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舆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网络舆情>>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8801

10位ISBN编号：7509738806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张春华

页数：279

字数：25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舆情>>

内容概要

张春华编著的《网络舆情：社会学的阐释》在视域融合的研究理念下，从社会学理论视角对网络舆情
进行了深入解读。
《网络舆情：社会学的阐释》勾勒了网络社会的全新图景，系统阐释了网络舆情的结构性特征和动态
发展过程，揭示了网络舆情存在的脆弱性和风险，并提出了网络舆情建设的策略和实践路径。
全书贯穿对网络舆情发展态势的关怀，对建立网络舆情良性运行机制的倡导。
关于构建网络舆情社会学研究体系的设想，更体现出作者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社会学本土化的建设性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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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春华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社会舆情研究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学、社会舆情研究。
参与编撰《大城市卫星城研究》、《流动务工人口城市融入——评估·干预·反思》等著作。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舆情的发生模式及介入机制研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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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二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
　　三　“信息社会”的诞生
　　四　“网络社会”的崛起
 第二节　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议题
　　一　议程设置
　　二　“沉默的螺旋”
　　三　“蝴蝶效应”
 第三节　网络社会与网络舆情
　　一　互联网的社会学意义
　　二　网络社会的结构特征
　　三　网络舆情的社会学反思
第二章　网络舆情的建构背景
 第一节　多样的网络文化
　　一　网络社会的文化特质
　　二　网络文化的互动
　　三　网络文化的特征
 第二节　复杂的网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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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网络社会结构的群体化与阶层化
　　三　丰富的网络互动工具
 第三节　网络政治的图像
　　一　网络政治：核心概念及其意义
　　二　网络政治的新动态
　　三　网络政治图景
 第四节　模糊的网络边界
　　一　网络边界：分离的“孤岛”还是扁平的世界
　　二　网络边界的“瓦解”
　　三　“世界是平的”
第三章　网络舆情的结构与过程
 第一节　网络舆情的发生模式
　　一　网络舆情的发生要素
　　二　网络舆情的传播模式
 第二节　网络舆情的动态过程
　　一　当代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二　网络舆情的动态结构与关系
　　三　网络舆情的关键节点
 第三节　网络舆情的多向延伸
　　一　网络舆情对现实的回应
　　二　网络与现实的互动
　　三　网络舆情的结果性反思
第四章　网络风险及其社会影响评价
 第一节　网络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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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网络风险的社会学解释
　　二　网络舆情风险
 第二节　网络舆情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网络舆情的主要问题
　　二　网络舆情建设的优劣势分析及问题
　　三　网络舆情的文化动力
　　四　媒体的社会责任及其伦理
 第三节　网络舆情评估
　　一　网络舆情社会影响评价
　　二　网络舆情动态监测评估
　　三　网络舆情研判
第五章　网络舆情建设
 第一节　网络舆情建设的基础
　　一　文化动力：网络舆情建设的目的性基础
　　二　社会秩序：网络舆情建设的合理性基础
　　三　国家政治：网络舆情建设的必要性基础
 第二节　网络舆情建设的优势视角和善治理念
　　一　网络舆情建设及其背景
　　二　优势视角下的网络舆情建设
　　三　网络舆情建设的善治理念
 第三节　网络舆情建设实践及其策略
　　一　网络舆情建设的实践格局
　　二　网络舆情建设的关键领域
　　三　政府印象管理：网络舆情建设的新命题
　　四　网络舆情建设的政策思考
结语　探索“网络舆情社会学”研究体系
　第一节　网络舆情社会学的提出
　第二节　网络舆情社会学的“想象”及其研究体系的建构
　第三节　网络舆情社会学研究取向及其创新路径
　第四节　网络舆情的话语分析方法及策略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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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网络舆情建设的实践重点：建立舆论引导机制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社会系统的各部分
总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交换的关系，使社会系统趋于均衡，满足必要功能，实现系统的稳定性，避免
社会风险的发生。
对此，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醒我们，社会风险的发生来自社会系统的分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社
会价值观、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的“分裂”。
消解社会风险的社会管理就要更多地认识到文化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系统的稳定与良性运行依赖于社会的动力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整合机制的相互作用
。
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主要途径是社会共有价值观的形成和制度化、社会化，即使价值观念制度化为社会
的结构性存在，使个人将社会目标内在化，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社会系统的要求。
因此，价值观、文化体系又是社会秩序得到保证的条件和机制。
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否对于社会的良性运行至关重要。
网络舆论建设的目标就在于优化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关系，降低社会不和谐与风险。
　　加强舆论引导力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
真正意义上的机制建设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的要素：动力、激励、整合、控制和保障。
这几个要素相互作用、发挥各自的功能才构成“机制”的正常运作。
以此为出发点，媒体舆论引导力机制建设就要考虑如下方面。
　　第一是动力，这里还要强调的是网络舆情文化动力的问题。
舆论引导力来自文化的力量。
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或单位一定要有为党、为人民负责的忠诚，这是他们做好这一职业的真正动力。
为此，在机制设计中，就要考虑如何强化从业者和相关部门的文化动力，将职业价值观引入动力建设
。
同时，也要考虑从业人员和部门的其他利益，满足不同的需求是强化和激发其文化动力的重要因素。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舆情>>

编辑推荐

《网络舆情：社会学的阐释》一书是描述和分析网络舆情怎样产生和发展,其过程和结构又呈现何种形
态,影响网络舆情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是什么,以及网络舆情建设需要关注哪些领域和实践策略的
一项研究成果。
我有幸在该书出版前得以阅读，感受到这部著作为深化网络舆情研究提供了一种导论性和探索性的思
考，并在拓展网络社会学研究领域、丰富社会学知识等方面给我们诸多启示。
    本书作者张春华从自身研究兴趣和学术关注点出发，以社会学立场和视角，整合了多学科的知识，
从理论体系、核心议题、关系结构、运行机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对网络舆情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认识到本书对网络舆情理论研究做出一定贡献的同时，从实践性的视角来理解
这部著作，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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