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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学概论(第4版)》被教育部列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后，作者对其再次作重大修订后
的第四版。
《新闻学概论》着重总结、阐述人类新闻活动主要是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及新闻学中的基本概念和知
识，为进一步掌握新闻业务、探索新闻理论、研究新闻史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系统基础知识。
作者20多年来先后写过五部“新闻学概论”方面的专著和教材，《新闻学概论(第4版)》是他最新研究
成果的结晶，许多内容、观点总结概括了不断进步着的新闻实践，如互联网与新媒体发展及其对传媒
业的影响，新闻媒介的公共性与商品性，中国传媒的新生态环境等。
本次修订，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增加了对近几年中国传媒业最新发展历程的概括，尤其强调了新媒
体环境的变化和影响。
《新闻学概论(第4版)》可作为新闻传播学科的教材，宣传工作者、新闻爱好者的自学读物，也可供新
闻业务进修、提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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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良荣，1946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
1968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2年7月获硕士学位。
著名的王中教授是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导师。
作者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河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兼
职教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
作者专擅新闻学理论和国际传播，致力于当代中国新闻媒体和世界新闻媒体的发展与改革，著有《新
闻学概论》、《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宣传学导论》、《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西方新
闻事业概论》、《当代西方新闻媒体》、《中国传媒业的战略转型》等专著及一批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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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公共性舆论既然始终在公共领域内产生并发挥作用，那么公共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为
舆论最重要的特性之一，这种公共性的具体体现就是舆论指向的公共性和作用目标的公共性。
要吸引公众参与，形成广泛的社会讨论，最终整合形成一致意见，那么，这一意见指向的事物必须具
备公共性，即利益上对公众而言的切近性，或说涉及公共利益。
个别的、仅涉私人的小事是不可能引发广泛的社会舆论的，而与某种普遍利益关联的公共事务（如下
岗再就业、反腐倡廉等）往往能够很快成为公众关注热点，形成舆论。
即使是某个偶发的突然事件，能够引发大面积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也必是因为事件的原因、过程、
结果、影响、实质等构成要素中，蕴含某种或涉及公众人物、或关系公益等触及公共领域生活的因子
，具备了公共性，契合了公众关心公共事务的内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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