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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随之而来的是跨文化传播在全球的迅速兴起，而影视艺术作为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创造和文化
传播方式之一，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最广泛的观众群和覆盖面。
　　随着广播影视事业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和产业属性的显现，对广播影视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近
年来，我国广播影视类专业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广播影视系统输送了大量的人才，随着广
播影视行业的迅猛发展，社会对广播影视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办学质量，培养更多的适应新世纪需要
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广播影视高素质人才，是广播影视教育的当务之急。
　　作为广播影视教育的重要环节，教材建设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新的形势要求教材建设适应新的教
学要求。
高职高专教材应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的自身特点，.按照国家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以应
用性职业岗位需求为中心，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为基础，以学生能力培养、技能实训为本位，使职
业资格认证培训内容和教材内容有机衔接，全面构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需求的高职高专广播影视类
专业教材体系。
广播影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十一五”规划教材，主要包括影视动画、影视广告、新
闻采编与制作、主持与播音、电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等专业系列教材。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必将对高职高专广播影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得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领导、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人事教育司领导及行
业专家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内众多同类院校的大力协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师生和读者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使教材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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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览全篇，本书具有以下三点明显的创新和突破。
    首先，本书花了很大的篇幅比较详尽地描述了新媒体语境下的广播电视的形态，这是一个有益且重
要的尝试。
新媒体技术在传播方法上的运卅乃至其所导致的传播观念的改革都是不可忽视的现象，虽然新技术在
未来并没有吞并传统旧媒体的担忧，但传统传播方式与新技术的融合将是必然的趋势，这一亮点体现
了本版《广播电视概论》的现实视野有别于其他。
    其次，生动贴切的延伸阅读反映了编者对读者的关照。
《广播电视概论》应该是在学生新人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开设的，善学小如乐学，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是教师煞费苦心去做的。
本书在“广播电视发展历史沿革”一章附有“广播＼电视的发明”，“广播电视技术”一章附有“电
磁波的发明及通信卫星”的知识介绍，等等，这些都无疑起到了拓宽学习者专业视野的作用。
最后还附上诸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
法规文件，这些原始文件的附录将为学生全方位认识中国广播电视现状提供阅读素材。
    再次，基于为高职编写专门教材的初衷，本版广电概论也完全遵循了高职教学的特点，去除了一些
理论表述，尽可能多地将笔墨投诸高职学生即将面临的专业实践学习上。
该书共计十一章，除了头尾偏重广电概貌性描述外，其余各草涉及的都是广播电视专业毕业生几个职
业生涯不可缺少的技术、制作、经营等广电行业的主要领域。
第二章是技术导向的广播电视的技术原理，第三、四章前瞻性地介绍了新媒体时代的广播、电视，第
五章则引入媒介经营的维度，第六、七、八章是广播电视的制作的技术描述，第九章是媒介经营运作
中不可缺少的受众调查、收视率满意度调查，第十章是广电从业者的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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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海潮，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文学硕士，讲师，编导教研室主任。
　　致力于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广播电视编导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经常从事节目策划、编导等方面的实践。
主持和参与完成省级、院级课题多项，并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过多篇专业论文。
　　杜娟，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专任教师。
经济学学士、文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组织传播、新媒体传播、网络舆论等。
主持安徽省教育厅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研究项目《大众传媒组织文化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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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国的数字广播发展迅速，目前观众只要拥有一台数字收音机，除了能收听到9套数字广播节目
外，还能够24小时“阅读”来自英国广播公司在线更新的节目，而不受节目时间表的限制。
　　（二）英国广播电视发展的特点　　1.强调竞争中的特色　　英国是西方传播媒介最强大的国家
之一。
它作为英语国家中的非移民国家，力争在同其他国家融合的同时又保持其自身特有的民族风格。
。
BB（：一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外派记者、设立办事机构和购买外国节目；另一方面又增加自己制作的
节目量。
BBC强调创办自己的附属机构，下属的13个文艺团体包括乐团11个、合唱团2个、演员和艺术家600多
人，这些是节目制作的强大后盾，BB（：播出的节目中有85％是由自己制作的。
　　2.注重完善竞争服务功能　　英国政府一直强调广播电视的服务性，对于不利于国民的节目总是
严加限制。
1987年7月英国通过了《家用录像管理法》以限制色情、暴力节目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同时，对外来
电视节目也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
1997年5月英国广告商联合会（ISBA）提出增加广告时间，但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以“增加广告时间将
损害观众利益”等为由加以拒绝。
1996年BBC发表了“对视听者的承诺”，其中包括“以不同节目满足不同听、观众的需要，扩大对听
、观众的服务范围”。
同时还提出“提高国际广播质量”等要求，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听率和收视率，加强竞争性，巩固服务
性。
　　三、法国广播电视发展概况　　法国于1922年2月，由邮电部经手建立了第一座广播电台，它通过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开始定时广播。
1922年法国成立国家广播电台。
从1924年开始陆续出现私营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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