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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益广告历来是党和政府宣传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长期以来，由于受运行机制、创作

水平和管理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公益广告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市场功

能，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公益广告活动，服务于公众利益，是当前政府、企业和媒体单位需要共同承担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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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service advertising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
ment to publiciz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or a long time,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operating mechanism, creative level and management policy, public ser-
vice advertising in China has failed to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how to play the market function, guide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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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ing activities and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s, is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current govern-
ment, enterprises and media units need to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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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目标。基于这一新形势，公益广告将成为宣传新时代、

新气象、新征程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是当前我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公益

广告近十几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引领文明风尚、传播先进思想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由于受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我们应对公益广告有

个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益广告在运营模式、创作水平和政策支持方面尚

存在一定差距，仍有问题亟待解决。 

2. 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现状 

2.1. 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益广告获得长足发展 

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央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以“倡文明之风”为专题的《广

而告之》栏目，揭开了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新篇章。在《广而告之》栏目的示范效应影响下，全国各地

掀起了公益广告热潮，一大批形式多样、主题各异的公益广告纷纭而现。由于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

的影响，我国的公益广告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家为规范有序地发展公益广告，

开始对公益广告进行统筹规划和统一组织。其中国家工商局于 1996 年开始组织的以“中华好风尚”为主

题的公益广告月活动，标志着政府主导下的全国性公益广告活动全面展开。2013 公益广告年的设立，一

批带有浓郁中国风格的“讲文明，树新风”主题广告竞相推出，在社会上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

进一步推动了公益广告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我国公益广告

的媒体规模迅速扩大，覆盖范围也随之提高。 

2.2. 新媒体为公益广告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微信公众号、视频网站、网络电视和楼宇联播等新型媒体相继出

现，公益广告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传播效率得到极大提升。新媒体相对于纸媒、广播和电视等

传统媒体，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广域性和个性化等特征。这些特征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也为公益广告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媒体的显著特点是“广告主体”的改变，大众不再是传统媒体时

代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能使自己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同时，新媒体集声音、图像、文字于

一体，具有丰富、逼真的表现力，使受众能够获得更为生动、直观的公益信息，再加上新媒体与传统媒

体的整合推广，使得公益广告更具互动性、理解性和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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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会责任借助公益广告活动得以有效传递 

同商业广告相比，公益广告的显著特征就是承载着社会责任。由于公益广告的素材来源于国家和社

会层面，故在一定程度上公益广告具有警示教育意义，能给社会大众提供积极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营养，

并充分展现国家和社会的精神面貌，使每个公民承担起社会责任。日前，学习强国 APP 推荐的《让综艺

节目更有爱》一文指出，公益广告元素广泛介入综艺节目，客观上起到了唤醒人们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

能够达到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国内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推出了“蚂蚁森林”活动，通过

线下支付、运动步行等方式积攒“能量”兑换树苗。这种公益活动广告形式打破了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

的壁垒，真正实现了“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社会责任感的传递。 

3. 新形势下对公益广告功能的重新认识 

3.1. 公益广告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 

公益广告作为服务于社会大众利益的广告宣传活动，其本质在于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起公众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引领社会风尚，促进社会道德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特别是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行为层面表达

了我国社会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为社会公众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作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精神理念传

播窗口的大众媒体，应理所当然地肩负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任务。通过公益广告，能够以一种

生活化的方式和亲民的主题来表达和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质内涵，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201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运用公益广

告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引领文明风尚”，这充分肯定了公益广告在传播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

的积极作用。 

3.2. 公益广告是开展道德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 

公益广告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对先进文化和高尚情操的传播，是我国进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宣传工具。公益广告所体现的价值评判和价值追求以高品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相结合，通过非强制的宣传方式，来引导人们树立新风正气，规范人们的行为。公益广告通常借助广播、

电视、报纸、宣传画和网络等传播手段，生动、细致地将主流文化意识渗透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如在环

境保护、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等方面承担着社会公德、社会秩序等方面文化信息的传递。同时，国家和

政府通过公益广告引起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思考、理解和认同，一方面，容易拉近政府与人民群众

的距离，深化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和联系，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促进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由

于公益广告关注社会民众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秩序问题，使人们在思想上形成一致性，在提升道德修

养的同时，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1]。 

3.3. 公益广告有助于企业树立形象，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传统意义上公益广告，是服务于社会大众利益的非商业性广告，其显著的特点是不以盈利为目的，

且具有强烈的号召性，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主流思想和先进文化进行传播，从而使某种意识深入

人心。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公益广告的功能和意义也在发生转

变。具体表现在公益广告为当代企业商业广告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公益广告的形式和内涵也

在发生转变，呈现出商业广告“公益化”和公益广告“市场化”的特点。十几年前，哈药六厂在央视发

布的一则“为妈妈洗脚”公益广告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多个城市的中小学为此发起了“为妈妈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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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的活动。这则公益广告通过向社会公众诉求“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有效地传播了中华民族“孝

为先”的传统美德，同时也为哈药集团在社会公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4. 我国公益广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4.1. 公益广告政府主导色彩浓重，缺少市场化运作  

长期以来，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主导与扶持，公益广告被视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

重要途径之一。有很大一部分公益广告仍停留在政治宣传层面，而忽略了广告基本的沟通和引导效果。

具体表现为广告形式单一，内容缺少生动化，大多局限于标语或口号式说教。如“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请遵守交通规则”等广告，与广大民众缺乏互动意识，致使这类公益广告难以引起受众的认同和共鸣，

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公益广告活动的发起人主要是政府部门，企业、社团参与较少，政

府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组织和工作布置上，没有在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方面做更多引导。在这方面，

日本的模式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日本公益广告运营模式除了政府，还有大量企业参与合作、出资制

作公益广告，并利用媒体合作机构进行资源推送，形成了一整套公益广告的传播体系[2]。可见，我国的

公益广告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运行模式上，还是在制作水平上均存在一定差距，其主要原因在于政

府相关部门对自身在市场中的作用发挥的不是很好。 

4.2. 企业对公益广告的社会效应认识不足 

我国的公益广告主要靠行政手段推动，而企业的精力主要放在以盈利为目的商业广告上，对公益广

告的投入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有的企业认为公益广告是配合政府部门的宣传活动，有的则认为公益广

告是赔本买卖。很多企业没有认识到社会公众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企业通过公益广

告表达社会责任感，可以使公众对企业产生信任，有利于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推动企业发展。早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许多著名企业就认识到公益广告所存在的商业价值，如可口可乐、宝洁公司等

每年都会在公益广告上投入数亿美元，用来宣传树立企业形象和扩大品牌影响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企

业主导的公益广告已占到公益广告总量的 40%左右。一些跨国公司不遗余力地发布公益广告，如 IBM 的

“四海一家”、通用电气的“照亮人生”，它们的品牌理念伴随着一系列公益广告进入千家万户，人们

在领会公益广告表达的理念和情怀的同时，也牢牢记住了企业的品牌。 

4.3. 公益广告创作设计水平普遍较低 

一般而言，公益广告不仅要求创作者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更需要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广

告创意要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因此与商业广告相比，公益广告的创作水平要求相对更高。目前我国的

公益广告的创作设计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深受公众喜爱的经典作品可谓凤毛麟角。从内容选题来看，

公益广告与事件结合度较高，大多为“以事实说话”，如喜迎奥运、抗震救灾、“神五”上天等作品，

表现出政府主导的公益广告题材不够丰富，无法满足公众对中华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全

面发展的需求。从创作设计来看，很多公益广告不仅没有摆脱说教和指令的方式，而且缺少创意和艺术

感染力，主要停留在相关事件信息的告知上，事件过后公众的关注度很快下降，达不到公益诉求的长远

效果[3]。此外，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抄袭网络桥段，表达低俗，有失大雅，背离了公益广告的初衷。 

4.4. 公益广告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与商业广告相比，公益广告通常不以盈利为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公众利益的宣传活动。因此，公益

广告的宣传面广、运作复杂，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而目前我国公益广告的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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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部分企业和广告公司的投入，缺乏稳定的、良性的资金保障体系。特别是企业投资的缺失使公益广

告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致使公益广告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长足发展[4]。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一

方面，公益广告很难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列为主导地位，或者多数中小型企业尚未认识到公益广告在树立

企业形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激励机制和支持政策不够，以及企业的知识产

权未得到较好的保护，导致企业在公益广告方面的投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影响了企业投资公益

广告的信心。 

5. 新形势下推进发展公益广告的基本途径 

5.1. 优化运行机制，积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公益广告通常由政府、企业、媒体和广告公司等多方合作参与实施，有效运作公益广告需要理顺各

参与方之间的关系，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建立适合我国公益广告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政府首先

要转变角色，适度弱化主导作用，通过宏观调控和指导让市场成为公益广告的运作主体。政府可运用自

身的号召力和宣传力，明确公益广告的时代主题和发展方向，完善激励机制，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公

益广告。同时，企业要认识到公益广告是能够反哺企业自身发展的双赢举措，自觉为公益广告的发展提

供资金支持，并结合企业实际挖掘公益题材。媒体单位要主动承担公益广告发布主体的责任，为公益广

告的传播营造良好的环境。广告公司要在与客户的交流中发挥引导作用，提高创作水平，为公益广告活

动出谋划策。此外，政府主管部门要协调好上述各方之间的关系，营造各方主动参与公益广告事业的良

好局面。 

5.2. 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感，多种媒体整合传播公益广告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由于企业经营理念的相似性、技术和管理的趋同性，产品同质化现象越来越

严重，使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常常显得无所适从。如何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是每个企业面临

的严峻问题。而公益广告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它不仅能使企业提高商誉和实施差异化，还

能赢得广大公众的信任。因此，无论是基于社会责任的考虑还是巩固市场方面的考虑，企业都需要积极

开展公益广告的传播活动，通过寻求公益广告商业化和商业广告公益化的最佳结合点，借助公益广告展

示企业的品牌，而在商业广告中亦可传递公益信息。公益广告的传播离不开多种媒体的配置和运用。随

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除了传统媒体外，微博、微信、APP 和小程序等新型传播工具不断

增多并相继运用。做好公益广告传播，弘扬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

要，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因此，开展公益广告宣传，既要利用好大众媒体、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等，

更要借助新媒体工具，将公益广告植入网站、微信、微博和手机 APP 里，尽力营造一种反映中华文明和

先进思想的浓厚氛围。 

5.3. 提高创作设计水平，增强公益广告的艺术感染力 

广告作为传播学的一种主流艺术表现形式，艺术性是其自身的内在要求。公益广告的题材通常来源

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但其社会性与思想性又要求广告作品的内涵要浓缩文化、高于生活。因此，打

造精品公益广告，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创作水平和责任意识。在公益广告选题上，既要

弘扬民族文化和传统道德，又要关心民生问题；在创作形式和艺术表现上，要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并

运用科技手段为公益广告注入现代气息和时尚元素。比如，展现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灿烂文化，既要赏心

悦目又能熏陶灵魂，以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操；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感化育人，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

睦相处和文明礼貌；通过展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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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增强人们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从而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念。 

5.4. 强化资金保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任何广告效果的产生均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发展公益广告同样也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在资金

支持途径上，一方面，政府部门可通过建立公益广告专项资金，统筹规划，专款专用；另一方面，要培

育企业的公益意识，引导企业成为公益广告投入的资金主体。比如，可以鼓励企业通过赞助公益活动、

购买和设立基金等方式投资公益广告，在公益广告主题确定上也可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融资，或将

公益活动的主办权、冠名权、发布权进行转让，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同时，政府也要在税收政策上对从

事公益广告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和奖励，在公益广告资金分配上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入，以缩小

公益广告水平的差距，确保均衡发展。 

6. 结论 

综上所述，在新形势下，加大公益广告的传播和推广，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媒体单位共同的

任务，需要通过构建有效的运行机制，提供完善的资金和政策保障，积极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科学规

划公益广告选题和创意设计，借助互联网优势，开发多种传播渠道，才能有效实现传播先进文化、树立

新风正气、培育企业形象互利共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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