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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现状调查及运行态势预测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lvyou/289060289060.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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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中国旅游演艺产品的发展阶段

旅游演艺是以旅游人群为主体观众，依托传统景区、主题园区或旅游品牌城市，综合运
用歌舞、戏剧、杂技和曲艺等艺术表现形式，配合旅游市场打造的、以表现地域文化或民俗
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演艺产品（作品），其本身就是旅游产品的一种。

研究中国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策略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目前旅游演艺产品
迅猛发展的现实使然，有其客观必然性。旅游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旅游演艺产品助力。近年来
，我国旅游产业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的过程中持续发展，旅游人数不断攀升。201
5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40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5％，增长速度略低于上年同期的10.7％；
国内旅游收入34195亿元，增长13.1％，增长速度低于上年同期的15.4％［1］。这巨大的
旅游人数背后是旅游演艺赖以继续发展的广阔市场空间，但随着旅游人群文化需求的不断提
升，旅游体验逐渐向人文旅游、文化旅游转型，大量观光型的团队游客转化为需要有深度文
化体验和休闲度假感受的“散客”，这对新时期的旅游演艺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传统
旅游景区需要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型，延伸产业链条，增加鲜活生动的旅游体验。这一点在历
史文化厚重的地区尤为突出，如何将存在于传说与书本上的故事活化和产品化是当前众多传
统强势景区的全新课题。另一方面以万达城为代表的众多大型文旅综合体与各类主题公园在
资本的热捧下不断涌现，娱乐演艺产品成为这些园区、景区的标配。因此，与这些实际的旅
游需求相适应，旅游演艺产业整体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图：2011-2015年中国旅游演出票房收入统计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图：2011-2015中国旅游演出观众人次统计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图：2011-2015年中国旅游演出场次统计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但是，旅游演艺产业市场火热的现象背后也亟需理性思考。一方面诸多投资愈亿的大型
旅游演艺产品不断涌现，2016年最新上演的《又见敦煌》号称投资7.5亿，万达集团在武汉
著名的驻场演出《汉秀》投资逾20亿等现象令人瞩目，以宋城集团《宋城千古情》系列为代
表的产品在资本市场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另一方面众多旅游演艺产品相继倒闭或经
营惨淡，文旅行业投资人面对旅游演艺普遍迷茫，需要对其产业和产品进行全面梳理，理性
分析。

对我国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策略进行研究，需要纵观我国旅游演艺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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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中国旅游演艺产品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代表作为西安的《仿唐乐舞》
等，这一阶段的旅游演艺多以政府行为为主，承担政府接待任务，并没有开始商业市场化运
作，数量较少。而且演出水平普遍偏低，甚至总体上没有摆脱伴宴演出基本类型。

20世纪90年代中国旅游演艺逐渐向市场运作转型。依托于各类主题公园，旅游演艺成
为主题乐园中的重要辅助产品，典型的代表作有深圳世界之窗1995年《欧洲之夜》和杭州
宋城集团1997年的《宋城千古情》等，这一阶段我国旅游演艺的数量明显增长。21世纪初
张艺谋和梅帅元领衔的山水实景演出掀起旅游演艺热潮，以2004年《印象刘三姐》为开端
，一批建造于著名景区山水之间的大型舞台演艺横空出世，并逐步延伸出印象系列、山水系
列和又见系列等数十部作品，整个行业的产业化运作也逐步成型。

最近几年，中国旅游演艺产业的发展呈现出爆发态势，这一阶段的旅游演艺项目高度重
视体验，充分利用ＶＲ、全息影像等技术，无论是产品样态还是产品形式均呈现出百花齐放
的状态。同时，在这一阶段社会资本也密集进入旅游演艺项目，进一步助推了旅游演艺的爆
发式增长。

       二、当前中国旅游演艺产品开发现状

随着中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演艺产品也在实践中不断开发，不论是旅游演艺产
品总量还是旅游演艺产业的内容与形式均值得关注与思考。

       （一）产业总体增长，产品形态逐步成熟，旅游演艺产业链条逐步构建

第一，产品数量不断增长，投资总量不断增加，新产品新作品层出不穷，相关收入也呈
增长态势。在旅游演艺产品数量方面自2004年起爆发增长，后10年新增的旅游演艺是前10
年的13倍。

第二，产品形态逐步成熟。随着旅游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旅游产业在近年来发展
态势良好。作为旅游产业中的重要产品内容，旅游演艺产品整体上受到业界和游客的认同，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观看演出的习惯正在形成。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旅游演出观众4713万人
次，同比增长31.2％。旅游演出观众以旅游人群为主，团客占八成左右［4］，旅游演艺产
品对旅游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量集文化、体验、形式于一身的好作品，如陕西临潼的
《长恨歌》、福建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和湖南张家界《新刘海砍樵》等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成为旅游市场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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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业态逐步构建。旅游演艺产品不能单打独斗，近年来旅游演艺产品开发在实
践中逐步打破了大型旅游演艺单体盈利、单体产品卖票房的运营困境，构建出相对完整的产
业业态，形成了良好的景区和演艺的良好互动，打造出了有效的产业链格局，大大增强了旅
游演艺产品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空间，增强了市场竞争优势。如杭州宋城集团打造的《宋城千
古情》系列演出，探索出了演艺＋景区的良好模式，华侨城集团的欢乐谷系列景区也是将游
乐与演艺娱乐相结合，构建了成功的产业业态模式。

       （二）技术与内容并重，形态多元多样

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需与旅游人群的审美需求相匹配，在旅游需求升级多样的背景下，
近年来中国的旅游演艺产品也逐渐脱离了大歌舞、大场面、大景观的春晚模式，越来越呈现
出多样化的特征，目前新型的旅游演艺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封闭空间内的沉浸式、体验式旅游演艺产品。这种形式的旅游演艺产品以《又见
平遥》为代表，整个演出由数个大型封闭式表演区构成，打破了原来剧院式的观演模式，观
众不再坐着看戏，而是在不同的场景中行走，边走边看，演员也打破了原来的固定舞台空间
，就在观众身边表演，称为“沉浸式”演出。2015年上演的《又见五台山》、2017年上演的《
又见敦煌》和《法门寺传奇》等创新型演艺产品均具有这些特色。武汉即将推出的“知音号”
旅游驻场演出更是把舞台整个植入在一艘长江游轮上，也是在行进中完成一部民国题材的戏
剧沉浸式的演出，让观众身临其境，现场感十足。

第二，行进式山水旅游演艺产品。该类旅游演艺产品彻底颠覆原有实景演出的舞台概念
，主要以《寻梦龙虎山》为代表，观众坐在船上一路行进，驶过龙虎山经典的旅游景观路线
，两侧山景利用大型灯光投影营造天地一体的巨型舞台，演员在山水之间舞蹈，时空变换制
造的奇幻体验让观众仿佛置身梦中。

第三，科技为支撑的旅游演艺影像秀。鉴于旅游主场演出在一次性投资建设完成后，其
主要成本就是演员的劳务支出，因此为了破解这一营收压力，该类旅游演艺产品主体使用影
像全息投影、增强现实等影像科技手段，配合激光水幕等舞台技术，演员数量少，以科技影
像秀为主要特色。2016年底刚刚上演的《1212》西安事变大型实景影画和浙江横店的新圆
明园《梦幻圆明》等大型驻场秀，都是这一类产品的代表，茅台集团即将在茅台镇推出的情
景体验式演出《天酿》更是一个演员都不用，全部采用ＡＲ等增强现实技术和影像互动技术
完成演出。

       （三）文化ＩＰ概念核心作用突显，文化内涵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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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向文化旅游和体验式旅游转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旅游体验重要载体的
旅游演艺，更需要以文化为灵魂、以人文体验为根本。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区域文化
和民俗风情差异显著，在旅游演艺产品的市场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以所在地文化ＩＰ为核
心，文化内涵与文化体验独特且深入的旅游演艺产品，它们往往获得了良好的市场表现。恰
恰相反，那些没有深挖所在地文化ＩＰ资源，文化内涵不深的旅游演艺产品往往让观众失望
，市场表现不佳。

万达集团的《汉秀》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之一。《汉秀》位于武汉汉街，以“汉文化”为
名，投资逾20亿元人民币，但外国制作团队对中国文化生疏，作品对中国文化艺术样式和审
美习惯存在隔膜，文化内涵的薄弱大大影响了耗费巨资打造的舞台科技特效，2014年隆重
推出之后市场反应平平，业界口碑也不尽如人意，大投资并未带来优秀的旅游演艺产品。同
样是万达集团在海南三亚出品的驻场演出《海棠秀》亦是借鉴拉斯维加斯赌场演出的“洋模
式”，追求技术特效，没有做好对本土文化的对接，最终导致在运营两年后关停，究其原因
，文化立意和作品内涵上的虚无化不可忽略。而在此后，也许对这一局面有所反思，万达集
团在西双版纳的主题乐园中推出的舞台剧《傣秀》、在合肥万达城推出的大型实景秀《淝水
之战》，均是立足于对本土特色文化的开发与创意基础之上，让世人看到了资本对本土文化
和中国游客娱乐取向的尊重。

       三、中国成功旅游演艺产品的普遍特征

基于对中国旅游演艺产业上述问题的认识，我们试图对部分成功的演艺产品进行综合分
析，通过探讨这些产品的共同特征实现对行业和产业发展规律的梳理。所谓成功作品，包括
了评估作品的艺术品质、文化内涵、业界口碑、市场反应和盈利能力等多个因素，总的来说
这些成功旅游演艺产品均具有以下普遍特征。

       （一）以挖掘本土ＩＰ文化资源为根基

不论是早期口碑与运营均受好评的旅游演艺产品如《印象刘三姐》《长恨歌》和《新刘
海砍樵》等，还是近期涌现的《康熙大典》《又见平遥》和《文成公主》等市场反映良好的
旅游演艺产品，它们均立足于本土ＩＰ历史文化资源，整合挖掘，创意开发，全面挖掘展示
地域（本土）历史文化，而非一味求新、求险、求怪，这正是成功旅游演艺产品的第一个重
要特征。

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是中国旅游演艺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取之不尽的资源，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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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挖掘和生动展现是作品成功的基础，中国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必须要以本土ＩＰ文化资源
为根基。如杭州《宋城千古情》讲岳飞精忠报国、白娘子断桥定情水漫金山救许仙的传说，
九寨沟的《九寨千古情》讲述茶马古道与汶川地震的故事，而南国的《三亚千古情》则描绘
鉴真东渡开发海南和鹿回头的爱情神话。拉萨近几年上演的《文成公主》综合运用了大唐歌
舞与西藏地区流传久远的藏舞、藏戏、佛号念唱等艺术形式，将西藏民族建筑、歌舞、绘画
、民间故事进行了全面展示，并采用了大量藏族原生态音乐，复原制作出上千套精美的藏族
服饰，众多的本民族群众演员的真情表演产生了强烈的文化感染力。

旅游演出就是要将这些耳熟能详、深入人心的文化故事通过独特的舞台手段予以呈现，
让游客在旅游地获得深刻而丰满的文化体验，这样的旅游演艺产品才能打动人心、赢得市场
，也体现出旅游演艺产业的真正价值所在。

       （二）创意舞台科技与独特效果的全方位呈现

与百老汇、城市剧院的歌舞剧、音乐剧、话剧等演出不尽相同，旅游演艺项目以游客为
主要受众，多设立在固定场所，进行常年性、重复性的演出，这就决定了旅游演艺产品必须
要有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大型舞台科技和独具创意的视觉亮点设计做支撑。传统的戏剧演出多
强调故事情节设计以及知名演员，较之传统演出类型而言，旅游演艺产品每天演，演出周期
长，不能以名人名角为依赖，因此，直观的视觉冲击、大型机械调度和出神入化的科技奇观
是旅游演艺产品的必要特征之一，这也直接导致了大量旅游演艺项目的大投入和重特效现象
，也是近期新创作型产品大量借助影像科技提升观众体验感受的原因。

       （三）景区与演艺互动，架构良性商业模式

选址于著名旅游城市和高能级景区的内部或周边，依托大型主题公园、城市商业综合体
等市场优势区域开发建设，是众多旅游演艺产品项目生存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旅游演
艺项目也成为景区提质增效、打破单一旅游体验的重要推动力量，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
种类型。第一，旅游演艺＋主题公园型。在这种类型下，旅游演艺产品是主要的盈利来源，
往往一天演出多场，例如宋城景区，其85％的毛利来自于演艺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旅游演艺
项目与景区相辅相成，景演互动，各自都发挥了最大的效益。第二，旅游演艺＋传统景区型
。旅游演艺产品多与景区文化内涵一脉相承，多在室外、夜间进行演出，很好的实现“白天
观景，晚上观演”，弥补了大型传统景区夜间旅游产品的空白，完善了传统景区旅游产品体
系，印象系列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张家界景区已有几台旅游演出，其中《新刘海砍樵
》依托天门山的瑰丽景观，用歌舞剧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魅力湘西》则
在封闭的剧院里，用中国观众更熟悉的晚会模式，大量采用与观众互动的形式营造热烈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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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场氛围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体验，二者都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应。第三，旅游演艺＋城市
商业综合体型。在这里旅游演艺产品往往是区域文化的名片，满足当地居民与外地游客的文
化体验需求，实现对周边餐饮、酒店、零售、娱乐等产业的带动作用。近20年来，华侨城打
造的《锦绣中华》、东部华侨城和遍布全国的欢乐谷等，都是这个类型的典型产品。

       （四）合理的性价比和成本控制

旅游演艺项目的本质是产品，好的产品不仅需要优质的内容和震撼的场面，还是严格执
行成本控制的产物，追求合理性价比是成功旅游演艺产品所必须具备并遵循的，只有严格执
行成本控制，遵循经济规律，才能使旅游演艺产品有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收期。这就要求旅游
演艺项目在发展中要避免无序开发、无度投资，不能过度创意而忽视市场成本收益规则和基
本投资回报规律。

在这一方面，《印象刘三姐》和宋城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印象刘三姐》坚持使用当地
村民作为主要演员群体，真山真水、真的村民、真的小船、真的耕牛，白天劳作晚上演出，
使演出成本得以有效控制；目前在演的五个《宋城》系列旅游演艺项目中，利用同一套技术
设备，讲述了五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通过一套技术手段在不同演出项目上的复制，有效降低
了成本。

       四、中国旅游演艺产品开发的基本策略

通过对我国旅游演艺产品发展现状以及我国成功旅游演艺产品特征的分析，可以总结出
中国旅游演艺产品开发的基本策略，以期在产品核心竞争力、景演互动关系构建、旅游演艺
产品合理性价比三个方面进行改进，有助于中国旅游演艺产品的良性开发与健康发展。

1.以具有强号召力的ＩＰ文化资源为依托，实现商业产品的市场转化。作为旅游产业的
重要产品类型之一的旅游演艺产品需要与旅游体验密切结合，需要以游客文化体验为根本。
这就要求旅游演艺产品要根植于旅游地域的文化资源特色，充分利用已有的、较有影响力的
ＩＰ文化资源，形成自己的核心文化竞争力。旅游演艺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只有将所在地文化
进行整合、创意化的呈现，才能差异化、才能有看点，而在此基础上针对于旅游演艺产品存
在的以游客为目标人群的多场次、长期性的演出特点，要通过使用大量震撼视听的技术手段
将已有的ＩＰ文化资源予以呈现，实现旅游演艺产品的市场转化。

2.构建良好的景演互动关系，构建旅游演艺产业业态。旅游演艺产品依托于各类旅游景
区，旅游景区的类型不同，旅游演艺项目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但旅游演艺项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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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之间构建起良好的互动关系，是目前中国旅游演艺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
问题。旅游景区具有的人流基础、文化基础、周边配套等，均是旅游演艺产品获得市场的基
本条件。而旅游演艺产品也有助于优化原有景区产品结构，丰富原有旅游体验，两者相互助
力构建旅游演艺产业良性业态循环。

3.树立旅游演艺产品开发的合理性价比理念，呼吁建立制片人制度和第三方评估机制。
一个成功的旅游演艺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毫无疑问都是庞大且复杂的，在动辄数亿的投资面
前，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团队应树立合理性价比的理念，做好旅游演艺产品的成本核算与控
制，确定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收期，这是基础也是前提。在旅游演艺产品开发的过程中，要改
变无度投资、过度开发的弊病，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合理控制旅游演艺产品所涉及的原材料
、人工、能源、薪酬等各项成本。

此外，行业外部约束也是旅游演艺产品合理性价比控制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开发旅游
演艺产品做好合理性价比控制，亟需通过建立与电影产业制片人制度相类似的旅游演艺产业
制片人制度。要通过导演与制片人之间相互分工、相互制约与博弈，实现旅游演艺产品在开
发创意中的最佳性价比；另一方面，要建立起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培养相关专业人
才，帮助投资人对旅游演艺产品创意进行评估，进而核定合理的预算，实现有效的成本控制
。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现状调查及运行态势预测报告》内
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
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
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
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
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
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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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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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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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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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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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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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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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陕西旅游集团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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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旅游演艺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趋势
10.1 中国旅游演艺行业投资状况分析
10.1.1 行业投资潜力
10.1.2 行业投资思路
10.1.3 资本持续扩张
10.1.4 项目投资分布
10.1.5 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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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行业发展前景
10.2.2 经济效益展望
10.2.3 行业发展趋势
10.2.4 技术创新趋势
10.2.5 “一带一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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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行业发展因素
10.3.2 行业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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