｍ）
天气中心

（３ｐｍ—５ｐｍ）

５：００ｐｍ

６：００ｐｍ

下午版

（５ｐｍ—７ｐｍ）

地球报告（５ｐｍ—６ｐｍ）

周末下午版（６ｐｍ—７ｐｍ）

７：００ｐｍ
爱波蕊和白特斯

看天气（７ｐｍ—８ｐｍ）
地球报告（７ｐｍ—８ｐｍ）

８：００ｐｍ 晚间版（８ｐｍ—９ｐｍ） 周末晚间版（８ｐｍ—９ｐｍ）

９：００ｐｍ
天气改变历史

（９ｐｍ—１０ｐｍ）
天气改变历史（９ｐｍ—１０ｐｍ）

１０：００ｐｍ

１１：００ｐｍ
晚间版（１０ｐｍ—１２ａｍ）

晚间版（１０ｐｍ—１１ｐｍ）

天气改变历史（１１ｐｍ—１２ａｍ）

１２：００ａｍ 天气改变历史（１２ａｍ—１ａｍ） 晚间版（１２ａｍ—１ａｍ）

１：００ｐｍ

２：００ｐｍ

晚间版

（１ａｍ—３ａｍ）

地球报告（１ａｍ—２ａｍ）

晚间版（２ａｍ—３ａｍ）

３：００ａｍ 大难临头（３ａｍ—３：３０ａｍ）天气改变历史（３ａｍ—４ａｍ）

２３　本地化气象信息播报是频道的重要节

目支柱

　　天气的地域性很强，本地天气对观众的影

响最直接，虽然气象频道有全球天气信息、全

国天气信息、区域天气信息，但最能持久地吸

引观众的是自己所在地方的气象信息，气象频

道在节目层面无一例外地都需要解决本地观

众看本地天气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本地化问

题。在美国气象频道，本地天气信息播报是其

节目的重要支柱，从正点始每隔１０分钟保证

让当地的观众看到自己本地的最新气象信息，

包括该区域的卫星云图、雷达图、形势图及区

内城市预报，而且当地城市天气在电视左下角

实时显示。加拿大气象频道和澳大利亚气象

频道也有频繁的本地化节目版块。

为解决本地化问题，美国气象频道专门

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ｒ

技术，构建网络环境，进行本地化节目和服务

的自动传输、识别和入网。美国气象频道在

全国共设有８０００个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ｒ处理器，

分布在各地的有线网络公司、定制气象频道

节目的社区等（图３），由美国气象频道全球

预报中心制作各洲的预报和１５０００多个点的

预报，通过卫星传递，由各地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ｒ

处理器自动检索本地信息插播。

图３　美国天气频道利用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ｒ

技术实现的本地化节目地域分布图

２４　依托国家气象基础数据和警报自主开

发预报预警服务产品

　　美国气象频道自主开发了全球预报中心

系统，实时收集来自美国国家天气局等方面

的气象资料，利用各种数值预报模式，做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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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数万个点乃至世界各地的天气预报，并生

成节目用图（或准节目用图）。全球预报中心

系统是一个具有学习功能的系统，每天的预

报结果，通过实况资料进行验证，并将验证结

果记录在案，优化预报。该系统主要由ＤＩ

ＣＡＳＴ、ＤｉＧＩＴ和ＴＯＰＰＳ三部分组成。ＤＩ

ＣＡＳＴ的功能是利用数值预报模式和人工智

能技术自动做出预报，ＤｉＧＩＴ让技术人员通

过图形化用户界面人工干预 ＤＩＣＡＳＴ，

ＴＯＰＰＳ可以将气象参数和预报结果转化为

人们更容易看懂的形式。全球预报中心系统

使得天气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和电视呈现无

缝连接，保证了观众在第一时间得到需要的

天气信息。

虽然美国气象频道等国外气象频道都是

非政府部门开办的，但他们无一例外都要依

托本国的基本气象业务，特别是基础气象数

据和预警信息。为保证灾害预警信息的权威

和一致，气象频道一般只能引用国家气象部

门的预警信息，但警报信息的呈现方式可以

根据自主确定，除非国家气象机构有特别的

规定。

２５　重视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报道天气和报道社会事件有很大的不

同，人类了解天气的方式更多的是借助仪器，

推断天气的变化依靠大量的科学手段，每天

全球因此获得海量的反映天气状况及其演变

趋势的数据，这些数据通常情况下是在气象

业界使用的，一般人很难弄明白其中的奥秘。

如何把反映天气状况及其演变趋势的数据转

化为可视化动态的的图形图像是每一个气象

频道面临的技术问题。

从国外气象频道发展来看，一是利用气

象影视行业的通用技术，因为气象信息传播

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大

的产业，在这个产业里面相对形成了比较专

业化的分工，有专门的技术公司研发相关产

品，服务于气象信息公众服务机构，比如美国

的ＷＥＡＴＨ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ＷＳＩ等；二是气

象频道在上述技术的基础上开发特定功能的

技术，去达到某些特殊的要求，比如法国气象

频道的互动点播技术，可以让观众通过遥控

器检索到特定地点的天气信息显示在电视屏

幕的下方，还有美国气象频道的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ｒ技术，解决本地化节目和服务的自动传

输、识别和入网的复杂性问题等。

３　关于发展中国气象频道的思考

　　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６日，广电总局批准中国气

象局开办中国气象频道，节目设置范围为“气

象资讯服务和气象灾害预警预报等”，５月１８

日中国气象频道正式开播，２４小时不间断地

为受众提供气象信息，普及气象知识，为社会

各行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气象服务。

在频道整体节目框架设计上，以“分时段

设置节目，短、频、快全天滚动”为原则，设置

了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间、夜间不同时

段，综合与分区预报、分类与专项预报、生活

气象和科普专题、地方插播、图文气象等节目

带，初步构成了气象频道的节目框架和产品

链［１］。在频道主干节目———预报节目的设置

上，针对不同行业和市场需求作分区域、分人

群、分时段、分行业的细分设计，提供定时更

新的分区及专项预报，同时还加强了对国民

经济相关领域的针对性服务，如对海事、旅游

等行业提供专项预报服务。重大灾害的报道

方面，强化对灾害的现场报道，通过重大灾害

报道提升频道品牌；在报道内容上，加强针对

政府决策的服务和相关报道，以及防灾减灾

的科普宣传；对灾害报道方面，加强了预报与

新闻节目的配合。为了强化对相关政府部门

的决策气象服务，中国气象频道专门设置了

决策气象服务《中南海气象专报》。发挥地方

气象影视中心的专业力量，通过本地化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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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地化节目更为丰富，既有各地自己制作

的出主持人的预报节目，也有独具地方特色

的“一分钟资讯”内容，能够满足地方政府应

对各类灾害事件的信息发布需求，还有各类

地方特色的图文信息，如旅游气象信息、生活

气象指数等。通过Ｌ屏信息栏，为观众提供

最简明的气象信息，虽然Ｌ屏的出现，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屏幕的美观，但Ｌ屏提供的

信息，却能满足最大多数的观众对气象的最

基本需求，在２分钟左右获取３４个重点城市

的２４小时预报和最新的实况，在５分钟左右

获取全国一百多个地市级以上城市未来２４

小时的预报，这是目前中国观众获取上述气

象信息的最方便的手段。但中国气象频道的

信息处理系统还没有完全地与气象监测、预

报业务实现无缝隙的对接，使气象频道信息

发布的时效性不很理想，在报道天气的过程

中对气象专业影像（比如雷达、卫星获得的影

像等）的使用也不够。

在频道落地推广方面，中国气象频道始

终走大众化的道路，千万百计推动落地入户，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距离“防灾减灾，服务

大众”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中国气象频道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国家

气象部门开办的气象频道，加上中国的电视

体制和气象服务体制的特殊性，其发展也呈

现出了自己的特色。通过对国外气象频道发

展特点的分析，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气

象频道在未来要发展好，需要做好以下几个

方面的工作。

３１　充分认识频道定位，行政推动促进发展

　　要充分认识中国气象频道“防灾减灾，服

务大众”的频道定位，把频道建设纳入国家和

地方政府的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中，要借助国

家大力发展数字电视和广播电视数字化改造

的契机，以防灾减灾为己任，以行政力量全面

推动气象频道的发展。

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国气象局印发《关于做

好中国气象频道运行工作的通知》，指出建设

气象频道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

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气象事业发展

战略的重要举措，要求气象部门根据“中央集

中制作、省级补充分发”的原则，做好信息的

采集、传输、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等工作。

２００７年７月，中国气象局在北京召开中国气

象频道落地推广和地方节目插播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各级气象部门要把中国气象频

道建设、落地推广和地方节目插播工作作为

贯彻落实国务院３号文件和国办４９号文件

的重要举措之一，积极推动中国气象频道的

落地推广和中国气象频道本地节目的插播。

２００８年１月，中国气象频道落地推广及节目

本地化电视电话会议部署２００８年的工作，要

求加强统一规划，形成统一品牌。中国气象

频道是全国气象部门共同打造的频道，应充

分发挥气象部门的整体优势，以华风为龙头，

调动省市气象局的积极性，明确分工，上下联

动，共同做好中国气象频道的节目、落地、插

播及推广工作。

３２　加快地方插播步伐，实现气象信息本地

化

　　本地化是所有气象频道必须解决的问

题，因为气象信息具有很强的区域特点，在我

们这个地理版图大、天气气候复杂多样的国

家，本地化气象信息是观众的核心信息之一，

如何适应中国气象业务精细化的发展方向，

在节目层面实现比较贴近的本地气象信息服

务是频道吸引观众的基础。

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气象影视业

务除了有一个强大的中央级业务系统外，全

国各省级气象影视业务系统也获得了长足进

步，这是中国气象频道本地化的坚实基础。

中国气象频道的第一个地方插播业务是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在北京市气象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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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中国气象频道已在安徽

省气象局、青岛市气象局、内蒙古自治区气象

局分别实现了本地化节目插播，比如北京市

气象局的本地插播实现后，北京市的用户每

天可以在正点后的２６分钟和５６分钟看到适

时更新的本地气象信息，气象节目主持人早

间在室外报道天气，中午在天气会商室报道

天气，这些都增强了中国气象频道对本地用

户的吸引力。本地化插播步伐正在中国气象

局、华风集团和各省气象局的共同努力下稳

步推进。因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天气气候

复杂多样，仅在省级插播也难以解决好本地

化的问题，在充分利用我国已经形成的各级

气象影视服务体系的基础上，辅以类似美国

气象频道以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ｒ技术为核心的一

整套本地化节目解决方案，可以更好地实现

本地观众看本地气象信息的问题。随着我国

气象监测预报精细化业务的发展，气象信息

本地化将极大地增强中国气象频道对本地用

户的服务能力。

３３　不断提高节目质量，实现气象信息实时

播出，及时更新

　　节目质量是频道的立足之本，综观国外

气象节目，无不是以气象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的实时播出、及时更新为频道之根本，这也是

最有服务价值并能体现气象频道专业特点之

处。

中国气象频道的栏目内容主要有天气预

报、新闻与资讯、专题栏目构成，新闻类内容、

预报类内容、资讯类内容以及专栏类内容在

频道中有各自的性质和定位。预报类内容是

频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类节目气象频

道就不成立。新闻类内容使频道更加专业、

权威，新闻和预报应该成为中国气象频道的

立台根本。资讯类内容以及专栏类内容是延

展，资讯类内容为受众提供服务，不同的观众

都能从频道中获得各自需要的信息，满足观

众各方面的日常气象需求，增加受众对频道

的依赖度；专栏类内容则能通过优质的栏目

和互动性的活动在短期内迅速提升频道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目前频道的新闻类内容还比

较薄弱，预报类节目需要更加精细化，特别是

要在新闻信息和预报信息的实时播出和及时

更新上下功夫，努力实现气象信息的“第一时

间，权威发布”。

３４　扩大频道覆盖面，提高节目收视率

截止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底，中国气象频道已

在全国２５个省（区、市）的１４９个地级以上城

市（含地级）落地，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不含

港、澳、台地区）总数的４３．９％，可覆盖用户

数总计约１０００万户，但入户率低。由于各地

广电部门有线网络错综复杂，在频道落地推

广上要充分结合各地的特点，发挥各省市气

象局的资源优势，灵活务实，积极促进频道落

地，扩大频道覆盖面，提高节目收视率。

除有线数字电视外，应该充分利用现代

的影视传播渠道，扩大中国气象频道的覆盖

面。有线数字电视主要在大中型城市推广，

卫星、地面数字电视主要覆盖农村和边远地

区，卫星与地面数字电视的公益性与中国气

象频道诉求的公共气象服务价值相吻合，选

择卫星与地面数字电视作为补充点可以实现

全国覆盖。

在数字新媒体领域，中国移动多媒体广

播（ＣＭＭＢ）、手机电视、网络电视（ＩＰＴＶ）、

车载移动电视等是目前最手关注的数字新媒

体渠道。国家对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的规划

主要为：开路播出、公益性、广播式频道播出，

移动接收。其中公益性符合中国气象频道的

公共服务特点，开路播出和广播式频道播出

适合中国气象频道的整频道播出，移动接收

可以将中国气象频道的收视人群覆盖到移动

状态的人群，所以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适合

气象频道自身的特点。另外，手机电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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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ＩＰＴＶ）、视频网站等新媒体也在蓬勃发

展，中国气象频道可以以内容提供商的身份

进入数字新媒体渠道，不但有利于中国气象

频道内容资源的拓展和利用，同时也扩大了

频道的覆盖面，让更多的人在不同的生活状

态下可以方便地获取气象频道的信息。

３５　把握频道运营策略，加强经营和宣传

　　中国气象频道在运营过程中要把握“合

作”与“开放”的战略原则，其内容需要气象系

统内外各部门各机构的支持，其经营也需要

与合作方展开合作，联合经营，同时要以开放

的姿态吸纳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频道所

用。要重视与地网和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发

挥地网的普及作用和企业品牌效力的联动作

用。以“合作”与“开放”为经营战略才能把中

国气象频道的品牌做强做大。对于频道来

讲，经济收入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频道收入

的两个重要来源是收视费和广告，在数字付

费频道广告运营不明朗的时候，收视费就显

得尤为重要。频道的公共气象服务定位决定

了气象频道的低价策略，能进入网络服务商

的基本频道包更加能够体现频道的属性，更

能发挥频道的价值。

中国的电视频道越来越多，国内传媒市

场的竞争日益加剧，要想取得更大的市场份

额，仅仅依靠节目内容层面的提升是不够的，

中国气象频道还必须通过宣传推广来打造自

己的频道品牌。首先加强与地网和集成商的

联系，共同对频道进行推广，通过多种推广活

动使频道在公众中树立起更高的知名度，有

利于扩大用户规模；其次，利用气象影视丰富

的媒体资源，例如户外电子屏、手机电视、网

络电视（ＩＰＴＶ）、传统电视中的天气预报节目

等，实现宣传整合，凝聚更大的力量宣传推广

频道。

３６　加强我国气象频道建设的研究

我国一般电视频道中的气象服务经过

２０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

业务模式，各级电视台发布的诸多气象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吸引了相

当多的受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传统影视气

象服务的成功，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对中国气

象频道的扩展带来了挑战。从美国气象服务

的情况来看，全国性的无线电视网，如美国广

播公司（ＡＢＣ）、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和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ＣＢＳ），早间新闻版块中的天

气节目是支撑收视的重要内容；地方电视台

典型的３０分钟新闻节目中，天气报道约占３

分钟，时长仅次于排在第一位的犯罪报道；有

线电视网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的

天气节目出现的频率也很高。虽然如此，也

丝毫没有影响美国气象频道的蓬勃发展。这

说明，通过专门的气象频道进行气象服务有

区别于一般频道的地方，所以加强气象频道

建设研究，让影视气象服务在气象频道时代

繁荣发展是气象服务领域的重要课题。

在气象频道建设研究中要重视两个领域

的研究，一是对气象监测预报数据如何在最

短的时间内转化为“观众友好”的图形图像的

研究，一天２４小时不间断报道天气变化是气

象频道与一般电视频道的根本区别，随时客

观、科学、准确地报道天气变化需要最新的监

测预报数据作支撑，要研究气象频道与气象

基本业务数据的对接和处理问题，研究这些

数据的可视化问题；二是对受众的研究，仔细

研究我国受众的需求，针对我国受众分布的

地理环境、文化素质和不同人群的“口味”设

计制作频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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