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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

内容概要

　　公共关系学是研究社会组织公共关系活动的特征、规律及其方式、方法的一门学科。它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逐步
引入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起到树立企业形象、企业设计，塑造宣传企业信誉，加强信息
交流，引导协调公众之间的往来等重要作用，成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重要途径。因
此，在我国大、中专教育领域逐渐成为一门专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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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政策一、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
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做好“五个统筹”三、正确认
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四、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着力建设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六、构建和谐社会也要靠改革七、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八、切实做好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
利等方面的工作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九、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文化建设具有
基础性、先导性意义十、社会治安问题仍然是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第二节 我国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一、民主法治二、公平正义三、诚信友爱四、充满活力五、安定有序六、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第四节 公共关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一、公共关
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基本方法二、和谐社会促使公共关系在新世纪获得新发展第二章 公共关系在构
建和谐社会中的使命第一节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公共关系全局第二节 和谐社会与公共关系的特征第三
节 公共关系在创建和谐社会中的任务第三章 公共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第一节 和谐社会物
质基础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一、物质建设是和谐社会的发展基石二、物质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三
、物质不和谐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第二节 公共关系在物质和谐中的重要作用一、优化和谐社会物质建
设大环境二、激发社会活力，倡导全民共建三、促进第三次分配方武形成，平衡社会差距.四、保障和
谐社会物质建设成果第三节 实现物质和谐的公关途径一、政府途径二、企业途径三、第三部门途径第
四章 公共关系与营造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一、精神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二、公共关系在
精神和谐中的重要作用.三、公共关系推进精神和谐建设的方式途径.四、建设精神和谐应该注意的问
题.第五章 公共关系与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第一节 公共关系与法律制度的关系第二节 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法律与社会关系的新思考一、关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简单回顾二、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中法律与社会关系的新思考三、系统论视野下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四、“法治国家”与“和谐
社会”统一第三节 公共关系与法律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统一一、公共关系与法律制度在
价值追求上与和谐社会相契合二、公共关系与法律制度在功能效用上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第六章 礼仪与
构建和谐社会第一节 礼仪与公关礼仪概述一、礼仪与公关礼仪的起源与发展二、礼仪与公关礼仪的内
涵三、礼仪与公关礼仪的共有特点和基本原则四、礼仪与公关礼仪的类型五、礼仪与公关礼仪的关系
第二节 礼仪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一、礼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二、礼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有效途径第三节 加强礼仪建设的必要性和途径一、加强礼仪建设的必要性二、加强礼仪建设
的途径第七章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与和谐农村建设一、“失地”农民的产生及现状二、“失地”农
民权益损失及原因分析三、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现状及
不足五、对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第八章 公共关系与和谐社区构建一、构建和谐
社区的历史背景、意义二、和谐社区的内涵、建设标准以及建设目标三、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路径四
、构建和谐社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五、构建和谐社区的对策与建议第九章 公共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
政府管理制度第一节 政府管理制度理念应该创新一、破除传统的管制型行政，树立先进的服务型行政
理念二、成为一个有限型政府三、成为一个高效便民的政府四、成为一个法治政府五、成为一个透明
政府六、成为一个责任政府第二节 政府必须重新处理好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一、处理好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二、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三、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第三节 改革政府问责制度，推
行自我约束与促进自我发展一、法律责任的特点和理论基础二、什么是行政法律责任三、行政法律责
任的构成和形式四、我国问责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五、如何完善问责制度的不足，解决问题第四节 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一、《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促进行政审批工作的开展二、筒化
服务流程便捷服务群众三、推进新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四、审批中心要大力推行十项承诺服务制度
五、突出服务主旋律，并在“五个求深入”上做文章 六、行政审批中心的工作人员，要坚持和树立社
会主义荣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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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其中之一是“坚持最广泛最充分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构建和谐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
基础，是实现党执政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是各方面都能得到协调的社会，而公共关系
的定义却正好诠释了这一点。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公平公正，维护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
。新形势下的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如今的社会冲突集中
表现为“利益的冲突”，大部分是由于我们不能协调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引起的。所以，作为
执政者，就要能很好地处理各个不同阶层、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当前特别是不能以牺牲弱
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一端聚集。这种利益流向的不平衡，会引
发普通劳动者阶层和弱势群体的不满，会扭曲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我们还应积极探索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政府公共关系。　　（1）树立和强化公共关系意识。目前，一些部门的领导对公共关
系工作的内容了解不多，重要性认识不足，或者存在各种偏见和误解。因此，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公
共关系意识是当前加强政府公共关系工作面临的紧迫任务。首先，各级公务员要转变观念，不断强化
公共关系意识，要充分认识自身形象是政府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应以自己的行动来体现人民政府为人
民的本质。其次，加强公务员的素质教育，使公务员切实做到一切为社会公众服务，一切为经济建设
服务，密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架起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　　（2）合理设置公共关系
机构。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陆续成立了一些公共关系职能部门，但设置往往分散，职责不一，很难满
足政府公共关系的客观需要。在政府机构中设置统一的政府公共关系机构，是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加
强执政能力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要在合理配置资源的基础上精简机构，强化政
府公共关系职能。　　⋯⋯

Page 4



《公共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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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