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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向公众提供电视公共服务，本质上是将电视节目从公共电视机构发送给公众的传输过程。
电视传输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从电视公共服务的角度看，又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本书没有选择电视传输的纯技术研究的角度，而是从电视传输技术及其演进切入，尝试将与电视传输
相关的技术应用、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投融资、管理等诸多要素放在一个体系中，以电视传输体系
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研究如何构建电视公共服务要求下的中国电视传输体系。
本书在深入分析中国电视传输体系问题与成因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分别从电视传输体系的技
术、运营、监管三个层面，提出了中国电视传输体系的公共服务战略。
    本书适合媒体从业人员、政府职能管理部门人员、高等院校新闻传播专业师生和研究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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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电视公共服务的传输体系研究》分两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侧重电视公共服务与电视传输的学理探讨。
重点研究电视传输体系的构成以及电视传输体系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应遵循的原则，总结分析电视技术
变迁对电视公共服务带来的影响。
第二部分依据第一部分的理论基础，侧重电视传输的实务研究。
重点分析中国电视传输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形成的原因，提出构建中国电视公共服务传输体系的操作
方案，以及新型电视传输手段的公共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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