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组织传播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组织传播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1163955

10位ISBN编号：7301163959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胡河宁

页数：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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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传播学>>

前言

人类有历史，教材也有历史。
中国出版传播学教材的历史非常短暂，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但教材的种类和数量却累积了不少。
从1992年传播学获得国家确认的一级学科地位以来，教材出版进入了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9年，我国主要有17家出版社，共出版新闻传播类教材26套，计244种，
而且出版市场还在不断地扩大。
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有了多元，其应不穷，多了就有选择了，万事万物，才好各得其所，这也是当
今我国教材写作与出版的主要模式。
出版一套好的传播学教材，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不懈追求，也是我们写作者的努力方向。
所谓的好，不在于我们能否提供传播学的普适理论。
传播学通过与生活世界的丰富联系，不可能只有单一的、固定的、统一的、已经完整的理论及其理解
，出版与写作的多元与开放，主要在于为读者提供通过传播学去思考的不同途径。
然而，能达到好的出版写作质量，能贯通多元脉络的，必是一个朴素而简单的道理，这就是，多元之
道，创新而已。
创新不在于大小，也不在于多少，但略去创新的含义，只求多元的丰富，人的选择便会不知先后，少
了这种偏重，即便种类再多，名目再繁，也会失去存在的真实意义。
因此，在众多的传播学教材中，增加整体视角和创新元素，成为我们这套教材所追求的鲜明特征。
“传播学创新系列教程”是一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传播学研究室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联合策划与主编的传播学本科教材。
从2004年开始，传播学研究室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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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综合交叉的知识视角，梳理了组织传播理论发展的思想脉络，讨论了组织传播学的主要范
畴，研究了潜藏在组织传播表象背后的深层规律，建构了以结构与关系象征性互动为内涵的组织传播
学理论体系。
　　本书可以作为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为组织传播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有意义的理论线
索；对党派、政府、工商企业及学校等机构和部门的各类管理者、从业者了解组织传播学原理、做好
组织传播与沟通工作也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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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河宁，中国传播学会组织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温州医学院组织传播研究所所长、人文与
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管理研究所组织传播研究室主任。

　　长期从事组织传播研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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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组织传播学的定义组织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组织及其发展的理论。
通过对传播主体、传播行为、传播过程、传播手段和传播效果的考察，我们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认识组
织关系、实践、话语和制度，重新把握组织整体系统结构及其相互依赖性，重新认识组织冲突、权力
结构和管理模式等。
这些要素的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特定的传播机制。
然而，对于组织传播定义的认识却众说纷纭。
①因此有学者干脆认为，“试图为组织传播下一个别出心裁的定义往往是徒劳的”②。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组织传播有一个核心元素。
这一核心元素也可以被理解为定义。
然而，这个核心元素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扩展的。
如何把各种要素组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每个研究者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研究者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于核心元素的理解，界定自己心目中的组织传播。
一、既往的定义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Rogers）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传播学者，他将组织传播
定义为“发生在组织内、组织间，以及组织与其环境间的传播”③。
他认为：“研究组织传播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组织传播之发生是在高度的结构网络之内。
⋯⋯传播是组织的原动力，传播提供组织的一切活动。
⋯⋯也是组织与其环境交换讯息的重要工具。
”④基于“传播一组织”这一理论模式，他深入探讨了传播与组织的基本知识，研究了组织传播的中
心内容。
埃里克·M.艾森伯格（Eric M.Eisenberg）与小H.L.古多尔[Harold Lloyd（Bud）Goodall，Jr.]提出了组织
传播“平衡创造性与约束”的理论模式。
他们认为，组织传播“是一个不断调节个人创意与体制约束之间的矛盾的过程”⑤。
他们的观点，与社会理论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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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作者涉足组织传播十年的研究小结。
十年来，虽然作者专心于组织传播学领域的探微索赜，然而，面对组织传播这一复杂的现象，认识它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想要较好地描述它，更是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需要经受各种各样只有身临其
境才能体会到的艰辛。
修改完本书最后一页，夜深人静，掩卷而起，作者感悟良多。
其中最大的体会是，这项研究得到了众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虽然很难厘清这些帮助从何时开始，也
很难知道这些帮助会在何处结束。
在此，需要对许多帮助过作者的朋友们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首先要感谢的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的王怡红研究员。
2007年，是她邀请作者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传播学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研究，并参加传播学创新系列
教程的撰写。
这套教材也是在她主持下产生的。
在作者为确定研究框架和写作内容举棋不定的时候，远居在纽约的王怡红研究员不断与作者讨论，在
质疑和交流的过程中，作者的研究和写作不断得到改进、澄清和扩展。
很多人影响了本书的写作。
他们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对作者试图描述的组织传播形成了帮助，作者从他们的思想成果中受到很多启
发。
虽然在书末已将参考文献一一列出，然而肯定还有许多虽未列出，但其论述对酝酿本书主题特别有影
响的人。
对于作者来说，这是弥足珍贵的。
在此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
感谢温州医学院仇毅、瞿佳、唐闻捷、吕建新、杨华、柯奔等各位领导，他们为作者的研究创造了良
好的学术环境和工作条件。
感谢中国科技大学汤书昆、胡化凯、周先稠、王希华、周荣庭、方刚等各位教授和朋友对本书撰写给
予的热情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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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传播学创新系列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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