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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气象与国计民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气象服务对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气象工作也前所未有地受到全社会的关注。随着社会

气象意识、气象观念的提升，气象服务也从提供简单的气象信息服务，逐步转变为产生经济

效益的社会生产力，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人民生活趋利避害，为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

变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气象服务在其公益性之外，也存在着经济属性，气象

服务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投人，获得相应的收益，从而使效益问题始终贯穿于气象服务的全过

程。

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按气象服务费用的支付属性，将气象服务分为基本气象服务、有偿气

象服务和商业气象服务。商业性气象服务是面向市场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气象服务行为。国

际上商业气象服务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随着科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气象服务需求的

逐步增大，商业气象服务也渐次向宽、广、深全方位发展。同国际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商

业性气象服务是在气象有偿服务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近年来国际商业性气象服务的快速发展的

前提下提出来的，目前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但是从长远来看，气象服务商业化是未来中

国气象服务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气象服务产业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报告中的

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

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

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

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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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上海市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3.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6.3.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6.3.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6.3.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1）气象监测预报能力稳步提高

（2）城市气象灾害防御能力有效提升

（3）城市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有序开展

（4）专项气象保障功能增强

6.3.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方向

6.4 江苏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4.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1）气象服务能力

（2）气象服务需求



6.4.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6.4.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1）公益气象服务覆盖面明显扩大

（2）气象灾害防御体系继续完善

6.4.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1）基础业务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

（2）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3）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4）发展环境明显改善

6.4.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6.5 广东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5.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1）气象服务需求

（2）气象服务能力

6.5.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1）《广东气象事业发展&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2）《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12-2021年）》

6.5.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1）新闻发布

（2）气象科普

6.5.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6.5.5 气象服务消费者调查分析

（1）气象预报的用途

（2）气象预报使用价格

（3）对气象预报的关注度

（4）对气象预报的满意度

（5）气象预报的准确度

（6）气象预报及时性

（7）气象预报发布渠道

6.5.6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6.6 浙江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6.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6.6.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6.6.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6.6.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1）气象防灾减灾体系日益完善

（2）气象监测预报能力稳步提升

（3）气象科技创新水平再上台阶

（4）基层台站基础设施有所改善

（5）气象发展环境得到优化

6.6.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6.7 山东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7.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6.7.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6.7.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6.7.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6.7.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6.8 四川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8.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6.8.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6.8.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1）阿坝州&ldquo;超级千里眼&rdquo;正式启用

（2）着力建设灾情信息管理系统

6.8.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6.8.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1）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

（2）利用5G技术，建设&ldquo;智慧气象&rdquo;项目

6.9 安徽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9.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1）气象服务能力

（2）气象服务收入情况

6.9.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1）《加快推进安徽气象现代化的实施方案》

（2）《安徽省气象事业&ldquo;十四五&rdquo;发展规划》



（3）《安徽省全面推进气象现代化行动计划（2018-2021年）实施方案》

6.9.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6.9.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1）新浪安徽微博

（2）&ldquo;高速交警气象卫士&rdquo;客户端

6.9.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6.10 江西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10.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6.10.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1）《江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江西省气象事业发展&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

6.10.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6.10.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6.10.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6.11 湖南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11.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6.11.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6.11.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1）气象防灾减灾筑防线

（2）为农气象服务惠&ldquo;三农&rdquo;

（3）公众服务贴心为民生

6.11.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1）专业服务做精做细

（2）气象业务能力不断提升

（3）气象现代化建设有序推进

（4）气象科技创新激发活力

（5）队伍建设成绩喜人

6.11.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6.12 湖北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12.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6.12.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6.12.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6.12.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1）气象服务经济社会取得突出效益

（2）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成绩斐然

6.13 河北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13.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1）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2）气象服务收入情况

6.13.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6.13.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1）建立了气象灾害防御体系

（2）民生气象服务成效显著

（3）生态建设保障能力明显提升

（4）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

6.13.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1）专业气象服务效益明显

（2）生态建设保障能力明显提升

（3）气象基础业务能力显著提升

（4）气象科技和人才支撑能力明显提高

6.13.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6.14 福建省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14.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1）气象服务需求分析

（2）气象服务能力分析

6.14.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6.14.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6.14.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1）实验室平台建立情况

（2）中国气象局与福建省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6.14.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6.15 广西气象服务产业发展分析

6.15.1 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1）气象服务能力与需求



（2）气象服务收入情况

6.15.2 气象服务产业扶持政策

6.15.3 公益气象服务发展现状

（1）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2）服务水平方面

（3）服务效益方面

6.15.4 气象科技服务发展现状

（1）气象防灾减灾能力稳步提升

（2）气象监测预报能力明显提高

6.15.5 气象服务产业发展趋势

第7章：中国气象服务商业化需求与投资策略

7.1 中国气象服务商业化需求

7.1.1 气象服务市场的国际化

7.1.2 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

7.1.3 国内气象事业发展的需要

7.2 中国气象服务商业化现状

7.2.1 中国气象服务商业化探索

（1）经纪人探路商业气象服务

（2）气象机构逐步企业化改制

（3）商业气象服务公司的设立

7.2.2 中国气象服务商业化案例

（1）墨迹天气宣布与春秋航空达成合作

（2）气象服务场景化的意义

7.2.3 中国气象服务商业化水平

7.3 中国气象服务商业化展望

7.3.1 中国气象服务商业化展望

（1）气象服务商业化是未来趋势

（2）当前气象服务商业化的机遇

（3）当前气象服务商业化的挑战

7.3.2 中国气象服务商业化路径

（1）近期：澳大利亚模式

（2）远期：准美国模式



7.4 中国培育气象服务商业化的措施

7.4.1 气象服务商业化的关键要素

（1）气象服务质量的提高

（2）以客户和市场的需求为导向

（3）商业气象服务组织创新

7.4.2 培育商业气象服务的措施

（1）组织专题政策研究

（2）大力发展商业性气象服务实体

（3）加强商业气象服务科技方法研究

（4）大力组织相应的转岗培训

（5）逐步地有序开放气象信息服务市场

7.4.3 商业气象服务结构模式设计

（1）过渡型气象服务组织体系

（2）完全竞争的气象服务组织体系

7.5 中国商业气象服务企业营销体系与策略

7.5.1 商业/公益气象组织的关系

7.5.2 商业气象服务营销组织模式

7.5.3 商业气象服务产品策略

（1）商业气象服务产品特点

（2）商业气象服务产品策略

7.5.4 商业气象服务价格策略

（1）商业气象服务价格影响因素

（2）商业气象服务价格策略

7.5.5 商业气象服务营销渠道策略

（1）影响营销渠道选择的因素

（2）商业气象服务营销渠道管理

7.5.6 商业气象服务促销策略

（1）制定促销策略应考虑的因素

（2）商业气象服务促销工具

7.5.7 提高商业气象服务人员素质

7.5.8 商业气象服务的过程管理

第8章：国内外气象服务机构运营情况分析



8.1 国外商业化气象服务企业运营情况分析

8.1.1 美国国际天气服务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

（3）公司产品与服务

（4）公司气象服务能力

（5）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6）公司经营优劣势

8.1.2 美国天气频道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产品与服务

（3）公司气象服务能力

（4）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5）公司经营优劣势

（6）公司发展动向

8.1.3 美国全球天气动力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产品与服务

（3）公司气象服务能力

（4）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5）公司经营优劣势

8.1.4 澳大利亚气象局

（1）公司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

（3）公司产品与服务

（4）公司气象服务能力

（5）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6）公司经营优劣势

8.1.5 新西兰气象服务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

（3）公司产品与服务



（4）公司气象服务模式

（5）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6）公司在华业务分析

（7）公司经营优劣势

8.1.6 日本气象信息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发展历程

（3）公司组织架构

（4）公司产品与服务

（5）公司气象服务能力

（6）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7）公司经营优劣势

8.1.7 日本气象协会

（1）公司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

（3）公司产品与服务

（4）公司气象服务能力

（5）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6）公司经营优劣势

8.2 国内气象局运营情况分析

8.2.1 中国气象局

（1）机构简介

（2）机构组织架构分析

（3）主要工作职责

（4）机构直属单位分析

（5）人力资源情况

（6）机构气象服务介绍

（7）机构气象服务实力

（8）机构运营情况分析

（9）机构运营优劣势分析

1）机构最新发展动向

8.2.2 北京市气象局



（1）机构简介

（2）机构组织架构分析

（3）机构直属单位分析

（4）机构气象服务介绍

（5）机构气象服务实力

（6）机构运营情况分析

（7）机构运营优劣势分析

（8）机构最新发展动向

8.2.3 上海市气象局

（1）机构简介

（2）机构组织架构分析

（3）机构直属单位分析

（4）机构气象服务介绍

（5）机构气象服务实力

（6）机构运营情况分析

（7）机构运营优劣势分析

（8）机构最新发展动向

8.2.4 浙江省气象局

（1）机构简介

（2）机构组织架构分析

（3）机构直属单位分析

（4）机构气象服务介绍

（5）机构气象服务实力

（6）机构运营情况分析

（7）机构运营优劣势分析

（8）机构最新发展动向

8.2.5 广东省气象局

（1）机构简介

（2）机构组织架构分析

（3）机构直属单位分析

（4）机构气象服务介绍

（5）机构气象服务实力



（6）机构运营情况分析

（7）机构运营优劣势分析

（8）机构最新发展动向

8.2.6 江苏省气象局

（1）机构简介

（2）机构组织架构分析

（3）机构直属单位分析

（4）机构气象服务介绍

（5）机构气象服务实力

（6）机构运营情况分析

（7）机构运营优劣势分析

（8）机构最新发展动向

8.2.7 福建省气象局

（1）机构简介

（2）机构组织架构分析

（3）机构直属单位分析

（4）机构气象服务介绍

（5）机构运营优劣势分析

（6）机构最新发展动向

8.2.8 河北省气象局

（1）机构简介

（2）机构组织架构分析

（3）机构直属单位分析

（4）机构气象服务介绍

（5）机构气象服务实力

（6）机构运营情况分析

（7）机构运营优劣势分析

（8）机构最新发展动向

8.2.9 湖北省气象局

（1）机构简介

（2）机构组织架构分析

（3）机构直属单位分析



（4）机构气象服务介绍

（5）机构气象服务实力

（6）机构运营情况分析

（7）机构运营优劣势分析

（8）机构最新发展动向

8.2.10 湖南省气象局

（1）机构简介

（2）机构组织架构分析

（3）机构直属单位分析

（4）机构气象服务介绍

（5）机构气象服务实力

（6）机构运营情况分析

（7）机构运营优劣势分析

（8）机构最新发展动向

8.3 国内气象服务企业运营情况分析

8.3.1 华风气象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发展历程

（3）公司组织架构

（4）公司产品与服务

（5）公司运营模式分析

（6）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7）公司经营优劣势

（8）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8.3.2 北京维艾思气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产品与服务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服务领域

（5）公司主要合作伙伴

（6）公司业务成功案例

（7）公司经营优劣势



8.3.3 北京万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

（3）公司主营业务

（4）公司产品与服务

（5）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6）公司经营优劣势

8.3.4 中国华云气象科技集团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发展历程

（3）公司组织架构

（4）公司产品与服务

（5）公司业务资质

（6）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7）公司经营优劣势

（8）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8.3.5 富景天策（北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

（3）公司产品与服务

（4）公司研发能力分析

（5）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6）公司业务成功案例

（7）公司经营优劣势

（8）公司最新发展动向

8.3.6 深圳市气象服务有限公司

（1）公司简介

（2）公司产品与服务

（3）公司研发能力分析

（4）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5）公司业务成功案例

（6）公司经营优劣势



8.3.7 北京华新天力能源气象科技中心

（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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