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和谐同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与和谐同行>>

13位ISBN编号：9787561529577

10位ISBN编号：7561529570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厦门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嬿如

页数：3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和谐同行>>

内容概要

近年来，时常有学术界和传媒实务界的人士提出，政府对大众传媒的管束要放开，要给媒体更多的自
由和自主权，等等。
这种倾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发展中的中国的社会现实。
这现实十分复杂多变，要求我们审慎处理。
大众传播媒介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角色需要慎重界定。
对其角色的科学界定，衡量标准使传媒促进社会的健康稳定协调发展，有助于全中国人民获得最大的
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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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嬿如，受教育于中国、美国、新加坡，在国外获得大众传播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并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在美国、欧洲、澳洲和亚洲出版的传播学英文国际学术刊物（包括SSCl期刊）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出
版传播学专著四部（其中一部在美国出版）。
专著《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传播战役与民族凝聚力》获得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获得“福建省第三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
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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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建设　第一节  大众传播对我国社会主义立法工作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  大众传播对法的实施的监
督，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维护司法公正　第三节  大众传播传递法律知识，增强公民法律
意识，营造法制舆论氛围第三章　大众传播与教育发展　第一节　当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与教育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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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医疗健康报道传播流概况　第三节  医疗健康报道的传播结构　第四节　齐齐哈尔假药事件的
传播流研究　第五节  医疗健康传播流的理论建构    第五章  大众传播与环境保护　第一节　中国的环
境传播　第二节　政府与环保传播　第三节　企业与环保传播    　第四节　公众与环保传播　第五节
　个案研究——圆明园事件与公众参与　第六节  大众传媒与环保非政府组织（NGO）　第七节　讨
论与结论第六章  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　第一节  丰盛的匮乏——新传播技术与大众文化　第二节  当代
题材主旋律电视剧中的三角恋爱（1992--2007）　第三节　流行歌曲：现在的歌为什么难听？
　第四节　广告：真情还是煽情？
　第五节　大众文化的诉求：Love or 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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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第八章　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　第一节  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　第二节  我国国家形象历史演变的简
要回顾　第三节  当前中国的国家形象——《参考消息》“外国人看中国”专栏的报道　第四节  国际
传播与中国大学生美国观的形成尾声  传播战役与民族凝聚力的再思考——以2008年抗震救灾直播报道
为例追寻永恒感动今生（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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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物权法》的讨论中，网络媒体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种网站纷纷开辟了相关论坛，如人
民网中的“法治论坛”的有关《物权法》的讨论，在百度贴吧里，《物权法》的发帖数从2005年7月20
日到2006年6月，共有344篇，显示了网络作为新兴媒体在表达意见上的优势。
网上讨论的意见也成为意见来源的一部分，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一位负责《物权法》制定的官
员介绍“除了把各地主动或按要求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所提意见加以整理之外，我们还密切注意网上相
关的各种讨论，一有不同意见就会挑出来。
”①　　此次公开提意见的效果也是较为明显的，据中国网2005年10月22日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草案）》修改情况汇报实录报道，可以看到群众讨论的主要热点问题在这次修改意见中都有
了具体体现。
“群众提出的许多意见都得以吸纳”，其中关于国家所有权，城镇集体财产的归属，征收、征用、拆
迁，杜会团体的财产，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追回被盗、被抢的财物，特许物权，建设用地使用
权，担保物权，法律用语的通俗化这十个问题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修改。
　　第二阶段：然而《物权法》的制定注定会充满波折。
2005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巩献田教授的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引起巨大争议。
巩献田指责《物权法》违宪：草案对“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字不提，妄图以“私有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
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巩献田的“建议”获得了立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公开信发表半个月后，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副主任王胜明等4人约见巩献田。
巩献田向本报记者回忆，双方的谈话持续了80分钟，交谈中他的态度比公开信来得更严厉和激烈。
胡康生向他介绍了《物权法》起草的基本情况，答复将把他的意见上报有关人士”。
③随后由于各种原因这部法律被搁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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