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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现代报业的发展，舆论监督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理论界对舆论监督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 本书从舆论、民意、舆论监督、批评报道等常
用概念的厘清与解读开始，对中国舆论监督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客观的描述，进而指出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舆论监督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和探索了舆论监督
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指出舆论监督与建立和谐社会并不矛盾，舆论监督会更好地促
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也离不开媒体的舆论监督。 

内容简介

本书以“舆论监督”为研究课题，对舆论监督的概念、基本原则、发展历程等各方面做
了详尽的研究。尤其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舆论监督状况，结合了大量的
实例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精辟得当，深刻到位。对关心及研究相关内容的读者具有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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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舆论监督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舆论监督的基本概念
  二、新闻舆论
  （一）新闻舆论的定义
  舆论与新闻舆论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舆论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公众舆论，是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的公开表达；而新闻舆
论通常是指出现在新闻传播媒介上的舆论，它不仅包括通过新闻媒介发表、传播的社会
公众意见，也包括媒体自身对于公共事务所表达的意见。
  新闻媒介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它是随着近现代社会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而产生的，新
闻媒介的这一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它要面向社会公众、为公众服务，发挥其环境监视功能
，即一方面满足社会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方面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
通过传播社会各个阶层、集团、群体甚至个人对于公共事务的意见和态度，起到沟通和
整合公众意见、警戒外来威胁等作用。因而，新闻媒介也是社会公众公开表达意见的重
要载体，由于公众的意见通常是通过新闻传播媒介被凸现出来的，因而人们也把新闻媒
体看作是社会舆论机关。所不同的是，作为公众舆论的意见纷繁多样，而出现在新闻媒
介上的新闻舆论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新闻舆论来源于社会公众舆论，但是经过媒介选
择、编辑后呈现出的公众舆论，也就是说出现在新闻媒介上的舆论是媒体作为“把关人
”对之进行筛选、处理后的产物，它只是公众舆论中具有一定典型性或代表性的部分。
  此外，新闻媒体是由“媒体人”构成的，“媒体人”作为社会人或社会公众的一部分
，不可能完全超然于社会政治与社会现实之外，因而新闻媒体在秉持客观公正的职业立
场的同时，也会有自身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与主张，所以在通过传播活动满足社会
公众的同时，媒体也会表达自身的主张与追求，如它可以通过有选择的新闻报道来表达
自身对某一事物的关注与态度，通过新闻评论等来明确地表达其对于某一具体事件的态
度或意见，因而出现在新闻媒介上的舆论常常包含着媒介自身所表达的意见。
  ⋯⋯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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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