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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同道、胡智锋主编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纪录片蓝皮书
)》主要沦述中国大陆地区的纪录片发展情况，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的纪录片发展概况。
主要内容包括：2000～2011年的发展总体概况，如国家政策、制作、传播与市场情况、主要阶段和特
征、代表人物与作品等。
本书以两部年度报告为主体，结合世界发展趋势，进行总体分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提出战略方向，
志在探索在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纪录片发展模式。

 同时，自2009年以来，《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纪录片蓝皮书
)》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与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杂志联合发布，这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关于
纪录片行业的年度报告，被广电总局领导誉为
“中国纪录片蓝皮书”。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都发表了关于本报告的长篇报道和评论，
业界也非常关注。
编者将继续以报告为基础，分析中国纪录片十年来的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纪录片经验，寻找中国记录
片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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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纪录片研究、教学与制作等课题，主要著作有《火师影像》《真实的风景：世界纪录电影导
演研究》《多无共生的纪录时空》等，主要纪录片作品有《居委会》《经典纪录》《小人国》等。

《现代传播》杂志主编，教授、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电视传播、影视文化与理沦研究与电视策划，主要著作有《电视美的探寻》《中国电视观念
沦》《影视文化论稿》等，主要策划作品有《再说长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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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2009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
第一章 绪论
 1.1 播出平台与制作基地
 1.2 研究方法、范围与理论框架
第二章 纪录片频道
 2.1 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的整体格局
 2.2 频道建设情况
 2.3 核心竞争力
 2.4 存在问题与突围策略
 2.5 发展趋势
第三章 纪录片栏目
 3.1 中国纪录片栏目的整体格局和特征
 3.2 中国纪录片栏目管理的基本情况
 3.3 2009年中国纪录片栏目发展趋势
 3.4 主要问题
第四章 纪录片节目
 4.1 2009年中国纪录片节目的类型特征
 4.2 制作资金和市场
第五章 2009年中国纪录片市场状况
 5.1 国外纪录片市场发展的基本模式
 5.2 2009年中国纪录片市场概述
 5.3 中国纪录片市场环节的基本情况
第六章 文化、美学与理论研究
 6.1 文化形态
 6.2 美学特征
 6.3 纪录片理论研究
第七章 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与对策
 7.1 纪录片发展战略定位
 7.2 中国纪录片发展面临的问题
 7.3 中国纪录片发展对策
2009年中国纪录片大事记
下篇：2010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
第一章 绪论
 1.1 世界纪录片发展动态与中国纪录片发展趋势
第二章 纪录片频道
 2.1 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
 2.2 纪录片频道整体格局
 2.3 纪录片频道节目构成
 2.4 纪录片频道编播特色
 2.5 纪录片频道运营模式
 2.6 纪录片频道赢利模式与产业规划
 2.7 纪录片频道传播效果
 2.8 纪录片频道品牌建设
第三章 纪录片栏目
 3.1 纪录片栏目整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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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纪录片栏目主要特征
 3.3 纪录片栏目管理模式
 3.4 纪录片栏目传播效果
 3.5 纪录片栏目的问题和发展变化
第四章 纪录片作品
 4.1 纪录片作品类型特征
 4.2 纪录片作品制作特点
 4.3 纪录片作品传播特点
 4.4 纪录片作品后产品开发
第五章 纪录片文化、美学特征及理论研究
 5.1 纪录片文化特征
 5.2 纪录片美学特征
 5.3 纪录片理论研究
第六章 纪录片市场
 6.1 中国纪录片市场制作主体
 6.2 中国纪录片市场传播主体
 6.3 中国纪录片市场现状
 6.4 中国纪录片市场新趋势
第七章 纪录片网络新媒体传播
 7.1 中国纪录片网络新媒体发展现状
 7.2 外国纪录片网络新媒体发展现状
 7.3 纪录片新媒体传播特征与发展趋势
第八章 世界纪录片发展动态
 8.1 主要国家纪录片创作与产业现状
 8.2 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纪录片
 8.3 新技术新趋势
第九章 中国纪录片发展主要问题与对策
 9.1 中国纪录片发展格局
 9.2 中国纪录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9.3 中国纪录片发展对策
2010年中国纪录片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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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地面纪录片频道购买节目的渠道包括国家地理频道、探索亚洲有限公司，大陆桥、雷
禾、华亿联盟、元纯等国外纪实内容提供商、国内民营公司等，它们之间的合作模式主要是节目销售
和贴片合作两种方式。
由于中国纪录片市场是买方市场，参与市场流通和竞争的制作者面对播出主体的强势，只能选择低价
出售和多地售卖播映权的方式，不仅纪录片的价格与价值严重失衡，而且也加大了发行成本。
6.3.3 播出内容与播出平台保持在低水平平衡状态，缺乏创新冲动目前，价格偏低与重复播出保持了相
对均衡状态，抵制了社会资本的介入，也延缓了播出平台的发展速度。
一方面，地面纪录片频道普遍存在重播率高的问题，多数时段未能得到有效开发。
2010年，地面纪录片频道纪录片栏目的重复率很高，多为《奇趣大自然》、《传奇》、《视野》等栏
目，内容设置比较接近；另一方面，市场上流通的纪录片产品种类很少，没有特别突出具有竞争优势
的栏目类型，频道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
两个方面的因素互相作用，造成传播主体没有对纪录片产品多样化的要求，难以形成促进市场繁荣的
主观能动性。
在目前比较初级的市场环境中，制作主体生产的产品类型仍然可以做到供需平衡，没有开发新产品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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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发扬了纪录片最为可贵的精神：务实和原创。
报告真正立足中国纪录片的产业状况，给纪录片业界和学界的同仁们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和指导性理
论。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峰这是一份厚重的报告，结构清晰、分析透彻、作品全面、资料翔实，
这份报告将会给中国纪录片的产业发展与创作道路指明更加清晰的方向。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总监刘文这是一次切实际、有眼光的研究。
报告揭示出了当前纪录片创作的误区，指明了今后纪录片的走向，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思考，为
管理部门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制作部门提供了重要启示。
　　——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这是一份良心报告、放心报告、管用的报告，是一次面向中国纪录
片实践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思考。
广电总局对纪录片的政策支持，纪录频道的开播，《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的出炉，让我们看到
了中国纪录片的希望。
　　——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名誉会长陈汉元张同道教授一边教学，一边创作（这几年他拍了不少
优秀作品，如《小人国》等）。
现在，他又带领团队把这部有理论、有实践、数据翔实、方法科学的报告贡献出来，为中国纪录片创
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谢谢同道们！
　　——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刘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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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共分上下两编，五个部分：上编：2000-2011：世界纪录片发展趋势第一
章外国纪录片发展趋势第二章中国纪录片发展趋势下编：2009-2012：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第三章
《2009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第四章《2010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第五章《2011年中国
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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