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析企业公益广告的商业化倾向 

文/王秋菊 刘 杰 

   公益广告在我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它不仅提高了观众的道德素养，还丰富了受众的精神
生活。企业公益广告是企业自然的理念折射和企业成长的精神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
天，企业公益广告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在构建其经营理念的同时，应树立
自己的良好的公益广告观。但由于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公益意识的制约，企业公益广告不可避
免的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企业公益广告商业化问题加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公益广告商业化的成因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在播出公益广告时画面上不得标注企业名称、更不得标
注品牌，这足见公益广告必须符合它的非商业性。投资于公益广告，反映的是一家现代企业的成
熟。随着竞争的加剧及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为公益广告商业化出现提供了诱因与条件。在我国，公
益广告商业化倾向出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益广告管理的薄弱为其产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公益广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建设薄弱，管理依据不明。法律性管理条例也未对公益广告做出过
明确的规定， 2002年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益广告宣传的通知》和1998年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的《关于加强公益广告宣传管理的通知》中都没有明确公益广告的违法依据、违法应该承担的相应
责任以及追究这些责任的方式等规定，不便操作。在《广告管理条例》和《广告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中也找不到公益广告的概念，真正的公益广告法仍处于探索、研究阶段。 
   多头管理情况严重，管理主体不明。在目前的公益广告管理体制中，除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这样的法定广告管理机关，还有一些地方的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城市建设管理部
门，甚至街道委员会等部门，也都插手公益广告的管理。由于各部门认识不统一，依据不同，职能
不同，必然地导致了管理过程中的混乱。 
   部分企业公益意识不强，甚至没有明确的公益广告观。我国公益事业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加
上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和社会环境，还有作为公益广告的主要广告主之一的工商企业与生俱来的对
经济利益的渴求，使得公益广告不但出现商业化倾向，而且出现了某些较大的偏差。突出表现为：
企业参与公益广告的动机不纯，意图通过公益广告为企业披上“热心公益”、“回报社会”的外
衣；对公益广告的特性无正确认识，仍按商业广告思维看待，急功近利，将公益广告视作“廉价的
商业广告”，以经济回报为主要诉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企业广告主还是公益广告商业化的强
力鼓动者。 
   二、企业公益广告商业化倾向的表现形式 
   广告作品内容中含有商业元素。企业名称在公益广告内容中的出现已经得到了我国国家管理
部门的许可，而产品名称和商标标识则未被放行。但由于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以及监督管理上的漏洞
使得诸如企业名称、企业吉祥物、企业文化内容等方面并未被列入禁止范围，已被列入禁止出现内
容的产品名称和商标标识等商业性元素也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法，使得公益广告内容中含有商业元
素。 
   广告生产、流通过程具有商业化特征。公益广告在其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中都体现出广告
主与广告公司、媒体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企业支付公益广告生产费，获得广告主地位；广告公司
制作公益广告付出劳动，获得经济收入；大众传媒付出媒体版面、时段成本，换得良好社会效应，
树立媒体形象。 
   三、企业公益广告中的隐性商业诉求 
   企业公益广告要求企业不报有直接的商业企图。独立性是公益广告存在的根本。我国的公益
广告大多数署有企业名称，不是国际通称的公益广告，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广告。笔者认为，
公益广告中的隐性商业诉求却是可以接受的。对企业广告主而言，寻求商业影响主要需要运用公益
广告的隐性诉求功能。这种诉求主要表现在广告信息与企业的相关性上，具体表现在相关企业产品
的应用、相关企业活动的领域、相关企业精神及企业文化等等方面。 
   隐性商业诉求的可行性在于，企业要着眼于长远的、深层次的商业目的，给受众潜移默化的
影响。企业公益广告只有规范才有利于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带来良好的社会影响力的范围之内，
才会有益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投身公益广告事业，目的是为塑造其良好的社会形象，这就要求
企业不报有直接的商业企图，否则，就会产生商业化倾向。 
   企业公益广告不像商业广告，播出后产品呈现销量的大幅增长。公益广告所带来的效益不是
立竿见影的，因而许多企业将公益广告作为一种额外的奉献，一种短暂的应景之举，缺乏长期投入

 



的耐心与热情。利用公益广告的良好社会影响力来提升企业形象、促进产品销售，使公益广告产生
商业化倾向，这都是不可取的，是要坚决禁止的(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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