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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旦博学传播学系列教程：电子媒体导论》以《电子媒体导论》英文版第五版为蓝本，结合中
国国情，分析了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以及因特网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讨论以美国电子媒体为主要对象，涉及电子媒体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内容编排、经营管理、监管自律
、受众研究、传播效果以及国际传播等。
中国电子媒体的相关内容也有所涉及。
　　《复旦博学传播学系列教程：电子媒体导论》理论联系实际，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语言生动、
深入浅出，适合传播学、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等专业师生使用，对广播电视和网络传播从业人员也有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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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瑟夫·R·多米尼克（Joseph R．Dominick），美国佐治亚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教授，电信
系负责人。
1966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l97O年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
曾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四年，以后任教于佐治亚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自1980年至l985年，曾担
任广播电视电影专业的负责人。
此外，他还兼任一些机构的媒体顾问。
　　弗里茨·梅瑟（Fritz Messere），美国奥斯威戈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主任、广播和电信专业教授。
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l971年获学士学位，l976年获硕士学位。
他有丰富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验，曾担任一位FCC成员的兼职助理，并且是全国农村电信政策研究
所的专家组成员。
　　巴里·L·谢尔曼（Barry L．Sherman，1952—2000），生前为佐治亚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教
授，自1986年至l991年任电信系主任。
此外他还是美国广播电视教育学会、国际广播和电视协会以及广播电视传播博物馆成员。
　　张海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L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获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英国威尔士大学卡的夫学院，获新闻
学硕士学位。
1983年起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曾任记者、编辑、国际部主任，曾参与筹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英
语台并主持工作。
1993年加入香港《大公报》，任该报驻上海办事处主任，高级记者。
1998年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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