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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总论、演讲、访谈和评论四个部分，内容涉及广播影视业当前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
前沿性问题，如电台电视台改革，新媒体对运用媒体方式的深刻变革，广电与金融合作，纪录片发展
等。
《从广电大国到广电强国》视野广阔，资料翔实，旨在总结中国广电发展经验，诠释广电改革发辰政
策，分析广电产业经营模式，探索广播影视的未来走向，为关心广电、研究广电的人.们提供了诸多有
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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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虹，1957年生，湖北洪湖市人。
1975年作为知识青年下放江陵县任生产队长。
1977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学习，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讲师、教授。
1989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荣誉研究员。
1991年调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历任处长、局长、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
2001年调任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
2007至2008任北京奥组委副秘书长、开闭幕式工作部副部长，并担任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残奥会
开幕式、闭幕式现场副总指挥。
2010年10月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其论文和访谈多次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日
本NHK等国内外著名媒体刊播。
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研究》、《论宣传思想工作》、《广播
影视业：改革与发展》、《广电政策与未来走向》、《广播影视发展政策研究》、《中国电视名牌栏
目》等。
多次担任华表奖、星光奖、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评委。
2006年被评为中国传媒思想人物。
兼任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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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总论篇
　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若干思考
　中国数字电影发展现状与对策
　中国广播影视海外传播的新变化
　关于推进电台电视台合并改革的思考
　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的成就和发展展望
　文化产业振兴背景下的广电改革发展趋势
　积极稳妥推进广播影视改革
　把握规律加强管理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坚持发展中国特色广播影视
2 演讲篇
　十论新媒体——在首届中国国际新媒体影视动漫节和产业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十大举措——在第四届文化产业国际论坛上的演讲
　建立广播影视产业投融资体系——在第四届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论坛上的演讲
　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广播影视业的对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现代技术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在第五届文化产业国际论坛上的讲话
　低俗电视节目应坚决叫停——在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人文讲坛上的演讲
　如何当好广电新闻发言人——在广播影视系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的讲话
　让纪录片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在大型纪录片《徐霞客》首播仪式上的讲话
　广播影视要成为新媒体发展的主力军——在第五届《综艺》新媒体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利益追求——在北京大学第五届中国记者节上的演讲
　大力促进企业支持传媒研究——在北大电视研究中心与北京今日纵横公司签约仪式上的讲话
　政务公开与保守秘密——在全国广播影视系统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积极推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转企改制——在出版社转企改制座谈会上的讲话
　⋯⋯
3 访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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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加快推进数字电影监管，推进节目的数字化转换、传输与多层次应用，建立完善的适应产业化发
展的数字电影监管体系，形成以节目数字化转换、传输为龙头，以平台技术为支撑，以有效监管为保
障，通过各种增值服务，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完整的电影产业链。
以研究开发数字电影技术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级和省级电影数字化服务监管平台，完善0.8K数字
电影流动放映，1.3K、2K数字电影放映的市场服务和技术监管系统。
加快研发网络实时监控系统技术，完善数字化分发和接收系统。
加强数字电影的法律研究，保护和解决电影数字化过程中的著作权和版权问题。
3.加快推进数字电影研究应用，完成资料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
积极跟踪、研究和试验国际上具有前瞻性的新技术，建设国家级电影技术质量检测室，提供技术质量
检测和监督保障，建立完善的电影质量认证评定体系。
加快数字影片节目库和多媒体馆的建设和利用。
到2020年，力争完成3000部影片的修护任务，达到6000TB以上的修护影片多版本存储备份数据管理能
力。
充分利用电影节目源开发电视付费频道、高清电视频道，扩大电影VOD点播规模，发展互联网电影视
频点播等多媒体、新媒体业务。
调动社会力量来共同参与这项工作。
鼓励有能力的企业，主动把自己出品的影片，直接做成数字母版，采取国家予以一定经费补偿的办法
，从源头解决新影片的数字化问题。
4.加快推进数字院线建设，构建数字媒体综合娱乐服务体系。
数字院线的建立，既可解决发行和放映环节利益脱节问题，还可以为数字电影大发展吸引更多的社会
资源。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放映场所陈旧和放映技术水平的相对较低，影响了观众消费的心理和情绪。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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