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多元经营
打造演艺新空间

Q：后疫情时代，演出行业内部目前呈现怎
样的特征？

A：三年疫情对演出市场确实产生了很大影
响，院团、剧场、主创团队等面临演出减少，甚至
停演的压力，中上游的从业人员职业发展规划调
整，市场销售、宣发等下游人员大量流失。如今市
场情况回暖， 但从业人员的回归还需要时间，而
回流人员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市场的变化。

大批项目的集中释放， 剧目供给过于拥挤，
也会导致中游的优质作品被过多粗制滥造的内
容淹没。

但最终市场还是会逐步回归冷静，重要的是
需要思考在这波热情之后，如何继续调动观众的
观演情绪。

Q：观众的观演习惯、消费趋势发生了哪些
变化？

A：观众的消费习惯更理性化，因此对于作
品呈现的质量和剧场的服务保障等各方面的要
求提升了。与此同时，疫情期间部分观众形成了
线上看演出的习惯，重新让观众回到剧场，培养
观演的文化消费习惯还需要时间。

Q： 续航 2023年整个行业发展的动能来
自何处？

A：目前的演出市场还处在全面恢复的过
渡阶段， 预计下半年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市
场体量。演出企业需要做好细分市场，针对性
地优化产品结构， 从而培育观众文化消费习
惯，进而打造一个文商旅结合的商业模式，形
成内部构造和外部市场的良性循环发展。要
能够给观众提供较易接受的新鲜事物， 完善
一站式消费， 进而推动参观打卡的观众转化
为忠实观众。

吉祥大戏院总经理
段思明

消费升级

开春以来，已经很难算清“黄牛”
有多少次引发热议了。在供小于求的
市场环境内，黄牛囤积居奇的倒票行
为愈演愈烈。消费者通过正常渠道一
票难求，黄牛所处的票务市场却票源
充足，甚至卖出原价涨20倍的天价。

自今年4月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根据群众举报以及自行工作发现
的线索，北京警方已查获黄牛倒票人
员143人。 监管部门研判黄牛倒票的
重点， 主要集中在官方线上平台的
“转赠”环节。

而聚焦在演出创作端、青年演员
培养的话题也在上半年引发热议。段
思明表示，院团对于演员的消化能力
是有限度的，而戏曲演员的职业生涯
是非常长的，也就导致很多青年演员
只能跑龙套，青年演员的演出经验不
足，知名度上不去，市场行为下，资源
就会向老牌大牌倾斜，就形成了人才

培养的恶性循环。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指出，需要
亮出行业的高质量新标准。如今的演
出市场已不再是数量、 规模的竞争，
而是质量效益的竞赛。

“从行业的角度来说， 也许音乐
节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可能还会快
速和高速发展，同时也会沉淀出一批
有自己特色、品质保障和品牌凝聚力
的音乐节品牌，也会有更多人加入到
这个行业，不断提升行业整体的制作
水准和服务保障，进而持续发展。”王
曼表示。

导演钱杰指出， 虽然市场的恢
复速度不及预期， 但对演出市场充
满期待，观众观演习惯的改变，也在
倒逼业内进行演出产品的优化升
级， 需要尽快拿出能够形成品牌效
应的作品。

观演需求旺盛的演唱会、
上座率节节攀升的剧场演出、
爆发式官宣的演出项目等，都
为演出市场热度攀升添了一
把火。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3
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显
示，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
乐场所演出） 场次19.33万场，
同比增长400.86%； 演出票房
收入167.93亿元， 同比增长
673.49%；观众人数6223.66万
人次，同比增长超10倍。

演出市场活跃的暑期，票
房成绩单也同样精彩。据灯塔
专业版，暑期档（6月1日-8月8
日），演出市场票房23.27亿元，
较疫情前2019年同期，演出观
演人次翻倍， 演出票房增长
168%。livehouse场次较2019
年同期增长3倍以上， 观演人
次是2019年同期的8倍。

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
谈到，如今的观众重视观演的
体验感、沉浸感，同时希望能
够通过观演满足社交需求。

“2023年上半年对于行
业来讲是一个过渡期， 需待
暑期收官后视情况再下结
论。” 吉祥大戏院总经理段思
明指出。

音乐节厂牌也同样面临
磨合期，王曼表示，新的城市
和场地举办音乐节需要一个
磨合的过程， 而今年各地的
合作方希望举办音乐节的诉
求都比较多， 所以会让很多

活动的筹备周期相对比较紧
张， 这对于团队的经验和能
力以及跟地方政府各部门 ，
包括合作方的相互协作都有
更高的要求。

演出自带的现场感与活
力，让年轻群体逐渐成长为这
个庞大市场的消费主力。

王曼谈到，就目前迷笛做
的这几场音乐节来看，很明显
来自外地的乐迷比例居多，乐
迷也更加年轻化，这也跟过去
几年受疫情影响举办活动的
场次不多有关，所以整个乐迷
群体也在迭代更新。

在从业者看来，如今观众
的演出消费习惯日趋理性
化， 会选择成熟的品牌或是
制作和服务各方面都有一定
保障的品牌活动， 这其实也
比较能确保乐迷自身的消费
体验。

《2022年中国演出市场年
度报告》显示，目前演出市场
消费主力为18-34岁的年轻
人群， 在购票观众中连续三
年占比超过76%。 段思明谈
到，以戏曲为例，吉祥大戏院
目前的年轻观众占比达四成
以上， 其中很多观众走进剧
场很多时候是出于“尝鲜”的
心理， 吉祥大戏院正在立足
戏曲业务， 同时转换思路去
迎合一些市场潮流， 融入咖
啡、文创，拿出更接地气、更有
活力的文化产品，去培养年轻
观众的观演兴趣。

源自世界各地的优质剧目、逐
渐成长为城市文化地标的剧院会
馆、 汇聚全国优秀的艺术院团及艺
术家……北京演出市场发展已按下
“快进键”，凭借着优质的资源、地缘，
具有良好的演出孵化、创作基础。

2023年，“着力打造‘演艺之都’”
首次写入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引发各方关注与热议。2021年， 北京
市提出打造“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
不断升温的京城舞台，在百花齐放中
绽放光彩。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院长魏鹏举指出，北京拥有全国数量
最多的演艺团体，剧院、影院等场所
的密集程度在全国也位居前列，从国
家级的大规模院团、演艺场所，到民
营的小规模院团、小剧场，各个层级

都汇聚于此，加之还有许多国际演艺
项目，可以说，北京是全国演艺资源
最富足的地方之一。而打造“大戏看
北京” 在带动演艺演出活动的同时，
也激活了许多像会馆这样百姓家门
口的闲置文化空间，拉近了市民与演
艺文化的距离。

据北京市文旅局数据， 仅在今
年6月15日至7月8日期间， 国家大
剧院观众购买演出票同比 2022年
增长200%，同比2019年增长47%；
天桥艺术中心销售票房预计将于7
月下旬达到1亿元， 破亿速度超过
2019年。

“进一步提振演艺市场， 需要更
细化的扶持性、奖励性的配套措施出
台，此外，也可以融入数字经济和更
多科技元素。”魏鹏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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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路上

“大戏看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