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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大众传媒-政府"系统运行机制研究》旨在对中国大众传媒、政府、公众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
特别是对中国在现代化、市场化发展过程中的政府科学决策、传媒健康运行、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政
治影响功能等方面提供参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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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靖华，女，生于1969年，辽宁朝阳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文学（传播学专业）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曾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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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里多伊奇所说的“沟通”指的就是传播，而大众传播显然具有重要地位。
但是，大众传媒的影响广泛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之中，而绝不仅是政治系统
所能容纳得下。
 柏拉图曾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体，一个由处于动态平衡的相关部分所组成的系统。
在其所描述的理想国里，社会系统的各类参与者完成各自的活动，从而对于社会总体的和谐作出自己
的贡献。
这一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得到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发展。
斯宾塞赞同把社会看做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正如生物机体在自然演化中形成了具有特定功能的营养
系统、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一样，人类社会也有与有机生物体类似的三大系统，这就是如同营养系统
的社会生产系统，如同循环系统的产品分配、交换与运输系统，如同神经系统的政府和信息传播系统
。
较多学者倾向于把大众传媒看做是社会运行中的神经系统，但是这种分法显然过于简约。
将大众传媒、政治、经济、文化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是这一分类法的延伸，虽然足以凸显大众传媒的
重要性，但这样又抹杀了它与政治、经济、文化间相互渗透的紧密关系。
 可以说，大众传媒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构成，它既有自身的运作规律、起着社会神经系统功能的信
息传播工具，又渗透到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行之中。
正如有些美国学者所言，虽然媒介自成一个行业，但它们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基本体制之中
，这样，“由于它们强调工商业服务和产品，它们是经济体制的中心部分之一，由于它们增加了在选
举过程中的作用，用于报道各种听证会和注重政府新闻，它们成为我们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大特征。
由于它们提供家庭消费的娱乐和通俗文化，它们成为我们家庭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有限的程度上，它们也成为我们教育体制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大众传播可被列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没有这一组成部分，我们所知的现代社会将无法继续”，它“不仅影响我们社会每日的运转”，而且
还能够对“社会平衡作出某种贡献”。
因此，大众传媒是一个渗透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却又在一定程度上与它们保持疏离的社会结
构。
 本书将致力于研究大众传媒与政治系统的主要行为体——政府、公众之间的关系，以求从一个特定角
度来探讨美国大众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根据系统层次观点，本书将“大众传媒一政府”设定为社会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这样的设定很大程
度上出于研究的需要。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系统论的倡导人伊斯顿所言：“关于被作为系统而选择出来加以分析的
一系列变量，其唯一重要的问题只在于，它是否组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系统。
它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我们所关心的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
” 2.1.2“大众传媒一政府”系统的基本结构 传播学研究中的模式研究具有一目了然的作用，许多模式
对相关研究都有借鉴意义。
本研究在借鉴传播学“风筝”互向模式和“韦斯特利一麦克莱恩”模式的基础上，考虑到研究对象的
实际情况，构建了一个“大众传媒一政府”系统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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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大众传媒-政府"系统运行机制研究》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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