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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3)》是一部权威的年度性国家纪录片发展报告，集纳了北京师范大学
纪录片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中央电视台、广电总局等政府权威部门、业界精英和学界
专家的30多名课题研究组成员的研究成果，对中国2012年纪录片发展动态进行了深入地解读，具体包
括2012年纪录片频道发展动态、纪录片栏目发展动态、纪录片作品状况、纪录片市场情况、纪录片文
化美学特征及理论研究，以及中国纪录片发展主要问题与对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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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同道，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美国纽约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访问学者。
长期从事纪录片教学、研究与制作工作，主持全国艺术科学、教育部、广电总局等课题10余项，主要
著作有《探险的风旗》《媒介春秋》《世界纪录电影导演研究》《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等，纪录片
作品有纪录电影《小人国》（第10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大奖）、电视纪录片《经典纪录》《世纪
长镜头》《成长的秘密》等，作品多次入选阿姆斯特丹、半岛、釜山等国际电影节。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兼《现代传播》主编。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新中国60年影响中国广播电视进程的60位人物”，首届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科研项目10余顼，已出版学术专著有《电视传播艺术学》《影视文化
论稿》等近20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参与了近百个电视频道、栏目、大型节目的策划和主创工作
。
担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大奖、中国新闻奖、国家音像制品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彩虹
奖”等多个国家级奖项的评委。
曾赴美国、俄罗斯、法国、芬兰、英国、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讲学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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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8.1 《活力中国》现实题材纪录片征集活动 《活力中国》现实题材纪录片征集活
动是2011年纪录频道首次举办的纪录片“委托制作”征集活动。
首届招标投入资金超过1000万元，向社会制作机构委托制作了100集现实类纪录片，招标吸引了51家社
会制作机构参与。
 2012年3月5日，首批“活力中国”社会类现实题材纪录片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表现日新
月异的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展示了当代中国的生机和活力。
节目播出带来了巨大社会反响。
 2012年9月，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正式面向全社会公布“活力中国”第二批征集选题，仍然是关注现
实类题材，选题共计九类，分别为：《爱上新一行》、《行走的餐桌》、《极致玩家》、《淘金梦》
、《幕后》、《同一片天》、《奇思妙想》、《寻路乡村》、《八九点钟的太阳》。
 同时，为进一步推新出优，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与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评奖委员会合作
，在2013年金熊猫奖项之中，首次单独设立“CCTV活力中国特别奖”的评奖活动，进一步拓展了该
系列节目的影响力。
 2.8.2《传奇中国》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征集活动 《传奇中国》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征集活动分为
“文化单元”和“历史单元”两个部分。
“文化单元”以展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地域文化的异彩纷呈以及中国人的快乐生活为主。
“历史单元”以展现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科技发现、社会生活等为主。
2012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正式立项了《传奇中国》系列节目有60余部近300集，总投资额超过2000
万元。
 2.8.3筹备成立两大联盟 2012年的9月和12月，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分别举办了面对全国省、市电视台
的“中国纪录片发展年会”和面对社会制作机构的“中国纪录片制作行业年会”。
在这两个会议中，纪录频道倡导成立两个联盟——“中国纪录片发展联盟”和“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
”，获得了与会全国省市电视台和社会制作机构的强烈回应，这两个联盟的构建，将使全国的纪录片
制作和播出队伍，从此凝聚在中央电视台旗下，实现全国行业资源有效整合，正式确立了中央电视台
在中国纪录片行业的旗舰地位。
 中国纪录片发展联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共同打造中国纪录片联播网，此举将扩大纪录频道的有效
传播地域，让中央电视台品牌不断延展得更远、更深，也会对各地面纪录频道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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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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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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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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