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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福安，男，河北丰润人，1954年11月出生，1978年毕业于四川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广播电视工程
专业，1978年8月分配北京广播学院任教。1987年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进修班分专业。2002－2004年在
职进修MAB课程并获得澳州国际公开大学MBA学位。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电影学影视制
片专业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生导师。　　主要兼职：广电总局科技委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北
京市高教学会管理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动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子学会教育分会常委、中国电子学
会高级会员。　　主讲课程：现代管理学、信息管理、广播电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媒体管理、项
目管理。　　宋培义，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事业管理系
主任。现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中国传媒大学分会理事，中国电视制片委员会理事。曾于1999－2000年
在美国，作为期一年的高级访问学者。近些年，出版了网络化企业运营与管理等著作和教材共计10部
，在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完成部级项目3项，院级项
目8项；其中一项获广播电影电视部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一项获部级科技进步四等奖，还有多项获
北京广播学院科研成果奖。作为项目负责人，目前承担了“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媒体管理理
论与实践”（其中包括媒体管理理论研究、影视制片管理研究、媒体政策与法规研究、媒体管理案例
研究、媒体战略管理研究共5个子项目）；此外，目前参加研究的横向课题有：CCTV经济频道管理机
制创新研究、济南电视台ISO标准管理体系研究等4项。1993年被评为优秀青年教师，并获“中央三台
”一等奖教金，199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有：管理信息系统、
媒体管理理论与实践、制片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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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电视剧制片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一、电视剧制片管理的发展过程　　中国电视剧制作
中心最早在我国开始了“制片人制”的尝试。1985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命了导演王扶林、杨洁，
制片主任蔺兴汉等四名制片人，开创了我国电视界推行制片人制的先河。当时的大型历史剧《红楼梦
》、《西游记》实行了导演兼制片人的制度，《末代皇帝》和《中国姑娘》则由制片主任充当制片人
。但是此时并没有推行“制片人制”的自觉意识，只是通过改革陈旧的管理模式，加强剧组管理、减
少工作纷争来调动创作积极性，并没有责权的规定，实际上是一种导演或制片主任负责制的管理方式
，这种初步的尝试促进了制片人制在中国电视剧领域的发展。之后制片人制在各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
机构相继推广，许多优秀的制片人诞生了。　　电视剧制片人的出现，是我国电视剧生产市场化转型
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电视剧生产实行“导演中心制”。制片主任是决策者的“财务代表
”，负责检查财务状况、控制预算和各类后勤保障工作，而导演不仅具有艺术决策权，还有重大事务
的决定权，是整个摄制组的中心。此种情况下物质上的激励比较少，演职人员的创作积极性主要依靠
个人觉悟和思想工作。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商品意识不断增强，导演中心制已经越来越
无法适应市场的需要，摄制成本的增加、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及电视剧事业本身的发展，都把我国的电
视剧生产推向了市场化运行机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剧生产逐渐成为一项集资金运作、
剧本策划、艺术创作与制作、发行播出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全面负责电视剧生产经营的制片人应运而
生，电视剧产业化进程和制片人制的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1994年初，上海电视台进行了体
制改革，原来的电视剧制作部门改为几个电视剧制作公司，并正式签订了综合承包合同，实现了电视
剧制作单位向经济实体的转换，促进了电视剧生产逐步进入市场。这些制作公司自负盈亏，实行以制
片人为主体的制片管理模式，先后成功运作了电视剧《求索》、《孽债》、《与百万富翁同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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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了翻，感觉讲的不是很细，就是一个辅助性的教材
2、对于电视剧制片管理讲得较全面。
3、里面的很多表格很实用啊！
4、理论性 实操性 都不错
5、感觉不错，理论的东西，看看不差，总体还行
6、里面有大量的表格和案例，对于新手能够接触到实践中的案例是很有用的
7、如果不是要考研，我可能永远不会看这种书了，珍惜吧
8、这是帮朋友买的，朋友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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