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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演艺:认知、脉络及机理
毕 剑

(河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河南 焦作454000)

  摘要:旅游演艺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受到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发展的较大影响,但又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旅游演艺经历了萌芽期的点缀、探索期的观众培育及扩张期的“井喷式”发展,呈现出多产业、多力量、多因素综合

作用的特征;其中,文化是其灵魂,创意是其动能,人才是其智力支撑,而旅游观众是其核心,相关政策和规范则是

其获得有效生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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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上海、北京、西安、丽江等传统旅游城市,主要为入境游客展示的各类

演出活动渐次出现,如始于1980年上海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表演在入境游客中具有较高知名度①,《仿唐乐

舞》②《菊苑撷芳》③也人气颇高。尽管对于老年爵士乐表演和《仿唐乐舞》能否被称为旅游演艺还存有争议,
但正是得益于这些早期演出的不断尝试才有了当下旅游演艺的产业活力。旅游演艺经历了早期阶段的点

缀、中期阶段的探索,目前正处于大范围、高速度、多类别的扩张之中,推出的旅游演艺总数已高达522台,遍
及我国31个省(区、市)④。依托于地域特色文化,在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等持续推动及相关政策的指引下,
旅游演艺已成为旅游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并将继续对旅游地的旅游产品丰富、旅游形象定位、旅游效益提

升等产生积极影响。尽管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旅游演艺进行了多角度的学术研究⑤,但因产业融合多样、产业

发展迅猛、学术起步较晚等原因,使得有关旅游演艺的学术体系还在建构之中,对旅游演艺的发展规律也存

在着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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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苑撷芳》是1990年北京京剧院在北京前门饭店梨园剧场推出的驻场演出,主要面向入境游客。
文中涉及的旅游演艺数量为作者统计所得。从2015年开始,作者以各地级行政区(或级别等同于地级的特殊行政区)为基本单位,通过实地

调研、网络搜索、电话咨询等方式,持续进行旅游演艺相关数据搜集,数据截止时间为2019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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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旅游演艺的纵向发展、横向扩展及搜集到的522台旅游演艺项目为基础,结合旅游产业及文化产

业的发展特点分析旅游演艺的认知演变、发展脉络,并根据宏观政策、产业融合、创意创新等探究推动旅游演

艺持续快速发展的机理,为旅游演艺未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为旅游领域更多的产业融合提供有

益借鉴。
一 旅游演艺的认知演变:从“政治接待”中的文化点缀到文化的灵魂性地位确立

20世纪80年代初,旅游多偏重于事业性范畴,少有产业性思维,国内旅游还难以满足旅游演艺的发展

需求,我国旅游演艺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向入境游客展示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使命。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旅游规模的持续扩大,我国旅游业逐步从“政治接待型”事业向以旅游创汇

为主的“经济经营型”产业转变①,众多主题公园、旅游景区、旅游城市也适时推出体量大小不一的旅游演出

活动,但由于缺乏统一认知,旅游演艺的有关称谓纷繁复杂。总体而言,旅游演艺的称谓可概括为四大类②:
一是强调主题公园归属的“主题公园文娱表演”③,二是强调景区归属的“景区文艺演出”④,三是强调旅游者

归属的“旅游表演”⑤和“旅游演出”⑥,四是强调艺术性归属的“旅游演艺”⑦。旅游演艺这四类称谓的演变契

合了我国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步伐,即从主题公园的第一轮大范围扩张到旅游景区的强势推进,再到旅游城

市的深度参与,最终随着旅游者审美能力的提升,“旅游演艺”更加强化“艺术”这一价值归属。总之,随着旅

游需求越来越重视品质与审美、旅游产业越来越强调创新与融合,其他称谓逐步退出表述视野,“旅游演艺”
得到广泛运用。

目前,旅游演艺内涵还处于建构之中。基于众多内涵阐释⑧,多数学者聚焦于演出地点-旅游地、演出

内容-文化、受众对象-旅游者三组关键词,即旅游演艺是基于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演出产业及其他产业

的深度融合大背景,以旅游者为主要观众,以地域文化为主要表现内容,在旅游城市、旅游景区内或其附近选

址推出的、能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中型及大型演出活动⑨。需要明确的是,文化是旅游演艺的

灵魂,文化缺失必然导致演出空洞,吸引力不强。
二 旅游演艺的发展脉络:从夜旅游尝试到政策引导

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旅游演艺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者的消费水平和审美水平、文化产业发展水

平紧密相关,其发展脉络可以用不同阶段予以体现。根据旅游演艺数量变化规律、旅游演艺市场规律并参考

旅游产业发展规律等,可将其发展脉络划分为萌芽期(1980-1999年)、探索期(2000-2004年)、扩张期

(2005年至今)三个阶段。其中萌芽期以服务入境游客为主,探索期则是旅游观众的重要培育阶段,这两个

阶段以镜框式演出为基本表现,即旅游演艺的1.0时代。扩张期是旅游演艺综合效益快速提升及产业化突

飞猛进的关键阶段,2013年以前是以实景演出为代表的旅游演艺2.0时代,而从2013年开始进入以沉浸式

演出为新兴代表的旅游演艺3.0时代。
(一)萌芽期(1980-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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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演艺的萌芽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外出旅游还不是人们的重要选项①。
但是,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入境旅游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中国旅游业的“政治接待型”事业性属性日益弱

化,而以旅游创汇为主的“经济经营型”产业性属性则逐步得以强化②,因此,在这一阶段,旅游演艺的目标观

众为入境游客。1980年上海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表演和1982年的《仿唐乐舞》等演出,本意就是以丰富

入境游客夜间生活为目的的夜旅游尝试,却无意中开启了旅游演艺的序幕。总体而言,在萌芽期,旅游演艺

主要在北京、上海、西安、杭州、丽江等入境游客较多的城市有所展现,总量偏少,共有15台,发展也较为缓

慢,呈现出简单、朴素、点缀等特点。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为《仿唐乐舞》《纳西古乐》《宋城千古情》等。
(二)探索期(2000-2004年)
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外出旅游意愿不断增强。经过前期的积累,

越来越多的旅游地认识到旅游产业的突出价值,其主导性、支柱性地位不断凸显,旅游主管部门也从原来重

点发展入境旅游转为更加强调国内旅游。随着“黄金周”制度的实施、国家旅游局公布首批187家4A级景

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发布及文化产业战略地位的确立等一系列

举措的实施,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外出旅游的热情,旅游者规模的持续扩大为旅游观众培育和旅游演艺数量增

加提供了可能。
这一时期,人们未能把对文化艺术的追求上升到更高位置,文化产业还处于成长初期③,因此,旅游演艺

依然处于低速前行、积蓄能量阶段,更强调发展探索和观众培育。但相较于萌芽期,探索期的旅游演艺在数

量、类别、水平、分布和投资等方面已有了较大提升,呈现出散点分布及点状集聚相结合的空间形态。另外,
这一时期进入市场的《张家界·魅力湘西》《印象·刘三姐》《丽水金沙》等演出成为引领下一阶段旅游演艺发

展方向的重要力量之一。
(三)扩张期(2005年至今)

2004年正式上演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效益上取得绝对优势的同时,更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
“实景演出”成为众多旅游演艺项目争相选取的演出形式,旅游演艺迅速成为旅游供需市场里的生力军。随

着国内旅游市场、入境旅游市场的持续活跃,从国家到地方都在不断强化旅游业的市场地位。2009年,《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了新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战略定位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战

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④;2011年底,已有30个省(区、市)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

产业、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或龙头产业⑤。同时,《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等一系列旅游、文化相关政策的出台,对旅游演艺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得益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旅游产业快速推进、相关政策强力引导等作用,旅游演艺在这一阶段呈现出

“井喷”发展态势。旅游演艺在年均增长超过31台的同时,已扩展至全国31个省(区、市)⑥,并在张家界、西
安、九寨沟等地呈现出明显的产业集聚,形成了旅游演艺的三大品牌———“印象”“山水盛典”“千古情”。截止

2018年,全国旅游观众数量为7577万人次,旅游演艺票房收入达到37.50亿元人民币⑦。《又见平遥》《寻梦

龙虎山》《丽江千古情》等演出在市场上影响力较高。
但是,随着旅游演艺的快速发展及其产业裂变式扩张,旅游演艺同质化、低俗化问题日益突出,恶性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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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投资异化、监管缺位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2013年全国旅游演艺的票房收

入普遍下降10%-30%①;2015年旅游演艺停演则高达46台②,2018年旅游票房收入增速再次放缓,有15
台剧目停演③,呈现出一定的市场疲软,引人反思。

三 旅游演艺的发展机理

作为旅游领域的重要业态,旅游演艺从“政治接待”性演出和主题公园中的点缀性演出发展成为旅游业

的重要支柱,旅游演艺是多产业、多力量、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展机理清晰可见(见图1)。

图1 旅游演艺发展机理示意图

(一)多种产业综合作用:旅游演艺发展的内生力

旅游演艺是旅游产业、文化产业、演出产业及其他产业(如科技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其中,旅游产业

为旅游演艺提供产能保证,文化产业为旅游演艺提供文化供给,演出产业为旅游演艺提供质量保障,其他产

业则为旅游演艺提供辅助性支撑。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产能外溢是自然选择,多产业混融可催生出更

具创新性的业态。旅游演艺是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必然

追求,这种融合撷取各产业的适宜基因,以最能适应旅游消费需求的方式内生而来,并在后续的融合中不断

加入新的产业基因,从而使旅游演艺越来越具有市场活力。
在萌芽期,出于“政治接待”工作的需要,才有了专为外宾及入境游客推出的各种夜间演出尝试,但由于

事业性属性过于突出及融合意识不强,该阶段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不足。在探索期,旅游演艺逐步市场

化,其多产业融合的特征渐趋明显。进入扩张期,随着旅游演艺的产业化特征日益清晰,各产业对于旅游演

艺的融合力不断加强。首先,随着国内旅游的快速推进,长期被压抑的旅游热情迅速释放,旅游消费的个性

化、差异化不断彰显,特别是深层次的文化游逐渐成为旅游者的重要选项,这也为旅游演艺产能的大幅度提

升提供了可能。其次,基于文化在旅游演艺中的灵魂性地位,任何旅游演艺的成功都离不开对地域文化的穿

透性把控,特别是对地域文化要素的审视、解读、抽取和重组,这正是文化产业的强项。再次,旅游演艺能否

被市场接受取决于触及灵魂的剧情设计和高质量的艺术表演,这是旅游演艺能否站稳市场的关键。最后,其
他产业与旅游演艺的深度融合同样不可或缺,如与科技产业融合而呈现的全息投影、裸眼3D、VR、AR效果

等,甚至科技创新已成旅游演艺产业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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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姜琳琳《旅游业新政利好演艺景区》,北京商报网,2014年9月4日发布,2020年2月5日访问,http://www.bbtnews.com.cn/2014/0904/

99554.shtml。
伍策、冷竹《这个十年,中国大型实景演出正走向优胜劣汰》,中国网,2016年10月24日发布,2020年2月5日访问,http://www.china.com.
cn/travel/txt/2016-10/24/content_39550615.htm。
杜蔚、李美宏《中国旅游演艺市场20年沉浮:票房增速连续3年放缓,盈利者不足9%》,每经网,2019年9月2日发布,2020年2月5日访

问,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9-09-02/1368181.html。
李广宏、宋娇《旅游演艺产业再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研究———以桂林为例》,《怀化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65页。



旅游演艺与各产业间的融合也具有互动关系,即当旅游演艺产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对旅游产

业、文化产业、演出产业及其他产业又能形成反作用,促进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印象·刘三姐》的演

出地桂林阳朔县2003年旅游人数为281.8万人次,2013年旅游人数则高达1170万人次,其中留宿人数从

23.3万人增加到430万人次,旅游收入从2.44亿元增加到了60.5亿元,甚至对当地经济形成了1∶5的拉

动效应①。
(二)多种力量综合作用:旅游演艺发展的外推力

旅游演艺良性发展离不开经济提升、政策指引、规范约束、市场推动的综合作用。经济提升能使更多旅

游者转化为旅游观众,宏观政策能为旅游演艺提供方向性指引,各类规范能约束旅游演艺的演出内容和服

务,市场推动能扩大旅游演艺的市场占有率。这些外部力量通过综合作用共同维护着旅游演艺的整体发展,
使旅游演艺既能获得更多经济能量和市场活力,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又能保持正常的发展轨道。

第一,整体经济提升使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推动着更多的潜在旅游者转化为现

实旅游者,有实力并愿意支付旅游演艺的高票价。同时,经济提升也使得旅游演艺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
其创作、运营、推广等意义重大。

第二,一系列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及产业融合政策的出台,引导着旅游演艺逐步脱离“政治接待型”事业

而成为具有市场活力的新产业,为旅游演艺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2019年《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

意见》《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等政策对旅游演艺未来的有效、合理发展指明了新方

向。
第三,相关法规与规范是对旅游演艺行业秩序进行有效约束的重要力量。《旅游法》《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旅游演艺服务与管理规范》《实景演出服务规范》《主题公园演艺服务规范》的出台,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旅

游演艺领域的无序竞争和低端服务,为其更好赢得市场提供保障。
第四,诸多效益良好的旅游演艺项目具有明显的市场推动作用。受《印象·刘三姐》成功效应激励,众多

旅游演艺项目纷纷落地,产业活力明显增强;随后,在《又见平遥》等沉浸式旅游演艺项目的影响下,市场继续

扩大。正是因为有持续不断的市场推动,不仅使得传统旅游企业纷纷进入旅游演艺市场,甚至一些非传统旅

游企业也相继加盟,如万达集团2014年在武汉推出《汉秀》、2015年在景洪推出《傣秀》等项目,既实现了产

品多元化策略,又能利用资金优势抢占旅游演艺市场份额。但市场也具有调控作用,2009年在海口推出的

《印象·海南岛》、2011年在三亚推出的《海棠·秀》停演就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总体而言,在全国经济实力整体提升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潜在旅游者走出家门,参与旅游活动;生活

水平的提高、眼界视野的扩大、艺术修养的提升、旅游实践的增多等因素则进一步丰富了旅游者的个性化需

求,这必然推动了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旅游演艺的品质提升。随着旅游演艺各种效益不断凸显,政府逐步

认识到其产业价值,相关政策适时出台对其进行方向性指引,同时,必要的规范约束也及时跟进,保证其发展

不失偏颇;强劲的市场活力在推动旅游演艺稳步发展的同时,又吸引着更多的旅游演艺项目纷纷落地,从而

形成更大的市场规模。
(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旅游演艺发展的原动力

旅游演艺能成长为具有强劲市场活力的产业,最终离不开地域文化、创意、人才和旅游观众的共同作用,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对旅游演艺发展具有基础性影响。旅游演艺的演出素材与地域文化关系密切,创意使

地域文化能真正展现于舞台,人才是维持旅游演艺正常运营的智力资源,旅游观众规模则反映着旅游演艺的

市场效果。
第一,旅游演艺需要选取独特的地域文化。这是旅游演艺的文化食粮,没有独特的、具有较高演绎价值

的地域文化就难以在市场上获得广泛的关注度。纵观诸多经典旅游演艺项目,多是深耕于地域文化,以文化

讲故事。如2003年由杨丽萍打造的《云南映象》集中展示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特色歌舞文化,为了更好地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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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伍策、元月《<印象·刘三姐>十年:演出4500场,接待游客千万》,中国网,2014年4月14日发布,2020年2月5日访问,http://news.china.
com.cn/2014-04/14/content_32084985.htm。



出文化原生态性及演绎民族歌舞,70%的演员来自云南各少数民族村寨①。
第二,创意是旅游演艺的动能。在旅游演艺的多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旅游产业、文化产业、演出产业持

续激发旅游创意、文化创意和娱乐创意。各种创意催生旅游演艺创新发展,如从镜框式演出到实景演出再到

沉浸式演出,从山水类实景演出到沙漠类、草原类、冰雪类、古城类、“行进式”、室内实景演出等,从以专业演

员为主到更加强调原生态演员等。
第三,人才是旅游演艺的智力支撑。旅游演艺所涉及的各个产业都为其提供着所必须的人才支持,如旅

游演艺管理人才、创作人才、演出人才、技术人才、营销人才等。没有各类人才的有效工作,就难以让创意实

施、项目落地,更难以获得充分的市场价值。
第四,所有的旅游演艺产品都需要得到旅游观众的认可。无论政策标准如何到位,创新创意如何独特,

营销宣传如何新颖,最终都需要落实到旅游观众的购票观看。旅游观众对旅游演艺项目具有绝对的决定权,
是旅游演艺有效发展的核心因素,主要体现在旅游者基数和旅游观众转化率两个方面。

另外,精准合理的空间选址、良好的品牌形象、成熟的市场营销及其他因素同样共同推动着旅游演艺不

断前进。
四 结语

我国旅游演艺经历了以入境游客为主到以满足国内游客休闲娱乐为主的发展变迁,其与改革开放相伴

而生,又受到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及其他产业发展的共同影响。旅游演艺从旅游点缀到旅游地“标配”②,从
“小舞台”到大产业,既对“夜旅游”“夜经济”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也对文化旅游的丰富和充实具有特殊价

值。旅游演艺的发展历程表明,国家政策和相关规范是其获得有效生命力的关键,经济发展是旅游产业及其

他诸产业发展的基础,而旅游产业与其他诸产业的融合发展又为旅游演艺提供了肥沃土壤。另外,需要明确

的是,文化是旅游演艺的灵魂,创意是旅游演艺的动能,人才是旅游演艺的智力支撑,而旅游观众则是旅游演

艺的核心。
随着旅游消费需求、审美能力的持续提高以及旅游演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旅游者选购旅游演艺的热情

还会继续增加,但要求也会更高、更挑剔。因此,未来旅游演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一是强调旅游演艺的高质量发展。旅游演艺的高质量发展除要求每个项目高质量发展外,还应强调从

艺术创作、艺术表演、社区参与、市场营销、品牌建构等微观环节上的全流程高质量发展,也应强调类别扩容、空
间扩散、产业扩张等宏观层面上的全行业高质量发展,并能与国家旅游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重视旅游演艺的类别创新。旅游演艺在对地域文化、主创团队等进行充分把握的基础上,还应该明

确,符合地域环境的类别创新才更能带来积极意义。如基于实景演出的“实景性”要求,室外实景演出受天气

变化的干扰较大,近几年推出的室内实景演出较好地规避了这一问题。另外,具有较高参与体验价值并重构

了“观-演”关系的沉浸式旅游演艺将是未来重要的类别选择方向和类别创新基础。
三是强化旅游演艺的整体管理。尽管旅游演艺取得了规模性的产业发展,但其同质化、低俗化问题和恶

性竞争、投资异化等问题不容忽视。文化与旅游部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文化与旅游在行政管理上的合二为一,
对旅游演艺的整体管理将更为有效。未来,旅游演艺发展应在文化与旅游部的统一领导下,从文化选取、团
队组建、资本投资、品牌建构、市场营销、产业反哺等方面形成整体管理链条,避免顾此失彼。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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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苏应奎、王英芳《升级版<云南映象>昆明首演》,《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3年12月18日,第3版。
赵珊《旅游演艺快速增长》,《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2月20日,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