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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企业与名人的媒体危机应对已经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本书初稿根据滔知常与彭铁林分别提供的两个报告记录稿整理而成，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政府、企业、
名人的媒体危机应对，一个不能回避的新问题、政府的媒体危机应对之道、企业的媒体危机应对之道
、名人的媒体危机应对之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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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知常，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
先后出版学术著作15部，编著5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长期从事政府形象、地区形象、个人形象与大众传播媒介的策划，是国内著名的“政府高参”、“企
业军师”、“媒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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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政府的媒体危机应对之道　　第一章 政府媒体危机中的政府：政治传播学的视角　　考
察一个对象，研究者立足不同的角度，总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现在，我们讨论政府媒体危机中的政府角色，立足的不仅仅是政治学的视角，也不仅仅是传播学的视
角，而是这两者的结合：政治传播学的视角。
那么，政治传播学的视角是什么?按照有关学者的说法：“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信息的流动，确切地
说，就是由政治系统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和处　　理过程。
”由此，我们采取政治传播学的视角，就是要考察政府部门在应对政府媒体危机的过程当中，政府自
身信息的流动。
具体说来，这个“政府自身信息”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形象”。
　　第一节　为什么要提“政府形象力”？
　　历史上，尽管政府的组织形式不一样，或者性质不一样，但是自从政府这种形态出现后，它的基
本职能就是对社会的管理以及对公关权力的行使。
　　从宏观的角度看，政府的各级部门仍然是一个社会组织。
只是这个社会组织处在全社会的核心位置，它以合法的形式去行使对社会其他组织和成员的管理。
所以，笼统地讲，我们一提到“政府”二字，有两个关键的内涵是需要注意的：一是社会管理；二是
合法性。
　　谢庆奎在《政府学概论》中认为，各种各样的政府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成员的“非自愿性”
。
这里意思是说，一个政府所管理的成员，并不是像对待宗教那样，可以作出自愿的选择。
每个政府所管辖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一生下来，就天然地处在某一政府的管辖范围内。
组织成员这种“天然”的“非自愿性”，给政府“天然”地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取
得成员的认同”。
尽管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具有合法性的权威，但是成员的认同感却需要政府的主动建构和维持。
古今中外，任何政府莫不重视自身在社会成员中的形象，而往往一届政府的崩溃，也同其在社会成员
中的恶劣形象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案例何其多也？
中国有句古话说：“君舟也，民水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
”这句话当然不仅仅指的是政府的形象问题，但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政府形象的重要性。
老百姓没法选择自己被管辖的政府，但是可以选择认同和不认同自己的政府。
一届政府失去了老百姓的认同感，当然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一个简单而朴实的道理。
　　社会学家韦伯在论述政府的组织形式时，曾经概括为暴力型的政府、领袖型的政府和现代型的政
府。
前两者管理社会依靠的都是非理性的暴力或者个人魅力，只有后者是依靠理性的、科层制的权威。
在前两者中，由于是依靠暴力政府和社会成员非理性的个人崇拜，政府形象在政府运转过程中发挥的
效能相对较小。
在科层制的现代政府组织形式中，政府形象的建设不但必不可少，而且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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