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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按照电视专题部门的工作内容来谋篇布局。
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电视专题片、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栏目与电视专题频道、电视主题活动，共17
章。
各部分环环相扣，突出社会把握能力和节目创作能力的培养，力求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体现
行业发展需要。
    本书内容翔实，案例丰富，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理论性和实用性。
可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编导等专业“电视专题”课程的教材，适合广播影视专业和新闻专业的在校
学生阅读，也能为电视专题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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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尚伟，1970年生，四川省中江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曾在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工作九年，近年来致力于文化产业研究，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
代表性著作有《文化产业导论》《影视传播与大众文化》《百年“双城记”——成都、重庆的城市文
化与传媒》《广播电视新闻学》《媒体竞争论》《电视文化战略》等，正式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
持、参与国家社科项目四项，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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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对电视专题片的商业化需求。
商业拍摄式专题片的选材范围较为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城市形象宣传片和企业宣传片
等。
这一类别的电视专题片大多采用商业合作的方式进行拍摄，拍摄方所进行的是市场化的有偿服务。
2004年，张艺谋为成都拍摄的城市形象宣传片就是商业拍摄式专题片。
片尾处“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成为宣传片的点睛之笔，从此广为流传，成为成都的另
一张崭新的名片。
模式的不同会影响到资金运作环节的不同，从而专题片策划的方式与重点也就不同，下面分别阐释这
两种模式的电视专题片不同的前期策划。
  1.政治拍摄式  这种类型的专题片主要由政府部门直接拨款或特许制作，根据特定时期内国内国际形
势的需要拟定出一个时期的任务式选题。
此种主题的专题片多半内容重大、政治性强，反映政府的立场，强调国家和社会效益。
一般情况下，政治拍摄式专题片的制作条件比较优越，多由政府直接拨款，其制作者往往精通媒体传
播规律，能主动提出自己感兴趣、有信心的选题，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渠道相结合，发挥媒体
和个人的双重优势，达到社会效益和个人诉求的双赢。
典型的例子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专题片《世纪行》、《让历史告诉未来》等，在电视上播出后引起轰
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均取得良好收益。
2.商业拍摄式  商业拍摄式电视专题片多为企业宣传片，或与政府形成合作关系，制作城市形象宣传片
。
其主要操作程序为：（1）专题片制作组与客户初次沟通，根据需求，确定基本价格。
（2）与客户亲密接触，详尽了解企业和产品（或城市特点）。
（3）制片组和创意人员做出初期创意脚本方案。
（4）向客户提供详细报价并与之积极沟通，签订制作协议书或合同书。
（5）整理现有相关资料素材，撰写文案，制作分镜头脚本。
（6）与客户相商，修改文案，直至客户认可文案。
这些程序均属于商业拍摄式专题片的前期工作。
从中可以看出；这一类型专题片的选题基本上由客户方选定，制作者在前期策划中需要与对方进行良
好的沟通交流，切实了解其意图，以便使下一步的拍摄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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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电视专题”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迄今为止，我的人生历程中有整整20年的光阴与“电视专题”相关。
正因为结缘了电视专题，我的青春时光在记忆中显得更加清晰而多彩。
从1991年作为大三学生主动请缨拍摄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新闻系系庆专题片——《咱们的
新闻系》开始，我就与电视专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2年本科毕业后，我到四川省广电厅工作，在相当一部分时间里都在做被人们称之为“电视专题”
的事情，拍了一百多部（集）电视片，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电视专题这个范畴。
在这个过程中，真可谓“大江南北游走，巴山蜀水踏遍”，这些经历使我在专业领域得到了很大的锻
炼，也使我的人生境界得到很大的提升。
参与拍摄《毛泽东在四川》、《巴蜀四帅》等专题片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向这些伟人学习的过程。
其间，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传记及历史材料，并尽可能地去接近曾在伟人身边的一些人，从这些人的
讲述中体会伟人们平凡生活中的那些不平凡的东西。
这些伟人的胸襟、视野与思路一直影响着我，给了我很多的人生启发和激励，对我后来的研究风格，
对我在新闻传播研究、文化产业研究中的大局观、实践观及建设观的形成大有裨益。
2001年回到川大任教以后，我还是在做电视专题片的相关工作，《邓小平与四川》这部电视专题片就
是以川大为平台拍摄的。
此外，我还讲授了多年的《电视专题》课程。
在讲解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对自己过去的从业经历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总结，另一方面也借鉴了很多
业界人士和学界人士的智慧，并在与学生的沟通过程中获得了不少心得，昔日那些零散的实践感受得
以升华，于是有了这本《电视专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对我青春时光的一种回顾、一种交代。
“电视专题”与我的不解之缘远不止上述所说，还有几种缘分在此有必要提及：我的本科同班同学陈
为军以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得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此项荣誉
的导演。
另外，《好死不如赖活着》一片还获得了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等一系列国际荣誉。
他的另一部纪录片《请投我一票》获得白银电影节最高奖项“纯银奖长片”，并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
佳纪录长片单元。
他的《世界上最大的中国餐馆》等佳作还在源源不断地推出。
他在纪录片创作领域所取得的国际性成就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同学间的相互鼓励让我备感温暖。
我们一起在川大读书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大家的今天会是这样。
当年他和另外一位山东同学在九眼桥勇擒江湖骗子到派出所的少年意气至今仍是每次同学会的谈资，
现在本班的“名人”见面，说的都不是专业，而多为当年风月。
而这永远的当年风月，正是我们“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之无尽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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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专题》：体系科学完备。
按照电视专题发展的大体顺序布置章节，分为四大部分：电视专题片、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栏目与
电视专题频道、电视主题活动。
每一部分环环相扣，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成果，体现行业发展需要。
注重实战方法。
突出对读者电视专题的节目制作能力、社会运作能力以及自我教育能力的系统培养，基本理论既源自
作者实践经验，又博采各家之长，紧扣时代脉搏，服务于电视人个体与电视媒体的发展。
形式生动悦读。
放眼国际国内，精选大量案例，事实鲜活新颖，行文明白晓畅，情理兼具，图文并茂，既有较强的可
用性，又有较强的可读性。
系统阐述电视台专题相关基本理论与方法，深入分析电视专题节目工作中的新问题，全面提升者把握
电视主题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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