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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 值得商学院研究

作为研究中国商业的一名哈佛

商学院教授，最近，我被《非诚

勿扰》迷住了，它不单是成功的

文化现象，更是一个值得世界关注的

成功的商业产品。

浸淫在中国社会多年，我目睹了过

去10年里无数社会剧烈变化的例子，也

看到那些重要的新型商业模式如何塑

造了这些转变。在哈佛商学院的课程

上，我曾使用过很多中国创新企业的

例子，我的研究领域从微博发展到远

大集团在湖南省建起中国最高的摩天

大楼。我认为，作为世界上观众最多的

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同样值得商

学院投入精力去研究。

 我研究《非诚勿扰》的重点是：一

个商业机制如何能在不过度利用主体

的情形下，负责任地探讨重要的文化

转变？它如何在宣传积极价值观和娱

乐大众间找到平衡？

出口的文化产品仍是一个开放的话

题，尽管，节目已经在国外的华人群体

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计划全球性扩

展时，不可否认要思考哪些元素对西

方受众来说是独特的。这又变成了一

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商业命题。但

毋庸置疑，《非诚勿扰》所呈现出的充

满活力的价值观、创新特性以及坚守

的道德底线符合西方社会认可的企业

价值。 

现在，在我的哈佛课堂上，MBA

学生已经开始分析在应对不同文化情

境的内容要素挑战时，什么是《非诚勿

扰》该采取的最佳方式。

7月底，我参加了《非诚勿扰》的一

场录制。事后，很多中国朋友跑来抱

怨孟非对我的汉语口语冷嘲热讽。但

事实上，他当时说了很多友善、鼓励的

话，最后应该被剪辑掉了。

（作者系哈佛商学院教授）

通过和节目工作人员的交谈，我了

解到江苏卫视找到平衡的3个关键点：

通过新型的社交媒体科技和粉丝积极

互动，对“节目真实性和共鸣度要大于

煽动性”的准则的坚持，还有最重要的

一点，明确道德底线。

当美国的相亲节目频频因倡导一

些没品位的价值观而被诟病时，《非诚

勿扰》在努力尝试代表形形色色的中

国普通人，同时不去评判他们。节目监

制王培杰告诉我，在选择嘉宾时，节目

组尽量做到民主。他们鼓励年轻人张

扬自我、说出自己的问题，同时允许讨

论的空间。在我看来，这实实在在是一

项崇高的追求。

在我的研究领域，具备 这样价

值观的商业机制能够被称为“好的公

司”——在赢利的同时，向社会提供公

益服务和正面价值观。

但《非诚勿扰》是不是一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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