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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介公益广告
发布情况抽查报告

（2020年度）

为落实《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要求，掌握各主要媒介履行公益广告发布义务情况，督促落实公益

广告发布主体责任，提高公益广告创作和传播的社会参与度，市场

监管总局委托中央宣传部信息中心开展了 2020 年度公益广告发布

情况抽查，抽查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如下：

一、抽查概况

（一）抽查范围。

本年度抽查范围包括国家级和省级电视媒体共 288个频道，国

家级和省级广播共 255个频率，中央级主要报纸、省级党报和其他

报刊共 126种，政府网站、门户网站、行业网站、论坛和娱乐网站

等网站共 500家。考虑到技术及成本因素，户外媒体、移动 APP和

杂志暂未纳入抽查范围。

（二）抽查对象及时间。

根据工作安排，抽查工作分三个阶段开展，分别为 1月 20日—

2月 2日、7月 28日—8月 3日、8月 16日—8月 22日。为了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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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广告在社会热点中的反应速度和舆论引导能力，三个抽查阶段分

别选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双拥”、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为重点关注

主题，即除常规抽查外，重点考察上述主题公益广告发布情况。全

年共抽查 724家次1媒体，覆盖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收回公益广告数据 156192条次2。

（三）各类媒介抽查概况。

1.电视媒体

全年共抽查电视频道 153个，包括国家级频道 19个、省级卫视

频道 35个、省级地面频道 99个，收回公益广告数据 90467条次，

除 3家电视频道外，其余电视频道均发布了公益广告。

2.广播媒体

全年共抽查广播频率 165个，包括国家级频率 14个，省级频率

151个，收回公益广告数据 63796条次，除 1家广播频率外，其余

广播频率均发布了公益广告。

3.报纸媒体

全年共抽查报纸 106种，包括中央主要报纸 26种、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省会、副省级城市党报 43种、其他各级党报、晚报、都

市报和行业报 37种。收回公益广告数据 1172条次，其中未发布公

1
每家广播电视媒体、互联网媒介或每种报纸抽查 1次，为 1家次，因本年内各阶段抽查媒介存在部分重复情况，此处

统计按“家次”统计，以下各类媒介抽查概况所述抽查数量为排重后的数量。
2
本报告所指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的条次数，以每则公益广告在每个电视频道或广播频道播放 1 次为 1 条次计；互联网

广告的条次数，以每则公益广告在每家网站登载 1 天为 1 条次计；报纸媒体的条次数，以每则公益广告在每期报纸刊登

1次为 1条次计。



- 3 -

益广告的报纸共 28种。

4.互联网站

全年共抽查互联网站 176 家，包括政府网站 65 家、门户网站

50家、行业网站 12家、论坛网站 25家和娱乐网站 24家，收回公

益广告数据 757条次。其中，发布公益广告的互联网站有 17家，包

括政府网站 6家、门户网站 7家、论坛网站 2家、娱乐网站 2家。

二、抽查结果分析

（一）公益广告发布数量分析。

1.与上一年度相比，电视、广播媒体发布数量继续保持较高水

平；报纸、互联网站发布数量增速较快，发布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电视和广播方面，本年度共抽查电视频道 153个、广播频率 165

个，其中播放公益广告的电视、广播媒体分别为 150个和 164个，

公益广告播放率分别为 98.04%3和 99.39%，略低于 2019年水平。从

平均每天每家媒体播放公益广告条次数看，2019年电视媒体为 40.35

条次/频道/天、广播媒体为 27.5条次/频率/天，2020年分别为 39.22

条次/频道/天和 29条次/频率/天，两年情况基本持平。

报纸媒体方面，全年共抽查报纸 106种，其中 78种报纸刊登了

公益广告，刊登率为 73.58%。从平均每 30天每种报纸公益广告刊

登数量看，2019年为 3.15条次/种/30天，2020年为 8.22条次/种/30

3
本报告所有平均值结果均使用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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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同比增长 160.95%。

互联网站方面，全年共抽查互联网站 176家，其中 17家发布

了公益广告，发布率仅为 9.66%，与传统媒体差距明显。从平均每

7 天每家互联网站公益广告发布数量看，2019 年为 0.43 条次/家/7

天，2020年为 3.64条次/家/7天，同比增长 746.51%。4

图 1：2020年抽查媒体公益广告投放率分布图

2.电视媒体中省级地面频道公益广告发布力度较大，内蒙古、

黑龙江等辖区内电视媒体发布数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对全年三个阶段、三类电视媒体公益广告单频道日均播放

量和黄金时段（19:00—21:00）7日播放量，共 6个单元数据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省级地面频道公益广告播放数量总体较多。

4
因报纸媒体与互联网媒介公益广告发布总量较少，为避免数值过小导致比较困难，我们分别取每 30 天和每 7天的平

均值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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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各阶段各类电视媒体公益广告播放量对比图

分区域看，综合年内各地电视媒体公益广告单频道日均播放量

情况，内蒙古、黑龙江、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广西、

重庆、西藏、甘肃、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辖区内电视媒体

公益广告播放量超出全国平均水平（42.36条次）。

图 3：2020年各省电视媒体公益广告单频道日均播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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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播媒体中，国家级和省级广播媒体公益广告发布力度基本

持平，河北、山西等辖区内广播媒体发布数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对全年三个阶段、两级广播媒体公益广告单频道日均播放

量和黄金时段（6:00—8:00，11:00—13:00）7日播放量共 6 个单元

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国家级和省级广播媒体在各比较单

元内占优的比例为 3:3，公益广告发布力度基本持平。

图 4：各阶段各级广播媒体公益广告播放量对比图

分区域看，综合年内各地广播媒体公益广告单频率日均播放量

情况，单频率日均播放量平均线为 29.64条次，河北、山西、黑龙

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南、广西、云南、甘肃、

宁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辖区内广播媒体公益广告播放

量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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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20年各省电视媒体公益广告单频道日均播放量

4.报纸媒体中，从级别看，中央主要报纸与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省会、副省级城市党报较优；从类别看，党报刊登公益广告

的情况最好。

通过对全年三个阶段、三级报纸媒体公益广告刊登率和版面数

量，共 6个单元数据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中央主要报纸公益广告

刊登率较高，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会、副省级城市党报公益

广告刊登数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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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各抽查阶段各级报纸媒体公益广告刊登情况对比图

从报纸媒体属性看，各阶段公益广告刊登数量符合《暂行办法》

要求的报纸媒体中，党报占比最高，其次是晚报都市报，行业专业

报最低。

图 7：各阶段各类报纸媒体公益广告刊登情况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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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互联网站公益广告发布总量少，网站分布不均。

全年共抽查互联网站 176家，收回公益广告数据 757条次，主

要由政府网站、门户网站、论坛网站和娱乐网站发布，其中政府网

站 637条次，占总量的 84.15%。但政府类网站内，依然存在网站分

布不均的情况，在本年抽查的 65家政府网站中，发布公益广告的仅

6家。

（二）公益广告主题分析。

为做好公益广告主题分析，经反复研究，我们将公益广告主题

分为 13个类型，分别为：爱国主义宣传、弘扬传统美德、宣扬社会

公德、提倡职业道德、生态环境保护、公民权益保护、社会时政宣

传、法制普法宣传、安全防范教育、公民素质提升、宣扬慈善公益、

医疗卫生健康和其他。以下分析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分析

公益广告整体宣传侧重方向；二是围绕今年三个抽查阶段不同时间、

事件特点，在对公益广告进行主题大类划分的同时，对特殊时间节

点特定主题进一步细分，从媒体覆盖情况、投放速度和表现形式等

方面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主题分析。

1.总体来看，今年医疗卫生健康类、安全防范类公益广告数量

增长迅速。

从各类媒介总体情况看，2019年公益广告主题主要为爱国主义

宣传、弘扬传统美德、提倡职业道德、宣扬社会公德等社会主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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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宣传，占比为 67.06%，安全防范教育和医疗卫生健康两类

主题公益广告占比仅为 5.3%和 2.77%，在所有 13类公益广告中位

列第七和第八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医疗卫生健康类和

安全防范教育类公益广告数量明显增多，其中医疗卫生健康类公益

广告增幅最大，占比从 2019 年的 2.77%攀升至 33.68%，排名升至

第一位。

图 8：2019年、2020年公益广告主题类型比例变化图

2.从不同阶段看，随着社会热点变化公益广告重点宣传主题相

应进行调整。

第一抽查阶段（1月 20日—2月 2日）受新冠疫情暴发和春节

影响，医疗卫生健康类和弘扬传统美德类公益广告数量分列第一、

二位，占比分别为 32.54%和 13.01%。第二抽查阶段（7月 28日—8

月 3日）为建军节前后，爱国主义宣传类公益广告数量明显提升，



- 11 -

从第一阶段的第 7位（占比 6.37%）跃升至第二位（占比 15.39%）。

第三抽查阶段（8月 16日—8月 22日）适逢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做出重要指示不久，包括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在内的弘扬

传统美德类公益广告数量明显上升，跃居第一位，占比从第一二阶

段的 13%左右上升至 19.34%。

3.不同主题、不同媒介的公益广告内容表现形式差异明显。

通过对今年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抽查中相关主题公益广告内容

表现形式分析发现，不同主题的公益广告其内容表现形式差异明显。

“双拥”主题公益广告中故事类广告更多，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主题公

益广告更倾向标语、口号类宣传。受传播条件和手段影响，不同媒

介类型发布的公益广告呈现方式也存在差异，广播电视媒体更倾向

故事性广告，且表现形式较报纸媒体5更丰富。

图 9：各主题公益广告内容表现形式比例分布图

5
因互联网站公益广告宣传投放数据有限且整体呈现方式较为单一，本报告未对相关公益广告内容表现形式做过多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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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各类媒介主题公益广告内容表现形式分布图

4.传统媒体主题公益广告宣传反应迅速，电视媒体投放覆盖率

最高。

主题公益广告投放速度方面，在三个阶段主题抽查中，广播电

视媒体均在抽查周期的第一天发布了相关主题公益广告，报纸媒体

受出版周期限制，在抗击新冠疫情主题抽查阶段虽未在抽查第一天

（1月 20日）刊登相关主题公益广告，但 1月 23日刊登了疫情防

控公益广告，反应速度尚可。投放覆盖率方面，电视媒体最优，三

个阶段的主题抽查中有两个阶段电视媒体投放覆盖率居首，达 8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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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各类媒介主题公益广告投放覆盖率分布图

（三）问题分析。

1.购物类电视媒体公益广告发布情况值得关注。

全年共抽查电视频道 153个，其中 150个播放了公益广告，媒

体播放率为 98.04%，低于 2019年水平。原因在于今年抽查的电视

媒体包括 2家购物类频道和 1家专业性较强的文物藏品宣讲频道，

以上 3家电视频道均未播放公益广告，相关情况需引起关注。

2.报纸媒体公益广告刊登数量有待提高。

据统计，全年三个抽查阶段内，各级报纸符合《暂行办法》规

定的刊登数量要求的占 38.3%，数值最高的第三阶段各级党报、晚

报、都市报和行业报，符合相关刊登数量要求的也仅占 66.67%。

3.互联网公益广告展现形式单一，表现力感染力不够。

本年度互联网公益广告数量较 2019年虽有大幅提升，但广告展

现形式仍以图片为主，H5形式开始出现，但数量极少，在 752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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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广告数据中，H5形式的仅有 2条，此情况与互联网作为

新型媒体的属性不相匹配，与网络技术进步的现状不相适应。

4.互联网公益广告更新速度较慢，特定时间节点主题公益广告

宣传不够，内容创新有待提升。

今年抽查的互联网公益广告主题虽基本覆盖了所有 13 项公益

广告主题，但多数公益广告为中央文明网展播的公益广告图片，呈

现全网公益广告千篇一律的情况，内容和形式缺乏创新。在全年三

个阶段抽查中，互联网站相关主题公益广告数量明显少于传统媒体，

公益广告宣传力度差距明显。

三、工作建议

（一）提升作品质量，增加作品供给。

创意和品质是公益广告的灵魂，要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有机统一，数量和质量并重，更加突出内在品质，更加注重表达

方式。积极整合创作资源，广开创作路径，鼓励市场主体提升公益

广告思想主题、艺术表现、文化内涵和传播效果，着力打造更多更

优公益广告作品。建设和完善公益广告作品库，鼓励开展公益广告

学术研讨、发展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鼓励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

基地建设，建成若干个公益广告理论和实践研发中心。

（二）统筹各类媒介资源，鼓励公益广告作品发布。

统筹各类媒介发布资源，鼓励各类广告媒介单位承担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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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主体责任，尤其要增加互联网公益广告发布力度。近年来，互

联网广告发展迅猛，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发布收入在所有媒介广

告发布收入中占比过半。当前互联网公益广告数量、展现形式、传

播手段远未达到其产业水平应有的高度。建议完善制度建设，推动

修订《暂行办法》，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公益广告发布主体责任，用好

互联网宣传阵地。

（三）丰富资金渠道，鼓励政府购买服务。

建立完善公益广告可持续发展机制，出台促进公益广告发展的

相关措施，推进公益广告宣传制度化、长效化。支持成立促进公益

广告发展的专业机构，多渠道筹集公益广告发展资金，依法建立专

门的公益广告基金以及在综合性公益基金下的公益广告专项基金，

积极推进政府采购公益广告服务，研究制订企业投入公益广告费用

税收鼓励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