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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苏六编写的《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1)》是中国第一部年度性国家纪录片发展报告。

本书始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进行的一系列调研工作，课题组将所获得的大量一手数据
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结合相关产业部门的数据进行比对印证，对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
应的观点。

 《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1版)》框架包括：“总报告”、“宏观视野
”等栏目，注重评估形势，分析问题，预测发展，提出建议；“行业动态”、“行业报告”、“个案
研究”、
“纪录片研究：东亚经验”、“学术观点”、“流派研究”等栏目侧重展示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纪录
片产业的年度发展动态和个案剖析。
另外，“大事记”是对2010年纪录片领域所发生大事的集纳与整理，同时侧重于产业方面的信息筛选
。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经过5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政治化、人文化、平民化和社会化时期。
本报告指出：推进国产纪录片的产业化发展，要立足我国纪录片生产创作的客观实际，通过深化体制
改革、推进机制创新，构建播映体系、重塑市场主体，培育交易市场、加强市场监管，优化资源配置
、推进综合开发，增加产业投人、扩大生产规模，立足国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健全政策法规、改
善宏观管理等一系列举措，促进国产纪录片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运行有序、环环相扣、
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显示，政治传播和文化传播成为其重要诉求。
目前，纪录片产业化发展也全面铺开。
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回首过去，展望未来，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发展的新契机和现实环境
，对于各类挑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此才能把握历史机遇，实现中国纪录片的真正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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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苏六，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CCTV栏目综合评估专家，SMG首批智库成员，国家留学基金委出国项目评审专家。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高级访问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百人工程、北京市“
四个一批”人才、国家广电总局“十佳百优”理论人才入选者。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纪实影像的国际传播与影响力研究”(2011)、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资助项
目“中国题材纪录片国际化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及影响力研究”(2010)、亚洲传媒中心项目“纪录片
在构建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功能研究”(2009)、国家广电总局项目“国产纪录片繁荣发展策略研究
”(2008)等。
发表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专著)、《纪录片创作完全手册》(译著)；主要论文有《
纪录片的观念》、《中国纪录片30年：话语权与话语的演进》、《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现状及
发展策略》。
主持完成“纪录片综合评估系统”、“中国纪录片现状调查及发展策略研究”等研究报告。
纪录片《母亲，别无选择》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国际青年电视节大奖；纪录片《千秋基业——
邓小平与中国教育》获新闻出版总署首届音像制品一等奖，中国首届文献纪录片“经典作品”奖；纪
录片《迁徙的人》获2007年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最佳长纪录片奖。
先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六届国际青年电视节评委会副主席、第20届中国新闻奖评委、第11届长
江韬奋奖评委、2010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评委、英国东方纪录片节国际评委，多次担任纪录片
工作委员会“学术奖”评委、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优秀纪录片奖评委、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评委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星花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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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是选题问题。
纪录片选题缺乏多样性。
就我国纪录片总体而言，普通人、边缘人题材占了大半，且这些纪录片仅满足于记录个体的表层生活
形态，造成题材单一。
纪录片在选题上缺乏整体规划。
当前的中国纪录片选题过分强调个性，即使是归在同一主题之下的系列纪录片在选题上也常缺乏统一
的风格，因而显得单薄且支离破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较难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种有活力的节目类型，纪录片必须介入社会，介入主流，才会有足够多的观众。
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敦煌》、《瑜伽》、《台北故宫》，由于在题材的独特性上稍逊色，所以在销售
额上没有出色表现。
二是表现手法问题。
过于注重现在时，表现手法不够厚重。
目前中国纪录片过分注重对拍摄对象现在时的描述，缺乏历史的纵比和现实的横比，在表现手法上缺
少对复杂性的挖掘、对模糊性的展现、对多义性的探究、对关联性的透析，厚度不够。
偏重说教，缺乏故事性。
部分纪录片人自视颇高，往往以救世主的姿态立于镜头之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精英姿态，宣讲
一些远离大众生活的另类题材，所制作的纪录片虽有一定的信息量，却少有吸引人的故事留住观众。
制作技术不够精良。
国内有许多纪录片，因为太粗糙，或者画面不够精美，或者技术达不到国际标准而只能自产自销。
《森林之歌》是中央台制作的一部优秀的纪录片，无论是节目的题材还是主创团队都堪称不可多得，
但是由于制作经费不足致使无法完成高清版制作，因此丧失了很多宝贵的销售机会，因为国际自然类
纪录片的高清化比例很高，画面质量对自然类纪录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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