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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气象现代化建设和协同理论研究的背景下,基于对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的优势、劣

势、机会和威胁的分析(SWOT分析),利用“新五力模型”研究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协同发展机

制。研究表明,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的优势主要包括海洋气象观测系统、海洋气象预警预报信

息发布和建立海洋气象中心,劣势主要包括海洋气象立体观测能力不足、精准海洋气象技术发展

不足和海洋气象工作协同发展不足,机会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建设、新技术发展和新型气象灾害

预警系统建设,威胁主要包括主要影响天气系统、重要致灾因子和潜在的社会竞争;应充分有效利

用吸引力、凝聚力、辐射力、排斥力和亲和力5种作用力的不同功能和组合创新,促进黄渤海海洋气

象现代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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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researchbackgroundofthemeteorologicalmodernizationdevelopmentand
cooperativetheory,andbasedonanalysesof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andthreats
(SWOTanalysis)ofmarinemeteorological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inHuang-Bohairegion,a
newfive-forcemodelwasusedtostudythecooperativedevelopingmechanismofmarinemeteoro-

logicalmodernizationinHuang-Bohai.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eadvantagesofmarineme-
teorologicalmodernizationofHuang-Bohaimainlyincludethreeaspectswhicharemarinemeteor-
ologicalobservationsystem,marinemeteorologicalwarninginformationreleaseandthecon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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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ofmarinemeteorologicalcenter.Thedisadvantagescontainthatstereo-observationabilityof

themarinemeteorologicalisinsufficiency,andtheprecisionforecasttechnologyandthecoopera-

tivedevelopmentaredeficiencyinmarinemeteorological.Theopportunitiesincludethreeaspects,

whichare“TheBeltandRoad”,developmentofnewtechnologyandnewwarningsystemonme-

teorologicaldisasters.Thethreatsmainlycontainthemaininfluencingweathersystem,thepoten-

tialsocialcompetitionandhazardfactors.Theuseofdifferentfunctionsandcombinationinnova-

tionoffive-forces,i.e.,attractiveness,cohesiveness,radiatingpower,repulsivenessandaffinity,

couldpromotethecooperativedevelopmentofmarinemeteorologicalmodernizationintheHuang-

Bohai.

Keywords:Huang-Bohai,Oceanicmeteorology,Cooperationdevelopment,Disasterwarning,Mete-

orologymodernization

1 引言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和人类发展的

纽带[1],海气相互作用的复杂程度远超人类的想象,
目前在海洋气象灾害等方面还未得出科学结论[2]。

为加快对海洋气象的认知和利用,保障人类生存和

发展空间,亟须开展气象现代化研究建设。气象现

代化的关键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充分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着力推进气象工作政府化、气象业务现代

化和气象服务社会化,建立与气象现代化体系相适

应的新型事业结构[3]。天津市气象局承担着向周边

地区提供海洋气象服务和产品的职责,正加快海洋

气象中心建设,其中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发展是

重点工作任务之一。目前黄渤海海区的海洋气象

监测、预警和服务能力有限,无法满足现代化的海

洋气象服务工作需求。因此,亟须建立黄渤海海洋

气象现代化业务体系和协同发展机制,合力增强海

洋气象服务工作软实力。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区域协同发

展相关研究备受关注。20世纪70年代,德国斯图

加特大学的哈肯教授引入“协同学”的概念,该词来

源于希腊语,有协同作用和一致协作的含义[4-5]。

协同学理论是研究多组分系统整体变化的自组织

理论,其任务是处理多子系统间的有序发展,可作

为新的问题解决思路,促进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

发展。

2 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方法是分析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的

常用工具,能很好地反映目标和内外因素的协调统

一[6],在组织机构战略分析中被广泛运用。SWOT
分析将研究对象的态势分为优势(strengths)、劣势

(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

4个部分,其中优势和劣势评价组织自身的内部因

素,机会和威胁则评价组织周围环境的外部因素。

此外,SWOT分析还采用态势组合的方式,形

成SO、WO、ST和 WT策略:SO策略将优势分析

和机会分析相结合,即依靠内部优势和利用外部机

会;WO策略将劣势分析和机会分析相结合,即利用

外部机会以弥补内部劣势;ST策略将优势分析和

威胁分析相结合,即充分利用内部优势以规避外部

威胁;WT策略将劣势分析和威胁分析相结合,即在

减少内部劣势的同时规避外部威胁。

2.1 优势分析

2.1.1 海洋气象观测系统优势

我国海岛和海岸线已建立由天气雷达、自动气

象站、探空雷达和GNSS/MET等组成的区域性海

洋气象观测网(表1),岸基气象观测站网已覆盖黄

渤海区域海岸线,且海洋气象卫星初步覆盖我国近

远海。

2.1.2 海洋气象预警预报信息发布优势

为提高气象灾害和突发气象事件的预警预报

能力,中国气象局依托现有的公共气象服务体系,

初步建立国家级海洋气象信息发布站。沿海地区

利用电台等媒介发布海洋气象预警预报信息,部分

地区依托我国北斗导航系统试验性开展了基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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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终端的海洋气象预警预报信息发布工作。

表1 海岛海岸线气象观测网建设情况

类别 数量/个

海岛自动气象站 304

强风观测站 200

船载自动气象站 39

锚系浮标 33

天气雷达 26

探空站 10

风廓线雷达站 17

GNSS/MET 75

地波雷达站 6

  注: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气 象 局《海 洋 气 象 发 展 规 划(2016—

2025年)》。

2.1.3 海洋气象中心的政策优势

中国气象局在天津市建立北方海洋气象中心,

负责制作和发布我国北方海域预报区内的海洋气

象监测和预警预报产品。2012年3月,天津市政府

与中国气象局签署《共建国际性现代化宜居城市气

象保障体系合作协议》,促进大城市气象服务和海

洋气象服务能力的提升。海洋气象中心的建立有

助于发挥多主体协同作用,通过开放、协作和互补

的网络结构凝聚各方力量。

2.2 劣势分析

2.2.1 海洋气象立体观测能力不足

虽然我国近海和部分大洋关键性要素的海洋

气象观测能力已初步形成,但与发达国家手段多

样、覆盖完善和保障充分的海洋气象立体观测网相

比尚属起步阶段。目前黄渤海区域气象浮标等业

务化的海洋观测站点稀少,不具备海洋气象立体观

测能力。

2.2.2 精准海洋气象技术发展不足

气象现代化要求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实现气象

监测、预警预报和相关服务的精准到位。然而单

一的确定性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会因数值模式初始

场和模式自身的不确定性,导致预报结果存在较

大偏差。目前海洋气象技术服务精细化水平还

较低。

2.2.3 海洋气象工作协同发展不足

长期以来,海洋气象工作体制机制活力不足、

专业人才不足和科研创新不足等因素导致协同发

展不足,区域海洋气象观测系统联合建设和观测数

据共享方面仍有待完善,科研和业务之间的协调性

较差,制约海洋气象现代化发展。

2.3 机会分析

2.3.1 “一带一路”建设

我国沿海地区及其腹地将通过“一带一路”紧

密联系沿线国家和地区,海水养殖、旅游观光和港

口运输等行业将产生新的气象服务需求,为海洋气

象现代化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和空间。

2.3.2 新技术发展

海洋气象新技术主要包括卫星云图、雷达数据

处理、数值预报产品、天气预报方法等技术以及计

算机网络和服务系统等方面的研发和应用,能增强

对海洋气象灾害的监测和预警预报能力,提升关键

性天气和灾害性天气研究成果的业务化水平,提高

预报准确率。尤其是近海观测数据同化系统可有

效提升海洋天气数值预报系统对灾害性天气的预

报能力,服务产品精细化程度可满足重点涉海行业

需求。

2.3.3 新型气象灾害预警系统建设

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服务一直是气象部门的工

作重点,而气象灾害预警系统是其重要支撑,目前

我国已建立覆盖全国的气象灾害预警系统网络。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21世纪初联合国国际减灾战

略提出“新预警系统框架”,其包括4个关键要素,即

风险评估、监测和警示服务、分发和通信以及应急

响应,其中关键在于加入“风险评估”的内容。新预

警系统框架为气象灾害预警系统建设提供新思

路[7-8],也符合气象现代化体系建设要求。融入风

险评估的新型气象灾害预警系统有利于降低海洋

气象灾害损失和提升海洋气象现代化水平。

2.4 威胁分析

2.4.1 主要影响天气系统

形成威胁的主要影响天气系统包括3个方面。

①寒潮和强冷空气。北方的寒潮或强冷空气形成

的风力可达6~7级甚至8~9级,大风维持时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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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活动路径分为北路、西北路和西路。②热带气

旋和台风。热带气旋是夏季和秋季华北沿海地区

的重要灾害性天气系统之一,常引发风暴潮等灾

害,其进入中纬度后移动路径会受副热带和热带环

流系统的影响;台风是重要的海洋灾害天气,其路

径多变、难以把握。③温带气旋。温带气旋易形成

大风和暴雨等,也是引发渤海及其周边地区风暴潮

灾害的重要天气系统[9]。

2.4.2 重要致灾因子

形成威胁的重要致灾因子包括5个方面。①海

雾。海雾是常见的海洋灾害天气,包括平流雾、锋

面雾、辐射雾和混合雾,不利于海洋渔业、海上航运

和海上救援等活动。②海冰。海冰主要出现在黄

渤海北部沿岸和部分海域,会导致海上交通瘫痪和

海洋工程建筑物损坏。③风暴潮。致灾严重的风

暴潮主要由热带气旋引起,多发生在渤海湾、莱州

湾和黄海沿岸,对海洋工程、海上交通和港内船舶

危害较大。④海浪。海浪多形成于台风、温带气旋

和强冷空气等天气系统,一般而言,波高6m以上

的海浪将对海上交通和海洋工程构成威胁。⑤赤

潮。赤潮是我国海域常见灾害,其破坏海洋生态系

统,对海洋渔业造成严重影响。

2.4.3 潜在的社会竞争

目前发达国家的商业气象服务组织利用技术

优势和营销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气象服务行业的竞

争。黄渤海海洋气象服务产品较单一,竞争力较

低,不利于气象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3 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协同发展机制的

“新五力模型”

  组织行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影响力不

是某一种力量的作用,而是系列力量的综合作用。

为研究多力量对组织的影响,麦克尔·波特于20世

纪80年代初提出竞争战略分析的“五力模型”,近年

来该模型在区域协同发展研究中得到改进,形成包

含吸引力、凝聚力、辐射力、排斥力和亲和力5种作

用力的“新五力模型”。这5种作用力既相互联系又

存在差异,不仅直接决定区域内各种信息流的生成

和走向,而且间接影响区域内各种信息流的速度和

数量。

3.1 吸引力

区域自然环境条件、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等都

是重要的吸引力因子。为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政
府必然投入大量资源,同时引导各种社会力量投入

人力和资金。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协同发展应

利用这些资源,既要考虑区域吸引力,也要考虑区

域全面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和方案时统筹价值

取向和层次目标等。

3.2 凝聚力

凝聚力是将各种资源聚集的力量。与吸引力

不同,凝聚力要将各种资源稳定聚集在某个目标,

是指向内核的,因此具有提高资源密度的功能,对
于各种信息流也具有内聚或收缩的作用。从系统

的角度,凝聚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时间和类别

等都可改变协同发展的序参量。黄渤海海洋气象

业务的共同需求和海洋气象观测数据的共享能够

凝聚周边地区的相关资源,目前已建立的黄渤海海

洋气象现代化协同发展创新基金也有助于聚集科

研资金和人力资源,提升黄渤海海洋气象研究水平。

3.3 辐射力

辐射力是区域内的资本、技术、产品和服务等

向外部渗透的能力。可通过预报技术和服务产品

增强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协同发展的辐射力,并
通过质量、效率和效益等表现出来。如,天津市气

象局探索利用OSSE技术实现海上气象自动观测站

网的科学布局,为黄渤海海洋气象观测站网的协同

建设提供可借鉴的规划和方法;海洋气象中心可根

据发展需求,优化海洋观测站点布局,推进数据和

资源共享,强化数值预报等核心技术,提升区域内

科研和业务的辐射力。

3.4 排斥力

排斥力是事物之间避免相互接近或融合为一

体的作用力。部分地区由于具有特殊地理环境和

服务需求,有可能产生排斥力。在黄渤海海洋气象

现代化协同发展中,排斥力是把“双刃剑”,其不利

方面是减弱协同发展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利方面

是有力缓解区域内气象业务和服务同质化的问题。

运用好区域排斥力是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工作。

3.5 亲和力

亲和力是控制力,与排斥力完全相反,能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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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被凝聚的资源,从而减少区域内不同组织之间

的排异反应。黄渤海海洋气象工作存在相似的环

境和利益,会产生相互亲和的作用力,可减少各组

织之间和各种信息流之间的冲突,是黄渤海海洋气

象现代化协同发展和综合竞争力进入高级阶段的

表现。

在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

上述5种作用力之间既有差异又有联系,能促进多

种信息流资源在各部门间共享和互动,从而形成有

效的对外辐射。应充分结合各部门实际情况,有效

利用5种作用力的不同功能,组合创新协同发展

内涵。

4 结语

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的优势主要包括海洋

气象观测系统、海洋气象预警预报信息发布和建立

海洋气象中心,劣势主要包括海洋气象立体观测能

力不足、精准海洋气象技术发展不足和海洋气象工

作协同发展不足,机会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建设、

新技术发展和新型气象灾害预警系统建设,威胁主

要包括主要影响天气系统、重要致灾因子和潜在的

社会竞争;应充分有效利用吸引力、凝聚力、辐射

力、排斥力和亲和力5种作用力的不同功能和组合

创新,促进黄渤海海洋气象现代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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