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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政策” 概念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不仅被政府部门、学术界所熟悉，而且也得到越来越多的
普通百姓的关注。本书探讨了舆情调查如何在完善公共政策上发挥作用、舆情调查适用的公共政策过
程和政策议题，以期舆情调查在政府部门的公共政策中得以运用并发挥更大的价值。在本书中，作者
引用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运用了中外具体的案例，提出了明确的论点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以论
证，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对舆情调查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评价，并在最后一章就中国政
府运用舆情调查的现状分析了问题提出了建议，是一部严谨踏实的研究著作。目前，对舆情调查与公
共政策的关系大多数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加以考量；而本书则是不多的、从完善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上
入手，从舆情调查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性依据的角度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公共
政策和舆情调查的关系做了较深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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