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舆论学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舆论学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811274158

10位ISBN编号：7811274159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　著

页数：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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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学概论>>

前言

　　公众舆论弥漫在社会各个领域，作为民众意见的集群状态，常常呈现社会意识的刚毅和波动，揭
示出各阶层、各阶级的思想指向。
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充满公共讨论，不断批评、预测、要求或建议解决重大的社会
问题。
舆论的活跃将其同深层意识——科学、政治、法律、哲学等思潮区别开来，构成人类实践的“前意识
”。
作为探索大众表意、政府行政和企业管理的实用科学，舆论学对从事新闻传播、政治事务、行政与企
业管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等专业的人，都是必修的科目。
　　今天的各国政府、跨国集团和大的社会机构，每做一件事都先铺天盖地地宣传，动用媒体频繁地
塑造形象，说服民众，以期左右社会舆论。
民众对他们的宣传是否相信，能否赞成和支持，舆论法则发挥潜在的作用。
一项决策一旦受到舆论或民意的支持，它的贯彻落实就不存在什么障碍，反之则困扰重重。
在权力运筹中，不管发生何种挫折，民意是决定一切的；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才干，如果丧失舆论信誉
，很难有施展的机会，因为民众的认同是成败的关键。
　　没有公共舆论就没有社会进步，人民赞成、拥护的事情一定无往不胜，人民呼声的实现决定社会
的和谐和兴旺。
正确的意见被堵塞，民意没有活动空间，任何管理都将陷入怠惰，也不会有社会安全。
官员依靠民意执政，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提炼最好的政见，再由高层领导者制订基本理论和完善
的决策，整个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
具体部门的管理，也都沿着这条规则达到理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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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众舆论弥漫在社会各个领域，作为民众意见的集群状态，常常呈现社会意识的刚毅和波动，揭
示出各阶层、各阶级的思想指向。
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充满公共讨论，不断批评、预测、要求或建议解决重大的社会
问题。
舆论的活跃将其同深层意识——科学、政治、法律、哲学等思潮区别开来，构成人类实践的“前意识
”。
作为探索大众表意、政府行政和企业管理的实用科学，舆论学对从事新闻传播、政治事务、行政与企
业管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等专业的人，都是必修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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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外社会舆论简史　　如果把社会意识划分类别，首先闯入人们视阈的是日常意见，这
是除经济现象外最活跃的社会因素，即社会舆论。
舆论不仅是社会意识的某种成分，而且是社会意识固有的、因而也是整个社会思潮的征候。
作为社会的泛意识，社会舆论伴随人类生活不断发生，时时反映人们的呼唤，成为感受社会冷暖的“
皮肤”。
　　第一节　中国社会舆论的演进　　在远古时代，初民的智慧极其有限，多数人意见的正确程度一
般高于个人，受到部落首领的重视。
正如管子所说：“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
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
”（《管子·君臣上》）据传说，尧舜以“民”的意见衡量是非，无事不谋及庶人。
《尚书·泰誓》中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正是对那个时代舆论活动的概括。
　　一、原始社会的民意观　　原始社会既没有国家，又没有正常的管理机构，仅仅依靠舆论便能从
事共同劳动。
马克思谈到古代“小的地区”和“小的天然集团”时指出：“它所依赖的惩罚性制裁部分是舆论，部
分是迷信。
”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氏族制度“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
”原始人采集野果和狩猎，战胜天灾病魔与野兽袭击，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初民的生产和生存
无一不需要舆论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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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舆论学概论》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舆论学概论》一书面向世纪学科前沿，以最新理念研究舆论的演变、性质、形态和功能，对舆论形
成的模式、舆论与权力的关系、第一和第二舆论机构的作用及舆论制度等范畴提出许多新的观点。
借鉴了西方舆论学100多年的研究成果，对西方舆论学和民意测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作了引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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