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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访学》共分18个章节，主要对信访学的基础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民意表达的基本理
论、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权利救济制度的基础理论、当前中国信访现象分析、集体访的处理等。
《信访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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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民意的概念 民意，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民众的意愿”，当前分别被在广
义层面与狭义层面上使用。
研究民意概念，可以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始。
民意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之分，与卢梭提出的公意与众意概念密切相关。
按照卢梭的分析，民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意，一类是众意。
公意是全体的共同意志，而众意包括了个体的意志和团体的意志。
狭义的民意指公意，广义的民意既包含公意也包含众意，是公意与众意的统一。
 目前，在我国民意概念使用上的混淆主要来自于民意概念的双重含义。
民意概念一方面被用来指称卢梭的众意，另一方面类似指称卢梭的公意。
在学术界与民意相关的论著中，大都是以民意概念来指称卢梭所说的公意，在此称之为狭义的民意。
 但在日常的公共生活中，民意其实经常在广义上被使用。
当我们提到民意代表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所持的意志就是公众所共同持有的意志，民意代表往往是代
表特定的地域或者特定人群的意志。
通常来说，不同的民意代表会持有不同的意见，哪怕是同质的意见，也会有程度上的差异。
否则，民意代表就失去其自身的价值；我们说民意调查，也不是一定要调查出被调查对象中具有的某
种共同持有的意见，往往只是要调查就某一民意客体所形成的民意的结构状况，比如就某一民意客体
持肯定的人数比例、否定的人数比例以及不置可否的人数比例，这样就可以认知该民意的结构。
因此，民意调查中的民意，是广义的民意概念，既包括所有个别的意志（众意），同时也不排除其中
的共同的倾向（公意）。
一般情况下，通过民意调查，然后经过一定的整合程序，比如通过多数原则，可以确定众人意志中的
倾向性意志，这个意志可以被我们当作公意，也就是狭义层面上的民意。
 广义的民意概念，应当是公意与众意的统一（现实中常表现为少数民意与多数民意的统一），是公开
与潜在意志的统一，是正义与非正义的统一，同时也是历史传承与现实生成的统一。
 首先，民意是众意与公意的统一。
卢梭提出的本原意义上的公意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它是全体契约成员意志中共同的部分，这在现
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任何社会系统中，不同的主体都处在利益结构中不同的位置，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的竞争
和冲突，尤其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所谓的公意则显得更加的稀罕。
所以，现实社会中的公意就是民意中的多数。
 其次，民意是公开意志与潜在意志的统一。
民众对特定客体所持有的意志，不一定都愿意表达出来，愿意表达出来的情况下不一定能够表达出来
。
未经表达的民意也需要尊重，挖掘这些潜在的民意正是民意调查的功能。
因此，民意应当是公开意志与潜在民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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