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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6日上午，由厦门大学品牌与广告研究中心、《现代广告》杂志社主办， 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

社科处、新闻传播学院协办的《中国品牌健康指数（2013）发布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厦门大学校长助理

陈春生、社科处副处长林木顺、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郑树东、新闻传播学院

常务副院长黄合水等出席了此次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市场品牌健康监测报告（2013）》该报告由厦

门大学品牌与广告研究中心完成。《中国市场品牌健康监测报告（2013）》的监测数据来源于腾讯、网

易、新浪、搜狐、人民网、凤凰网等36家网络媒体。研究监测了2012和2013年36家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

衡量国内包括食品、家电、通讯、金融等十个行业中416个使用率相对较高的品牌的健康状况。本次新闻发

布会发布的是该研究的核心成果，即代表中国市场的国内价值较高的50个品牌的监测结果。 

  厦门大学校长助理陈春生在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市场品牌健康监测报告（2013）》是在《厦门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1年）》（以下简称“繁荣计划”）项目资助下，厦门大学品牌与广告

研究中心所取得的一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繁荣计划”是厦门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行动纲领，

在这一行动纲领的指引下，厦门大学品牌与广告研究中心具体落实并充分利用了学校投入哲学社会科学事

业的繁荣发展基金。厦门大学社科处副处长林木顺在发布会上强调，作为 “繁荣计划”资助的项目之一，

厦大品牌与广告研究中心在较短时间内就推出了首批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可喜可贺。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教授指出，自启动实施 “繁荣计划”以来，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更是蓬勃发展，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发展势头。新闻传播学院也抓住新一轮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好时

机，努力为开创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添砖加瓦，积极服务于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加

快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发展格局。新闻传播学院将积极促进实现厦门大学“繁荣计划”的发展

目标，为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厦大学派”贡献力量。 

  《中国市场品牌健康监测报告（2013）》指出，尽管企业十分重视自己品牌的声誉，并委托市场研究

公司进行周期性监测，但市场调研公司为企业提供的品牌健康数据资料，通常是通过对目标消费者进行问

卷调查获取的。据此企业能够获知产品和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但难以全面了解企业在其他方面存在的问

题。网络时代大数据的飞速发展，为企业了解品牌的健康指数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即企业经营的各方

面都会受到媒体一定程度的监督，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于网络媒体报道中。因此透过对网络媒体的监测来

衡量品牌的健康状况，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企业发展的需要。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黄合水教授指出，品牌似人，人有健康问题，品牌亦然，有健康问

题就要诊断、看病，为品牌看病的医生就是媒体，“于是，我们认为的品牌健康度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

未出现关于某品牌负面或不利报道的新闻媒体占所有监测媒体的比重，也就是说，在特定时间内，报道品

牌负面或不利消息的媒体越少，品牌健康指数越高；反之亦然”。品牌是产品、服务或企业的符号，品牌

健康问题就是产品、服务或企业的问题，我们该研究认为品牌有3大类12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类是核心因

素：生产、产品、服务、传播、诚信；第二类是为外延因素：人事、资本、合作、竞争；第三类是综合因

素：业绩、股情；无法归入以上三类的问题，则为“其他”问题。 

  为了更有效地观察中国品牌的健康状况，报告抽取了中信银行、云南白药、蒙牛、李宁、百度等50个

涉及日化、食品、服饰、媒体、饮料、通讯、金融、交通工具、IT数码、家电等行业中价值较高的知名品

牌作为代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50个知名品牌在2013年度品牌健康指数为71.4，而相对于2012年的74.9下降了3.5。这一结果说明中

国知名品牌的健康指数不容乐观，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影响品牌健康的各大因素中，核心因素（生产、产品、服务、传播、诚信）占42.5%，是企业可以控制

的因素，它类似于内伤,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态度，对品牌的伤害比较大，企业必须尽

快“医治”好；外延因素（人事、资本、合作、竞争）为27%，是企业不能完全控制得住的因素，它类似于

外伤，对品牌的伤害虽然相对比较小，但对企业经营影响却不小，不可轻视；综合因素（业绩、股情）为

19.8%，是核心因素和外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对这类因素的控制力很弱，它类似于体质下降，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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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牌产生潜在、长远的影响，要防范于未然；还有10.6%的病因是除以上三大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 

  研究报告指出，所有具体因素中，诚信、业绩、产品、股情影响较大，特别是诚信，占比高达22%。诚

信问题，主要是指欺诈、乱收费、承诺不兑现、不自律、违约、违规、违法等问题；业绩问题，指企业经

营业绩方面存在的问题；产品问题则是指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黄合水教授指出，诚信、业绩、产品这三

大因素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媒体报道最多的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市场品牌健康状况的最大影响因素，应该引

起企业的高度重视。 

  根据报告,50个中国市场价值较高的品牌中，民企12个，国企38个。民企品牌的平均健康指数为

67.2，国企为72.7。国企的品牌健康指数普遍高于民企。 

  对比国企与民企的具体病因，研究发现两者存在的首要病因均是诚信问题；但次要病因则不同，国企

是产品问题，民企是竞争问题。其他差异较显著的病因为业绩和资本方面，民企在业绩和资本方面的不健

康程度高于国企。 

  根据报告，在研究的5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品牌中，其中38家国企的品牌健康指数呈极好极坏的两极

差异分布，即负面报道较多和较少的品牌均是国企；而民企则分布于中心位置，相互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

如国企显著。 

  根据报告，在监测的5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品牌中，健康指数最高的品牌指数高达99.8,而健康指数

较低的品牌则为26.2，这表明，中国市场核心品牌间的健康指数呈现差异大的特点。 

  黄合水教授指出，报告所采集到的数据为了解中国品牌的健康状况提供了权威的一手资料。除此次发

布的研究成果外，厦大品牌与广告研究中心对各行业的健康指数、每一个具体品牌的健康问题等都有大量

的相关分析研究，但未在此次发布会上公开。为了促进中国市场品牌的健康发展，该中心愿意提供宝贵的

研究成果给企业，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帮助业界与学界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品牌，也希望更多的研究者

能够使用这些数据，创造出更多具有学术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此次发布会上，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郑树东代表研究中心与厦门大学出版社签约，将

《中国市场品牌健康监测报告（2013）》、《中国品牌百科全书（食品卷）》两份研究成果公开出版发

行。 

  2013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1年）》的“繁荣基

金”支助下成立该研究中心，研究内容为监测中国市场品牌健康指数与编撰《中国品牌百科全书》。 

  （新闻传播学院 黄含韵 周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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