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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气象新闻二十年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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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新闻报道经历了从“天气简报”到“气象新闻”，从“直线报告”到“立体解读”的转

变，从而使气象新闻在媒体上由配角成为主角，由当初无足轻重的服务性信息变成新闻媒体上

重要的新闻品种。  

  从“天气简报”到“气象新闻”  

  我国的气象新闻报道最早并不是以“气象新闻”命名的，而是人们所熟知的“天气预

报”。  

  1981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发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口播8个城市的天气信

息。从那时起，气象服务开始以“天气预报”的形式走入公众视野，并以这种面貌在人们生活

中持续了20年。那时，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仅仅作为一种便民节目，称其为“天气简报”

更合适。  

  2002年10月，《北京青年报》改版，在其《天天副刊》板块中增加“每日指南”版面。该

版为彩色专版，报道内容是本地区“今日天气”，包括气温、阴晴、降水概率、风力风向、相

对湿度预报、舒适度预报、感冒气象指数预报、空气污染情况预报、上下班天气预报等，另外

还有全国及世界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并附有地图。此外有一篇短文《上周世界气象回顾》和

“今日降旗时间”及“明日升旗时间”。此时，“每日指南”版是作为“服务版”同读者见面

的。  

  2003年3月，央视天气预报进行了自1993年由主持人播讲天气以来最大的一次改版。改版

后的天气预报延长了预报时效,形势预报由48小时延至72小时。此外,央视新闻频道还增设了

“气象·资讯”栏目，在及时传递天气情况的同时，对与老百姓工作、生活等息息相关的资讯

进行发布。  

  2003年4月2日，《南方都市报》全新改版，改版后的报纸新开辟了“风云榜气象新闻

版”，在我国媒体中最先运用“气象新闻”这一术语。《南方都市报》的“气象新闻版”在创

办之初每天用两个彩版对当天气象信息作全面报道，且安排在A2叠封底的重要位置。  

  2003年11月11日，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合办的《新京报》在北京创

刊，创刊伊始，该报在封底专辟“气象新闻”版，用一个版来做气象新闻，这在北京众多报纸

中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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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重视“气象新闻”报道。以报纸为例，2004年，许多地方报纸

都创办了“气象新闻”版，例如《厦门日报》《楚天都市报》《重庆晨报》等等。该版多以专

版形式见诸报端，有了固定的版位、版面，以及比较成熟的版式，而且均被安排在重要位置。

以北京报业市场为例，影响力较大的几家报纸如《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

《新京报》都以专版形式报道天气情况。电视报道方面，央视推出的《天气·资讯》栏目，每

天16档滚动播出，每次5分钟，内容除了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外，还介绍一些天文地理知识，并

有“出行参考”，及时提供各地火车飞机航线调整和车票机票打折消息，以及旅游景点和国际

大都市天气情况。  

 

  从“直线报告”到“立体解读”  

  2003年之前我国媒体的“天气预报”内容单一，形式上如出一辙，基本上是：“今天白天

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多少，最低温度多少 ，风力多少，风向多少；明天多云转晴，

最高温度多少，最低温度多少。”  

  这种“直线报告”模式的特点是内容单一，只有本地最近三天的天气情况，且格式固定，

口气生硬，与受众保持距离，缺乏亲和力。  

  这种报道模式持续了20年。2003年，在“气象新闻”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后，报道模式

发生了巨大变化，可称为“立体解读”模式，以报纸为例，这种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点：  

  一、以彩色专版的报道形式出现。版面以“气象新闻”版命名，有专门的气象记者，将气

象状况作为一个新闻品种来做。版面位置固定，一般在A叠封底。版式也基本固定。  

  二、新闻品种丰富，报道范围扩大，根据“人的需要”对气象状况给予立体解读。主要的

报道种类有：天气预报（包括本地区未来三天预报、全国主要城市和世界主要城市近日天气、

旅游城市和地区的天气情况）、气象消息、空气质量预报、贴心提示、气象新闻图片等。  

  以《南方都市报》“气象新闻”版为例，不仅有干货：以表格形式刊登省内城市、国内城

市、旅游景点的今日天气，发布气象消息《晴热天气 周日暂停》，介绍小常识《秋天谨记

“避风如避箭”》，还大打“温情牌”：提供“贴心提示”，发布指数预报（人体舒适度、中

暑指数、紫外线指数），并告诉读者“今天做什么好?”。并用一张彩色漫画活跃版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网络上的气象新闻报道。网络利用其空间无限的优点，对气象新闻

做出了比报纸和电视更详细、立体的报道。以央视国际气象报道为例，“气象”链接的网页

上，有以下内容（如图表）。  

  此外，页面上方有全国城市（配中国地图示意图）、世界城市（配世界地图示意图）、旅

游城市（配飞机示意图）气象状况的链接。  

  由以前的“直线报告”转变为现在的“立体解读”，这一转变并不是渐进的，而是在2002

年以后发生了突变。  

  气象新闻的供与求  

 



  报道模式的转变折射出报道理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从按部就班的播报到“以

人为本”的关怀。报道突出贴近性、服务性，实用性，并在表述方式上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简单地说就是，报道对人的需求本身给予了更多关注。  

  目前我国大多数新闻媒体的气象报道已经冲出“天气简报”、就天气说天气的局限，而是

着重于关注人的需要，重视天气对人的健康、心情、生存状态的影响。气象报道中增加了生活

提示、出行提示、旅游提示等“贴心提示”，另外还分析天气变化对各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对普通大众的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这些报道中，能够感觉到媒体对受众的关爱。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最重要的是需求市场形成。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日趋丰富，社会关系和

社会交往日趋复杂，从而对气象新闻的需求日益增加。  

  第二，新闻媒体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具有服务功能的气象新闻恰恰是新闻媒体参与

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2003 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研究所、国家统计局等机构对全

国电视观众2002 年收视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天气预报”列所有电视节目类型排行榜首

位，成为观众最爱看的电视节目；2003 年，新浪网新浪观察的调查结果同样如此，“天气预

报”得票占投票总数的49.77％，压倒新闻节目和电视剧，再次成为收视之冠。这说明，观众

对气象新闻有极大的需求。  

  第三，新闻报道的内在规律使然。新闻是最近或者正在发生的，对公众有知悉意义的事实

的陈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气象新闻，包括气象消息和天气情况，天然具有新闻的品质。日常

生活离不开天气信息，天气情况是人们应知、欲知的信息，无疑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势必成

为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在我国日渐融入世界的情形下，我国媒体与世界其他媒体的

交往也日益增加，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国媒体借鉴了世界著名媒体的新闻理念及新闻操作手

法。天气彩版是《今日美国》之首创。1993年，《今日美国》在第一叠(第一板块)的封底推出

全彩色的天气预报版，其版式之漂亮、信息之齐全，令所有美国报纸刮目相看。在《今日美

国》天气彩版效应的影响下，美国各大报都开始引入彩色天气版。在我国首创“气象新闻”版

的《南方都市报》，其气象新闻的做法就有《今日美国》的烙印。 （作者是暨南大学新闻学

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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