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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公共关系管理就是指企业、政府、事业团体等社会组织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维护良好
的组织形象，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对公共关系工作、活动等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
使公共关系资源得到协调配置和有效利用，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公共关系管理》的特点在于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公关理论在实践中的可行陛以及操作的效果，
重点介绍各种可以提高公共关系效果的管理工具和方法，结合案例进行说明。
因此《公共关系管理》不但有较高的理论性，也具有操作指导性，适合公共管理、市场营销，企业宣
传、新闻报道、政治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专业人士，高校文科学生和学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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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宁，现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传播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为日本大众传播学会会员、日本筑波社会学会会员、中日传播学会会员。
获日本国立图书馆情报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硕士学位、日本国立筑波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及社会学博士
学位。
在国内外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研究领域涉及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和社会学，专长于通过实证
手法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效果，以及媒介社会学研究，中外报道比较研究、公共传播研究和危机
传播实务等。
主持的研究课题有日本富士施乐小林节太郎纪念基金会项目《日本三大报纸的中国报道框架的形成和
原因分析》，2005年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科研项目《论传播学原理在政府信息发布中的运用》等。
著作有《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政府传播：公共管理领域里的传播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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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传播技术专家　　传播技术专家是从技术层面对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定义，更多表现为公关人
员入门时承担的角色。
这类角色的公关人员主要从事写作和编辑时事通讯、撰写新闻发布稿和特稿、开发网址站点内容、处
理媒体联络等工作。
当管理层界定问题和选定解决方法的时候，他们通常不在场。
之后他们被带进活动项目，有时对于项目最初的动机或是预期的结果都不会有完整的了解。
尽管在讨论有关新政策或是管理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在场，但是他们承担了向雇员和新闻界解释他们工
作的责任。
　　此类从业人员不仅以这种角色开始他们的职业，而且把他们的大多数时间花在传播的技术性方面
。
然而，.当从业人员局限于这一角色的时候，往往不能有效地参与管理决定，制订对全局有重大意义的
计划。
他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管理团队的组成部分。
　　2.诊断专家　　公关人员被赋予专家角色时，就被看成是发现和解决公共关系问题的权威。
最高管理层把公共关系工作交到专家的手里，允许其在工作中诊断问题、制订计划、开展活动项目，
——并且公关人员对公共关系活动的实施负有全部责任。
　　由于管理者本身不参与公关事务。
因此任何时候只要发生了公共关系问题，管理者都得依赖公关从业人员，而不会或很少对公共关系活
动承担义务。
结果是，这个组织里的其他管理者在公共关系的事务上往往采取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他们把公共关
系看成是由辅助工作人员处理的可有可无的工作，而不是这个组织的主要业务部门直接参与的工作。
　　专家诊断者的角色只有在危机形势下和整个活动项目过程中偶尔被需要。
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会妨碍公共关系思想在整个组织中的全面普及，也容易导致公关从业人员的极大
不满，因为他们被要求对活动项目的结果单独承担责任，而对于整个局势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和导
致公共关系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却很少拥有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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