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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文丛”是我院近些年来又一批科研成果的汇集。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自1995年建院以来，先后经历了师资队伍普遍学历偏低、科研队伍
青黄不接、后继乏力的局面，终于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迎来了科研的黄金时代，而创建这一
黄金时代的主力军，正是我院一大批具有博士学历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勃发的力量，令我很欣慰地看
到了学院未来的灿烂。
　　这些博士的培养，或立足于本院，或借助兄弟院校的扶持（比如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
大学等）；他们或“从一而终”地在新闻传播学专业中研读，或从其他学科“半路”跨入新闻传播学
，或就职于本专业却去相关学科攻读博士，或自始至终在相关学科中学习，却在毕业后成了新闻传播
学的门内汉。
总而言之，学缘结构多元、专业结构多元是我们这批作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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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军，新闻学博士，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先后就渎于陕西师范大学(1989-1993)、南京大学(1998-2000)、复旦大学(2005-2008)，分别获得学士、
硕士和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社会、传播伦理与法规、广播电视新闻与艺术。
著有《网络传播法规与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二作者)，参著、参编《解码新媒体)等作品多
部，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基金、江苏省社科规划基金研究课题各1项，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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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舆论”的含义与舆论研究回顾
 　一、舆论的概念及研究概述
 　二、舆论、舆情和民意：概念辨析
　第二节 “网络舆论”的含义界定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网络舆论的含义
 　二、关于中国网络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第三节 本文的理论框架、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
 　二、研究方法
第二章 作为民间表达的网络舆论
　第一节 网络舆论主体的“草根性”
 　一、网络舆论主体的总体特征
 　二、网络舆论主体的倾向
 　三、对网络政治舆论主体的重点考察
　第二节 网络舆论的民意彰显
 一、网络舆论是民意表达的重要形式
 二、网络舆论的民粹主义、非理性和全球化特征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多样化与直观性：网络舆论的形态秘生成
　第一节 网络舆论的主要形态
 一、以新闻跟帖为代表的传统网络舆论形态
 二、以“人肉搜索”为代表的“另类”网络舆论形态
 三、以博客为代表的传统Web2．0网络舆论形态
 四、以微博客为代表的新型Web2．0舆论形态
　第二节 网络舆论的生成：“可视化”的意见汇聚
 一、网络舆论的生成路径：基于信息来源与流动的考察
 二、网络舆论的触发机制和生成标志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互动与提升：网络舆论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
　第一节 网络公共领域的局部呈现
 一、公共领域的概念及其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
 二、“华南虎风波”：网络狂欢背后的理性表达
 三、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初步形成
　第二节 互联网与中国市民社会的相互作用
 一、市民社会的基本概念及中国的市民社会
 二、网络表达对市民社会的提升
 三、市民社会的发展促进网络舆论的进一步繁荣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呈现与建构：协商民主实践中的网络舆论
　第一节 互联网对协商民主的拓展
 　一、协商民主的一般理论
 　二、网络公共领域对协商民主的有限推进
　第二节 网络协商的实现：以中国公众假期调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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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
 二、网络协商的主要形式：网上调查和网络讨论
 三、协商过程：被建构的舆论与自在的民意
　⋯⋯
第六章　动员与抗争：社会运动听网络与论
不是结语的结语：网络与论的过去与未来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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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中国的学者也注意到，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家的主导作用依然明显，并没有完全
独立于国家的新生的社会力量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立并未完成。
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发展——“国家在社会中”这一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论的新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
握中国社会的转型，也为研究网络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
网络舆论的“草根性”决定了其归属于民间舆论，网络表达可以视为民间社会的表达。
由此，网络舆论的生成、扩散和发挥影响体现的就是民众对于政治权力的作用，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
的影响、所面临的控制、渗透和引导等正体现了现阶段复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比如，网络民族主义不仅仅将矛头指向外国，也常常因目的达不到而迁怒于中央政府；而对于个体权
利遭受侵蚀的网络抗议指向的却是地方的、局部的权力，其背后的依靠力量往往来自于更高一级的权
力直至中央。
这正体现了“国家”在理想与实践两个维度上的分野。
因此，引入这一理论框架，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网络舆论在中国兴起的时代背景，更可以理解现实的
社会和政治现实，而后者正是舆论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包括：舆论、网络舆论、民间舆论、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
这些概念不是平行的，而是遵循着依次递进的内在逻辑。
网络表达的遭遇正是中国市民社会的生长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关于上述概念的解释在本论文中将有详细的探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看得见的“声音”>>

编辑推荐

《看得见的"声音":解码网络舆论》是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文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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