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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线下演唱会迎来强劲复苏。门票秒光，

赞助商大赚，平台“赢麻了”，还拉动举办地文旅消费屡

创新高。在收获高人气的同时，演唱会也遭到了不少

消费者吐槽。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热

点问题中，演出票务问题尤为突出。价格不菲的演唱

会能否值回票价，引发广泛关注。

有消费者提到，网购演出票就像拆盲盒，一些位于

视觉盲区的“柱子票”“墙根票”让观众全程“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此外，退票难也成为消费领域维权痛点。

平台往往以演唱会门票具有稀缺性、时效性等特点为

由，拒绝退票要求。凡此种种，说明演唱会票务服务与

大众期待还有一定差距。

不可否认，受场地、明星档期等条件限制，演

唱会具有一定稀缺性。但稀缺并不是拒绝退票

的理由。观众消费热情要精心呵护，只有更

好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消费体验，才

能促进消费潜力进一步

释放。

演唱会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社会效益账。监管

部门要引导平台和企业平衡好商业价值、文化价值和

社会价值。随着歌迷逐渐成熟理性，会对演唱会质量

提出更高要求。歌手、音响、灯光、舞美、售后，每个环

节都要与价格不菲的演唱会门票相匹配。演出公司不

能只管搭台卖票，更要加强对演出质量和观众体验的

把关。演唱会品质高了，观众体验感好了，自然就会觉

得“值回票价”。

票务平台要承担起相应责任，确保观众权益得到

保障。稀缺性、时效性并非演出行业独有特性，在航

空、铁路、旅游业都具有类似特性的行业，均有合理退

改票方案。售票平台和主办方不妨借鉴航空、铁路、旅

游业等行业的退改票方案，推出可退改门票。同时，通

过完善实名制、阶梯式退改制度，充分保障消费者的自

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推动演出票务交易公开透

明。至于观众投诉较多的“柱子票”，现在VR全景等

技术早就可以实现“选座自由”，就看平台有没有诚意

去解决。

如今，跨城观演成消费热点，歌迷追求的不仅是看

演出，更是吃住行游购的全方位消费体验。从这个角

度说，演唱会举办地既要引客，更要留客。比如，出台

系列举措，从酒店服务、交通保障、市场监管、安保举措

等多方面为观众服务。相关行业协会也可以发挥作

用，自觉控价，不随意涨价。有些城市还致力于打造

“演艺之城”，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惠民惠企政策，

打造浓厚的演艺氛围，让演唱会经济成为城市发展新

名片。

关注演唱会经济，重要的不只是经济效益，

更要看能否提供更多既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

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产品。随着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会越来越

高。演出市场还要以观众需求

为导向，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更多物有所值的文化

产品和服务。

演唱会不能只算经济账
□姜天骄

或成文旅消费新引擎

这个夏日，比天气更热的是演唱会
市场。举办演唱会、音乐节，不仅可以
激活文旅消费市场的“一池春水”，带来
数以万计的消费人群和“真金白银”的
经济效益；还可以成为擦亮城市名片的

“流量密码”，以优质的文旅资源、热情
好客的服务打响口碑，让歌迷愿意来、
来了不想走，转化为推动城市文旅融合
发展的可持续动能

评
论

演出经济演出经济

游客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观看演出游客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观看演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游客在海口骑楼老街的中西游客在海口骑楼老街的中西

合璧市集观看乐队演出合璧市集观看乐队演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在石家庄市东垣古城遗址公

园，站立禁区乐队正在演出。

记者 吴思影 许付磊 摄

周杰伦演唱会期间，海口实现旅游收入9.76亿元；

TFBOYS演唱会带动西安住宿火爆……近期，关于“一

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的讨论不绝于耳。业内人士指

出，今年演出市场快速升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跨

城观演”。演出经济对文旅产业的杠杆效应愈发明显，

有望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演出行业供给侧持续创新

说起自己的戏剧初体验，网名为“刘二童”的观众眼

睛立马亮了起来。“剧情特别棒，代入感很强。和演员几

乎零距离接触，很多台词就像对我说的一样，这就是线下

演出的独特魅力。”带给“刘二童”惊喜的是北京市一部沉

浸式互动剧《魅影侦探》，场地是文物实景，演员是职业话

剧演员，剧本改编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种注重场景和

氛围打造的沉浸式演出近年来在一些大城市很流行。

以技术手段打造沉浸式体验也是今年演出市场的热

点。原创音乐剧《丝路之声》运用全息投影、裸眼3D、交

互设计等多媒体手段，讲述陕西故事，弘扬丝路精神，传

播中国文化。情景体验剧《又见敦煌》结合3D影像、移动

巨幕等装置，带着游客领略千年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

光影璀璨，音浪滚滚，跟着节奏随意摇摆。今年以

来，音乐节市场遍地开花，现场感和社交性让年轻人很

“上头”。从“草莓”到“迷笛”，从“氧气”到“西湖”，主办

方充分挖掘音乐节的内涵与价值，创造独特的场景，成

功抓住了年轻消费者的心。

除传统演出外，互动式小剧场演出也成为演出市场

新的增长点。脱口秀、漫才、即兴喜剧等新业态深受市

场欢迎。这些新业态将演出空间与商业空间巧妙融合，

对周边消费起到很好的拉动作用，演出场次增长甚至超

过了传统剧院。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

监测分析，2023年二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

场所演出）场次12.44万场，环比增长80.60%；演出票房

收入118.13亿元，环比增长

137.20%；观众人数4038.44万人次，

环比增长84.81%。大型演唱会、音乐

节和小剧场新空间，一“大”一“小”共同发力，推动演出

消费以及演出拉动的关联消费显著增长。

业内人士认为，线下演出市场需求旺盛，离不开供

给侧创新。下一步，演出行业要继续通过创新激发新的

消费需求。市场需要有更多新内容、新形式、新体验，演

出行业要加强策划和运营，进一步提升演出产品的文化

深度和艺术高度。

河北演出行业蓬勃发展

在河北，演出市场的氛围同样浓烈。

在廊坊，由王潮歌担任总构想、总编剧、总导演，历

时8年打造而成的戏剧聚落群——“只有红楼梦·戏剧

幻城”于7月23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作品以“四大名

著”之一的《红楼梦》为创作根基，以沉浸式戏剧艺术为

手法，以独特的“幻城”建筑为载体，讲述关于《红楼梦》

作者、续写者以及读者的故事。据介绍，“只有红楼梦·

戏剧幻城”是河北省重点文旅项目梦廊坊国际戏剧公园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破了静态观看的传统戏剧演出

模式，采用移步异景、迷宫幻境的设计理念，融合新情景

装置艺术与舞台沉浸技术，借助新创意再现，呈现出如

梦如幻的沉浸戏剧与幻境空间，让游客仿佛“走进”书

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有力拉动廊坊文旅消费升

级，进一步推动影视、动漫、演艺、文创、戏剧等重点行业

的全产业链发展，助力打造文旅产业链式集群发展示范

区。”廊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党组书记许建军介绍。

在石家庄，为了培厚石家庄摇滚音乐土壤，塑造石

家庄本土摇滚音乐品牌，举办系列演出和主题活动，吸

引乐迷“打卡”观演。7月至 10月，石家庄市将举办

“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

季。通过举办一系列大型摇滚音乐演出活动，广泛开展

群众性、公益性、常态化的惠民演出活动，全面打造中国

“摇滚之城”。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等地建设大型、中型

音乐节举办地，在草坪、商街、景区等地建设小型音乐空

间，在旅游景区（景点）、露营地等地，“山水之间”摇滚音

乐进景区、露营地演出活动也同步开展，从而进一步丰

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提升石家庄的文化影响力和旅游

吸引力。此外，还将通过举办国内影响大、乐队“咖位”

高、观众人数多、商业化水平高、展演形式新的大型演出

活动，吸引全国乐迷关注。

在承德，依托双滦区元宝山风景区自然风光的《鼎

盛王朝·康熙大典》实景演出，作为“21世纪避暑山庄”文

化旅游产业园区重点项目，在7000㎡丹霞地貌景观内

搭建近2000㎡的360度旋转舞台。现场数百名的演艺

人员借助高科技灯光特效，真山真水、真人真马展现了

木兰秋狝、修建避暑山庄、巡视江南、收复国土等壮观场

景。演出于4月28日复演，截至8月23日，118天共演

出178场，接待游客35万余人次，收入1.05亿元，首次

破亿。后期，演出将持续发力，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在秦皇岛，丰富的文化演艺正在成为北戴河新区旅

游新要素。以阿那亚戏剧节、电影周、虾米音乐节和渔

田·七里海度假区实景演出、渔岛景区好莱坞特技表演

秀为代表的北戴河新区演艺产品声名鹊起，受到国内乃

至国际演艺爱好者的拥趸，大大提升了北戴河新区的知

名度和城市形象。其中，阿那亚社区一年内各类不同规

模的演艺文化活动达2000场次以上，吸引游客200万

人次。远洋蔚蓝海岸每年举办音乐节、开海节、艺术节

等，吸引游客150余万人次。渔岛景区的好莱坞特技表

演秀已经持续8年，观赏游客累计超300万人。7月22

日，魔法城哒哒岛艺术节正式开幕，龙图阁藏书楼、壇艺

术馆开馆和电音节等活动进一步释放了北戴河新区文

化演艺的市场潜力。各个新型文化空间每年举办近百

场国内外艺术家艺术展、读书会、朗诵会，吸引大量游

客，已经成为新区另一张文化旅游名片。

“跨城观演”撬动旅游经济增长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跨城观看演出活

动，撬动旅游经济增长。

以TFBOYS“十年之约”演唱会为例，美团数据显

示，8月6日演唱会当天，西安酒店入住量创下今年以来

第二高，仅次于“五一”假期。8月5日至7日，西安的住

宿提前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0倍。

此前的周杰伦演唱会，也为海口市带来了丰厚的旅

游收入。海口市旅文局数据显示，为期4天的周杰伦

2023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共吸引15.46

万人次游客入场，海口市4天共实现旅游收入9.76亿

元。美团数据显示，演唱会期间（6月29日至7月2日），

海口餐饮堂食订单量同比增长78%，收货地为酒店的即

时零售订单量同比增长115%，包括景点门票、博物馆门

票在内的度假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200%。

演出经济对餐饮、洗浴等服务业的撬动作用明显。

“我们的营业时间为早10点至第二天早7点。在有演唱

会的情况下，深夜就餐火爆，夜里12点依然会出现排队

等位的情况。”北京海底捞火锅远洋未来广场店有关负

责人说。“借演唱会体验各地特色消费，是今年演出经济

新亮点。”美团有关负责人举例介绍，在五月天沈阳演唱

会期间，不少沈阳商家在演唱会期间上线了“五月天演

唱会”洗浴门票团购套餐，让外地歌迷以优惠的价格体

验地道的东北洗浴。演唱会举办期间，演唱会场地——

沈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所在的沈阳市浑南区，洗浴等休

闲娱乐订单同比增幅排在全市前列。

一些旅游平台也看到了商机，“掘金”演出经济。比

如，携程在周杰伦天津演唱会前夕，推出了“演唱会门

票+酒店住宿”套餐产品，该产品一经发售快速售罄。携

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沈佳旎分析，不少人

除了观看演出外，还将在活动举办地或举办地周边进行

短途游览。这将带动目的地的酒店住宿、景区门票、租

车自驾、一日游、周边游等多类旅游品项。7月1日至2

日在河北崇礼太舞小镇举行的一场电子山地音乐节，携

程就与太舞小镇的7家酒店联合推出音乐节旅行套餐，

除住宿和音乐节联票外，游客还可体验卡丁车、山地高

尔夫、温泉、采摘等多种娱乐活动和户外山地活动。

“‘演出经济’是文化消费与旅游消费的融合。”美团

文旅研究院院长路梦西说，演出市场的持续活跃，将吸

引更多外地游客，有力拉动区域内的住宿、交通、餐饮等

多业态增长。

下沉市场将为演出产业带来新动能

曾几何时，音乐节作为一种小圈层文化，在北上广

深等大城市很流行。今年以来，音乐节之风吹到了三四

线城市以及更下沉的市场，让更多人有机会体验到音乐

现场的魅力。

业内人士指出，“小镇青年”崛起是音乐节下沉的主

要原因，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休闲娱乐。“95后”年轻

一代“小镇青年”是音乐演出的主力消费人群，他们在文

化产品方面拥有更强的消费力。

下沉市场有望成为演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挖掘

下沉市场潜力，要深入洞察消费人群需求特点，推出适

销对路的演出产品和服务。一方面，要让演出票价回归

合理区间。记者观察发现，多地小型演唱会的票价动辄

七八百元。下沉市场还在培育阶段，不能让“演出刺客”

伤害消费者，小镇音乐节应主打“物美价廉”，结合当地

旅游行业消费水平，为观众提供更多高性价比的选择。

另一方面，要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相对于一二线

城市，下沉市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还有较大差距。要借

举办音乐节的契机改善消费环境，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小

城镇具有独特性，不能照搬大城市的模式，要找准定位，突

出特色，用满满的诚意和高质量的服务留住消费者。

消费者积压的观演需求集中释放

专家指出，今年以来，演出行业持续走热，演出经济

或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今年线下演出市场重新爆发活力。而各地政府也

借演出行业壮大本地文旅产业。演出市场活跃会带动

线下消费的繁荣，比如餐饮、酒旅等，人流聚集会带动当

地很多产业发展。”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

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说。

“什么值得买”商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张宇昂表示，演

出行业持续走热，主要原因是消费者积压的观演需求在

今年集中释放。与此同时，今年不少艺人的演唱会都采

取了巡回演出模式，一部分消费者在“抢到哪场是哪场”

的心理下，愿意在观演的同时，顺便在目的地城市开启

一场短期旅行。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甚至愿意跨城观看演出，对于

非热门旅游城市而言，可以借此机会打造具有自身特色

的文旅IP，在消费场景创新方面开展更多尝试，对城市

文化历史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进一步促进文旅融合发

展。”张宇昂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杨劲松指出，演出

市场的繁荣不仅能为举办城市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更

能提升城市知名度、展现城市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后续

吸引更多游客，甚至招揽投资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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