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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气象服务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潜力分析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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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服务行业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自1960年代兴起，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史并形成了成

熟的产业链，每年可推动千亿美元产值。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气象服务行业自2015年

起开始发展，依然处于初期阶段。虽然起步较晚，中国气象服务行业商业化进程提速很快，

随着原始数据的不断积累，以及气象数据商业化程度不断深化，中国气象服务行业具备极大

的发展潜力。  

根据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贵州省气象信息中心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气象数据价值系列白

皮书之二：构建气象数据生态发展新引擎》预测，到2025年中国气象服务产业市场规模将达

到3000亿元。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逐渐成熟，推动气象服务产业数字化、智能

化发展，产业规模将踏上新的台阶，预期到2028年中国气象服务产业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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