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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传播，也就有了政治行为。
西方国家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谈论或人们的相互作用。
这个界定虽然过于宽泛，但它却充分说明了政治与传播的密切关系，政治离不开传播，政治行为都是
传播行为，所有的动态政治现象都是传播现象。
政治始于传播，运行于传播过程，止于传播过程的结束。
政治过程的运行始于人们提出政治要求，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要求的提出都离不开政治语言和符号的
运用，离不开政治信息的传递；政治过程中的政治转换是政治家相互之间以及政治家与大众之间运用
各种传播形式交流和沟通的复杂过程；政治输出是语言符号对转换结果的反映和描述，也可以说是政
治信息从政治体系的流出；反馈则是政治信息的回流和新的政治过程和传播过程的开始。
《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从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出发，系统阐述了政治
体系中的信息沟通问题，内容翔实，条分缕析，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值得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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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传播，也就有了政治行为。
西方国家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谈论或人们的相互作用。
这个界定虽然过于宽泛，但它却充分说明了政治与传播的密切关系，政治离不开传播，政治行为都是
传播行为，所有的动态政治现象都是传播现象。
    政治始于传播，运行于传播过程，止于传播过程的结束。
政治过程的运行始于人们提出政治要求，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要求的提出都离不开政治语言和符号的
运用，离不开政治信息的传递；政治过程中的政治转换是政治家相互之间以及政治家与大众之间运用
各种传播形式交流和沟通的复杂过程；政治输出是语言符号对转换结果的反映和描述，也可以说是政
治信息从政治体系的流出；反馈则是政治信息的回流和新的政治过程和传播过程的开始。
    本书从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出发，系统阐述了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问题，内容翔实，条分缕析
，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值得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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