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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长沙“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晚”，
京津冀地区持续高温， 华南旱涝急转、
开汛偏早……这一切不正常现象，都跟
“厄尔尼诺”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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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天气影响到经济的方方面
面，冷饮批发店生意难做、西瓜比往年
要便宜一些、夏天刚开始秋装就上了、
空调销售旺季迟迟未到……

西方经济学界的德尔菲气象定
律说，气象投入与产出比为1∶98，即企
业在气象预测方面投资1元， 可以得
到98元的经济回报。

关
联

好天气，坏天气，都是好商机

刚刚被高温“烤”了没几天，几场强
降雨带来“好凉一个夏”，即便是雨后升
温，也只不过略微超过30℃，这对往年
这个时候早已被接近40℃高温“烧”到
没脾气的长沙市民来说， 确实是一件不
可思议的事。

众多气象学家预测，2014年将是一个
超级厄尔尼诺年。这个源于太平洋水温升
高的气候现象，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天气的
变化。

有人就说“掌握天机、赢得商机”：看
天气预报下单， 是期货投资者的必修课；
服装企业在“酷暑难当”的时长缩短时，减
少T恤产量避免损失； 人保财险在国内首
次推出了巨灾保险；连人均GDP与年平均
气温都有对应关系……

极端天气在经济上的“蝴蝶效应”

众多气象专家预测，今年将是超级厄
尔尼诺年。极端天气全球出现，除直接财
产损失外， 国际商品价格也将受到影响，
尤其体现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山雨欲
来”的粮食危机。

中金公司发布报告分析称：厄尔尼诺
袭来， 一方面将影响全球水稻、 小麦、蔗
糖、 玉米和大豆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价
格， 从而使我国面临输入型食品通胀压
力；另一方面，南方暴雨以及可能的北方
干旱将影响农作物产量， 直接影响粮食、
蔬菜和水果等大多数食品价格。

大自然已经无数次用行动印证着
“蝴蝶效应” 的理论： 对普通老百姓来
说，目前最直观的感受是，西瓜比往年要
便宜一些、夏天好像还没到就已经开始上
秋装了……

天气脸色真能决定荷包多少

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曾说：“经济学
是比天体物理学更复杂的学科。它在表面
上只关注供求、价格与均衡，但实质上它
还关注影响价格的所有因素， 比如天气、
阳光和大雾”。

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全
国气温上升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
关联：人均GDP每上升1%，年平均气温就
上升0.048%。

从事冷饮代理多年的陈伟就发现，对
消费者来说，同样是吃冰淇淋，如果气温
不到30℃，奶油味道不错；如果超过30℃，
那吃霜状的会更舒服。“掌握了这个微妙
的零售商，往往在进货的时候就会有所偏
向，赚得也更多一些。”

看天气“脸色”挣钱的，还有开了近二
十年出租车的杨师傅。他告诉记者他一般
会关注至少两个星期时长的天气预报，如
果看到雨天居多，会主动申请排白班。“下
雨天打的的人多，上客率高，就像这几天
一直下雨，能比平常多挣30%呢。”

平安产险湖南分公司负责车险业务
方面工作的叶聿从告诉记者，尽管天气异
常，但目前公司在接到车损险和发动机特
别损失险投保订单上，并没有明显增多的
变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雨天较
多，这方面的赔付会增多。”

表情

商界有句口头禅，
“货比男女老幼不同，商
品春夏秋冬不一”，后半
句说的就是季节气候与
商品销售的关系。

气象环境专家准确
地将其总结为： 流通类
销售额的65%取决于天
气， 因为天气直接影响
人的生理、心理，支配他
们的消费行为。

在一直被视为“火
炉”城市的长沙，去年高
温“如火如荼”持续了50
多天， 格力空调湖南分

公司副总经理张平回忆
说：“许多型号的空调都
缺货， 装机工作人员根
本忙不过来。”这个夏天
却是另一番光景： 目前
还没有出现所谓的销售
旺季。

“凉夏”而至，连冷
饮批发店都觉得生意比
往年难做许多。 开福区
华夏路上的冷饮批发店
小余告诉记者， 今年同
行们普遍有这种感觉：
“生意做得大就亏得多，
生意做得小就亏得少”。

消费：冷饮生意“做多亏多”

根据国际最新统
计，厄尔尼诺发生时，大
概要造成玉米、春小麦、
冬小麦、 水稻等世界四
大农作物减产2%左右。

陈永忠博士就告诉
记者，以油茶产业为例，
今年上半年湖南天气普
遍温和，降雨量较大，高
温酷暑来得相对很晚，这
种天气有利有弊，具体影
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相比对油茶产业影
响还需“再观察”， 西班
酒业董事长金家瑞坦

言， 极端天气已经影响
到了红酒业， 目前红酒
的采购价格已经比原来
高出了10%，“西班牙遭
遇干旱，葡萄产量降低，
原材料价格上去了，成
品自然也得跟着上涨。”

同样正在遭受天气
异常之苦的， 还有旅游
业。较之于往年，漂流五
一小长假便启动，今年漂
流行业显然慢热不少。浏
阳周洛飞瀑漂流董事长
凌云说“天公不作美”就
是一大制约因素。

产业：吃喝玩乐都会不爽

众所皆知， 期货是
反映未来商品走势的
“晴雨表”， 对于炒商品
期货的投资者来说，看
天气预报下单子是这行
的一门必修课。

“每天有关农产品
期货的专业资讯中，天
气预报通常会占据第一
条的位置， 而在金属期
货每天的行业资讯中，
天气预报也是不可或缺
的部分。”财富证券德盛
期货郴州营业部负责人
秦臻介绍。

他说如今非洲干
旱， 金属矿的价格已经
上涨，“采矿、 洗矿和金
融冶炼都需要大量的
水， 干旱情况如果蔓延
并且持续， 金属矿的价
格将会持续升高， 而这
将会影响钢铁价格，最
终影响到汽车、 洗衣机
等日常用品的成本。”

根据法国兴业银行

的厄尔尼诺大宗商品指
数显示， 上世纪90年代
以来， 每次出现厄尔尼
诺现象， 镍价平均上涨
13.9%，而铜的平均涨幅
为7.9%。 而所有商品的
平均涨幅为3.2%。

在三湘股市第一人
李布维看来， 厄尔尼诺
对股市的影响， 将主要
体现在农林牧副渔相关
行业板块上，“在灾害发
生的时候，相关个股可能
会有剧烈的波动，这就会
带来投资机会；其次是灾
害发生之后的机会，台湾
在十年以前就有灾后重
建题材的炒作了。”

不过， 他建议投资
者在灾害发生之前就要
规避风险，“尤其对于生
产、 产品单一的农业公
司， 手上持有的不防减
持。”

■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戴丹梅

投资：别人的砒霜或是你的蜜糖
在国外， 天气是一门大

生意。 英国国家气象局的有
偿服务收入已占到总经费的
40％；美国大约有300家私营
气象预报公司在为企业提供
气象服务……

然而在国内， 这似乎还
是一片尚未开垦的蛮荒之
地。如克明面业、华升股份、
华银电力等公司一样， 大多
数企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气
候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其拒
绝购买气象信息服务的心态
是，不值得。

事实是， 是金子总会引
来淘金者。如今浙、沪地区一
些民营企业， 已经开始对气
象信息显现出活跃需求，阿
里巴巴也已经进入气象服务
行业。

掌握了气象信息， 商家
就可以通过数据预测某些区
域未来半年的热销品， 而后
有针对性地进行生产备货和
宣传推广。“先发制人， 后发
制于人”，这是成功者往往都
懂得的一个道理。

在灾害与商机并现的时代
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
气象与经济的紧密关联。

日前，中国气象局的台风、
基本天气信息正在被挪到阿里
巴巴的云计算平台， 马云意图
把其变成可实时分析应用的
“活数据”； 李宁公司、 银泰百
货、 格力等企业都有与气象部
门合作的习惯。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购买
这类气象信息的企业主要是电
力、公共交通、家电（空调），以及
服装百货行业。杭州的一家服装
企业就根据购买的长期气象信
息，在暖春到来之前削减了至少
三成的春装产量，避免了损失。

然而在湖南，有“气象经济
思维”的企业很少，包括以苎麻
为主业的华升股份、 以小麦为
原材料的克明面业、 以火力发
电为主的华银电力等， 尽管都
表示极端天气变化对企业肯定
有影响， 但目前公司运用气象
数据方面，尚未有所考虑。

湖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经
济林果研究所所长陈永忠说，
“我们正在与气象局开展合作，
以更好地指导油茶生产， 应对
自然灾害。”

国内巨头已出手
湖南企业还在看

气象是门大生意

■制图/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