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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新闻媒体的触角已经延伸至世界的每个角落。
新闻正在以神奇的力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态度。
每天早上从晨曦中醒来，无数信息乘着传媒的翅膀飞速而来，吸引着我们的眼球，萦绕在我们的耳畔
，填满了我们的脑海。
我们都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认为最先获得了事件的真相，掌握了世界发生的变数。
实际上，在信息的汪洋大海，我们常常被蒙蔽。
我们正在被新闻幻象所左右，久而久之失去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
我们所看到的所谓事件的真相，其实只是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件中的冰山一角，或只是从某个角度
披露的信息而已。
我们并没有全面掌握世界动态，也没有准确获得事件的真相，错把幻象当作了真相，把片面当作了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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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先后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版权局、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作为一名新闻管理机构的
工作人员，他有意识地把传媒与执政及相关政策结合在一起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力图为传媒参与执政
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探寻新的视角，为构建和谐社会找到更多的路径，为
践行科学发展开辟新的思路。
    本书适合新闻传播专业师生及新闻宣传相关职业工作人员阅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的力量>>

作者简介

马新明，彝族，云南丽江人，法学博士。
199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0—2001年到美国加州大学海沃德分校学习；2006
、2008年分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公共管理硕士；2010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法学博
士学位。
先后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版权局、北京市委宣传部、西藏拉萨市工作，兼任北京市青年联合
会委员，北京市民族联谊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先后完成多个大型研究课题，发表50多篇文章和研究论文，参与撰写并出版《彝族习惯法》、《闲话
中国人》、《中国大律师》、《学习与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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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传媒在政策运行中的整合功能  第三节  传媒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有效应用  第四节  公共政策运行对
大众媒介生态的影响第十三章  传媒在公共政策中的监测作用  第一节  公众参与是传媒监督的合法性资
源  第二节  制约媒体发挥监测作用的因素  第三节  我国传媒在公共政策中的监测作用第十四章  传媒参
与公共政策变革的限度  第一节  信息不对称影响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节  传媒的非民主化倾向影响
参与的公共性  第三节  “传媒镜像”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  第四节  传媒自身不足影响参与的质量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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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
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从而使得引导社会舆论的任务更加繁重、责任更
加重大。
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
这就要求新闻宣传工作必须从提高包括国家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的
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大意义，做到对内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增强民族凝聚
力和向心力，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对外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维护经济全
球化条件下的国家文化安全，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坚持不断改革创新，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
和影响力；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
网络媒体的出现，加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
网络舆论及时表达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成为缓解或解决社会矛盾的“减压阀”。
人们通过网上交流、分享、启发并相互获得精神支持，缓解心理压力，会促进社会安定有序，有利于
和谐社会的建设。
网络媒体的开放性有利于多元文化的互动和交流，促进社会的多元整合与人类文明进步。
但是我们也看到，网络创造了发表自由，也为不良观点的表达创造了机会。
当前网民成分比较复杂，认识能力参差不齐，谣言和非理性言论频出，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这种情况
会更为突出。
在网络中，由于“把关人”作用的弱化和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很多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成为舆论内
容，导致错误舆论的形成。
人们以往熟悉的舆论状态被打破，舆论主体和客体的“真实”遇到挑战，舆论危机就可能出现。
任何表达都应是有限表达。
网络不能成为没有法律和道德约束的领地。
互联网需要政治经济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同时需要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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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作本书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快乐而艰辛的学习之旅，更是一次思想之旅。
无数个夜晚伏案工作，我如同梦游，飞跃时光隧道，聆听前辈智者的教诲，寻找真理的方向。
我很幸运，在求学的经历中，经过考试洗礼，两度踏入北大的校门：首次是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攻读新闻学专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如愿以偿成为北京大学和国家行政学院合办的公共管理
硕士（MPA）的学员，并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两所学校一是中国最知名的大学，一是培养高级公务员的最高学府，能够同沐二者的恩泽，实为幸事
。
在精英荟萃的集体中，我度过了一段难忘而愉快的时光，有课堂上指点江山的豪情，有论坛中唇枪舌
剑的辩论，有课间漫步闲聊的惬意，有同学间情同手足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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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的力量》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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