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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某些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
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行为意向的总和。本书的“民生”概念既包括经济民生，
也包括政治民生、文化民生、社会民生，生态民生；也可以说既包括物质民生，也包括
精神民生，是从低到高的一个渐进发展的民生。 本书以深化改革为背景，以民生建设问
题为依托。突出特色之一是将社会心态与民生建设联系在一起，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
进行了实证研究。将社会情绪，社会共识，社会行为意向、公众价值观等与民生建设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 突出特色之二，是研究框架与研究问题之间的关联具有新意。本书牢
牢扣住社会心态与民生建设的方方面面，将研究框架与研究问题之间紧密结合在一起。 
突出特色之三，是关于社会心态与民生建设之间关系的探讨具有建设性。社会心态具有
相对独立性，是主观心理状态，民生建设是客观可见的物质手段，本书探讨了社会心态
的“主观”与民生建设的“客观”之间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具有建设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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