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公务员申论热点：虚假广告成因及其治理-公务员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6/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85_AC_E5_c26_236122.htm 广告作为一种传播

经济信息的手段，对于促进生产、扩大流通、指导消费、活

跃经济、方便生活、发展国际贸易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广

告的繁荣也使虚假广告有了可乘之机。据统计，1995年全国

共查处虚假广告案件2.6万件，相当于10家大型媒体的全年广

告件数。如此众多的虚假广告，不仅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而且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虚假广告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

大公害。 一、虚假广告的类型 虚假广告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欺诈性广告。以牟取非法收

入为目的，采用捏造、歪曲等手段进行宣传，从主观上欺骗

消费者。这种类型的广告大致表现有：（1）广告促销产品时

，把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的产品说成是“价廉物美”。 （2

）采用不正当手法使记者在媒体上撰文宣传该厂家或其产品

，无中生有。（3）信口雌黄，谎称其产品优质，历史悠久或

是名牌。（4）在一些不具有权威性、非正式的商品博览会或

质量评比会上花钱得“大奖”，虚张声势愚弄消费者（牙防

组织、3、15产品认证）。 （二）夸大性广告。在广告中使用

无科学根据的夸张词语，夸大产品功效，诱使消费者购买。

如药物、化妆品广告中常见的“永不复发”、“一次见效”

等等，均属此类。 （三）含糊其词的广告。这类广告词句往

往刻意取巧，故意使用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语言、文字、

图像，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如广告上声称是意大利聚脂漆家

具，实际出售的家具仅油漆是意大利进口。“买一送一”的



广告让你买下的是一件上千元的商品，送你的却只是几元钱

的小玩艺儿。 （四）混淆视听的广告。这类广告通常有以下

几种形式：（1）产品信息不全。声称某取暖设备能短时间使

周围温度达到25摄氏度，却不说明前提条件是在10m2以内的

房间里。（2）挂羊头，卖狗肉。如用豪华家具做减价广告，

但实际销售的却是普通家具。（3）玩弄文字游戏。广告声称

某年到某年获奖，消费者看起来是连续多年获奖，而实际仅

是两年。 （五）名人广告。利用公众崇拜名人心理做广告，

一些名人社会责任差，不负责任，导致受众人群遭受损失。

郭德刚“减肥药”，葛优“造林”，邢质斌“使你美”。 二

、虚假广告的危害 （一）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虚假

广告以种种诱惑让消费者真伪难辨，消费者花钱买到的商品

达不到声称的功效或是根本不能使用甚至危及生命安全。有

关部门曾对一种价格昂贵的鳖制品做过检测，结果1公斤鳖竟

然可以造出11万瓶产品。也就是说，一只鳖可以让几万人延

年益寿，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啤酒瓶爆炸伤人、“电子增

高器”致人死亡在传媒上也屡有所闻。1996年上半年，全国

消费者在使用商品时发生19起各类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特

大事件，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其中13件是因广告内容虚

假导致。 （二）降低广告可信度。1995年第四季度，全国各

地消费者协会共受理16万件投诉，所涉及商品有0％做过不同

形式的虚假广告宣传，令人触目惊心。1996年杭州市城市社

会调查结果表明：60.9％的市民认为广告只有“部分可信”或

“不可信”，有人甚至提出对广告宣传要“从反面理解”。

虚假广告导致广告可信度降低，损害广告效果，这不能不说

是中国广告业的一大悲哀。 （三）资源配置不合理。虚假广



告误导消费，助长大量质量低劣产品进入消费领域，因其质

量不可靠、无效而被废弃不用或是提前淘汰；另一方面，虚

假广告的制作和发布，必然以合法广告的舍弃为代价，这一

切都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

四）损害企业信誉。虚假广告短时期内或许会使企业牟取暴

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旦真相曝光，企业就

会信誉扫地，声名狼藉。巨人集团的没落，与其1995年广告

“大行动”造成逾亿元损失不无关系。虚假广告，害人害己

。 （五）有损社会公德。广告有时扮演的角色十分丑恶，一

家百货商店以暴利宰顾客，被新闻单位屡屡曝光，但在电视

广告中，该店依然是温馨可爱的美好形象，依然是消费者的

贴心人，这种广告实在令人切齿。我国是文明古国，讲究道

德理念。虚假广告大造声势欺骗消费者，昧着良心赚黑钱，

有悖社会公德，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任其蔓延，

便会败坏社会风气。 （六）扰乱市场秩序。公平竞争是现代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表明，各种各类的经济主体

都可机会均等地参加市场活动，平等地进行交换，平等地进

行竞争。虚假广告的滋生和蔓延，导致优而不胜，劣而不汰

，市场竞争不公平，加剧了市场混乱，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 三、虚假广告的成因 （一）企业和商界急功近利的短视。

虚假广告行为是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其本质就

是以盈利为追逐动机的市场主体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损人利

己。质量低劣产品的生产（销售）者，只有在生产、销售劣

质产品，比生产、销售正品（优质产品）获得额外预期收益

条件下才会实施欺诈行为。对于劣质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

来说，他们生产劣质商品的成本包括制作成本、销售成本、



潜在附加成本（风险损失），远低于正品的成本。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追逐盈利最大化是企业奋斗的目标。在尚未建立

良好的经济秩序前，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往往导致某些工商企

业在暴利的诱惑和驱使下热衷于短期行为，采用虚假广告推

销劣质商品构成他们聚敛资本的“捷径”。 （二）广告业缺

乏宏观管理，经营机制不合理。近年来，我国广告业呈现出

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格、条件限制，增

长过快、过滥，也带来一定的恶果。一些广告公司匆匆上马

，缺少必要的资金和人员，一些工商企业也纷纷成立自己的

广告公司，这种情况势必影响广告的科学性。而且由于广告

内容的核实和审查依赖于广告经营单位自身，缺乏有效监督

，使一些广告经营部门放松广告验审，甚至把审查制度视为

可有可无，使虚假广告有机可乘。 （三）广告经营者素质低

下，这是虚假广告滋生和蔓延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1）部分广告经营者职业道德观念淡漠。近几年，

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只注重追逐物质利益，忽视了道德文化建

设，导致了道德水准的下滑。庸俗的“搞活观念”使一些人

产生了“只要赚钱就是本事”的观念。有的甚至认为，卖假

药害死人的都有，广告说点假话算不了什么。虚假广告的产

生固然与一些广告主为追求宣传效果，采取种种手段对广告

经营者进行物质引诱，拉拢腐蚀有关，但更为主要的是一部

分广告经营者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见利忘义，抵制不住金

钱的诱惑。广告经营者职业道德观念的淡漠是虚假广告滋生

的温床。 （2）专业人才缺乏。广告经营者队伍整体力量较

弱。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广告专业师资贫乏，广告业迅速增

长，许多广告从业人员很难受到良好的专业技术知识训练，



不适应现代广告发展的要求。许多广告制作人员分不清艺术

性夸张与夸大区别，对虚假广告的界定模糊。如此情况，难

以提高广告质量，难以防患虚假广告于未然。 （四）消费者

弱者地位的纵容。消费者和经营者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

手，但消费者在任何时候都是弱者却是不争的事实。首先，

消费者绝大多数是分散的、个体的，其独立的力量难以匹敌

组织严密、实力强大的经营者；其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产品更新速度的加快，消费者的产品知识、法律知识明显

不足，其产品辨别能力日渐减弱；其三，在一个信息泛滥的

社会，消费者更是难以分辨信息的真假；其四，交换场所的

扩大、流通网络的复杂化、社会和政府管理的低效化，使得

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的“交涉成本”大大提高。199年初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全国大中城市进行“中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约3.4％的消费者权益曾受到不同程

度和不同类型的伤害，而近3％的消费者对此伤害不作反应。

面对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虚假广告有恃无恐。 （五）经济体

制转轨阶段行政监管滞后给虚假广告以可乘之机。目前，我

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转型期中必然

出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建立的监督机制失调和弱化，而适

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监督机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则需要

一个较长的时间和过程。两种体制并存，导致经济生活中的

矛盾较多。一方面，制度变迁导致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

得强烈，另一方面，受制度变迁过程因素的影响，与市场经

济相配套的制度不够健全，现有的法律、法规不配套，使得

执法部门无所适从。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对虚假广

告缺乏必要的和有效的监管，从而引起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



倾向加剧，虚假广告得以滋生和蔓延。 此外，政府对虚假广

告管制松懈，有的地方政府实行地方保护主义，采取网开一

面的政策，也助长了虚假广告的蔓延。 四、虚假广告的治理 

治理虚假广告，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其形成原因，提出以

下治理措施： （一）加强对广告业的宏观管理。从我国当前

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要控制广告经营者的数量，提高质量，

改革广告经营机制。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严格审

查进入市场的广告经营者，限制不具备资格者进入市场。对

那些专业水平低、广告服务水平差、社会责任感淡漠的广告

经营部门进行必要的整顿，促使其提高水平，使市场上的广

告经营者素质有显著改变，为提高广告的科学性奠定基础。

（2）进行以代理制和事前审查制为基本主管制度的行业体制

的改革。广告代理，避免工商企业对广告制作及发布的过多

干涉，利于广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抑止不正当竞争。广告

发布前的审查是否科学，将直接影响广告的真实性。要形成

一个具有约束的监督机制，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经验，可

采取广告的会审制度。即广告发布前的审查，除广告经营单

位外，可吸收广告协会、消费者协会有关人员参加，以防止

虚假广告的产生。（3）要求广告从业人员应通过一定培训和

考核，提高其专业水平，取得一定资格方可从事广告活动。 

（二）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1）建立对商业广告有

效管制的法律体系。1994年10月24日通过并于1995年2月1日起

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广告法，要不断总结经验，加以充实、完善。（2）提高

法律的可操作性，特别是对法律条文中的一些具体规定要订

立清楚，法律的调整范围和惩罚措施也应明确，各职能部门



所拥有的权限也要界定清楚，以免管理上出现混乱。（3）加

大惩罚力度。虚假广告这种违法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活

动，制止虚假广告要充分利用经济杠杆力量，从调节利益入

手，加大惩罚力度，提高违法者的风险损失，以达到减少或

制止虚假广告。（4）尽快出台对政府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

以消除广告管理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以及地方保护主义。 

（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消除虚假广

告滋生的温床，是当务之急。要使职业道德教育规范化和制

度化，企业领导要身体力行，起示范和表率作用；企业内部

要形成一种重视职业道德，以提高职业道德水平为荣的氛围

；要将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与企业管理结合起来，重视员工

的职业道德的教育和考核工作。 （四）充分发挥广告协会、

消费者协会的社会监督作用。广告协会的有效监督对于核实

广告内容，提高广告质量，防范虚假广告至关重要。消费者

协会是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虚假广告的重要社会团体。广

告协会、消费者协会在实施监督职能的同时，分工协作，共

同开展对虚假广告的信息搜寻、检查和投诉处理。 （五）消

费者自我保护。很多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采取的态度往

往是一忍了之，这恰恰纵容了虚假广告。消费者应掌握一定

的商品知识和广告知识，对广告要有识别意识。如果被虚假

广告欺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到当地工商部门、广告协

会或消费者协会投诉解决，绝不姑息。 （六）加强企业管理

，切实提高质量，杜绝虚假广告之源。严格科学的管理是现

代企业的生存之本。企业管理要以质量管理为纲，真正把“

质量第一”的方针落到实处，切实把企业产品质量提高到新

水平，在市场竞争中以质量和服务取胜，而不是通过虚假广



告宣传制造名声来制造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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