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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为了全面了解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的现状以及为提升气象服务水平提供依据，２０１０年在江苏省范围内开展了公众

气象服务调查，通过回收有效问卷，对公众获取气象信息的渠道、关注气象信息的情况、对天气预报准确率和满意率评价、对

气象指数的关注程度以及公众参保意愿等进行了全面统计与分析。主要结果表明：目前，江苏省公众获取气象信息的主要渠

道是电视、手机和网络；平时最关注的气象信息是未来１～３天的逐日天气预报；认为目前天气预报非常准确、准确和基本准确

的比例共为９４．９％，对目前天气预报服务总体状况评价为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的共占９２．９％。另外，对公众气象服务的

经济效益也进行了评估，并对影子价格、自愿付费和节省费用法进行了对比，经比较发现“节省费用法”评估结果相对客观真

实，即２０１０年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效益约为８．６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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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气象事业的迅速发展，气象服务的手段、方

式更加多样化，气象服务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

发展，并在人们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１］。科学评估气象服务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既能肯定当前气象服务工作的价值，使气象

服务与国民经济运行接轨，又能为针对性地开展气

象服务工作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和信息支持［２］。

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气象部门开展了

多次公共气象服务效益研究与评估工作，现阶段，在

公众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方面，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

或面访法来收集气象服务反馈信息，分析气象服务

状况。Ａｎａｍａｎ等
［３］和Ｆｒｅｅｂａｉｒｎ等

［４］采取随机抽

样调查方式，通过电话咨询，对澳大利亚悉尼公众天

气预报服务支付意愿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者

平均每年愿意为天气预报服务支付２４澳元。Ｓｒｉｎｉ

ｖａｓａ
［５］通过网络方式调查短期预报满意度。Ｄｕｔｔｏｎ

等［６］通过对美国９个城市的被调查者做一对一访

谈、试点研究和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天气预

报对美国的家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评估出投入产

出比为１４．４。对于公共气象服务效益评估的其

他方面，不少学者也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一

定的研究成果［７１３］。气象服务效益评估中的德尔菲

法、投入产出分析法、影子价格法、对比分析法和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决策理论信息模型等评估方法得到广泛应

用，条件价值评估法、陈述偏好法等公众气象服务效

益评估方法也逐渐成熟。针对公众气象服务效益评

估方面，国内的专家、学者以及气象部门主要采取问

卷方式多次开展调查，获取了很多有意义的信息，其

中主要的气象服务效益评估分别在１９８３、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８年
［１４２１］。为了全面了解和分析近年来

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情况，对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

效益进行正确评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江苏省公众

气象服务，增进社会各界、相关部门对气象事业发展

的关心、理解和支持，２０１０年于庚康等设计了江苏

省公众气象服务效益调查问卷，面向全省开展了公

众气象服务调查，通过调查得到相当多的有益信息。

同时，采用影子价格法、自愿付费法和节省费用法对

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效益进行定量评估，并对３种

评估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得到较为客观的评估值。

１　资料收集和调查概况

１．１　问卷设计

为了调查目前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情况，江苏

省公众气象服务效益调查问卷在设计时总结以往经

验，针对问卷调查法存在的一些缺陷，探寻解决方

法，围绕对公众气象服务调查这一主题，确立问卷的

设计原则，在设计时保持中立的立场，坚持“执中”原

则，避免加入个人主观色彩［２２］；考虑被调查者的实

际能力和水平，问卷的语言表达力求通俗易懂，清晰

明确，人性化设计问卷；并通过小范围调查试验，优

化问卷设计，确保问卷设计的质量。

１．２　调查概况

为了调查数据的全面、科学，采用随机抽样方法

对江苏省１３个地区进行调查，调查范围广。本次调

查共发放了１３０００份问卷，收回１０９８７份问卷，其中

有效问卷为９５０３份。调查对象为所在地随机抽样

公众，包括工人、农民、气象信息员、科技人员、学生、

教师、干部军警、医务人员、商业人员、个体人员和离

退休人员等，涵盖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群（见

图１），人员种类多，地域范围广，调查具有广泛的社

会代表性。

２　调查结果分析

２．１　公众接收天气预报信息的主要渠道

经统计（见图２），目前通过电视接收天气预报

信息的占７６．９％，通过手机短信接收天气预报信息

的占４５．１％，通过互联网了解天气预报信息的占

２３．７％。由此可见，现阶段，公众主要采用电视、手

机短信和互联网方式接收天气预报信息，其中电视

仍是目前公众接收天气预报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其

他方式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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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被调查者的职业（ａ），年龄（ｂ）

和地域（ｃ）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ｃａｒｅｅｒ，

（ｂ）ａｇｅ，ａｎｄ（ｃ）ｒｅｇｉｏｎ

图２　公众接收天气预报的渠道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ｏ

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２　公众对气象信息的关注情况

平时最关注的气象信息是未来１～３天的逐日

天气预报，占７０．８％；其次是未来０～１２小时临近

天气预报，占４４．８％；关注灾害性天气预警的占

１８．５％。关注其他气象信息包括未来４～１０天的天

气预报、卫星云图等的比例较小。城镇居民和乡村

居民对不同气象信息的关注程度基本一致（见

图３）。但城镇居民对于短时预报、短期预报、上下

班天气预报以及生活、健康气象指数的关注度要明

显高于乡村居民，而乡村居民对于农业、交通和海洋

等方面的专业气象预报的关注度则明显高于城镇居

民。这反映了城镇和乡村居民对气象信息的需求存

在差异，乡村居民对长期天气趋势预报、农业等专业

气象预报需求更高，而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公众对

气象指数类气象信息的关注程度也高一些。

图３　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

关注气象信息的情况

（Ａ：未来０～１２小时临近天气预报，Ｂ：未来１～３天

的逐日天气预报，Ｃ：未来４～１０天的天气预报，

Ｄ：未来１１～３０天的天气趋势预报，Ｅ：天气实况，

Ｆ：上下班天气预报，Ｇ：灾害性天气预警，

Ｈ：卫星云图，Ｉ：针对农业、交通、海洋等方面的

专业气象预报，Ｊ：生活、健康气象指数，Ｋ：其他）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ｂｏｌｄ）

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ｔｈ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公众关注气象信息的高峰期是在晚间（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４０．６％的被调查者希望在晚间收听收看天气

预报节目。次高峰期在早晨（６：００—８：００），３４．６％的

被调查者希望在早晨收听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图４）。

而希望在其他时间段收听收看天气预报的被调查者

所占比例较少。根据调查，还发现城镇居民早晨收听

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的人数多于乡村居民，其目的主

要是为了安排出行。公众对气象信息的关注时间主

要取决于公众的生活作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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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公众关注天气预报的时间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３　公众对气象指数关心程度

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气象部门提供了各类气

象指数预报，包括上下班指数、穿衣指数、晨练指数

等，丰富了气象服务内容，使公众的生活更加便利。

但通过对江苏省被调查者对气象指数的关注率来看

（见表１），只有穿衣指数、感冒指数关注度较高，关

心人数百分比达到５０％以上；上下班指数、紫外线

指数与晾晒指数的关心人数百分比在３０％左右；而

医疗指数、晨练指数、洗车指数较低，关心人数百分

比在１０％～２０％之间，花粉过敏指数和啤酒饮料指

表１　气象指数的关心人数百分比 （单位：％）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狆狌犫犾犻犮’狊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狋狅犿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犻狀犱犲狓犲狊（狌狀犻狋：％）

穿衣指数 感冒指数 上下班指数 紫外线指数 晾晒指数 晨练指数 医疗指数 洗车指数 花粉过敏指数 啤酒饮料指数

５９．９ ５２．９ ３６．１ ２７．５ ２４．４ １７．２ １６．８ １１．７ ７．３ ７．０

数的关心人数百分比甚至低于１０％。这说明公众

对日常生活比较贴近的一些气象指数，如穿衣指数、

感冒指数、上下班指数等，关注度比较高，而对花粉

过敏指数、啤酒饮料指数非大众化需求的气象指数

则关注度不高。

公众对气象指数的关注率正是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在实际中的体现。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们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可分为５个层次：分别是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

需求［２３］。人们的需求是满足低层次的需求后再去

追求高层次的满足，即公众对各类生活指数的需求

也符合这一理论。根据气象服务调查的反馈信息和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气象服务的内容进行改进

和完善，从公众的需求出发，丰富公众基本生活需求

的气象指数，适当减少对公众需求不大的气象指数

产品的投入，既能满足公众对气象服务的需求，也能

提高气象服务效益。

２．４　公众参保气象类保险的意愿调查

在设计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效益调查问卷时，

本研究还涉足到了气象保险业务的问题。现阶段，

气象保险业务主要是针对农业方面开展，目前在江

苏的宿迁市发展较为成熟。对于公众个体而言，发

生因气象灾害或其他气象原因遭受损失的情况也很

普遍，但气象保险业务却显得相对薄弱，所以设计与

此相关的问题，可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是否可以在公

众领域设立气象保险业务提供参考。在江苏省公众

气象服务效益调查问卷中，以开放式问题提问公众

“是否愿意参保”以及“愿意每年支付多少元参加气

象保险业务”，有２２４２名被调查者愿意并支付一定

的金额参保，调查结果见表２。在调查人群中有

２３．６％愿意参保，这充分说明家庭（个人）气象保险

还是有市场潜力的，政府和相关部门可进行相关业

务试点。

３　公众气象服务满意率及需求调查

３．１　天气预报准确率和满意率评价

对“目前天气预报准确性评价”作答的有９４２９

人（见图 ５ａ），认为目前天气预报很准确的占

７．９９％，认为准确和基本准确的分别占３４．９％和

５２．０％，三者共占９４．９％。认为不准确的和很不准

确的分别占４．３３％和０．７８％，共占５．１１％。

在对“目前天气预报服务的总体评价”进行作答

的９４５７个被调查者中（见图５ｂ），对目前天气预报

表２　被调查者的参保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犻狀狊狌狉犲犱犮犪狊犲狅犳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狋狊

金额／元 １～５０ ５１～１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０ ３０１～５００ ５０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人数 １２６５ ４９０ １７８ ５０ １０８ ８９ ４７ １５

９４５１　第１２期　　　　　　　 　　　　　于庚康等：基于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效益的分析与研究　　　　 　　　　　　　　



图５　公众对天气预报准确率的评价（ａ）和公众对气象服务的总体评价（ｂ）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ｗｅａ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ａｎｄ（ｂ）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服务非常满意的占１１．４％，满意的占４１．８％，基本

满意的占３９．７％，３者共占９２．８％，不太满意的占

６．１３％，非常不满意的占１．０３％。与１９９４年濮梅

娟等［１６］调查的“对目前天气预报服务满意和基本满

意的占８２％，认为很满意的只有２％”结果相比，公

众对气象服务的满意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说

明气象服务工作一直在改善和进步，并得到了公众

的高度认可。从图５还可以看出，天气预报准确率

决定了公众对气象服务的满意率，气象服务的水平

和质量依赖于天气预报能力的增强。

３．２　公众对天气预报服务的需求

通过调查，被调查者对于提高和改进天气预报

服务的意见见表３。从表３中可见，目前，“增强预

报时效性”与“提高预报准确率”是公众对天气预报

服务最迫切的需求，两者的比重分别高达４７．６％和

４０．１％。因此，气象部门有必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气

象卫星、雷达、气象自动站和遥感技术等获取的资

料，努力提高天气预报能力，使天气预报不断向精细

化发展。当然，对于“增加发布途径”、“丰富预报内

表３　公众对天气预报服务的需求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狆狌犫犾犻犮’狊狀犲犲犱狊狅犳狑犲犪狋犺犲狉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狊犪狀犱狊犲狉狏犻犮犲狊

需求类别 增加发布途径 增强预报时效性 提高预报准确率 丰富预报内容 改进表达方式

人数 ２７０７ ４５２４ ３８１１ １９３８ １３０２

容”等公众也有着不同程度的需求，所以气象部门在

提高预报水平的同时，也要不断增强服务能力。

４　公众气象服务的公众支付意愿评估

４．１　影子价格法

影子价格是没有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的推算

价格，被认为是商品或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所引起

的社会福利的增加值。由于气象服务在市场上的价

格难以估算，因此寻找影子价格近似的替代气象服

务的价格，目的是用于得到气象服务的影子价格每

增加一单位所带来的效益增加值。

根据对公众每天接收天气预报次数的调查，计

算出江苏省全年接收天气预报信息的总次数，用影

子价格，算出每年公众气象服务的效益。按低估原

则，若被调查者每天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在１次以上，

则认为其中只有１次收听收看是有效益的，取有效

统计为１次
［２４］。影子价格法调查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影子价格法”调查结果统计表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狊狌狉狏犲狔狉犲狊狌犾狋狌狊犻狀犵狊犺犪犱狅狑狆狉犻犮犲犿犲狋犺狅犱

分类 市镇居民 乡村居民

接收电视预报总次数 ６１３８ ２５２４

回收的抽样调查表数 ６７８０ ２７２３

江苏省１５周岁以上人数 ３７４４．５万 ２９８１．３万

４．１．１　数学模型

犝１ ＝犘犆犜∑
犽

犻＝１

犕犻
犌犻
犖（ ）
犻

（１）

式中，犝１ 为影子价格法计算出的气象服务效益；犘

为订正系数，文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电视覆盖率

为参考，由２０１０年《江苏省统计年鉴》（以下简称《年

鉴》）查得江苏省为９９％；犆是影子价格；犜 为时间

扩展系数，以年为单位，取值为３６５；犕犻为江苏省１５

周岁以上第犻类公众数；犌犻 为第犻类公众收听收看

０５５１　　　　　　　　　　　　　　　　　　　 　气　　象　　　　　　　　　　　　　　　 　　 　　　第３８卷　



天气预报的总次数；犖犻为实际回收抽样调查表中第

犻类公众数。

４．１．２　影子价格犆的确定

由于各地收费标准有所不同，取南京为参照，南

京市９６１２１天气预报自动答询电话每拨通一次需付

费０．４０元，除去电信部门的成本和效益０．１０元，确

定天气预报的影子价格为０．３０元（因普通市内电话

的收费价格是每次０．１０元）。

４．１．３　计算结果

将上述各指标和表４的数据代入式（１），计算得

到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效益值：

犝１ ＝０．９９×０．３０×３６５× ３７４４．５×１０
４
×
６１３８

６７８０（ ＋

２９８１．３×１０
４
×
２５２４）２７２３

≈６６．７１亿元

４．２　自愿付费法

自愿付费法是一种通过询问公众愿意支付多少

金额来获取气象服务而用以评估气象服务最终效益

的方法。其主要是通过衡量公众的支付意愿来计算

最终的效益，在公益性服务或公益性设施效益评估

中应用较广，为国际上所认可。为获得公众对天气

预报的支付意愿，在调查表中设置了这样的问题“假

设为了能及时得到您所需要的天气预报，需要支付一

定费用，您愿意每月支付多少元”［２５］，以统计不同付

费水平下公众自愿付费者的数量，计算出江苏省公众

气象服务的效益。自愿付费法调查结果如表５所示。

　　自愿付费法的评估模型：

犝２ ＝犘∑
狋

犻＝１

犕犻
犖犻∑

狀

犼＝１

犆犼犅犻犼 （２）

式中，犝２ 为自愿付费法计算出的公众气象服务效

益；犘为订正系数，江苏省电视人口覆盖率为９９％，

故取犘＝０．９９加以订正；犕犻 是江苏省１５岁以上的

第犻类公众人数；犖犻 是实际回收抽样调查表中第犻

类公众的人数；犆犼 为第犼个付费等级的中数；犅犻犼为

被调查者中愿意付第犼个付费等级中第犻类公众的

人数。

表５　“自愿付费法”调查结果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狊狌狉狏犲狔狉犲狊狌犾狋狌狊犻狀犵狏狅犾狌狀狋犪狉狔狆犪狔犿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

犼／元 ０ １～３ ４～６ ７～９ １０ １１～１４ １５ １６～１９ ２０ ２１～２４ ２５ ２６～２９ ３０ ＞３０

城镇居民 ２２９９ ２７１３ ８３９ ２４４ ４３６ ３４ ５７ ５ ４２ １４ ２４ １０ ２６ ３７

乡村居民 １０８７ ９５８ ３２１ １１２ １５２ ６ ２２ ８ １３ １３ ７ ４ ４ １６

　　根据式（２）和表５的数据进行计算，

犝２ ＝０．９９×
３７４４．５

６７８０
×１０

４
×２１２２０．５（ ＋

２９８１．３

２７２３
×１０

４
×７９１９．）５ ≈２．０２亿元

　　通过计算，江苏省公众２０１０年度愿意支付约

２．０２亿元购买天气预报服务，说明公众对天气预报

是满意和需要的。

４．３　节省费用法

节省费用法与自愿付费法思路类似，但也有其

自身的特点：它是一种通过询问气象服务为公众节

省多少费用以评估公众气象服务效益的方法，是通

过公众消费气象服务产品后能够为其带来多少直接

经济效益的反馈信息来评估公众气象服务效益。该

方法与公众对获取的气象信息的理解以及使用直接

相关，公众获取气象服务，并获得使用或使用有效率

高，则为公众节约的费用就越多。针对节省费用法，

在调查表中设置了这样的问题“您认为天气预报信

息每年能为您的家庭节省多少元”，以统计不同节省

费用水平下公众的数量，计算出江苏省公众气象服

务的效益。节省费用法的调查结果见表６。

　　节省费用法与自愿付费法的评价模型公式相

同，式中，犝、犘、犕 和犖 的定义相同，但是犆犼 和犅犻犼

所代表的含义有所不同。如下：

犝３ ＝犘∑
狋

犻＝１

犕犻
犖犻∑

狀

犼＝１

犆犼犅犻犼 （３）

式中，犝３为节省费用法计算出的公众气象服务效

表６　“节省费用法”调查结果

犜犪犫犾犲６　犜犺犲狊狌狉狏犲狔狉犲狊狌犾狋狌狊犻狀犵犮狅狊狋狊犪狏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犼／元 ０ １～５０ ５１～１０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０ ３０１～５００ ５０１～７００ ７０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城镇居民 ２４５６ １６５９ ２６４０ １５ ２ ２ ２ １ １ ２

乡村居民 １１４２ ６７２ ８９４ ４ ７ １ １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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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犘为订正系数，江苏省电视人口覆盖率为９９％，

故取犘＝０．９９加以订正；犕犻 为本地区１５岁以上的

第犻类公众人数；犖犻 为实际回收抽样调查表中第犻

类公众的人数；犆犼 是第犼个节省费用等级的中数；

犅犻犼为被调查者中第犻类公众中节省第犼费用等级的

人数。

针对问卷中：“您认为天气预报信息每年能为您

的家庭节省多少元”这一问题是以家庭为单位，因

此，按家庭户数计算，公式如下：

犝′３ ＝
犉
犕
犘∑

狋

犻＝１

犕犻
犖犻∑

狀

犼＝１

犆犼犅犻犼 （４）

式中，犉是江苏省总家庭户数，为２４９１．７７万户（《年

鉴》）；犕 为江苏省１５岁以上公众总人数；犘、犕犻、

犖犻、犆犼及犅犻犼同上。

根据式（４）和表６的数据进行计算，

犝′３＝
２４９１．７７

６７２５．８
× ０．９９×

３７４４．５

６７８０
×１０

４
×２４９３２５（［ ＋

２９８１．３

２７２３
×１０

４
× ）］８９５５０ ≈８．６６亿元

　　通过计算结果可知，以户为单位，每年利用气象

服务信息可以节省约８．６６亿元，将节省的费用视为

创造效益的价值，则天气预报服务每年可给江苏省

创造效益约８．６６亿元。

４．４　评估结果的比较

根据３组调查数据，分别用３种方法得出了３

个气象服务公众效益值犝１、犝２ 和犝′３，且犝２＜犝′３

＜犝１。采用影子价格法得到的气象服务效益值远

高于自愿付费法和节省费用法，影子价格法是基于

调查的数据即公众获取天气预报的次数，虽然数据

客观真实，但认为公众收听收看天气预报至少有一

次是有效的，能够为其产生效益，并通过影子价格来

折射气象服务效益，得到的气象服务效益值主观性

较强，气象服务效益值偏大，难以被公众所接受。从

实际服务工作的角度来看，认为采用影子价格法来

评价公众气象服务的经济效益存在一定的弊端。

自愿付费法则从公众角度出发，通过公众对气

象服务为其带来的气象服务效益的心理价位和支付

意愿来计算气象服务的经济效益，从经济层面体现

了公众对气象服务的需求情况，得到的气象服务效

益值更为公众所接受。由于气象服务没有市场价

格，公众从心理上也不会自愿付费，所以公众在自愿

支付费用这个问题上会有所保留，因此问卷调查公

众自愿付费得到的公众气象服务效益值偏低。

节省费用法与自愿付费法“计算效益的方法和

思路”类似，所不同的在于自愿付费法是通过对消费

者意愿支付多少费用来计算最终的效益，而节省费

用法则是考虑为公众节省了多少费用来计算最终的

效益，是从为消费者节省费用的角度考虑最终的效

益［２６］。且与影子价格法相比，没有主观定价的数据，

因此节省费用法相对客观真实。节省费用法得出的

效益与公众的收益密切相关，气象服务为公众节省了

多少费用，公众从中得到的收益就有多少，也反映出

气象服务的效益高低以及公众对气象服务的有效使

用情况。相比自愿付费法，节省费用法得到的江苏省

公众气象服务效益值更具代表性，即江苏省公众气象

服务效益值约为８．６６亿元。随着现阶段气象服务水

平的提高，服务受众的增加，服务内容的增多，服务手

段的更新，与濮梅娟等［１６］评估的１９９４年江苏省公众

气象服务效益值为５．８７亿元相比，公众气象服务效

益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既是肯定气象服务工作，同时

也支持气象服务工作进一步开展。

５　结论和讨论

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效益调查的目的，是为了

了解目前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的现状，获取公众对

气象服务的反馈信息，掌握公众对气象服务的需求

及其规律，对公众气象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进行科学的评价。本文通过设计、发放、回收公众气

象服务效益问卷，统计分析回收后的有效问卷评估

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的社会效益，并通过影子价格、

自愿付费和节省费用法评估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的

经济效益，而且结合用户实际需求、考虑各评估法自

身的特点，详细对比了这三个传统模型的评估结果，

从而挑选出相对客观真实的结果。主要结论如下：

（１）目前江苏省公众获取气象信息的主要渠道

是电视、手机和网络，网络已成为江苏省公众获取气

象信息的一个主要渠道。晚间（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和早

晨（６：００—８：００）是公众关注气象信息的两个高峰

期。在电视媒介中，由于目前中国气象频道的宣传

推介还不够广泛，不少人对它了解不够，通过中国气

象频道获取气象信息的仅有８．５％。在气象信息服

务中，气象部门应加强与媒体的联合，充分发挥媒体

的作用，将气象服务切实传播到公众中。

（２）根据问卷的反馈信息，公众平时最主要关

注的气象信息为未来１～３天的逐日天气预报，其他

的一些气象信息的受关注度不高，且城乡之间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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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象信息类型也存在差异。不同的气象生活指数

之间的关注率差距明显，一些气象指数的关注率相

当低。气象服务应研究公众需求的规律性、特殊性

和差异性，通过对公众气象信息的使用和需求的调

查真正了解公众的实际需求。在这个前提下，调整

气象服务的内容，改进气象服务方式，有针对性地开

展气象服务，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提高气象服务效

益。同时还需加大对乡村气象服务的投入，提高乡

村气象服务水平。

（３）江苏省公众认为目前天气预报非常准确、

准确和基本准确的所占比例为９４．９％，对目前天气预

报服务总体状况评价为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的

共占９２．９％。但仍有４７．６％的被调查者要求增强预

报时效性，希望预报更及时些；有４０．１％的被调查者

希望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气象部门仍需继续努力，

改进天气预报技术，提高预报准确率和及时性。

（４）通过影子价格法、自愿付费法和节省费用

法的经济效益评估结果的分析比较，发现：由于这三

种评估方法的参照物和出发点不同，所以得到的效

益值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影子价格法的评估结果明

显要高于其他两种方法。影子价格法是基于公众获

取天气预报的次数，认为公众收听收看天气预报至

少有一次是有效的，就能为其产生效益，并通过影子

价格来折射气象服务效益，影子价格的确定也难以

精确，得到的效益值主观性较强且数值偏大，不易被

公众所接受；自愿付费法是从消费者意愿出发，从经

济层面体现了公众对气象服务的需求情况，得到的

气象服务效益值更为公众所接受，但由于气象服务

没有市场价格，消费者的心理价位本身会低于市场

价位，使得根据消费者支付意愿所得的效益值偏低；

节省费用法是从为消费者节省费用的角度出发，考

虑为公众节省了多少费用来计算最终效益的，且与

影子价格法相比，没有主观定价的数据，所以节省费

用法的评估结果相对客观真实、更具代表性。因此，

由节省费用法计算出的江苏省２０１０年度公众气象

服务效益约８．６６亿元。

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评

估，既是对江苏省公众气象服务工作的肯定，也是为

了使社会和政府部门对气象服务提供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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