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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演艺业飞速发展，现已成为城市旅游形象构建的重要内
容。本文从我国旅游演艺业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竞争激烈、内容同质化严重、过分依赖巨额投资、创意欠缺等，最后从
人才培养、增强创意、加强宣传三个方面给出了适当建议，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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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我国旅游演艺业现状
（一）旅游演艺数量众多，已成为构建城市旅游形象的重要载体。近

年来，我国旅游产业迅速发展，而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演艺
业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据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5-2016中国旅游演艺报告》中显示：2015年，全国旅游演出新增 18
台，同时停演剧目达 46台，全年在演剧目 195台，与 2014年的 223台相
比减少 28台。虽然相较 2014年剧目有所减少，但旅游演艺产品数量仍然
庞大，并且，2015 年我国全年旅游演出实际票房收入为 35.7 亿元，较
2014年增长 8.6亿元，同比增长达 31.7%，旅游演艺业创收能力明显增
强。自上世纪 80年代旅游演艺产品首次出现以来，90年代起旅游演艺产
品数量明显增加，2004年桂林的《印象·刘三姐》取得巨大成功后，我国旅
游演艺产品呈现出一种“喷井”现象，全国各大旅游城市纷纷效仿，力求打
造代表自己城市形象的优秀演艺产品，旅游演艺已经成为构建城市旅游
形象的重要载体。

（二）旅游演艺类型丰富，已成为塑造城市旅游形象的重要内容。
2000年之前，旅游演艺业发展相对较慢，演艺产品大多仅是简单的满足
入境游市场的需求，数量不多，类型也比较单一。2000年至今，旅游演艺
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其产品不再是简单的满足入境游市场的需求，文化内
涵更加丰富，更加注重游客的视觉观赏体验和对文化内涵的追求。在产
品数量不断增加之余，其内容与形式也经过不断创新而越来越丰富，从大
的方面来分，旅游演艺产品可分为为三类：民族风情与自然山水实景结
合，如：《印象·刘三姐》，大型主题公园演出，如《宋城千古情》，专业剧场大
型演出，如《魅力湘西》，除此之外诸如各种马戏、杂技等也可包含在内。
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旅游演艺产品现在已经成为塑造城市旅游形象
的重要内容。

（三）旅游演艺投资巨大，越来越成为城市旅游形象展示的窗口。
2000年以前，旅游演艺产业平均投资额为 2700万元，而到了 2014年，平
均投资额增加到近 3亿元，15年增长了 10倍。旅游演艺产业本就是一个
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产业，而要打造一台高质量的演艺产品更加需要资
金的支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投资 200万元以上的旅游演艺项
目 300个以上。其中，投资在 1亿元以上的旅游演艺产品，在 2007年前仅
占 21.4%，2007年以后上升到 70.2%。目前比较成功的剧目，如《印象系
列》、《千古情系列》投资都超过了 10亿，并且就目前趋势来说，今后旅游
演艺产品的开发会越来越向着高投资方向发展，而拥有着大投资的旅游
演艺产品的旅游城市，其城市品牌形象会得到巨大的提升，旅游演艺产品
越来越成为城市旅游形象展示的窗口。

二尧旅游演艺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演艺业竞争激烈，同质化严重，各种恶性竞争手段影响产

品品质打造。旅游演艺业投入虽高，但也是获利巨大的产业，随着近年来
旅游演艺产业的迅速发展，整个行业现已获得明显的收益，也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投资者进入其中。这就导致了整个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吸
引更多的游客，商家开始采用诸如价格战等恶性竞争手段，从而严重忽略
了演艺产品自身品质的打造，不少产品给人一种廉价的感觉。另外，随着
旅游演艺产品数量的不断增加，整个行业产品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不少

产品相互雷同，虽然全国旅游演艺产品数量不在少数，但具有新颖性的、
能够吸引观众眼球的精品并不多。
（二）旅游演艺产品过分依赖巨额投资和高科技运用，文化底蕴挖掘

深度不够。旅游演艺产品往往借助宏大的演出场面以及先进的声光电技
术来营造震撼唯美的视听效果吸引观众的眼球，但一出好的剧目应该是
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出发，然后通过故事改编以及各种声光电技术进
行包装最后呈现给观众。说到底，产品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核才是其根
本，但现在许多旅游演艺产品却是过分依赖巨额投资和高科技的运用，往
往打着高投资、新技术的幌子来吸引消费者，忽略了自身文化底蕴的挖
掘。而一个没有内涵，没有深度，缺少文化内核支撑的旅游演艺产品是不
能长远生存下去的。
（三）旅游演艺产品设计过分注重文化大师的加盟，真正好的创意没

能得到重视。目前我国比较成功的旅游演艺产品大多数出自文化大师之
手，一方面，文化大师本身文化造诣极高，能够制作出高品质的作品；另一
方面，文化大师本身具有很强的品牌效应，能够吸引大量消费者。以《印
象·刘三姐》为例，其产品本身的质量在我国处于顶级，总导演张艺谋的品
牌效应也是它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文化大师的加盟确实能使产品增色
不少，但过度的追求文化大师的加盟却显得过犹不及，文化大师不代表旅
游演艺产品就一定热销。同为张艺谋导演的《印象·海南岛》在开演之初
曾盛极一时，但由于创意欠缺、宣传不够等因素的影响，在之后却连年亏
损，这不得不为我们敲响警钟，旅游演艺业对文化大师的追求应保持适
度，不应让真正好的创意因此而被埋没。

三尧相关对策提出
（一）注重文化挖掘及产品创意。现今我国旅游演艺产品数量繁多，

内容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精品少”已经成为普遍问题，而要想提高产品
品质，增强产品的创意是关键。许多演艺产品在打造过程中热衷于效仿
别人的创意，而忽视对自身文化的深度挖掘，但往往本地区的文化内涵才
是最独特，最能区别于别人的东西，在充分挖掘自身文化之后的故事再创
新才能使产品具有活性，更吸引观众。如张家界的《天门狐仙》正是在重
新编排湖南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刘海砍樵》的基础上巧妙的融合了
当地的土家文化，从而使故事不再平庸，成为精品。
（二）注重人才培养。文化产业里最核心的是创意，而创意来源于人，

人才是核心生产力，想要旅游演艺业健康发展，人才储备必不可少。一方
面，国家应加强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强正面宣传，增强文化艺术
人才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整个旅游演艺业应该尊重文化艺术人才，正
视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要过分追求文化大师的加盟，多给新人展现才能的
机会，尤其是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年轻人，对他们多一些肯定，不要让真
正的人才埋没于众。
（三）加强产品宣传。我国大多数旅游演艺产品在前期的制作过程中

往往采用“高投入，大手笔”的方式，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并以此为噱头来
进行宣传。但这也导致了资金分配不均的问题，产品制作完成后没有足
够的资金进行持续的宣传，产品也只是在推出之初市场火爆，不久便偃旗
息鼓。因此，在精良制作产品之余，还应留有余力去进行产品宣传。如：采
用传统媒体与各类新媒体联合宣传、定期制造热点问题进行事件营销等
方法来维持产品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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