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文旅部官网12月6日发布的消息显示，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

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

见稿》）现已对外公开并向社会征集意见，且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规范演出票务市场秩

序，并通过多种监管方式推动票仓公开透明。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新规尚处于征求意见阶

段，但是严打黄牛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演出

票务市场的混乱现象必将受到整治。

从源头防治

在演出市场里，消费者与黄牛可谓是最

为熟悉的陌生人，每次一遇到热门演出，双方

之间便要展开一场抢票之战。但大战的结果，

往往是不少演出票被黄牛抢走，同时还有消

费者为了能够看到演出而被黄牛骗走不同数

额的钱财，这让消费者叫苦不迭。但现阶段，

文化和旅游部计划从演出市场的票务源头开

始设置防线，规范演出票务市场秩序。

据《征求意见稿》显示，此次文件明确要

求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按规定

做好有关票务信息公开，并提出探索建立全

国统一的演出票务监管服务平台。且《征求意

见稿》指出将加强票源流向监管，实时监测演

出票源及流向，演出举办单位或演出票务经

营单位应当留存演出门票销售记录及相关合

同6个月，以备查验。

除此之外，针对涉外营业性演出、大型演

唱会等演出活动强化监管，及时将可能引发

票务紧张或炒作的演出活动列入重点监管对

象。“假若能从票务源头进行监管，则能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黄牛的行为。”演出行业分析师

黎新宇如是说。

黄牛一直是演出市场的痼疾，并从此前

按照价位档次售票，到如今可以提供选座服

务，以支持选区、选座的旗号招揽着生意，而

在今年8月TFBOYS演唱会上，黄牛还专门制

作假的售票网站欺骗粉丝，不断变化着花样

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再加上此前销售“内部

票”、无座工作证谋取暴利的方式，让本就暗

流涌动的票务市场再次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值得注意的是，《征集意见稿》还将转赠

票纳入监管范围，对列入重点监管对象的演

出活动，则需要在演出举办前将票务销售方

案、座位区域分布图以及工作用票、媒体和赞

助商赠票等非销售用票数量，以及对应座位

区域等情况报审批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队伍备案。此外，重点营业性演出公开销售的

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公安部门核准观众数

量的80%。

高回报驱使

近年来，黄牛炒热门演出票的现象时有

发生，今年8月，TFBOYS演唱会上原价1080

元的门票被黄牛抄至2万元；一个月后，NINE

PERCENT告别演唱会的前排门票被炒至1.5

万元。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热度越高的演

出，背后聚集的黄牛便会越多，定价在1000元

以内的门票往往会被黄牛以增长50%至一倍

的价格对外出售，只要售出一张门票，便能让

黄牛获得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益。

自黄牛出现以来，不少消费者便产生一

个疑惑，为何在演出正式开票前，便已有黄牛

开始对外售票，并可指定前排优质座位？黄牛

又是如何在演出开票后，在相同的抢票时间

内得到大量演出门票的？

演出商程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虽然黄

牛也会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和软件或者票务平

台抢到一定数量的门票，同时也会收零散票，

但黄牛还有一个门票来源，便是从演出主办方

处直接购买，从而获得消费者难以抢到的前排

票等，“这已是业内公开的事实，双方或共同推

高票价以谋取暴利补贴演出成本，或营造演出

热度高的氛围实现饥饿营销。与此同时，还有

部分工作人员或是其他获得工作票、赠票的人

员将门票出售给黄牛，使得黄牛手中拥有消费

者根本无法购买到的演出票”。

原本是为了惠及客户、合作公司、赞助商

等方面而设定的转赠票，却也成为“供养”黄

牛的来源之一。且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在

部分检票相对松散的演出中，黄牛还会将一

张门票重复售卖给多人，只负责带入场，不负

责座位，从而获得更多收益。

据某位已混迹五年之久的黄牛王某透

露，“回笼票”其实就是黄牛提前与场馆的工

作人员安保沟通好，他们会以“演唱会最后有

互动环节，凭借票根抽取幸运观众”为借口，

把已经入场的观众手中的票纸收回来，再拿

上提前准备好的票根，重新还原一下卖给你，

当然入场的时候要走指定的通道，不可以走

错，而且没有座位，只能站在后面。北京商报

记者调查发现，包括周杰伦、薛之谦等艺人的

演唱会均曾有类似情况出现。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

举指出，转赠票被纳入监管范围很有必要，整

个票务市场想要更规范地发展，需要强调市

场化的机制，“众多转赠票容易导致票务信息

不透明，监管难以有针对性，因此，将转赠票

纳入监管范围，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票务市

场信息，制定更合理的发展政策，推进演出市

场发展”。

多方合力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于今年7月发布的

《2018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

我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达514.11亿元，

同比增幅5%，其中演出票房收入（含分账）

182.21亿元，比2017年上升3.03%。

为了规避演出票务市场中的黄牛乱象，

近年来行业各领域的从业者也在发力，并通

过实名抢票、限购、答题等手段防止门票销售

的作弊行为，但魏鹏举认为，由于在预售开启

之前缺乏系统排查等预防工作，以及无法实时

监测演出票源及流向，导致黄牛钻了空子。此

次《征集意见稿》的发布将对黄牛产生较为有

效的打击，“全国统一的演出票务监管服务平

台一旦建成，会是一个类似电影院线市场的存

在，可以信息化地管控票务市场，而且，就目前

国内演出市场而言，体量可观，体系不杂乱，统

筹起来有很强的可行性”。

黎新宇表示，无论是探索建立全国统一

的演出票务监管服务平台，还是监管转赠票，

均是进一步推动票仓的公开透明，从而可以

防止转卖牟利，保证重点演出活动票务市场

总体稳定。

统一的演出票务监管服务平台不仅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黄牛票”，还可以尽量降

低票务平台操纵市场进行饥饿营销的可能。

“有票务市场就需要有监管，且票务市场的背

后是庞大的大数据，对于数据库而言，真实的

信息至关重要。信息公开化可以对票务平台

进行有效监督；其次，实时动态能够了解市场

发展情况，通过数据统计了解行情、经营者等

实际信息，比如某种演出是否挣钱、某类演出

是否受欢迎等；再者，对于演出主体而言，有

基础数据作为根据可以进行规范化地运作，

并进行市场和受众分析做出及时反馈，提高

演出质量。”北京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副

院长陈少峰如是说。

此外，业内分析认为，平台建立后，票价

信息和演出信息及时更新同步，对于观众而

言，不但可以减少“黄牛票”带来的困扰，还可

以在预订演出时作为信息参考，提供更多有

效真实的演出选择。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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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下的春意：国产电影撑起600亿票房

爆款频现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中国电影票房”App

显示，截至12月6日22时41分，2019年中国内

地电影票房超600亿元大关，较去年提前了24

天。且令人欣喜的是，在600亿元票房的背后，

国产电影是不可或缺的主力。排在前十名的

电影中，国产电影稳占8部，其中《哪吒之魔童

降世》以49.75亿元的票房成绩夺得榜首，《流

浪地球》以46.55亿元位居第二，《我和我的祖

国》以29.9亿元位列第四。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17时，

国内电影票房过亿元的影片共有80部，而国

产电影达到41部，占比超50%；票房过10亿元

的影片则为15部，其中包括10部国产电影，占

比达到近七成。

在国产电影不断推高电影票房的同时，

“影视行业入冬”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且据天

眼查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共有1884家影视

公司关停，具体表现为公司状态注销、吊销、

清算、停业等。这也不禁令人们思考，影视寒

冬下，国产电影是如何成为600亿元票房主

力的？

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建

峰分析认为，600亿元的票房成绩离不开爆款

国产电影的票房贡献，“今年初的爆款科幻电

影《流浪地球》、暑假爆款国产动画电影《哪吒

之魔童降世》，以及国庆节三大主旋律影片等

对整个大票房起到了拉动作用。一方面，电影

往内容深处拓展；另一方面，质量上乘的作品

实现对市场的支撑”。

今年以来，多种题材均出现爆款国产电影

作品，不仅《流浪地球》打开国产科幻题材的新

大门，《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掀起国产动画电影

的新高峰，此外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攀登者》三大献礼影片，实现累计

票房破50亿元，令该档期票房纪录创下新高，

而日前上映的《少年的你》则累计票房超过15

亿元，创造了国产青春片的新纪录。

市场蜕变

国产电影当下交出的成绩单以及诸多爆

款作品的出现，无疑令从业者感到欣喜。值得

注意的是，今年以来一直持续的“影视寒冬

论”虽然令部分影视公司的生存遇到一定难

题，但也令电影市场实现一轮洗牌，让从业者

反思并明确了发展方向。

刘建峰表示，“在经过‘影视寒冬’这一轮

洗牌后，很多影视行业的公司及从业者会开

始反思，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样的内容和作品。

且部分电影不及预期的票房表现，也是观众

在尝试选择后的实际反馈，为相关的从业者

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向性。而以上两点均是对

电影行业的一个推动，也是电影市场很大的

进步”。

从今年以来电影市场的表现可以发现，

尽管行业的寒冬未退，但并不代表所有作品

均会受到影响导致票房不及预期或亏损，好

电影是不缺市场的。风山渐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兵认为，由于电影制作存在周期，

今年上映的多部影片以及爆款作品也是来自

于前两年的制作和积累，而今年多个影视公

司倒闭，影视作品数量难免会下降，也有可能

会对未来几年的影视市场造成影响，但市场

也对外释放了信号，并告知从业者如何在题

材、类型等方面进行参考，并寻找受众的实际

需要。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游行业内容生产是

关键，如何生产出好的内容产品是当今电影

市场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当下的电影市场

来看，假若电影质量有保证，符合观众的需

求，便能实现一个较好的结果，《少年的你》

便是其中一个案例，并可以看出市场对于

这类新电影有良好的反馈，同时反映了当

下年轻人希望有该类型作品触达内心。”刘

建峰如是说。

喜中有忧

随着2019年全国电影票房破600亿元，再

同时贺岁档临近，数十部国产电影已整装待

发，试图在年底向市场冲刺，使得业内对2019

年票房超越2018年的607亿元并充满期待。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认为，

国产电影市场份额是国产电影主体性地位的

集中体现，近年来一直保持着稳中有升的态

势。在2017年，国产电影票房占比为53.84%，

2018年这一比例则达到62.15%，预计2019年

国产电影票房占比应不会低于2018年。

然而，国产电影的发展也仍喜中有忧。数

据显示，2014-2018年，我国电影产量由758

部增加至1082部，年均复合增长率达9.3%。全

国新增影院1074家，全国影城已超过1.4万

家，银幕总数79907张。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

观影人次却未能赶上票房的增速，不仅2017

年观影人次同比增长18.3%，低于票房实现的

22.8%的增速，2018年观影人次也以5.8%的

增速落后于电影票房8.6%的增幅。

除此以外，尽管国产电影每年能实现千

部左右的产量，但真正能够获得观众与市场

认可的只是少数，据灯塔专业版显示，2017年

和2018年，在院线上映的国产电影中，实现票

房破亿元的分别只有45部和42部，在千部产

量中占比不足5%。

在饶曙光看来，高质量发展比高速度发

展更艰难、更复杂，中国电影发展从高速度转

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不遗余力地提高质量和

品质，同时提高效率尤其是“单位面积产量”，

甚至也要不遗余力地提升头部作品的数量及

其市场占有率、市场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也

应该发挥治理体制机制的优势，进行必要的

宏观调控，让电影发展惠及更多的电影作品、

电影公司、电影人、电影观众，有效激发电影

发展的内生动能、新动能。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杨雅

历经340天，201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

正式突破600亿元。如今，全国电影票房

仍在持续增长中， 而国产电影则是实现

票房增长的主要力量。 在票房过10亿元

的15部电影中，国产电影占据10个席位。

而且在2019电影票房总榜的前十位中，

也有8部为国产电影。尽管今年以来业内

纷纷称影视圈一直与“寒冬”为伴，但电

影市场在年末交出的这份答卷， 证明着

已经成为市场主力的国产电影正在从产

业链源头逐渐蜕变。
2019年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十

《哪吒之魔童降世》

《流浪地球》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

《疯狂的外星人》

《飞驰人生》

《烈火英雄》

《少年的你》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49.75亿元

46.55亿元

42.41亿元

29.9亿元

28.69亿元

22.02亿元

17.17亿元

16.91亿元

15.45亿元

14.3亿元

（截至12月8日18时）

演出票务新规渐近 黄牛要“黄了”

《征求意见稿》内容一览

加强演出活动管理：加强内容审核、突出监管重点、加强审批指导等

规范演出票务市场秩序：做好票务信息公开、
加强重点演出票务监管、加强票源流向监管等

加强演出新业态管理：加强演出网络直播管理、
加强演出录播管理、加强虚拟形象类演出管理等

激发演出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
降低外资准入门槛、促进演出市场消费等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协同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做好组织宣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