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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框架围绕舆论本体、舆论与大众传媒和社会的关系、中外舆论制度比较及舆论的测量这样一个“
中心-边缘-方法”的逻辑思路而设计。
全书共十章内容：前六章简明地介绍了舆论的概念、要素、功能、形成、畸变等相对系统的舆论学基
本知识，第七、第八两章简要论述了舆论与大众传媒及社会若干子系统的互动关系，第九章分别对中
、西方舆论制度及其运作方式给予了描述；第十章着重介绍了舆论测量的几种手段及操作方法。
    本书的特色在于将舆论学知识作了浓缩和提炼，读者通过较短时间的阅读就能了解舆论学的大概知
识和理论，避免了现有的舆论学教材体例宏大、叙述繁琐、概念泛化等弊端。
尤其《舆论的功能》一章专门探讨了社会各领域的舆论发挥相应功能的机制，这是目前其他舆论学教
材尚未涉及的知识。
展读过后，相信对读者诸君会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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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舆论现象概说　　1.1 舆论是一种自在的社会意识　　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不是固有的，是
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
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投射于抽象的思维，形成关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等不同类型、不
同强度和不同声势的舆论。
舆论是群体对于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方式，这种表达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具有自身期望目标的社会
意识的集合，舆论的期望目标往往扎根于群体自身的切身利益或兴趣之中，舆论具有客观自在性。
　　1.1.1 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判断舆论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舆
论，舆论具有哪些本质属性。
　　1.1.1.1　舆论的解析　　&ldquo;舆论&rdquo;，我国古代称之为&ldquo;舆诵&rdquo;、&ldquo;舆
颂&rdquo;、&ldquo;清义&rdquo;，指普通民众的意见。
这个词，在当今现实生活中，经常被大家谈论着。
但是，究竟什么是&ldquo;舆论&rdquo;的本意，即对舆论的界定，却众说纷纭，有人把它说成言论，
有人把它当作意见。
目前我国舆论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知名学者，对它有不同的定义。
　　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认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
意见。
　　公共关系学专家孟小平则认为：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切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
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则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
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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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舆论学简明教程》是&ldquo;普通高等教育新闻传播学类十一五规划教材&rdquo;之一，全书共
分10个章节，对舆论学中的相关知识点作了系统介绍，具体包括舆论现象概说、舆论的要素、舆论的
功能、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发展与畸变、舆论与当代大众传媒等。
《舆论学简明教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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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