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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教材涉及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三部分的20多门课程。
本套教材立足本科教学的需要，从本科教育的特点出发，从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教育的特点出发，在
教材编写和内容安排上，强调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同时，也尽可能地体现创新性、前沿
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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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注重民意，沟通信息民心、民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自古就为统治者所重视，早在西周
就有“防民之心，甚于防川”之说；在春秋战国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而“得民心者，得天下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论语》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
星共之”，孟子也有言：“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可见民意的力量之大，统治者常常用“民为贵
”的思想收买民心、民意来巩固其统治。
唐朝的李世民更是深知民心不可违，“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此迎来了历
史上盛况空前的“贞观之治”。
中国古代在收集民意、利用民意方面的渠道很畅通：大禹为了治水曾“合诸侯于涂山”，经协商后得
到大家的认可，于是指挥众人完成了治水的壮举。
周朝时，宫廷已有“采诗”制度，宫廷派人从民间收集诗歌，其目的之一，就是以此来体察民情。
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当时的“行人”（官府指派的采诗官
）巡行宣令时采集的；而《雅》和《颂》主要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用意在于影响民意。
统治者通过不同的渠道收集和了解民意，并且自己经常采用出巡、私访、祭祀等形式接近民众，树立
统治者亲民的形象。
纵观历史，许多成功的统治者都深知将政权建立在取信于民、争取民众支持的基础上才是稳固的，就
如同《孙子兵法》强调的“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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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编写具体分工为：主编：廖为建第1、2章：廖为建熊美娟第3章：王文蓉第4、5章：谭昆智第6章
：陶军利廖为建第7章：张宁第8章：郭海鹰第9章：吴柏林第10章：聂静虹第11章：汤倩仪廖为建第12
章：吴柏林第13章：廖为建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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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府公共关系》：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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