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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预报与气象预报的电视节目对比研究

严　俊１，洪　萍２，蒋阓钦１，谢佳洁１

（１．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２．杭州市气象局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１）

　　摘　　　要：电视是气象和海洋预警报信息发布的首要阵地，相对于收视率较高且发

展迅速的气象预报电视节目而言，海洋预报电视节目收视率较低且发展缓慢，无法满足海

洋预报和海洋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的要求。当前对气象预报电视节目的研究很多，对海洋预

报电视节目的研究却很少。文章梳理了气象和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并对

两者进行较为全面的对比分析，同时借鉴气象预报电视节目发展的经验，提出促进海洋预

报电视节目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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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洋预报与气象预报同为国家的基础性公

益服务事业，对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都有着极

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气象灾害和海洋灾害

的防御和灾后恢复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

据职能分工，各级海洋、气象预报机构每日通

过报纸、电视、广播、短信、网络等媒体平台

向社会公众及时发布预警报产品，为防灾减灾

和生产生活提供信息参考。在所有的媒体平台

中，电视由于其传播迅速、权威性强、声像结

合、老少皆宜，当前仍然是人们接收预警报信

息的主要渠道。在传媒业发达的美国、日本等

国，电视早已成为社会危机管理系统中最为重

要的信息传输方式，有气象灾害、地震等灾难

发生时，人们习惯从电视上获取最新的消息［１］。

各级气象、海洋预报机构也因此把电视作

为信息发布的首要阵地，陆续推出本级区域的

海洋预报或气象预报电视节目。和气象节目相

比，当前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知名度和收视率均

较低，在如今电视媒体普遍强调收视率和经济

效益的大背景下，海洋预报电视节目发展缓慢，

无法满足海洋环境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的

要求。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气象和海洋预报电视

节目在发展历史、受众群体、外力支持、机构

队伍、播出平台、节目类型、科研能力等几个

方面的不同，力图为促进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的

发展给出合理化建议。

２　发展历史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我国首次在央视新闻联

播节目中播报天气预报，采用气象图表资料加

字幕配音的方式，传播８个城市的气象信息，

迈出了我国电视气象节目的第一步［２］。１９８１年

１０月１日，中国气象局和中央电视台合作，首

次推出了独立的天气预报节目，紧随中央电视

台 《新闻联播》之后播出。１９９３年３月１日，

中国第一位天气预报电视主持人走上了荧屏［３］。

１９９６年初，中国气象局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

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天气预报工作的

通知》，促成了我国气象影视产业的大发展［４］。

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气象部门也开

始陆续建立了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制作系统，制作

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在当地电视台播出。２００３年

７月，央视新闻频道推出 《天气·资讯》节目，

将我国电视气象节目带入一个崭新阶段。《天气

·资讯》在节目内容上不仅包括天气预报、出

行参考、气象天文知识，还将气象融入旅游、

健身、住房、饮食、家居之中，甚至插入一些

相关的电影片段增加效果感［２］。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８

日，中国气象局华风气象传媒集团开播了数字

有线电视付费频道———中国气象频道，专业从

事气象类信息的播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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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预报电视节目起步稍晚，１９８６年７月１

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总台的海浪预报正式在

中央电视台播出，节目长度为１ｍｉｎ，主要预报

内容是我国近海、日本海、菲律宾以东和关岛

附近海面的海浪形成的浪区和海浪浪高数据等

预报产品［６］。随后，部分海区预报中心、中心

站相继与当地电视台建立联系，依托电视台的

节目制作力量，定期或不定期地制作播出海洋

预警报信息。２００２年５月，挂牌成立不到半年

的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在浙江卫视固定时

间段播出浙江所辖海域的海洋环境预警报电视

节目。之后，福建、江苏等省级海洋预报机构

相继成立，并通过当地电视台发布所辖海域的

海洋环境预警报电视节目。

从发展历史上看，气象和海洋预报电视节

目的起点和起步时间相差不大，但气象的发展

步伐更大、速度更快，更已开播了专业气象频

道，使我国成为为数不多有专业气象频道的国

家之一。

３　受众群体

气象影响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出行，

气象预报节目自登陆电视起，就受到广泛关注，

节目受众几乎覆盖了社会中所有群体，其影响

力和收视率常年高居不下。２００３年初，中国社

会科学院系统研究所等机构完成的 “２００２年全

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显示，气象预报电视节

目高居电视节目类型排行榜的首位［７］；２００４年，

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发布的 《中国数字电

视报告》中显示，９３．５７％的观众会从电视中获

取天气预报信息，７３．９５％ 的观众认为电视是获

取天气预报的最主要的途径，５８．９１％的观众几

乎天天观看电视里的天气预报［８］；２００９年，中

国气象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完成的公众气象服

务调查表明，我国每天有１０亿公众接收气象信

息，电视是公众获取气象服务的最主要手段［７］；

截至２０１２年４月３０日，中国气象频道在全国

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２９４个地级以上城市落

地 （含地级城市），覆盖数字电视用户数约

７０００万户
［５］。

海洋环境状况的好坏将对海上生产、出行、

游玩等的特定群体产生影响，但对其他群体没

有直接影响，因此其他群体特别是广大内陆区

域的人们很少关注海洋预报信息。当前，国内

尚未有研究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的影响力和收视

率的公开报道，其相关数据尚不得而知。根据

浙江省２０１２年在沿海１４个县市针对社会公众开

展的海洋预报公共信息服务问卷调查的情况来

看，有７５．７％的调查对象表示收看过海洋预报

电视节目，有５７．４％的调查对象表示日常非常

关注或关注海洋预报信息。

由此可见，在浙江沿海地区，海洋预报电

视节目还是有较好群众基础和影响力的。但由

于受当前收视率调查方法的局限，根据浙江省

广电集团的反馈，从全省范围的收视率调查情

况来看，海洋预报电视节目影响力弱、收视率

低也是不争的事实。就全国沿海地区而言，情

况也是大同小异。

显然，气象预报电视节目的受众群体和影

响范围广大，为全国的 “一个面”，而海洋节目

的受众群体和影响范围就小很多，基本为沿海

的 “一条线”，这也是两者收视率差距甚大的根

本原因。

４　政策支持

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８日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气象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 “广播电台、

电视台以及其他广播单位，应当保证气象预报节

目的定时播发”，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二十四条进一步细化

规定 “各级广播、电视台站和省级人民政府指

定的报纸，应当安排专门的时间或者版面，每

天播发或者刊登公众气象预报或者灾害性天气

警报”，这些法律条例的实施，为气象预报节目

在电视媒体中的播出和推广打下坚实基础。此

外， 《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天气预报工作的通

知》《中国气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宣传工作

的意见》等部门文件的出台极大地推动了气象

预报电视节目的发展壮大。

长期以来，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的发展靠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扶持和相关从业人员推动，缺

乏国家政策的支持，节目在电视媒体中播出工

作开展困难。这种情况到２０１２年才有所改善，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施行的 《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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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指定的当地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媒体

应当安排固定的时段或者版面，及时刊播海洋

预报和海洋灾害警报”，这无疑为海洋预报电视

节目在沿海各级政府指定电视媒体的播出扫清

了障碍。

国家政策的支持，是制作播出气象和海洋

电视节目的基础。在电视媒体越来越强调收视

率和追求经济效益的环境下，相对低收视率和

公益服务性质的海洋预报电视节目需要来自行

政主管部门的支持，才能迅速发展。

５　机构队伍

经过多年发展，气象预报电视节目的制作

机构现已遍布全国，形成国家、省 （市、自治

区）、市、县四级架构体系。截至２００６年，已

建有国家级气象影视 （含电视）制作机构１个，

省级３１个，地市级３２０多个
［９］。国家级节目的

制作由中国气象局直属企业华风气象传媒集团

承担，华风拥有国内最强的气象影视制作力量，

拥有５００多人的庞大技术队伍
［１０］，配备了全系

列的尖端影视制作设备，其为凤凰卫视制作的

“凤凰气象站”节目代表了当前国内气象类影视

节目的最高水平，牵头举办的两年一次的 “华

风杯全国电视气象节目观摩评比活动”更是促

进了各机构间的交流合作，提高了气象电视节

目的整体水平；省、市级电视节目制作由各省、

市气象局直属气象服务中心或气象影视中心等

专职机构承担［１０］，其技术人员专业完备，人员数

量和业务量相衬，省级人员数量较多，多的如福

建有８０多人
［１１］，少的如青海也有２０多人

［１２］，市

级技术人员数量相对较少，一般有１０多人，省级

和大部分市级机构都配备整套先进影视制作设

备，建有演播室，制作主持人出镜的节目［１３］；

县级电视节目制作地区差异较大，一部分条件

好的县级气象局配备人员自行制作节目［１４－１５］，

甚至少部分县局建有演播室，制作主持人出镜

的气象电视节目［１６］，一部分条件差的县级气象

局则引入集约化制作模式，由市级气象局代为

制作节目［１７－１８］；另一部分则由当地电视台制

作［１９］。

当前，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的制作多由海洋

预报机构承担，但数量少、力量薄弱，尚未形

成体系。国家级的情况较好，国家海洋环境预

报中心下属公共产品服务部 （海洋影视中心）

拥有近２０人的专业技术队伍，以及完整先进的

节目制作设施，建有演播室，并在旅游卫视上

实现主持人出镜；沿海省级 （含直辖市）仅有

辽宁、浙江、福建、海南等制作播出海洋预报

电视节目，其中浙江和福建有专职制作机构和

成套软硬件设施，但专职技术人员数量较少，

情况最好的福建也不到１０人，只有福建和浙江

推出有主持人的节目，其他机构有的是专职播

音员幕后配音，有的则只能靠电脑语言库为节

目配音；市、县级仅有厦门、宁波等个别沿海

市和象山、岱山有播出海洋预报电视节目，但

无专职技术人员，节目制作由当地电视台或气

象台完成，海洋预报台仅提供预报信息。

专职机构的缺乏，致使海洋预报电视节目

的制作无法形成规模化效应，各制作机构只能

独立运作，各自发展，彼此之间缺乏交流合作，

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和宣传合力，致使海洋预报

电视节目数量少、公众认知度低。

同时各级机构专职人员数量和装备水平普

遍偏低，多数省级海洋机构的人员数量及软硬

件设施尚不如市级甚至县级气象机构，这也导

致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的品质整体上也不如气象

节目。

６　播出平台

除中国气象频道每天滚动播出气象预报信

息外，气象预报电视节目还覆盖了国内其他大

部分电视频道，播出时段多数占据了新闻栏目

或热播影视剧前后的黄金时段。华风气象传媒

集团在中央电视台 （１０个频道）、新华社、旅游

卫视、中国教育频道、凤凰卫视、阳光卫视、

中华卫视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２２个频道播

出，首播节目达１３０多档，每天１９时３１分左右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联播天气预报》节目更

是家喻户晓［５］；省级电视节目的电视频道覆盖

率比较高、日播节目档数多［２０－２３］。以浙江省气

象服务中心为例，其制作的气象节目已实现浙

江省内８个省本级电视频道全覆盖，每天多时

段播出１４套节目
［２４］；市级气象电视节目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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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覆盖率也较高［２５］，以杭州市气象服务中心

为例，其制作的节目在杭州电视台６个频道、

公交移动电视中播出，节目总量１１套，实现杭

州本级电视频道气象节目全覆盖［２６］；县级气象

电视节目也基本覆盖了县本级１个以上主要电

视频道。

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的播出频道数量远少于

气象节目，且播出时段较差，近半数都在午间

或深夜，收视率低。国家级的情况较好，海洋

预报节目每日在ＣＣＴＶ－新闻、ＣＥＴＶ－１、旅

游卫视３个频道上播出，节目总量５套；省级的

播出平台更少，当前仅有浙江和海南在２个省

级频道中播出节目，日播的节目套数也只有１～

３套；市级则一般只有１个播出频道，日播节目

１套。

同级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的播出平台数远少

于气象节目，已播节目的播出时段差，除去政

策支持力度弱的外部原因外，其内在原因在于

收视率低，也没有经济效益，电视台没有播出

动力。而播出平台少、播出时段差又反过来阻

碍了观众认知度和收视率的提升。

７　节目类型

气象电视节目发展至今，其内容和形式已

非常丰富和多样化。播出内容从原始的气温、

风力、风向、能见度、气压、湿度、降水、天

空状况等的气象要素预报信息，发展延伸出晨

练指数、穿衣指数、洗车指数、通风指数、人

体健康指数、防晒指数、森林火险等级等各种

生活指数预报；风格上既有严肃庄重的新闻播

报，也有平实亲民的生活化解说，甚至为迎合

当前电视节目整体娱乐化的趋势出现了轻松活

泼的娱乐化主持［２７］；包装上既有简单的图文展

示，也有炫目的三维特技，甚至有采用最新影

视科技的虚拟前后景应用；节目名称上也不局

限于 “气象预报”或 “天气预报”的固定称谓，

根据不同电视频道定位和节目内容，换之以

“天气资讯”“旅游气象” “生活气象”等名称。

根据陈阳的研究［２８］，气象电视节目按照内容服

务功能，可分为天气预报类、资讯新闻类、生

活服务类、文体娱乐类、综合杂志类等，按主

持人风格可分为气象专家型、知性稳重型、青

春时尚型、娱乐偶像型等，按照节目播出时段

可分为早间气象、午间气象、晚间气象、夜间

气象等。

近年来，为满足观众不断提高的信息获取

和审美需求，海洋预报电视节目也努力在内容

和形式求新求变。播出内容从原始的海浪、海

流、潮汐、海水温度等的水文要素预报信息，

逐步扩展到航线舒适度、海水浴场游泳指数、

海钓指数、滨海旅游指数等生产生活指数预报；

风格上基本是严肃的信息发布；包装上则努力

向气象部门看齐，逐步应用了一些先进影视科

技和包装手段，如引入三维地图、主持人出镜

讲解等；节目名称上仍以 “海洋预报”的表述

为主，仅有国家海洋预报中心在旅游卫视上推

出 “滨海旅游”“全球滨海”等针对特定人群的

节目。

节目的不同内容和类型，迎合了不同电视

频道和不同收视人群的需求。和气象预报电视

节目相比，海洋预报节目在节目内容生活化和

节目类型多样化上还存在明显差距，这也是收

视率低的原因之一。

８　研发能力

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气象部门培养了一大

批既懂气象又通电视传媒的专业技术人员，积

累了丰富的节目制作经验，节目制作紧随电视

媒体的发展、密切贴近百姓的需要，在气象科

学和电视艺术的结合上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

和实践，策划、制作播出了很多优秀的气象电

视节目，也催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这些论

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内在气象电视节目

制作领域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

本研究利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检索结果

有７０６篇论文，与气象预报电视节目相关的有

６８６篇。这些论文探讨和研究的方向非常广泛，

涵盖了气象预报电视节目设计、制作和传播的

每一个环节，既有非线性编辑系统、灯光布局、

演播室系统、三维动画、虚拟技术等硬件设备

和软件系统实用技术的应用，也有气象电视节

目定位、策划、设计、包装，编导艺术、主持

艺术、语言艺术等思路、方法和理论的研究，

还有关注气象电视节目的品牌建设、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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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行业发展等方面的思考，也有气象

电视节目内插广告的创意、营销、价值等方面

的分析。发表论文的期刊种类繁多，达１２６种，

主要有两大类期刊：一类是气象类专业期刊，

如 《气象》《气象研究与应用》 《沙漠与绿洲气

象》《气象与环境科学》等；另一类是传媒类专

业期刊，如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广播与电视

技术》 《电视研究》 《影视制作》 《新闻前哨》

等，其余还有科技信息类、农业类、计算机应

用类等期刊。

而与海洋预报电视节目相关的只有６篇，

远少于气象。其中有５篇是关于海洋预报电视

节目制作技术的，１篇是回顾海洋预报电视节目

发展的，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也远不及气象。

５篇发表在 《海洋预报》期刊上，１篇发表在

《软件》期刊上。

以上数据的巨大差异，一方面证实了海洋

预报电视节目制作机构、从业人员的缺乏；另

一方面也说明了海洋预报电视节目制作播出在

理论研究、技术积累和创新上已远远落后，不

能紧跟电视传媒的飞速发展，整体节目品质提

高没有足够技术力量支持。

９　结论建议

通过以上７个方面的对比分析，本研究认

为，政策支持力度小导致过去海洋预报电视节

目发展缓慢、播出平台难以拓展，而受众群体

少则是海洋预报电视节目收视率低的根本原因；

播出平台、专职机构和技术人员缺乏，使得海

洋预报电视节目数量少、公众认知度低、研发

能力弱、节目类型相对单一、节目品质提高后

劲不足，无法紧跟电视媒体的发展，无法满足

观众的收视需求，这也进一步阻碍了收视率的

提高。由此，提出几点加快海洋预报电视节目

发展、提高节目收视率的建议：

（１）在 《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施行的

支持下，加强对政府和公众宣传，努力拓展海

洋预报电视节目的发布平台，已制作播出节目

的预报机构应争取增加频道、调整时段，委托

电视台制作的预报机构应争取节目的制作权，

其他预报机构应争取在本级电视频道播出海洋

预报电视节目。

（２）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为核心，沿

海省级海洋预报机构为骨干，建立全国海洋预

报电视节目制作体系，整合各方技术力量，加

强相互交流合作，共享资源，形成合力。

（３）参照气象部门的经验和做法，条件好

的市、县级海洋预报机构配置设备和人员，自

行开展节目制作，条件不具备的由省级或市级

代为制作，形成全国沿海一线海洋预报电视节

目全面开花的局面。

（４）已开展节目制作的预报机构，应加强

专职人员队伍建设，提高人员专业技能，紧跟

电视媒体的发展，结合当前海洋开发利用热点，

深入挖掘海洋预报和经济社会及百姓生产生活

的关联性，开发基础海洋预报的衍生产品，从

节目内容和形式上寻找创新点和发展点，制作

贴近观众需要的节目，强化节目风格和品牌意

识，提高节目包装质量，全面提升节目品质，

吸引更多人群特别是非涉海人群的关注，从而

提高节目影响力和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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