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下演出需求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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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动消费潜力大

这个夏天， 跟着演出去旅行

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

跨城观演成为大型演唱会 、

音乐节的主要消费趋势 。 在五月

天、任贤齐、刘若英等知名歌手北

京演唱会的观众中，跨城观演比例

均超

40%

。 一季度开售的周杰伦呼

和浩特演唱会跨城购票观众比例

超

70%

，凸显了该类演出对文旅消

费的拉动作用。据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数据，仅今年“五一”期间，大型

演出项目的跨城购票观演人数占

比超过总人数的

50%

。 音乐节和演

唱会项目带动演出票房之外的交

通、住宿、餐饮等综合消费规模超

12

亿元。

演出形成的聚合效应凸显 ，

直接带动区域客流增长。依托演艺

消费融合新场景， 成都、 济南、天

津、武汉等地也都出现能让消费者

一边就餐、品酒、逛文化集市及一

边观剧的沉浸式戏剧演出活动，深

受年轻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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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佳旎认为， 对于观演人群

来说，看完演出后享用一顿美餐更

将为当天的旅途画上一个圆满句

号。 因此，演唱会周边美食是值得商

户和平台关注的环节。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在

2023

年

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中提出，

随着文旅融合战略的进一步推进 ，

旅游观光和文化体验兼具的目的地

更受青睐， 沉浸式文旅业态成为推

动景区提升、乡村振兴、消费升级和

夜间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下沉市场待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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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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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斓娜）

近日，山东省济

南市章丘区白云湖国

家湿地公园内万亩荷

花盛开， 让游客在炎

炎夏日中感受水清岸

绿、 荷叶田田的生态

美景。 近年来， 章丘

区白云湖街道依托白

云湖国家湿地公园建

设， 先后开展退渔还

湿、 湖库清淤、 湖库

联通、 环湖大堤改造

等生态提升工程，湿

地生态系统和功能得

到修复。 朱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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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之声

演艺经济成拉动消费新引擎

荷花盛开绘生态美景

把文化的力量

转化为发展的能量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2

年全国文化及

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文化

及相关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2022

年营业收入超

过

16.5

万亿元；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以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态行业

快速发展， 其营业收入在整体中的占比首次超

过

30%

；文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效提升，规模

以上文化企业研发投入较上年增长

6.4%

。

文化产业的发展， 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为

丰富的精神食粮， 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

盛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的力量已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文化不仅能引领

风尚，化为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而且能推动发

展，造福于民。 通过提供精神产品和文化服务，

文化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文化

产业正在向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阔步迈进， 成为

扩投资、调结构、促消费、稳增长的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文化是重要内容； 推动高质量发展， 文化是重

要支点；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文化是重要因素； 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

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文化产业

交出了不俗的答卷， 展示了文化力量转化为发

展能量的现实可能和美好前景。

（据《光明日报》）

抢抓数字化机遇

助推小微经济发展

夜经济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吃喝游购等业

态多点开花， 县域农村直播商家数量激增，线

上“原产地”经济兴起……我国小微经济发展呈

现新趋势新亮点， 特别是在数字化和线上渠道

带动下，小微经济业态多样、增长迅速、充满活

力。 未来， 数字化赋能有望助推小微经济增强

韧性、实现突破，形成新的增长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 数字经济作为新兴产业，渗透千行

百业，赋能实体经济，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

进市场主体融合、优化产业组织模式等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数据显示，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

2012

年的

11

万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50.2

万亿元， 总量稳

居世界第二 ，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到

41.5%

。 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和深刻影响生产、流

通、消费、进出口各个环节，有利于加快形成新

发展格局、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 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筑国

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据《人民日报》）

精准实施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

一段时间以来， 如何更好地保护生态环

境，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期

一系列文件及举措的出台与实施， 彰显了我们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 生态环境部等

5

部门

日前联合发布新修订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

范十条》，从节约能源资源、关爱生态环境、选

择低碳出行等方面入手， 为规范公民生态环境

行为提供了践行标准，也让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越发深入人心。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近日指出， 目前科技手段已应用于生

态环境执法的全过程各环节，从而更有效更精

准地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问题。 当前，我们必须认真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把握“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的原则。 要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等优化调整，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生产经营方式，促进绿色生产方式、

节约生活方式，助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据《经济日报》）

线下演出市场需求旺盛，离不开供给侧创新。 市场需要更多新内容、新形式、新体验，演

出行业适应新需求，就得加强策划和运营，进一步提升演出产品的文化深度和艺术高度。

进入暑期，线下演出市场持续升温。据携程不完全统计，

7

月至

8

月全国将有超百场演唱

会、音乐节举行。热门演唱会举办地的机票、酒店订单量均有大幅增长。从数据来看，演唱会、

音乐节等项目对目的地旅游消费具有不小拉动作用。 跨城用户除了观看演出外，不少人还将

在活动举办地或周边进行短途游览，将给目的地的酒店住宿、景区门票、租车自驾、一日游、

周边游等带来明显的拉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