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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陆广告（1979年以后） 第一节 广告市场的恢复与发展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广告事业在改革开放方针指

导下，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经过1979年以来10多

年的发展，我国广告行业的规模初步形成，广告媒介的发展

也极为迅速；广告业的经营水平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广告

法规和广告管理体系初步形成；广告业在新技术、新材料的

运用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广告行业的迅速发展，广告

教育和人才培养广开渠道，并已初见成效。广告业随即走出

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提高了我国广告业的地位，

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79年初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恢复了广告业务。1月4日，《天津

日报》率先恢复商业广告。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我国

大陆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 1979年以前，全国

经营广告的公司不过10家，报刊、广播、电视基本上不经营

广告业务。1979年以后，广告行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 80年

代开始，是我国广告事业大发展的年代。 1981年7月15日，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理批准《中国广告》杂志正式出版，该杂

志由上海装潢公司主办，是我国第一本专业性的广告杂志。

1982年2月中国广告学会成立，随即同有关单位一起举办了全

国第一届广告装潢设计展览。同年8月，中国广告学会邀请部

分有关专家、教授在山西太原举行了第一次广告学术座谈会

。 1983年12月，中国广告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全国性的广



告行业组织。 由于我国经营广告的单位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部

门，需要加强联系和协作。因此，通过协会对全国广告经营

单位在精力上进行指导和协调，开展咨询服务，这对推动我

国广告事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经济的发展推动

了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也使外贸广告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1981年8月21日中国对外贸易广告协会成立。 1987年5月12

日，国际广告协会中国分会在北京成立，开拓了对外交流的

渠道。 我国对广告学的研究、教育也更加深入，人才培养得

到了应有的重视。1983年6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创办了我

国第一个广告学专业，并于1984年9月招收首批广告本科生。

结束了我国高等教育中无广告学专业的历史，开创了我国大

专院校中广告人才培养的正规教育。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和

深圳大学大众传播系也随之开设了广告学专业。1993年秋季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率先在全国招收广告研究方向的硕士

研究生，把广告人才培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广告专业杂

志与书籍的大量出版与发行，对于提高广告人素质、传播广

告知识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广告》、《国际广告》、

天津日报广告部主办《广告人》、中国广告协会《现代广告

》、湖南省广会《广告导报》、上海《文汇报》副刊“金点

广告”、广州《信息》副刊“广告潮”。这期间许多广告著

作大量出版。 广告法规和广告管理体系初步形成。1979年以

前，广告管理是分散的，没有明确的统一的广告管理机关和

全国性的广告活动的法律法规。1982年2月6日，国务院颁布

了《广告管理暂行条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国

性综合广告管理法规。明确规定由国家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全国广告。1987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布



《广告管理条例》是对《暂行条例》的进一步补充、修改和

完善。1994年10月27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的

，自1995年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是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它对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广告业经

过治理整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是广告营业额大

幅度增加。其次是广告的设计制作水平、服务水平有明显提

高。第三，广告业新技术新材料的开发应用取得初步成果。 

第二节 广告媒介的发展 媒介是用以扩大和延伸信息传递的工

具。广告媒介是指在广告主与广告目标对象之间起媒介和载

体作用的物质。 80年代以来，我国使用的媒介可归纳为12大

类：1）报纸类；2）杂志类；3）电视类；4）广播类；5）邮

递类；6）户外类；7）交通类；8）录像类；9）电子类；10

）店铺类；11）包装类；12）书籍类。 从广告投资的效果来

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被誉为四大最佳媒介。 1）报

纸。8世纪唐玄宗开元年间，长安出版了用纸张印刷的《开元

杂报》，是世界上最早用纸张印刷的报纸。比欧洲最早用纸

张印刷的德国《时代报》早800多年。我国最早的日报是1860

年香港出版的《中外新报》。报纸种类繁多，各类报纸的发

行对象、范围和数量各不相同，其广告效果也不同。报纸覆

盖面广，遍及城乡各个角落，遍及到各阶层群众之中，因而

报纸广告宣传有着极大的优势。 2）杂志。世界上最早的杂

志是德国《观察周刊》1590年创刊。1731年伦敦出版《绅士

杂志》后，杂志这个词就被人们作为刊物的代名词。在杂志

的封二、封三、封底或插页上刊登广告，具有读者广泛、广

告醒目、保存时间长、印刷质量好等优点。 3）广播。我国



的广播分为无线广播电台和有线广播电台，遍布在全国的城

市和农村。广播广告是传递广告信息最迅速的工具之一。我

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这

就更加显示出广播广告的优越性。我国广播电台大体可分为

三级，即中央一级；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另外还有地

、县、乡的发射台、转播台一级，此外还有有线广播网。 4

）电视。电视广告是迄今最能打动人心的信息传播手段。它

集声音、图像、色彩、活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可以直观地

、真实地、生动地反映商品的特点，并具有一定的故事性、

趣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它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和心理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造成良好的宣传效果。 20世纪末

到21世纪初是我国媒介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不断发展新的媒

介技术是广告业发展的要求，除了传统的四大媒介以及电影

、邮寄、户外广告、销售点广告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又拓展出许多新的媒介技术。这些媒介新技术包括电话、录

音、录像、文图传真、计算机通讯、卫星通讯、激光、电子

广告牌、光纤空中广告等。它们的发展，都是同现代电子技

术的发展分不开的，是新的高科技成果在广告媒介上的应用

。 进入21世纪以后，最主要的广告媒介将不再是报纸或电视

，它应是电子计算机、激光光盘以及电传通信等各种技术结

合的信息服务站网络系统，广告信息可以储存、处理并随时

调用。新型传播媒介是内部互相沟通的，这与过去的所有传

播媒介都不同。21世纪的信息工业将是以加速的方式飞跃前

进，传播媒介日新月异，传播广告信息的渠道已经远远超出

现有广告传播媒介，而朝着超高速和人工智能的更高层次发

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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