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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从政治传播活动的基本结构、政治传播主体、政治传播内容、政治传播中介、
政治传播客体、政治传播效应、政治传播形态几方面来研究探讨人类信仰的发生、发展
的基本机制和规律。对人类社会各种信仰领域和信仰现象以及人们对信仰的认识、思考
、总结、概括进行科学的抽象、一般性的研究。本成果是国内学术界对于信仰理论研究
的重大突破，既有重大的“学科”建设拓新拓展意义，又有理论观点的学术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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