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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权力是一个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同时又是导致社会混乱和政
治腐败的重要因素。
对于权力的行使必须进行监督和制衡，尤其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
在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中，新闻舆论监督除了具有社会监督的共性外，还有着及时、快速、轰动等
特点，较之其他的社会监督，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和无可比拟的优势。
    本书研究的就是新闻舆论监督与公共权力运行之间的关系，综合运用了新闻传播学、政治学、法学
等理论知识，将新闻舆论监督与宪政和法治的实现结合起来，以期对权力制约路径的理性选择提供另
一思路。
本书归纳阐释了新闻传媒对公共权力监督的基础和法理，并分述了新闻传媒监督与立法权力、行政权
力、司法权力、执政党权力的关系，力求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新闻舆论监督之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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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颖
　　1978年生，江西萍乡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创新基
地博士后，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新闻理论、
新闻法治与伦理。
曾在核心刊物和专业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守望正义：法治视野下的犯罪新闻报道》(人民
出版社，2008年)，主持完成了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并参加过多
个省部级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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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研究权力的通常方式是列举权力得以行使的基础或资源。
“资产”和“价值”或“价值基础”，这些术语通常用作“资源”的同义语①。
　　由于权力是一种带有强制性质的社会关系，权力的产生、运用及其所能造成的后果，都以一定的
组织、物质和精神力量为基础，这种构成权力体系的基础和资源，就是权力资源。
个人或组织的权力，取决于对这些资源的掌握和运用。
埃齐翁尼（.Amitai Etzioni）将权力的基础归结为强制性的、功利主义的和规范性的资产，分别对应于
武力手段、物质奖励和合法性象征诸如声望或爱戴②。
威廉·甘森（William Gamson）提出了类似的三分法：强制资源、诱导资源、说服资源③。
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认为权力的基础包括个人资源和集体资源。
个人资源包括财富、声望、专长等，但个人资源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权力基础，而可能用于闲散的目的
；集体资源则是通过动员将个人资源集中起来支持共同目标的结果。
集体资源对权力的意义取决于其组织化程度和团结程度④。
　　从权力的运行过程看，权力资源大致包括三部分：（1）前权力资源，即产生权力的部分社会资
源，它们先于权力存在，是主体权力产生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
就特定的权力而言，凡先于它存在并使之产生的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都属于这类资源，如自然物、财
产、血缘、主体的社会地位、制度、习惯、传统等。
缺乏这些资源，权力无法产生。
（2）权力主客体资源，即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各自所具有的基本要素，它们影响着权力的运行方向
、实现的范围及扩张的程度。
就个体而言，包括文化教养、才能、品德、性格、气质、需求、容貌、体格、信仰、心理等；就群体
而言，包括组织结构、规章制度、行为模式等。
（3）后权力资源，即特定权力形成后，能使之维持、增值或扩张的其他资源。
它们是权力稳定及变化的条件，如业已形成的交往关系、文化氛围、社会思潮、保障机制、规范体系
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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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舆论监督与公共权力运行》是“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成果丛书”之一，全书共分7个章节，主要对新闻舆论监督与公共权力运行知识作了介绍，具
体内容包括新闻传媒对公共权力监督的基础分析、新闻传媒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法理探讨、新闻舆论监
督与立法权力运行、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权力运行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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