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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关系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管理活动，其宗旨是“内求团结，外求发展”，其目的是塑造
良好的组织形象，其手段是传播与沟通。
近年来，随着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公共关系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它在
组织管理中的战略作用不断得到体现并越来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重视。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公共关系作为舶来品才被引入中国。
经过近30年理论的学习与实践的探索，公共关系出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理论出版物潮起云涌，从业
人员数量激增。
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处于不断发展当中，我国公共关系在实践面前
略显稚嫩，发挥的作用仍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
因此如何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改革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架构具有中
国特色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创新工作方法与手段，以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当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
社会问题，这已成为我国公共关系学界与业界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创新型人才。
创新型人才通常表现出灵活、开放、好奇的个性，具有精力充沛、坚持不懈、注意力集中、想象力丰
富以及富于冒险精神等特征。
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传播、沟通、管理的科学，其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作用是任何一门科学
都无法替代的，这不仅适用于经济管理类专业，而且适用于一切专业人才的培养。
因此编者认为编写一本内容上较通俗、体系上不缺损、应用性较强的现代公共关系学教材，以适应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是非常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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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公共关系的渊源、兴起与发展　　公共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专门的职业在欧美出现
，至今不过百年；传人中国大陆至今也只有二十来年。
但是，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关系状态和关系的活动，却是古已有之。
　　第一节　中外古代朴素的公共关系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后，人们便开始了人际交往，进行对
内对外的活动。
他们从有利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出发，在“不自觉”地实践着“公共关系”的活动，我们把它称为“
历史上朴素的公共关系”。
　　一、中国早期的公共关系思想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定
的公共关系意识和趋向，就其历史归属讲，它可以说是公共关系的前史或“前公共关系”，它为我国
现代公共关系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并为现代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
孔子、孟子、老子、韩非、董仲舒、王安石等人的安邦治国方略及其政治活动便体现了古代公共关系
思想。
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公共关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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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