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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
        电视公益广告主题回眸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益广告经历了萌芽、初步繁荣和

稳定发展三个阶段。通过最具影响力的电视主流媒体，电视公益

广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

舆论宣传、教育引导、扬善抑恶的作用，逐渐形成了符合我国国

情的政府倡导、媒体执行、社会参与、企业支持的公益广告发展

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阐述改革开放30 年来我国

电视公益广告主题的发展演变，揭示电视公益广告在社会变革中

的作用和影响，指出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特点，为我国公益广告

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我国电视公益广告事业溯源

公益广告是由社会公共机构、团体或企业通过媒介发布的，

传播公益观念、倡导社会责任、关注社会问题、规范公众行为等

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非盈利性广告。公益广告在一些国家被称

为公共广告（Public Advertising）和意见广告（Opinion

Advertising），前者是指社会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团体针对他

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发布的公益广告，后者是企业针对社会现象阐

述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以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形象。尽管学界

对公益广告的定义各有不同，但都从道德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肯定

了公益广告对公众、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强调公益性、非营利性

和公众性是公益广告的三个最基本特征。

我国的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相比，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初

期，商业广告就成了社会大众消费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

一。电视商业广告依靠其独特的媒体传播优势发展非常迅速，但

电视公益广告起初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986年，贵阳市节水

办公室和贵阳电视台联合发布“节约用水”公益广告，是我国第

一个经过专业创作的电视公益广告，运用独特的广告创意和表现，

改变了以往标语式、口号式的说教方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987年10月中央电视台《广而告之》栏目的开播，标志着我国第

一个电视公益广告栏目的诞生，在我国公益广告史上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中国电视公益广告事业从此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二、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主题分析

我国电视公益广告一直紧扣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

和重大事件，在政府的组织倡导，主流媒体主动投入，社会机构

积极参与，相关企业和广告专业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不断推出社

会广泛关注的重大公益广告主题，一直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改革

开放的发展进程。为了全面、客观地分析改革开放30 年来我国

电视公益广告主题的演变规律和特点，选取了第1届至第12届全

国广告优秀作品展和1996到2005年度全国公益广告活动全部获

奖电视公益广告共计256条。这些获奖的电视公益广告都具有鲜

明的特色，在中国电视公益广告改革开放30 年中的几个主要发

展阶段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大多数公益广告作品在中央及各省

市的电视媒体上多次播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综合文献研究结果和我国电视公益广告的特点，对电视公益

广告主题做了相应分类。具体编码内容包括公益广告出现的年

份，参照国内外关于公益广告类型的划分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分为

以下8 个类别，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公益广告的主题：

1.自然环境问题：有关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

问题。

2.公共道德规范：包括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和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产等现代道德。

3.科学教育事业：希望工程、捐资助学以及科技事业等。

4.社会热点问题：同年的社会关注焦点、热点问题。国企改革

带来的下岗再就业问题、香港澳门回归、抗洪救灾、抗击非典等。

5.政治政策宣传：爱党爱国教育以及国家政策的宣传等。

6.关爱个体生命：禁烟节酒、禁毒、交通安全、防止犯罪、

关爱弱势群体以及关注健康及生命的主题。

7.公共价值取向：自强、自信、奋斗、努力实现成功等价值

取向。

8.其他公益事业：主要是社会公益事业，如献血、捐献骨髓、

维权等。

统计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公益广告在各类主题

上的总体分布基本均匀，其中公共道德规范类占24.8%,比重最

大。自然环境类占16.6％，政治政策类占14.3％，关爱生命健康

类占13.6%,公共价值取向占10.5％，科学教育事业占9.7％，社

会热点问题占6.9％，其他公益事业占3.6％。统计结果表明，在

我国现阶段，电视公益广告以宣传社会道德、构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内容居多，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

国情。在国外公益广告中经常出现的自然环境和关爱生命等主题

上，我国的电视公益广告也给予了普遍关注。针对改革开放中各

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我国电视公益广告投入的政治政策宣传

类主题较多，对社会公益事业关注度还不高，对社会公益事业的

推广，在电视公益广告中处于较弱的位置。

我国电视公益广告有着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都显

现出不同的特点，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

视公益广告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一阶段是1987年到1995年的我国公益广告事业萌芽期。

这段时期内以中央电视台的《广而告之》为标志，不少二级电视

台相继开设了公益广告栏目，公益广告开始逐渐成为重要的媒体

舆论手段，成为对社会进程有影响的公共事业。为公益广告设置

专题栏目，以固定时段的形式进行播放，是这阶段我国电视公益

广告的一大特色，电视公益广告的专业化水平有所提高。但作为

一项社会公益事业，电视公益广告的参与主体还显得过于单一，

主要还是在政府倡导下，由中央和各地方电视媒体具体组织、参

与为主，企业基本上是缺位的。

第二阶段是1996年到2000年间的公益广告事业的初步繁荣

期。1996年6月8日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出的《关于开展“中华

好风尚”主题公益广告活动月的通知》揭开了全国公益广告活动

的序幕，后来的“自强创辉煌”、“知识改变命运”、“树立新风尚，

迈向新世纪”等主题活动使电视公益广告进一步繁荣，这些主题

性公益广告活动由政府发起，全国媒体广泛参与，数量和质量都

朱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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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很大进步。广告主题比较集中于社会热点、政治政策宣传和

公共价值取向问题。我国电视公益广告开始向主体多元化、广告

主题系列化、组织形式规模化、节目刊播标准化方向发展。

第三阶段是2001年后公益广告初步繁荣后的稳定发展阶段。

电视公益广告对于塑造和提升企业形象的重要作用被企业界广泛

认同，也由于媒体经营策略上的需要，鼓励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

到电视公益广告事业中，成为电视公益广告的热心支持者和赞助

商，出现了“媒体搭台，企业唱戏”的局面。哈药集团制药六厂、

海尔集团、三株药业集团、蒙牛集团、中国移动等企业都以不同

的方式制作、赞助了电视公益广告。中央电视台还发起了全国电

视媒体公益广告联播机制，2003年以“弘扬民族精神，共同抗击

非典”为主题的公益广告，2004年由青岛模范工人许振超亲自出

演《劳动创造人生价值》的公益广告，2007年弘扬“更高、更快、

更强”奥运精神的电视公益广告，2008年北京奥运的主题“同一

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系列电视公益广告，唤起了公民内

心的公德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三、我国电视公益广告主题演变的特点与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视公益广告主题的发展演变，代

表了社会变迁的足迹，深刻地打上了时代背景的烙印，在政策宣

传、舆论引导、观念教育、扬善抑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

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公益广告主题活动的阶段性。我国的电视公益广告在应

对社会发展重要阶段的重大问题和事件上，由于政府的主导作

用，动员电视媒体建立公益广告联合发布机制，产生了强大的舆

论效应。1996年到2005年，电视公益广告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

阶段。因为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和主管部门“命题作文”，并提

供部分广告制作经费，公益广告的创意策划和制作水平得到了显

著提高。中央和省市电视媒体发布了很多紧扣形势的高水平作

品，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二是公益广告主题变动的起伏性。一直以来，公共道德、自然

环境和关爱生命等公益广告主题一直倍受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公共问题。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

下，这类选题的公益广告也逐渐受到关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升，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关注个体的健康公益主题在近些年一直增

加，正是反映了这种潮流。公共道德问题之所以长期占据公益广告的

头条也是和我国社会现状分不开的，社会变革带来了价值观的巨大变

化。改革开放以来，这些社会公共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和社

会投入的关注度不同，显示出一定的起伏性特点。（如图一）

图一： 1990年后主题分布变化趋势（一）

三是重大事件与社会热点公益广告主题突出。19 9 7 年到

2000间我国发生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香港回归、三峡大坝截流、

十五大召开、抗洪救灾、澳门回归等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

始，因此公益广告在这一时期以政治政策宣传居多，它们不但配

合了国家政策的宣传，而且也大大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很多公益

广告正是这段时间国民精神的写照。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入，下岗问题开始出现，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为了配合营

造社会舆论，鼓励下岗再就业的社会热点问题公益广告应运而

生。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热点问题的转移，电视公益广告主

题转而面向新的社会公共问题。（如图二）

图二： 1990年后主题分布变化趋势（二）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电视公益广告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果，但是同商业广告的发展比起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的

电视公益广告事业还处于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

的发展，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的需要，社会大众对电视公益广告的期望有所提升。为了

进一步发挥电视公益广告的功能和作用,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明确我国公益广告的社会责任与利益关系。公益广告是全

社会的一项宏伟的、长期的公共事业和工程。政府机构、非政府组

织、大众媒体、企业和个人，作为社会的各组成单位，都有责任、

有义务为这项事业做出贡献。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

要建设一个物质文明的国家，也要建设一个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

更要有先进的文化和价值观。因此，发展公益广告事业不能仅仅依

靠政府机构的阶段性措施和策略，公益广告是一个对社会教化的、

长期的、系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不同社会主体都以自己独特

的社会身份和角度关注社会公益问题、投资公益广告事业的时候，

公益广告对社会文明建设的作用将会得到极大的发挥。

二是健全适合我国制度特点的电视公益广告运行机制。改革

开放30 年来电视公益广告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使电视公益

广告事业持续发展，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制度特点的运行机制。规

范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公益广告主题确定、制

作发布行为，成立各种专门的公益广告机构。政府要制定公益广

告传播政策，建立专门的管理监督机构，保证充足的专项公益广

告预算，在重大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公益广告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电视媒体要为公益广告提供良好的播出时段和充分的播出时

间，充分发挥公益广告的社会效益；要扶持企业、行业协会、民

间团体组建公益广告机构，募集公益广告与公益事业基金，鼓励

企业与媒体合作制作发布公益广告。

三是建立电视公益广告研究与质量评估机制。要使公益广告

不落后于商业广告，不仅要建立合理的电视公益广告的制播、监

督和管理机制，还要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公益广告机构的

研究力量，深入进行电视公益广告的传播策略、市场营销、媒介

计划、受众心理、广告效果和管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为我国电

视公益广告的健康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编辑：陈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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