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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前言

　　公共关系作为现代企业的一项管理职能，当然也成为企业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用以主动
适应和协调不断变化着的内部、外部环境。同时，公共关系通过形象和信息传播，成为方向性渗透、
目标突破、关系沟通和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　　现代公共关系作为一种沟通手段，正如社交礼仪对
于现代人一样，成为组织的名片、社交的通行证。从社交角度看，公关礼仪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
从组织角度看，公关礼仪是组织形象的再现和缩影；.从社会角度看，公关礼仪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
要求；从国际交流角度看，公关礼仪是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需要。　　新的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
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将面临巨变，公共关系将备受关注，社会对专业公关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每
个“社会的人”的公共关系素养也会有更高的要求。在我国，公共关系专业化、职业化已有了较大发
展。一批专业公共关系公司、群众团体纷纷组建并探索性地发展，一些专业人员已经专门从事公共关
系实务运作、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经批准将公共关系职业载人“国家职业
分类大典”，公共关系工作已进入国家正式职业行列。所有这些，都要求公共关系培训和教育有长足
的发展，这就需要公共关系教材建设能很好地配合。　　魏翠芬等同志编写的《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着眼于高等职业院校公共关系教学需要，着眼于培养技术技能型公共关系人才的需要，在许多方
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①全书内容有诸多创新。搭建起新的框架；兼收并蓄，富有新意；新知识、新
观点、新方法、新案例的大量运用，使全书面目一新。②理论与实务并重。注意把握公共关系学是一
门应用性学科的特点，在编写时，对理论问题以简练、通俗的语言阐述，对操作性的方法和技巧的介
绍给予充足的篇幅，并力求做到具体、细致、实用，使读者学之能懂、会用。③适应高职院校“双证
书制度”的要求，注意与国家职业技能资格考试接轨。④体例规范、完整，并有新的形式。每章开始
有学习目标；正文表述符合要求；案例分析列于正文后，便于理论联系实际，增加可读性，提高学习
兴趣；每章最后给出复习思考题与实训练习，使学习者动手、动身、动脑，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得到
提高。　　相信本书对高等职业院校公共关系课教学及公共关系人员的培训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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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对大学公关教育的建议　　委员会建议获取学位的毕业生要同时拥有知识（应知道和理解
的）和技能（进入工作岗位必备的能力）。　　必备的知识包括：沟通和说服的观念和策略，传播沟
通与公共关系理论，关系和关系建立，社会趋势，伦理问题，法律知识，行销和金融，公共关系历史
，调研和预测方法，跨文化与全球问题，组织变革与发展，经营管理的观念和理论。　　必备的能力
包括：调研与分析方法，信息管理，写作与口语沟通，问题的解决与谈判，传播管理，战略规划，议
题管理，受众分割，信息性和服务性写作，社区关系、消费者关系、雇员关系和其他实践领域，科技
和形象的读写能力，对人、计划和资源的管理，人际沟通的敏感性，流利的外语，伦理的判断和抉择
能力，参与公关职业社团，信息产品制作能力，流行论点处理，公众演说与表达，跨文化与性别差异
的敏感性和适应性。　　委员会建议大学课程应根植于坚实的大学文科和社会科学教育，至少在主修
科目中要设5门这方面的课程。公关课程应占20％～40％的课时，其中明确的公共关系课程要占一半以
上，其余60％～75％为文科选修、社会科学、商业和语言课程。　　理想的大学公共关系主修包括以
下这些课程：公共关系导论，公共关系案例研究，公共关系调研、测量和评估，公共关系写作与制作
，公共关系策划与管理，公共关系活动，公关管理工作经验（实习期），指导性选修课程。　　如果
公共关系是作为大学生的重点课程而不是完全的主修课程，委员会推荐这些课程：公共关系导论，公
关调研、测量和评估，公共关系写作和制作，公关管理工作经验（实习期）。　　（三）对研究生教
育的建议　　委员会建议攻读公共关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理解并尝试作为管理者队伍一部分的公关角
，色，学会建立组织与其公众之间的有效关系所需要的相应的管理能力和传播沟通技巧。委员会认为
硕士研究生应该获得先进的知识，并理解整个公关理论知识体系、懂得传播沟通过程、掌握研究方法
、具备公关策划、制作以及高级传播管理能力。　　委员会建议公众硕士课程计划为30～60学时，学
生应该掌握超越本科水平的以下内容：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法律，公关研究方法，公共关系管理
，公关策划、设计和制作，传播过程，管理科学，行为科学，公共关系伦理，专业公关（一个行业）
，实习并全面考核，一篇全面考核的论文和（或）一个高水平的公关方案。　　委员会推荐一个36学
时的硕士培养计划的具体方案：公共关系理论，公关调查与研究，公共关系管理，公共关系法律，整
合传播，会计学，金融，市场营销，战略规划。

Page 5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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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