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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best way to build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unicipal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s and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technology to serv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tly. Methods: taking the walnut agrometeorological 

service in Xingtai City of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symbiosis theory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unicipal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s and th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symbiosis unit, symbiosis condition and symbiosis mode. Conclus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agrometeorological services, such 

as the absence of symbiotic units, the imperfect symbiosis model,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symbiotic environment.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s and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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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should jointly create a good symbiotic environment, build a symmetrical 

and integrated symbiotic model, improve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mooth symbiotic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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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探讨构建地市级气象部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两者共生关系

的最佳路径，以期促进农业气象技术高效服务现代农业生产。方法：本研究以

河北省邢台市核桃农业气象服务为例，尝试运用共生理论，从共生单元、共生

条件、共生模式等方面，分析地市级气象部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的问题

及相互关系。结论：当前农业气象服务共生发展中存在共生单元缺位、共生模

式不完善、共生环境不优化等问题，气象部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共同营造

良好的共生环境，构建对称性、一体化的共生模式，健全社会组织，贯通流畅

的共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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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气象局和农业部印发《关于开展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通

式气象服务的通知》，双方将联合开展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直通式气象服务，

以进一步强化气象为农服务工作，提升农业生产科技支撑能力。由此，全国地

市级气象部门根据本地需求，开展农业气象保障服务，县级利用地市级服务产

品开展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智慧型直通式服务。因而本文尝试性地引入生

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和方法，分析地市级气象部门与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关系，以

邢台市核桃气象服务为例，探析农气技术与现代农业生产合作的共生模式及演

化趋势，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地市级气象部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共生机制，

以期用共生思想指导合作模式的合理设计和方向选择，促进农气技术与现代农

业生产经营合作深入有效开展。

1  地市级气象公共部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
生机理分析

1.1  共生理论简述

“共生”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概念首先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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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y）在 1879 年提出，用以指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并具有延伸的物质联系。

尽管共生现象的研究发轫于生物学，但共生现象的存在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其

存在范围不限于生物领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概莫能外。共生理论是在借鉴生

物学种间关系基础上经理论抽象和建构而创建的理论工具。随着理论研究的深

入和实践的发展，共生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得到了丰富和拓展。在我国，

袁纯青［1］以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为基础，引入社会科学关于共生的一些研究成

果，创新和界定了一系列概念，运用数理分析等方法，建立了共生理论作为社

会科学的概念工具。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构成了共生关系的三要素，

其中共生单元是基础性要素，是共生体或共生关系中的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

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相互作用或结合的方式，既反映共生单元间作用的方式和

强度，也反映物质、信息交流和能量互换关系。从组织程度上，共生模式分为

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在行为方式上，共生模式存在寄生、

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等不同形式。共生环境由共生单元

以外的其他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是共生关系中重要的外部条件。共生三要素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反映着共生系统的动态变化方向和规律。许多学者

把这一工具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如经济、管理、生态和农业等，取得了不少

成果［2-6］。本文引入共生理论，尝试将分析对象拓展到公共管理领域内的各类

组织及相关主体中来，探讨地市级公共气象部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生关系

和发展方向，以期为气象部门为农服务提供理论借鉴。

1.2  共生体的构成

构成农业气象服务共生体的两个共生单元是由气象部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组成。以邢台市核桃农业气象服务为例，提供农业气象服地市级气象部门为

邢台市气象局，现设置气象为农服务岗位 3 个，现有技术人员 3 名，1 名高级工

程师，2 名工程师，均为农学类硕士；接受核桃气象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

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岭公司）为例，是集优质薄皮核桃的种植、

深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公司拥有 1.5 万亩的核桃生产示范基地

和 10 万亩的合作共建生产基地，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优质薄皮核桃标准化示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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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绿岭公司与河北农业大学合作共建河北省核桃工程技术服务中心，具有成

熟的管理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1.3  共生的条件

气象部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要形成共生关系，两者自身内在性质间

必须具有一定的联系，也是双方共生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邢台市核桃气象服

务共生体，共生双方主要基于观测数据、气象信息、人工影响天气、农业政策

四个维度。从观测数据维度，气象部门的气象观测站点对核桃种植区气温、降

水、光照强度等进行自动观测，绿岭公司仅在核桃树对气象条件比较敏感时段

进行人工定时观测；气象部门利用视频监控系统，进行核桃物候期观察，绿岭

公司常年对物候期进行定期观测。从气象信息维度，气象部门具备最新天气信

息的预报服务能力，而绿岭公司有强烈的最新气象产品及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

信息的需求。从人工影响天气维度，气象部门对人工影响天气的设备配置、炮

弹购买及储存、生产安全有管理权，具有作业指挥，培训等方面能力；绿岭公

司具有强烈的人工影响天气需求，以增加抵抗冰雹和干旱风险的能力。从农业

政策维度，气象指数保险中气象部门具有政策倾向支持部分话语权和技术介入，

具有行业为农服务资金直接分配权，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一定的基础设备、

炮弹等。

共生单元间至少能生成一个共生界面为形成共生关系的必要条件。气象部

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接触和交流方式及相应机制的总和称为两者的共生

界面。共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共生单元间具有强烈的进行物质交换、

信息交流或能量传递的交流需求，这种相互需求产生强大的内生动力，推动共

生界面的形成。相互需求使邢台市气象局与绿岭公司形成电话交流、基地试验、

座谈会、专家指导等多种形式的共生面，能顺利进行物质交换、信息交流或能

量传递。

共生单元间相互影响的关联程度对共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就地市级气

象部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主要有数据关联、管理关联、利益关联三个

维度。仅从利益维度分析，如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需求的人工影响天气纳入



·6·
共生理论视角下地市级气象部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关系研究 2021 年 1 月

第 3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rvr.030100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vr

政府批准的人工影响天气计划，其所需经费由市级财政承担，否则全部费用都

需自身承担，从而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

1.4  共生模式

连续共生模式是指一段连续的时空条件下形成的不间断的共生关系。邢台

市气象局与绿岭公司签署了《共同推进核桃气象服务合同协议》，联合开展核

桃生长期的气象条件、气象灾害发生机理风险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协议约定双

方遵守“平等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从四个方面加

强合作：一是建立双方长效合作机制。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沟通交流机制，

实现双方在核桃生产、管理、技术、品质、农业气象观测、科研仪器设备以及

试验数据等多方面互通交流、信息共享；二是推进核桃气象试验基地建设；三

是共同做好核桃气象服务工作；四是组建核桃气象服务研发团队。合作协议的

签订实施形成了气象部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间断的共生关系。

2  当前农业气象服务共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农业气象服务中双方共生发展具有一些柔性的公共政策环境，但仍

存在以下问题。

2.1  共生单元缺位

共生单元素质有待进一步改进，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农业气象服务是

以气象部门为主体，而相比之下，非政府部门的农业气象服务主体较少，这种

服务结构容易导致行业规模失衡，使得服务提升动力薄弱，也不利于服务水平

提高，农业气象服务远没有形成一个健康的、有机的生态链。现存不同规模、

不同层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规模较小，自身的竞争力低，能够促进地市

级气象部门服务能力、服务效益提高的共生单元缺位，共生效应难以最大程度

发挥。

2.2  共生模式不完善

双方共生模式不完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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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产品的形成，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灵活和

优质的服务。但从目前情况看，双方的共生模式并未形成附加值较高的服务产

品。共生模式失衡表现在，产生无效供给的服务产品比重较大，高质量、明显

产生效益的服务产品比重偏小，服务数量多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

现有的共生模式注重实效不够，共生模式单一，共生强度弱，信息沟通不及时，

对服务产品、服务方式、服务效益、服务评估等重视不够，形成附加值较高服

务产品的内生动力不强。

2.3  共生环境不优化

政府之所以成为企业寻求的共生对象，因为政府拥有企业进行经济活动所

不可缺少的资源，并且这些资源有可能通过企业的努力转化为租金［7-8］。气象

部门无论是价值形态的资源还是实物形态的资源都比较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不能从气象部门获取更多的资源。气象部门虽持续提出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专业化服务，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资源等方面投入不大，营造趋

利政策环境的优势不明显，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气象部门认同感低。随着

现代农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气象服务产品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需要气

象部门大量专业人才通过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等，与需求有效对接，但气象

部门属于事业单位，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引进专业人才的动力不足，从业人员

积极性不高，服务活力不足，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规模、服务水平等的发育

程度也尚未达到气象部门从事服务不可或缺的程度，两者之共生环境没有强有

力的支撑体系。

3  共生视角气象部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未来
合作发展机制

一个完整的共生系统，主要涵盖了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和共生

界面四个要素。在共生理论的视角下，气象部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在农

业气象服务方面营设良性的共生环境为二者提供双向激励，并搭建通畅的物质、

信息、能量的保障共生界面，引导其选择具有互利性、不断进化的共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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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共生单元间的持续共生共存。

3.1  营造良好的共生环境

农业是一个政策关联度极高的产业，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为中央政

府重视农业农村发展的专有名词。除中央一号文件外，省、市、县还出台了

多项配套政策以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我国始终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

优先保障领域，农业是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支持对象。气象部门可进一步加

强涉农政策制度制定，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实施政策倾斜支持，建立

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纳入部门预算，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长期性。

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气象服务现代化建设投入力度，并纳入国家

及各省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以保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气象服务

现代化建设能与现代化农业建设同步推进，并适当加快发展。对于地市级气

象部门而言，虽然在政策制定及资金支持上自由度较小，气象部门可利用自

有资源，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场的形象塑造，增强其软实力。例如，

可通过天气预报影视、微信、微博等加大对具有共生关系的农业经营主体进

行全方位宣传，通过社会舆论宣传和政策引导，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社

会上的影响力，改变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增强人们对其信心，促其成为市

场主体的重要选择对象。

3.2  形成对称性、一体化的共生模式。

对称互惠共生条件下的一体共生关系是共生体演进的最佳模式。在这种模

式下，各个共生单元间的作用相辅相容，激发出最大的共生能量，促进共生单

元的优化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地市级公共气象部门结成共生系统的初

期，由于共生行为模式和组织程度的不尽成熟，存在着自身需要为中心，因而

忽视了共生单元之间扶持，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地市级公共气象组织的协

同合作缺乏系统性、持续性，这种情境下的共生关系尚属于偏利共生条件下的

间歇共生模式。该模式是相对短暂且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双方的发展和合作，

因此要有计划、有目标地规划双方的协同发展成为必然路径，有机整合双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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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信息、政策资源等便利条件，促进双方相对优势的互补转化，形成对称性、

一体化的共生模式，实现良性共进。地市级气象部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站

在全局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制定合作计划，并且兼顾到双重需要，注重二者

的相互支持、协同发展。双方可在人工影响天气资源配置、项目资金分配额、

联合申请科研项目等多方面，建立对称互惠的组织模式，力争实现一体化共生。

3.3  健全社会组织，贯通流畅的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交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必经渠道，其畅通与否关系

着共生行为能够产生能量的大小，最终影响着共生体进化的结果。地市级气象

部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属于各自相对独立的组织，有着自身特定的职责、

组织结构、运行规律，二者需要在适宜的共生环境下，不断磨合、交融、递进

的过程，实现共生结合，双方用来交流的共生界面十分重要。在邢台市核桃气

象服务中，邢台市气象局与绿岭公司联合成立了气象为农服务专家联盟，专家

联盟中包括绿岭公司多名技术专家，作为维系相互交流的协商议事组织专门机

构。但在合作的深度上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随着气象部门业务功能配置

调整，由以值班型业务向研究型业务转变，以服务为导向，开展有关研究，实

现研究结果在服务中转化为服务产品，成为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应建立更

加畅通的共生界面，如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5G 等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力支撑传统交互方式转型升级，在信息交流、

资源共享、产品流通等环节全方位实现即时直通。气象部门可通过购买企业技

术人员信息的途径，加强与企业联系、连接与联动，共同申请课题，争取有关

政策、资金支持，加强研究型业务，联合开发服务产品制作，为社会提供农业

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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