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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０６年７、８月份在北京地区开展了一次大范围的公众气象服务需求调查，本文在对回收的
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公众对气象信息的关注程度、公众对气象服务的意愿付费情况及

对气象服务改进的需求３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对公众的气象信息需求进行
分析阐述，揭示出其规律性。结果反映出公众对气象信息及其价值的认识还比较有限，气象部门有必

要加强宣传和引导。最后从用户需求的角度，对如何有效提高公众气象服务质量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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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越来越多的政府决策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

社会公众通过使用气象信息或者接受气象服务，

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风险应对意识，并且带来

了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目前我国气象

信息服务所发挥的效用与社会需求仍然存在相当

大的差距，公众气象服务作为气象服务的重要内

容之一，气象部门有必要通过开展社会调查评估

等工作，深入了解公众用户的需求情况，从用户角

度对当前的气象服务提出改进措施，以全面提高

气象服务水平。

１　调查资料介绍

２００６年７、８月份，北京市气象部门根据中国气
象局气象服务评估实施方案［１］对北京地区的社会

公众开展了气象服务效益和公众需求社会调查。社

会调查采取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法，根据北京地区

的实际情况，从地域覆盖面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上

选择了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石景山、

丰台、大兴、房山、通州、海淀、朝阳、门头沟共１４个
区县，分别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问卷发放工作，保证

了样本的代表性。具体获取调查资料的方法，则根

据不同区县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调查，根据问卷

发送方式分为直接发送法（访谈发送法）和间接发

送法（报刊发送法、电话发送法、网络发送法和邮政

发送法）；根据问卷填答者的不同，分为自填式和代

填式２种。有的区县组织问卷发放小组，分别将问
卷直接送到辖区内的各单位，并附上一个说明的函

件；有的利用区政务信息网发出电子版调查问卷；有

的是依托有关公益类大型活动来广泛发放问卷，现

场填写等。在发放问卷过程中随时注意考虑样本的

公众职业分布等代表性因素。

根据“２００６年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２］和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

队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２１日联合对外发布的消息，截至
２００７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１６３３万人，此次在
北京地区范围展开的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总数

达１７９５份，符合万分之一的社会抽样调查要求。
同时，调查误差 ＜２％，符合统计推断的科学要求。
其中城镇居民１５３１份占８５％，乡村居民２６４份占
１５％，基本符合北京市城镇、乡村居民比例；调查对
象的职业分布主要有干部、科技人员、工人、学生、教

师、农民等（图１），基本符合２００６年北京地区常驻
人口职业分布比例［３］。



图１　调查样本的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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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内容比较广泛，涉及公众对气象

信息的关注情况、对气象服务意愿付费情况、对气象

信息价值的认知、气象服务工作应优先改进什么、获

取气象信息主要渠道、对现有气象服务的满意程度

以及对天气预报准确性评价等十多个方面的内容。

本文主要从公众对气象信息的关注程度、对气象服

务的意愿付费情况、对气象信息价值的认知及对气

象服务改进的需求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中

找出公众气象服务的需求规律，为进一步提高公众

气象服务质量提出建议。

２．１　公众对气象服务产品的关注度分析
从图２可见，公众对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天气

实况信息关注最高（分别为６６％和６５％），对预报
时效３ｄ之内的天气预报、国内天气预报以及与生
活密切的气象服务产品的关注程度次之（分别为

５１％、５１％、５０％和４９％），对农业、交通、海洋等专
业预报关注度较低（２６％），对预报时效３ｄ以上的
天气预报和国外城市天气预报的关注度最低（＜
１０％）。

图２　公众对气象服务产品的关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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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是关于人需求动机的基础
理论之一［４］。马斯洛提出，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

要，按其优先次序可以排成梯式的层次，需求有生理

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

求５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其中包括４
点基本假设：（１）变化性。已经满足的需求，不再是
激励因素。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

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２）
多样性。大多数人的需要结构很复杂，无论何时都

有许多需求影响行为；（３）层次性。一般来说，只有
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

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４）潜在性。由于主
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后，在一定时刻，人们才发现其潜

在的需求［５］。

　　首先，对于像北京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气象灾害对市民的日常生活、工

作、学习等的影响日益突出。以２００４年为例，气象
灾害频发，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影响。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因为雷雨大风、雷电、洪涝、滑坡、泥
石流和高温等气象灾害，已造成２７６人死亡，给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５］。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０日
北京城区发生的局地性暴雨天气，造成４０多处低洼
地严重积水，２１处严重堵车，其中８座立交桥交通
瘫痪；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日傍晚，上海一场雷雨大风造
成部分地区停电、交通瘫痪、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等

等。这些突发气象灾害事件引起政府和社会公众的

高度关注。因此，对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高

度关注就是包含了社会公众对生存和安全的强烈需

求。对实况信息的高度关注，反映出公众从这类信

息可以了解在城市的某处正在发生的天气或者灾害

情况，从而可以合理安排日常出行，并及时规避气象

灾害风险，保护个人或团体的生命财产等利益。

其次，对预报时效３ｄ之内的天气预报、国内天
气预报以及与生活密切的气象服务产品的关注程度

次之，反映出这些产品对公众的基本生存和安全影

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在公众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得到

满足之后，是从公众的社会需求驱动下日益增长的

需求。如在制定工作计划、旅行、参加各类活动时，

了解未来３ｄ内的天气预报等气象信息可免受天气
影响等。

再次，对农业、交通、海洋等专业预报关注度较

低，是由于这类专业预报产品的发放在过去一段时

期内还只限于特定范围的人群，这类信息的应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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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某些专业领域的特殊人群，例如交通气象信

息对于各级交通、公安管理部门、公路运输企业以及

驾驶员等顺利完成相关工作，展示团体或个人的工

作能力，获得社会部门的肯定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也

即为了满足人们更为高层的需求———自尊、他尊需

要。尽管气象部门正在大力拓展各类气象信息的覆

盖面，但是毕竟不象常规的天气预报及生活健康指

数等，公众每天都会接收到，已经很熟悉了，而对于

这类专业气象信息公众感觉还不太熟悉，所以表现

出较低的关注度。从行为经济学的信息易得性原理

角度，也不难理解公众对这类专业预报信息的低关

注度。虽然这些专业气象预报服务正日益受到专业

部门及决策用户的高度重视，显示出巨大的潜在价

值，但是，由于公众对其不了解，不知如何使用这些

信息，这些信息对与公众就没有“易得性”，因此公

众关注度不高。

最后，从行为经济学的信息易得性原理角度，解

释公众对预报时效３ｄ以上的天气预报和国外城市
天气预报这类服务产品的低关注度。通过此次调

查，了解到公众大多是通过电视（９１％）和广播
（４７％）渠道获得气象信息，收视时间主要为晚间
（８３％）和早晨（４６％），１天一次地收看（听）气象信
息的占５２％，２次的占２６％。而这类信息并不通过
电视、广播这２类大众媒体对外发布，只在部分媒体
上有限范围内发布，同时，这类信息目前内容还比较

粗，信息的使用者还主要集中在一些特殊群体，并且

接收信息的渠道也比较少，根据行为经济学的信息

易得性原理，公众很少获取此类信息，也就是此类信

息服务对于公众没有“易得性”，因此显示出低的公

众关注度。

２．２　公众气象服务“支付意愿”城乡对比分析
通过对公众进行气象服务年支付费用意愿的调

查（图３），表明如果天气预报收费，有３７％的城镇
居民和３２％的乡村居民认为每年交付１～１０元的
费用是可以接受的，另有２４％的城镇居民和２９％的
乡村居民认为天气预报不应该收费。从２条曲线图
清楚地反映出在１～１０元之后，随着收费额的增加，
公众意愿值在递减，到７０～９０元时达到最低值。有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９０～１１０元，公众意愿值却有
一个抬升，然后又一次下降，约有２％的城镇居民和
３％的乡村居民愿意交付费用９０～１１０元。为什么
这部分公众愿意支付９０～１１０元，我们经过进一步
调查，这部分用户主要包括城镇零售商、农村专业养

殖或种植用户，经历过气象信息对其经营过程的影

响，而愿意支付超过１１０元费用获取气象信息。

图３　气象服务年收费意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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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公众气象信息价值的城乡对比分析
通过对公众进行气象服务年节省费用的调查

（图４），表明有３０％的城镇居民和２３％的乡村居民
认为气象服务信息每年能为自己节省１～１０元的费
用。类似付费意愿调查结果，从１～１０元之后，随着
节省费用额的增加，公众比例值在递减，直到７０～
９０元时达到最低值，随后，公众比例值却有一个抬
升，直至１１０元以上，约有超过５％的城镇居民和超
过８％的乡村居民认为气象服务每年为其节省费用
超过９０～１１０元，反映出气象信息服务的潜在价值
还有待开发。

图４　利用气象服务信息每年节省费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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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得出，在北京地区，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乡
村居民，在公众气象服务的支付意愿和利用气象信

息节省费用方面，调查结果显示的变化趋势都很一

致；超过５０％的公众愿意为气象信息年支付１～３０
元，６０％的公众认为气象信息每年可以节省费用１
～５０元。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气象服务为他们节省
的费用十分有限。由此看出公众对气象服务在趋利

避害方面所起的作用不甚了解，对于气象信息服务

可以提高效益或者减少损失方面的理解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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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社会公众对气象信息服务潜在价值的有限认

可，除了与现阶段社会消费水平及消费观念等有关，

更清楚地说明了社会公众对气象信息服务潜在价值

的认识还很缺乏信心，需要气象部门通过多种途径

和手段，加强气象信息服务产品的宣传，引导和教育

社会公众科学使用气象信息，不仅要帮助专业用户

通过气象信息服务实现科学决策，获取最大的经济

效益，更要帮助公众认识到气象信息服务的潜在价

值。

２．４　公众气象服务需要改进的方面
从公众问卷调查分析中显示（图５），９２％的公

众希望气象部门进一步提高预报准确率，其次是认

为应提高预报、预警信息的传播能力，能够让公众及

时收到预报、预警信息和增加预报服务内容。这同

样反映了公众的最底层的生理需求，包含了对生存

和安全的强烈需求，符合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

图５　公众气象服务需要改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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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１）２００６年北京地区公众气象服务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超过５０％的公众愿意为气象信息每年支付
１～３０元，６０％的公众认为气象信息每年可以为其
节省１～５０元费用。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气象服务为
其节省的费用十分有限。

（２）公众对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天气实况信
息关注最高，对预报时效３ｄ之内的天气预报、国内
天气预报以及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气象服务产品的关

注程度次之。由于缺乏“易得性”，公众对农业、交

通、海洋等专业预报关注度较低，对预报时效３ｄ以
上的天气预报和国外城市天气预报的关注度最低。

（３）社会公众对各类气象信息服务的需求基本
符合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的信息易得

性理论，公众气象服务是有规律可循的。

尽管本文对公众气象服务的需求研究主要针对

２００６年北京地区的社会公众，但是从中反映出一些
共性问题，对于气象部门根据用户需求，有针对性地

提高公众气象服务质量具有一定科学指导意义。

（１）气象部门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大气象信息服
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一方面从支付费用超过

１１０元则极少有公众愿意支付的调查结果，说明了
社会公众对气象信息服务的价值及潜在价值的认知

还很缺乏，另一方面，从公众由于对某些专业预报产

品的掌握程度低，导致了公众关注度低的现象，都表

明了对公众宣传教育的不够。因此建议气象部门一

方面要大力开展公众气象服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帮

助更多用户认识到气象信息的实际价值和潜在价

值，并有效应用气象信息获取最大的效益，另一方面

要在推出新产品的同时，对新的气象信息产品进行

充分的社会宣传。

（２）气象部门要要不断了解用户需求，发现用
户需求的基本规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开展气象服

务，才能真正发挥气象服务的最大社会经济效益。

例如通过建立快捷有效的用户反馈机制，以利于气

象部门不断开发有针对性服务产品，尽快满足不同

用户的需求。笔者曾经在澳大利亚气象局学习过一

段时间，发现其气象局与服务对象的沟通反馈非常

通畅，气象局负责为广播等媒体提供气象服务信息，

广播等媒体负责或者根据重要性翻译成几种语言甚

至５０多种语言发布出去，他们对气象服务信息的需
求（包括用语的要求）都会随时通过 ＥＭＡＩＬ等方式
反馈气象部门。

（３）气象部门在努力提高预报准确率的同时，
要不断拓展信息发布渠道，提高信息发布的便捷性，

扩大预报、预警信息覆盖面。公众气象服务水平的

好坏，不仅仅是预报准确率的提高，而且包括在有效

的时间内通过有效的途径将气象信息及时发放给用

户，有助于用户的决策行为，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气象

服务的效益。

随着气象信息服务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

对整个社会经济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已毋庸置

疑。但气象服务效益的评估还长期处于定性化的层

面，对于如何度量用户用于气象信息服务的投资与

其生产效益之间的关系，怎样科学地评价气象服务

带来的收益，怎样确定气象服务效益的评估指标等

一系列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此次公众需

求调查分析工作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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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展更科学的气象服务效益评估工作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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