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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著述本书的初衷由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的出国前后的所闻所见引发。
它使我深深感受到传媒在当今时代的重要作用。
那是在2005年10月，接到11月将随团出访法国巴黎的通知，心里很高兴。
正在办手续时，一次次传来巴黎骚乱的消息，我们心中难免疑惑能否出行？
何时出访？
后经外事部门谨慎运作后，如期赴巴黎。
在古老而现代的巴黎，一切井然有序，我们全然没有感到行前所闻媒体渲染的那种骚乱的恐怖气氛。
在巴黎的半个月期间，又从当地的各种媒体传来了我国松花江流域严重被油污染的消息。
我们的心都悬了起来，急切地关注事态发展的报道。
回国后，感到并不是像欧洲媒体报道的那样。
由此，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传媒在当代社会的重要和微妙作用。
传媒，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执政党形象的影响作用太大了，也太至关重要了。
传媒可以客观公允、可以夸张，能够美化、也能够丑化其传播的对象。
大众传媒向不同方面渲染、影响的范围幅度和力度就更大。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对任何事物亲历亲为。
既然不能，人们对这类事物的认识和判定基本上是依据传媒。
就是说，传媒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
毫无疑问，执政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是一个我们进入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
从事党建教学与科研多年，深感在我们已经步入信息时代网络社会的今天，把政治、政党政治，特别
是把执政党与大众传媒结合起来研究很薄弱。
这却又是我们党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舍此，后果难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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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内容新颖，论述深入浅出。
文章从无处不在的传媒开始，把传媒的形态演变、特点、含义和大众传媒权力呈现在大家面前；介绍
了政党、政党政治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如政党推动社会利益实现的形式，政党政治推动社会利益实
现的途径，并从大众传媒、政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述了执政党与大众传媒的不解之缘；说明了当
今世界几种传媒政策下的大众传媒与政党政治；面对政治的新特征，解释了政治传媒化对政党政治的
影响，政党政治的出路及网络政治中的政党政治发展图景和网络政治中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归纳出
了网络政治中的政治参与、政治民主、政治文化、政治权力，指出网络党建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的时代选择；论述了传媒国际化的内涵、实质、特点、发展、推进因素、理论争端，传媒国际化对政
党政治的挑战及中国共产党应对传媒国际化的原则和策略；总结了执政党处理和大众传媒关系的经验
教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妥善处理与大众传媒关系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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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民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兼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授，香港大学荣誉研究员。
     
　　在国家级及省部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调研报告一百七十余篇。
有些论文多次被各种刊物转载及被收入《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人民世纪的丰碑》、《建
国50周年论文集》、《中国改革发展文库》、《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21世纪中国社会发
展战略研究文集》等不同论文集。
     
　　个人学术专著：     
　　博士论文专著《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论》、国家九五社科重大课题学术专著《跨世纪干部队
伍建设概论》、国家九五重点课题成果《邓小平的干部观》等三部专著分获三项全国奖。
国家九五社科重大课题《跨世纪领导干部教育与培养》成果一十集干部教育系列片《世纪重任》总撰
稿，该系列片获中央党校科研优秀奖。
     
　　撰写、主编、译著、参与撰稿《领导干部的素质》、《中国领导科学文库》、《儒学与现代化蜒
中、日、韩儒学比较》、《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中国20世纪通鉴》、《政治与传媒》等20余部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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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及法律约束下的大众传媒与政党政治  　三  社会动员型传媒政策下的大众传媒与政党政治  　四  
自由放任型传媒管理体制下的大众传媒与政党政治　第三节  政党政治大众传媒化的态势  　一  政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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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无处不在的传媒第一节　大众传媒的概念与含义传播是一种古老现象。
从人类产生以后就一直存在。
它由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
一、传播和媒介的概念传播，即信息的生成及传递过程。
信息作为传递的客体可以是消息、信号，也可以是能量、物质。
在信息理论和信息科学中，人类生理反应、机械运动中的力电的传递等物理信息和生物信息也称为信
息。
我们通常所说的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是社会信息借助传播媒介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所发生的一
系列关系，是“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
按照传播过程中中介的不同，传播大概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
大众传播。
通常所说的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是指承担某一特定精神内容的符号系统，通过语言、文字
、电子等媒介向不定量的大众产生影响的过程。
在大众传媒中，传播者成了某种组织，是通讯社、电视台、报社等，传播渠道是大规模的以先进技术
为基础的分发设备和分发系统，是各种各样的媒介。
传播的信息是可以复制的符号。
任何传播的进行都离不开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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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导干部如何应对大众传媒》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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