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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您开始阅读本书时，人类已经迈入了21世纪。　　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纪，这是一个催人奋
进的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替日新月异。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
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
—依靠自己学习、终生学习。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
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
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
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
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
概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不讲、学生不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
在内容安排、编写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
立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
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学习的目标。　　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祝每一位
读者自学成功。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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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关系学》主要讲述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
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
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
、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
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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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关系策划流程第四节 公共关系传播实施一、选择和应用传播沟通媒介的原则二、公共关系活动的行
为特征三、确定与选择公共关系活动的方式第五节 公共关系检测评估一、公关形象效果检测二、公共
关系年度工作报告三、公共关系社会效益评价四、新闻舆论分析报告五、公共关系广告效果的测量第
八章 公共关系传播模式与媒介第一节 公共关系传播模式与理论一、拉斯韦尔的5W模式二、把关人理
论三、两级传播模式四、受众选择“3S”论五、议题设置论第二节 公共关系的传播媒介一、报纸与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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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共关系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这门学科的一些主要概念和范畴
也逐渐成熟。了解和把握这些概念和范畴是学习理解公共关系学的基础。　　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综
合性的应用学科，在其理论和实务中必然涉及一些相关学科的概念和范畴，弄清楚公共关系学的概念
与这些相关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公共关系的本质及其涵义。　　本章
的学习要点包括：探讨公共关系的定义、概念和范畴，理解公共关系的本质及完整涵义；并以此为基
线来分析比较公共关系学的概念与若干相关学科概念及相关实践范畴的关系，通过这种相关性的比较
分析进一步把握公共关系这个特殊概念。第一节 “公共关系”的定义及其本质属性“公共关系”一词
源自英文的PublicRelations，Public一词司译作“公共的”、“公开的”，也可译作“公众的”
。Relations则宜译作“关系”。因此，中文表述可称为“公共关系”，也可称为“公众关系”。译作
“公众关系”在涵义上更为直接，因为这个词的本义就是指一个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但“公共关
系”一词已经在国内广为流传，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公共”一词与“私人”一词相对应，准确
地表达了“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的不同性质，因此本教材仍使用“公共关系”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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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做个企业真不容易
2、我的入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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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公共关系学》的笔记-公共关系学的定义

                 &lt;原文开始&gt;公共关系学的定义：
      五个基本要素
      1.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组织机构
      2.公共关系的沟通对象是相关大众
      3.公共关系的工作手段是传播沟通媒介
      4.公共关系的过程是信息的双向交流
      5.工公共关系的目标是为组织机构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状态、活动、以及观念
      状态：一个组织与其公众环境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关系、舆论状况
            客观存在
            状态与活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活动：运用传播沟通的方法区协调组织的社会关系，影响组织的公众舆论，塑造组织形象，优化运
作环境 
            也是客观存在
      观念：是影响制约组织经营与政策、行为的观念，起到指导、渗透的作用
            形象观念
            公众观念
            传播观念
            协调观念
            互惠观念
            服务观念
            定义观念（附加）
 
     
          
     

      公共关系学的产生，以及组织，公众，传播的重要点
      
      主体——对象——过程与方式
 
      主体：组织
      对象：公众
      过程：传播
      方式：沟通
 
      关系、舆论、形象
     
      行为与状态
      看法与意见
      认知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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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1.特指组织与个人的公众关系 2.信息交流的关系
      舆论：无形的关系
      形象：直观范畴
            1.本质为信誉，需重视
            2.内涵放在首位，其次为外观
            3.塑造整体形象
            4.通过传播活动影响公众观念与态度
 
      人际关系与人群关系
      人际关系：人与人在交往实践中产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
                公共关系包括着人际关系
                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为组织；人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为个人
      人群关系：群体内部活动与组织管理活动中人际关系
                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是公共关系的基础
                人群关系与公共关系相比，具有局限性
                沟通的地域性（公共关系存在无法直接见面、远距离的沟通）
               

      相关若干范畴
      
      交际：人与人、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借助于个人媒介相互沟通

      宣传与新闻：宣传时一种单向的心理诱导，行为影响与舆论控制方式

      广告：广告是一种付费的传播形式，其目的在于推广服务与销售，改变消费态度，以达到广告主所
预期的效果

      营销推广：以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市场推销与交易活动，激发购买欲望和行为，扩大产品销售量的经
营活动

      公共事务：一个组织与政府部门、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社区事务相关的活动

      游说：个人或组织有目的地利用语言、文字、或其他传播媒介对特定信息进行讲解、说明、以鼓动
受众按照自己的意图形式的一种劝服性传播

      开发：文化、教育、艺术、福利、慈善、宗教、社团等组织，运用传播的力量区发展会员、筹措经
费，争取资源等
 
      论题处理：问题管理，对正在出想的问题（特别为进入立法程序的、有争议的问题）对组织的潜在
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并施加影响，以帮助组织制定应变的对策和措施

      危机管理：1.处理公共关系危机
                2.用公共关系的策略和方法处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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