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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营收鼓了谁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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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入账可达千万

随着超200场演唱会陆续开票或公布资
讯，各地进入属于演唱会的狂欢季。公开资
料显示， 将于今夏举行的40场演唱会及背
后，涉及多达25家演出、经纪公司。与此同
时， 看似同一位艺人或者乐队的演唱会背
后，会因演出场地等因素的不同，暗藏多家
公司参与其中。

以五月天本轮巡回演唱会为例， 作为主
办方回应此前“售票质疑”的北京华乐非凡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仅为五月天2023“好好好想
见到你” 北京演唱会和2023诺亚方舟10周年
进化复刻限定版北京演唱会的主办方，而
2023“好好好想见到你”深圳演唱会的主办方
则为深圳稻草华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巡回
演唱会的全程主办方为上海华人文化演艺有
限公司。

据天眼查， 上海华人文化演艺有限公
司企业注册资本 16667万元， 实缴资本
15403万元，对外投资了27家企业，其中就
包括北京华乐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
圳稻草华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两家公司。
此外，五月天演唱会票务平台之一的“纷玩
岛App” 所关联的上海名辉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由该公司100%持股。北京商报记者
也注意到， 演唱会制作方“必应创造”，为
五月天所属的唱片公司相信音乐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旗下品牌。

与经纪公司和第三方演出公司承办有所
不同， 部分演唱会由艺人持股公司或工作室
主办。

2023王源“客厅狂欢”巡回演唱会-重庆
站主办方为重庆珺乔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该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行业分类为广播、电
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王源持股49%。鹿晗
2023“πDAY”演唱会-北京站则由鹿晗工作
室与上海风华秋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
该公司招股书显示，与鹿晗合作形式之一为：

主办大型演唱会， 从中获得门票、 赞助等收
入，2018年，该公司为鹿晗举办三场巡回演唱
会“RE:X”，赚入5590万元，场均收入约1863
万元。

明白音乐娱乐创始人王毅对此解释道：
“通常来讲，大型经纪公司或市场影响力强势
的艺人，会直接成为大型演唱会的操盘人，从
票务、 制作等方面直接参与到演唱会的主办
事项中。 而艺人所属经纪公司本身具备策划
演出的资质，有组织演出的经验，也会担纲艺
人演唱会主办。 这样能够更整体化的去把控
项目的推进， 增强大型演唱会的可控性。此
外，艺人团队也会把巡演中某些城市的演出，
以承办的形式， 让当地或业内资深的演出公
司参与进来，共同推进”。

“对于没有现成的演出团队、舞台、设备
或缺乏演出策划资质的经纪公司而言， 则会
选择演出公司、设备公司等进行合作。”王毅
如是说。

而谈及一场演唱会的收益来源， 演出经
纪人谭越透露：“票房一般仅为演唱会收入的
一部分， 有些项目收入还包含演唱会广告与
艺人周边等相关产品的销售。通常情况下，招
商席位以场为计费单元， 超一线艺人单场独

家合作报价千万以上， 巡回演唱会的独家冠
名则更高， 一般是艺人代言品牌担当独家冠
名。艺人所代言品牌和演唱会的冠名商，会对
演出场内所售产品的品牌形成排斥。”

据此前报道，一季度举办的2023张杰未·
LIVE-“曜·北斗”巡演广州站和薛之谦“天外
来物”巡回演唱会的三站，票房均突破4000万
元。2017年，周杰伦举办的“地表最强”巡回演
唱会进行至48场时，已吸金24亿元。

制作成本分摊推高门票

“1.2亿元的演出设备、 每场百万元以
上的装台费、奥运会团队操刀的舞美……”
高成本造就的强视听表现力作为项目的一
环， 正在成为演唱会打出市场优势的新宣
传点。

1280元、1599元、1990元、2000元、2177
元、2580元……将于今年夏天举办的演唱会，
最高档位票价多场已突破2000元大关。

“感觉今年演唱会门票不光难买，还贵了
不少。” 歌迷卡卡告诉北京商报记者，2018年
周杰伦巡演青岛站票价在380-1880元之间，
如今已上涨至500-2000元， 虽然涨价了，卡

卡仍表示愿意继续支持，“只要能让我抢到票
就好，谁让我喜欢周杰伦这么多年呢，都是为
了情怀”。卡卡如是说。

北京华乐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熠明曾在公开采访中表示， 演唱会成本已
经较疫情前有所增加， 预测今年演唱会整体
票价将有可能略微上涨10%-15%，是自然合
理的市场行为。 毕竟许多电影的票价近些年
已经翻倍。

“演唱会作为大型营业性演出， 是以盈
利为目的的现场文艺表演活动，因此，控制
成本、提升收入是永恒的主题。”谭越介绍，
演唱会的主办及制作，需要一系列的流程进
行配合。演唱会成本基本上包括艺人经纪与
作品版权费用、舞美等内容制作、场地租赁
与舞台管理、运输费等，这些必须支出都会
以不同的比例向下分配， 最终由消费者承
担。此外，不可售票的存在所产生的隐形成
本也在推高票价。

“演出场地档期紧张，物流、人力需求量
大幅提升，演唱会市场持续需求旺盛，供需关
系之下，成本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此
前因演唱会延期而产生的成本， 也会转嫁给
消费者，体现在票价中。”王毅指出。

有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部分
演唱会存在票价虚高的情况， 某些艺人会将
最高票价定至与一线歌手同样标准， 而最高
档门票数量占比一般在10%以下， 这样即使
票难卖了，也不会对最终收入产生较大影响，
还间接炒高了艺人IP的商业价值。 如果顺利
卖出，则直接有效地提高了整场演唱会收入。

不只为了回馈粉丝

高居不下的市场需求， 让演唱会巡演加
场早已成为家常便饭。 即便是在歌手体力透
支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歌迷需求，也会在可控
情况下添加场次。

然而，据业内透露，加场增开、巡回演唱
亦可在某种程度上摊薄成本， 增加收益，“只
要歌手受得了，当然是开得越多越好。”谭越
如是说。

王毅进一步解释道， 主办方一次性支付
酬劳，自负盈亏如今一般出现在中小型演出
中。 而具备票房号召力和IP影响力的艺人基
本以入股形式与主办方共同投资，最后对演
唱会收入按照约定比例对票房和商业收益
分账。分账比例则取决于演唱会项目筹备阶
段，双方各自担负的成本和出资情况，并对
艺人的有形、无形价值做衡量，由多方协商
而定。

“在保证了制作的精良配置之后， 每次
巡演到新的城市和场地，需要再度承担的基
本为运输、装台、设备折旧所涉及的费用，而
舞美、设备、曲目等固定的情况下，巡演的模
式为主办方和艺人团队摊薄了成本。” 王毅
介绍。

针对演唱会市场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多家主办方，截
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演出行业分析师高嘉指出， 巡回演唱会
创造了更多盈利机会， 也使得单一的演唱会
项目逐渐形成品牌效应。 但并不意味着巡回
场次越多，项目收入越高，巡演场次和规模是
主办方在艺人市场影响力和加场的收支情况
预估等多要素之下做出的判断。

“演唱会项目的井喷式上新，主要源于前
期积压项目的集中释放，市场需求旺盛之际，
演出市场更需要珍惜歌迷的期待， 优化演出
体验， 而非一味消耗多年来积累的影响力。”
高嘉进一步指出。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

进入二季度，演唱会应势密集上新。高居不下的观演需求，让演唱会屡屡陷入一票难求的境地，也使得与其相关联

的消费快速升温。一夜欢歌，点燃了歌迷的热情，撑满了黄牛的荷包。然而，狂欢背后，最赚钱的究竟是谁？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调查发现，早在2018年，单场演唱会可为背后的演出商带来超千万的营收。除演出票房这项

最常规且显而易见的收入外，演出商与艺人经纪公司联手操盘，通过触达演唱会产业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更可将亿元收

益揽入怀中。

涉及多达25家

演出、经纪公司 16.63亿元 平均票价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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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举行的
40场演唱会及背后

2022年演唱会、音乐节
演出票房收入

并购起家

因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辅仁药业股票自
2022年7月1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据
了解，2023年4月29日， 辅仁药业披露了
2022年年度报告， 显示经审计的期末净资
产为负值， 且2022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审
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情形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3年2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
上市规则》）第9.3.11条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
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4条的规
定，上交所决定终止辅仁药业股票上市。

辅仁药业以并购起家。2001-2009年
间，辅仁药业并购了河南怀庆堂制药有限公
司、信阳天康制药厂(现河南同源制药有限

公司），且相继重组了河南著名医药生产企
业开封制药厂、北京远策药业。在这期间，
朱文臣带领着辅仁药业借壳ST民丰，实现
了“曲线”上市，成为河南省最大的药企。
2005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 朱文臣及
其家族以近9亿元的财富上榜。

在鼎盛时期， 辅仁药业市值曾超过百
亿，退市前，其市值在5亿元徘徊。

北中医战研院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
医药卫生法学教授邓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公司退市对中小股东而言通
常都是坏消息，无论是重组、破产、到三板，
通常都要面临恐慌式抛售，导致股权断崖式
下跌，造成财产损失且维权索赔困难，当然，
这同时也为部分投机行为提供了空间；对公
司而言，意味着商誉的严重受损，但同时退
市也降低了合规成本与风控成本，并通过股
权集中减少代理成本。

资金爆雷

“分红爽约”事件牵出辅仁药业的爆雷。
2019年一季度末， 辅仁药业合并报表上有
18.16亿元的货币资金，但在发布《2018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三天后，辅仁药业
方面称，因资金安排原因，未按有关规定完
成现金分红款项划转，无法按照原定计划发
放现金红利。

上交所对此也多次下发问询函，要求辅
仁药业核实目前的货币资金情况，并说明是
否存在流动性困难。随后，经上交所查明，朱
文臣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提供
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在信息披
露、规范运作等方面，辅仁药业有关责任人
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六大违规行为。

在上述事件发生后，曾连续14年盈利的
辅仁药业于2020年首亏。 最新2022年财报
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69亿元，同比下
降2.9%； 亏损28.09亿元， 上年同期亏损
31.99亿元。辅仁药业对此解释称，公司全年
营业收入变化主要由于公司资金周转紧张，
部分产品生产销售受到影响。

“辅仁药业退市的直接原因是出现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当中财务

类退市风险的情形，而造成辅仁药业营收低
的原因，除了公司管理层的问题还有很多”，
邓勇表示，激进的扩张战略是业绩衰败的原
因之一。2022年财报显示， 辅仁药业年末负
债高达83.37亿元，而从辅仁集团“蛇吞象式”
收购宋河酒厂、开封制药，以及焦作怀庆堂、
开封制药厂、原信阳制药厂等“品种扩张”的
历史来看，辅仁集团的扩张战略严重依赖杠
杆，而过度扩张被其反噬的案例已不鲜见。

业务之困

在创新驱动下，我国医药行业正加速从
仿制到创新演变。对于仿制药占大头的辅仁
药业而言，也面临转型的挑战。有数据显示，
2020年医药健康领域超过5亿元的融资中，
对仿制药（含原料药和制剂）的投资仅有4%。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国家药品安全
“十二五”规划》中的一项药品质量要求，即
国家要求仿制药品要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
效一致。2012年初，国务院提出了仿制药与
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 国家随
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
作的相关文件和指南。根据文件内容，2007
年10月1日前批准上市的化学药品须重新
进行一致性评价，并于2018年底前完成，这

包含289种仿制药。
尽管后来一致性评价时限不再统一要

求， 化学仿制药逾期未完成可适当延期，但
从2015-2018年的年报来看，辅仁药业的仿
制药大多数没能通过一致性评价。 邓勇认
为，这直接导致了“重数量、轻质量”的辅仁
药业没有过硬的竞争优势，只能依靠各地的
销售网络支撑营收，随着“两票制”与集采制
度的推进，辅仁药业面临销售困局。

邓勇认为，无效的创新投入是导致辅仁
药业营收不佳的又一原因。2010年前后，辅
仁药业在郑州、北京、美国等地都设立了研
究中心，并与远策药业进行基因药物开发及
生产等生物制药合作，2016年还推出中药
材大宗商品的交易平台“药素网”，在郑州新
建“辅仁新药科技园”。但由于创新药项目投
资高、周期长，医药互联网发展受挫，这部分
投入最终没有产生实际的成果，分散了用于
改进仿制药的资源。

“对仿制药行业药企来讲，要么转型创
新，要么专注仿制药，但该行业长年以来存
在的‘重销售、轻研发’现象，以及医药行业
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 将导致部分药企走
两条路都存在一定的困难， 所以类似辅仁
药业这样的案例还将在未来继续出现。”邓
勇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ST辅仁（辅仁药业）成为2023年A股首只退市医药股。5月22日晚，辅仁药业收

到被上交所终止上市的决定书， 昔日河南首富朱文臣旗下的医药帝国正式在资本

市场落幕。一度账上躺有“大量现金”，辅仁药业却无法按时分红牵出财务爆雷。在

资金紧张、周转困难、债务逾期等一系列问题之外，辅仁药业的衰退也是国内仿制

药企业挣扎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