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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2）》是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推出的针对纪录片领域的年度发展报告
。
《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2）》的内容基于2011年以来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就相关
前沿课题所展开的系列调研工作，同时以国家高度、行业视点、学术品格为导向，整合了国内外纪录
片学界与业界专家的观点与论述。
在皮书撰写过程中，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对全国纪录片领域的生产、传播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且
通过设立中心研究课题，以及与国新办三局、文化部对外联络局、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中央新科影
视集团、央视索福瑞、中央电视台等相关机构合作研究等方式，重点针对中央电视台、各省级频道、
各城市电视台的纪录片产制、纪录片院线传播，中国纪录片在新媒体领域的发展，中国民间纪录片的
现状等领域进行了专题研究。
课题组将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并与相关部门的权威数据进行比对印证，
全面把握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同时预测了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走向。
《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2）》包括“总报告”、“宏观视野”等栏目，注重行业
形势评估、问题分析、发展预测，并提出了具体建议；“行业报告”、“国外政策研究”、“学术观
点”、“个案研究”、“新媒体”、“民族纪录片”等栏目侧重展示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国家
纪录片产业的发展动态和个案剖析。
另外，“大事记”是对2011年纪录片领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集纳与整理，同时侧重于产业方面信息
的筛选。
　　《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2）》的“总报告”结合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2011年
相关调查数据，以“制造：2011～2012年中国电视纪录片产制现状”、“营造：有利于纪录片健康发
展的文化语境”、“打造：纪录片的文化传播力与国际影响力”、“创造：媒介融合背景下纪录片发
展的新模式”为话语框架，对纪录片生产制作、传播营销等进行全链条的关注与描述，对纪录片文化
语境、国际传播等领域进行细致分析和前瞻性思考。
2011年度纪录片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播出平台的不断丰富带动了纪录片生产制作、传播营销等领域的发
展，包括城市电视台在内的各平台纪录片生产出现了新的增长趋势，民间独立制作等资源也开始融入
主流纪录片产业化制作中。
此外，新媒体凭借灵活的传播理念和多样的传播途径，逐渐形成自有的产制模式，这对纪录片产业链
的逐步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不断深入，纪录片领域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会更加频繁，呈现相互
支撑、相互促进的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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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科研院所拍摄的纪录片1987-199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筹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影视人类
学研究摄制中心”，致力于抢救拍摄云南及周边正在逐步消失的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资料，先后拍
摄制作了《生的狂欢》、《澜沧江》、《珠江》、《来自湄公河的考察报告》、《佤族一日》、《哈
尼族》、《拉祜族的宗教信仰》、《中国西部（云南篇）》、《高原女人》、《云南藏族》、《哈尼
族纺织》、《西盟佤族边寨日录》等30多部（集）影视片，拥有较为完备的摄录设备和一批影视人类
学研究、制作人员。
（五）大专院校拍摄的纪录片1994年云南大学与德国合作成立的“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是中国首
家影视人类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专业机构，旨在建立和发展中国影视人类学，培养具有理论基础和实
际操作能力的影视人类学专业人才，以现代化的影视手段抢救、记录许多正在或即将消失的人类学资
料。
该所一直秉承人类学的理念制作片子，至2003年已拍摄制作了16部人类学纪录影片，包括《普吉和他
的情人们》、《拉木鼓的故事》、《走进独龙江——独龙族及其生存环境》、《峡谷人——怒江峡谷
的傈僳族》、《甲次卓玛和她的母系大家庭》、《中国第一个乡村博物馆——巴卡小寨基诸族博物馆
建设纪实》、《月湖彝族文化生态村民族民间歌舞大赛》、《月湖撒尼公房习俗》等。
其中，有7部分别人选德国和英国举办的国际民族志电影节。
　　云南民族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一直坚持拍摄反映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影视资料片，到2007年6月，
共拍摄影视资料2000小时，内容涉及云南省各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婚丧习俗、宗教礼仪等
许多方面，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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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2)》由何苏六主编，本书将连续5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并结合相
关部门的数据进行比对印证，从而对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发展提出评估预测和针对性建议。
本书展示了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纪录片产业的年度发展动态，针对个案进行了剖析，并对当前行业中
流通平台和行业组织进行了梳理；同时，附录中的“大事记”对2011年纪录片领域所发生的大事进行
了集纳与整理，注重对产业方面信息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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