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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

一、引言
原有演出市场在经营范围上存有一

定的缺陷，主要是因为市场开发不足、市场
消费欠缺及演出门票价格过高等。但通
过现阶段的改善，使其提高了原有市场的
经营运作范围，带动了国内的市场经济。

二、现阶段文化演出市场的需求
（一）文化演出产业范围和外延
现阶段文化演出产业逐步过渡至商

业演出模式，早在早期联合国组织在蒙特
利尔会议中，将商业演出作为新型项目投
资的一部分，使其经济得到全面发展。文
化产业涵盖了影视业、娱乐业以及文化产
业，根据近几年我国演出产业经济收入分
析，每年都呈递增的趋势。随着娱乐文化
产业模式范围的不断拓展，现如今演出形
式也出现多元化，其中包括：个人演唱会、
大型音乐会、选秀节目等，这些产业的最
终目的都是以盈利为核心，这种模式的外
延将全面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文化演出市场的需求
根据目前阶段文化演出市场的需求

分析，可将演出市场城市定为三个等级。
分别是：核心城市、大中型城市以及乡镇
城市，核心城市的标准不但具有雄厚的
经济实力，并且各方面都能够达到先进水
平。例如，中国的北京、上海便属于核心
城市的标准，该类型城市不但人口密集
大，而且思想意识高，在这类城市进行商
业演出能够取得较好的发展。其次，核心
城市人均收入较高，所以演出定位标准能
够满足当地的实际需求。根据2015年上
半年居民收入数据表明，上海人均收入为
26664元，北京人均收入为26171元。所以
针对该类型城市的商业演出，仍具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大中型城市属于当前二、三
类城市，其中包括：青岛、南京、广州、深圳
及沈阳等，随着当前人均消费观念意识的
不断强化，该类型的城市进行商业演出仍
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这类型城
市的商业演出经常会出现供求不平衡的现
象，但根据现有模式分析，这类城市的演出
活动，仍具有较大潜力。其次便是城镇及
农村这类的商业演出，由于乡镇及农村的
局限性，导致无法进行大型的商业演出，主
要是因为农村收入经济水平低，并且人民
文化水平也较低，使其商业活动无法进行。
所以为了满足城镇娱乐文化生活的需求，
一方面要求商业演出活动降低消费水准；
另一方面提高人民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
保证城镇、农村也具有一定的开发潜能。

三、当前演出市场存在的问题
根据目前国内演出市场的实际问题分

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市场开发不足、

市场消费欠缺及演出门票价格过高等。
（一）市场开发不足
原有演出市场在宣传力度及定位标

准方向上没有进行定位分析，使其造成一
定的缺陷。宣传力度只是单纯依靠广告
及电视，这种推广模式只能使一部分人员
对商业演出有一定的了解。但随着互联
网及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广人员也要
注重对该层面的市场开发。例如，通过互
联网对商业模式的推广，这种模式推广能
够使更多人员对商业演出有进一步的了
解。其次便是通过编发彩信的模式，这种
模式不但推广范围大，并且投资力度小，
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消费市场。
原有市场不但开发难度大，并且造价成本
高。导致后期演出市场推广效率低，并且
收回效益也较差。

（二）市场消费欠缺
消费市场的欠缺一方面是由于市场

定位的模糊性，一些商业性的演出定位水
平较高，使其扭曲了市场演出的实际意
义。造成消费者对市场演出的求知欲偏
低的现象，真正的市场演出要根据民众的
喜好以及商业活动目的性质，这才能体现
出演出活动的实际意义。但在实际中，举
办方有时会忽略定位的标准，将二、三线
的城市定位一线城市的演出标准，这样不
但会加大投资，并且后期的演出效果也往
往比预计值低很多。其次便是在演出定
位水平方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配，不
要过大规模地进行安置。例如，旅游城市
一般选用浪漫、抒情的风调格式，这样不
但能够使群众保持心情舒畅，而且还能够
活跃现场气氛。所以应该根据选用场景
的不同，制定合理性的定位标准。

（三）演出门票价格过高
当前演出市场最为关注的便为经济

收益，所以有些赞助商认为抬高演出门票
价格，便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这种现
象会造成一定的反作用，主要是因为门票
价格是根据当地人均收入而制定，所以根
据城市等级的不同，以及人均收入的不
同，使其制定的价格标准也会有一定的出
入。这种现象往往会导致消费者，因门票
价格过高的现象而放弃购买。

四、演出市场经营运作模式
（一）艺术门类广泛化
随着当前艺术事业的不断发展，演出

活动类型也层出不穷。其中包括：民谣、
摇滚、京剧以及小品等，所以由传统的单
一模式逐步演变为多元化，使其添加不同
的艺术形式。例如，在大型演出节目中，
融入流行歌曲、京剧以及小品等，群众不
但可以听到悦耳的音乐，欣赏到中国古典

传统的京剧以及欢乐时尚的小品，这样不
但能够陶冶群众的情趣，而且还能带动国
内演出市场的推广。通过这种模式的推
广，在专访调查数据显示中，喜欢人群占
66%，一般化人群占20%，不喜欢人群占
14%。这种结构调节比例模式能够满足
大多数群众需求，使其能够促进演出市场
的经营运作模式。

（二）消费主体层次化
消费主体层次化是演出市场定位标

注的主体所在，所以演出市场在制定经济
预算时，根据所在城市的发展情况以及人
均收入进行合理性的分析。例如，演出市
场定位在一线城市，可将消费群体定位在
中高档水平。一方面一线城市发展较快，
人居收入较高；另一方面大众素质较高，
所以欣赏情趣也较为浓厚。根据这种标
准范围制定层次化主体，才能凸显当前演
出市场正确的经营范围。

（三）政策导向化
政策导向化主要依靠当地政府的大

力宣传以及安排组织，如政府每间隔一定
期限，便在当地组织适合本地的演出活
动。这样不但可以丰富大众的生活情趣，
而且还能增加当地的消费市场。其次，还
要加大力度宣传，这样不但可以增强群众
意识，而且还能提高民族文化素养。当地
政府多安排一些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商
业演出，既能提升民众的生活情操，又能
提高对民族文化的兴趣。

五、结语
通过对我国演出市场经营运作模式

的探究分析，使得笔者对演出市场的经营
运作范围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这种演出
模式不但能够提升民众的生活节操，而且
还能带动当地的消费市场。这种运作模式
现已逐步运行，并也取得了较好的业绩成
果，使其全面带动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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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我国演出市场经营运作模式探究

袁　曲

摘　要　为了解决当前我国演出市场所面临的问题，笔者在此针对演出市场的经营运作模式进行了探究分析。其中包
括：艺术门类广泛化、消费主体层次化及政策导向化，在大型演出节目中，融入流行歌曲、京剧以及小品等，群众不但可以
听到悦耳的音乐，欣赏到中国古典传统的京剧及小品。这样不但能够陶冶群众的情趣，而且还能带动国内演出市场的推
广。笔者在此进行了详细分析，以便于提供可参考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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