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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奇

旅游业是世界公认的资源消耗低、就业机会

多、综合效益高的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业

态，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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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段时间，作为旅游体验

重要载体的旅游演艺，其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乐

观。随着内蒙古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

展，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将会成为内蒙古众多旅

游城市或景区提高旅游市场竞争力、抢占市场份

额的重要举措。

一、旅游演艺的基本类型

旅游演艺市场按其演艺场所的不同主要分为

三大类，分别为剧场旅游演艺（含巡演）、实景旅

游演艺和主题公园旅游演艺。

（一）剧场旅游演艺

在剧场内针对旅游人群所打造的旅游演艺产

品，以展示当地文化特色的歌舞、戏剧、曲艺、

杂技等演艺形式为主的综合演艺。如上海马戏城

的《ERA—时空之旅》、云南杨丽萍公司的《云南

映象》、北京梨园剧场京剧演艺和刘老根大舞台

等。而巡演类旅游演艺产品通常是以剧场旅游演

艺为基础，主要采用巡回演艺的方式来展现其独

特魅力，也可规避旅游市场的淡旺季限制。如北

京的《功夫传奇》、贵州的《多彩贵州风》、四川

的《藏谜》和青海的《天域天堂》等。

（二）实景旅游演艺

以旅游景点的山水实景为依托，将当地的民

俗文化与著名的山水旅游景点紧密结合。如印象

系列的《印象·丽江》、《印象·大红袍》等，陕

西旅游集团公司的《长恨歌》、河南山水盛典系

列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湖南的《天门狐

仙·新刘海砍樵》等。

（三）主题公园旅游演艺

在主题公园内打造演艺，是高附加值复合型

旅游演艺产品。如宋城演艺打造的《宋城千古情》

《三亚千古情》等，华特迪士尼的《狮子王》中文

版、华侨城集团的《金面王朝》、江苏《灵山吉祥

颂》等。

二、旅游演艺的新特点

（一）主题公园类旅游演艺是市场发展的活

跃点

2016 年主题公园类旅游演艺票房收入达到

19.97 亿，同比增长 30%，市场占比由 2013 年的

24.7% 增至 2016 年的 46.4%，占到旅游演艺市场

的半壁江山。未来几年，主题公园类旅游演艺依

旧是旅游演艺市场发展的重心所在。

（二）市场形成“1+3+N”局面，千古情系

列成最大赢家

近年来，文旅市场发展迅速，旅游演艺机构

竞争加剧，到 2016 年旅游演艺市场形成“1+3+N”

摘   要 ：本文在总结全国旅游演艺市场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内蒙古现阶段旅游演艺产品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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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其中，宋城演艺处于领先地位，山水盛

典、长隆、三湘印象紧随其后，其余机构也纷纷

加入战局。宋城演艺项目选择在热门旅游城市落

地，剧目制作采用高科技技术，内容上依托当地

文化，打造独特、深层次产品。此外，其开创的

“主题公园 + 文化演艺”发展模式也是宋城演艺成

功的关键。

（三）海外旅游演艺市场潜力大，文旅巨头

加速海外布局

海外旅游演艺市场潜力巨大，响应“一带一

路”主旋律，2016 年文旅巨头海外扩张的步伐加

快。山水盛典于 2016 年 6 月签约越南境内五台

总题目为“越南故事”的实景演艺，宋城演艺于

2016 年 11 月计划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建设澳大利

亚传奇王国项目。此外，万达文化产业集团、陕

西旅游集团公司也在积极布局欧洲旅游演艺项目。

（四）更加注重现代科技应用，旅游演艺影

像秀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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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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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音响系统和雾森控制系统等舞台技术，

演员数量少，以科技影像秀为主要特色。如 2016

年推出的《1212》西安事变大型实景影画、浙江

横店的新圆明园《梦幻圆明》、长隆的《秘境奇

技》和《最忆是杭州》等，都是这一类产品的代

表，特别是 2017 年茅台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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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旅游演艺产品的现状

（一）产品数量不断增长，新产品新作品层

出不穷

目前内蒙古“十三五”期间重点打造的旅游

演艺产品共 12 个，分别是《千古马颂》《马可波

罗》《无伴奏合唱》《呼伦贝尔大草原》《鄂尔多

斯婚礼》《天骄·成吉思汗》《阿拉腾陶来》《契

丹王朝》《库布其》《森吉德玛》《黄河水绕着准

格尔流》《灵魂之旅》。各盟市也在逐步运营有自

己文化内涵的演艺产品，如呼伦贝尔市推出《天

边》《额尔古纳之恋》《蒙古之源·根与脉》《敖鲁

古雅》《彩虹之路》《界河大舞台》等 ；兴安盟打



64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造了大型原创音乐舞蹈诗画剧《梦幻阿尔山》和

《圣水石兔》等作品 ；通辽市莱盛演艺集团为景区

打造歌舞剧“敖包相会的地方”和宫廷乐舞“梦

回科尔沁”。

（二）马文化得到艺术化创造，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品牌

《千古马颂》是内蒙古众多演艺产品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一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充分彰

显草原文化优势，展现草原文明绚丽多姿、马背

民族雄奇剽悍、蒙古人马缘厚情深的中国首创大

型马文化全景式综艺演出。已于 2014 年起在锡林

浩特市成功演出三年，从目前公演的情况来看，

市场前景非常好，特别是 2017 年转场呼和浩特市

之后，有望进行更全面的市场化操作，进而走出

国门，将马文化产业项目打造成为中国旅游演艺

知名品牌。

（三）演艺产品优势逐步显现，发展前景可观

从已经公演的演艺产品来看，通过现代声光

电等手段艺术化地再现内蒙古的历史人物或文化

习俗，观赏性强，场景震撼，令游客印象深刻，

扭转了众多印象中“不管是从东到西的草原、沙

漠，还是从南到北的农村牧区，都会也会见到相

同的蒙古包串联起来的表演。”通过演出中音乐、

歌舞和现场互动让游客有了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体

验，成为景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繁荣了夜游

市场，多数演艺产品都放在晚间演艺，在丰富旅

游产品结构的同时也延长了游客的逗留时间，间

接地促进了旅游创收。

（四）产业发展喜忧参半，自身发展存在问题

一是演艺产品类型单一。由于内蒙古旅游资

源的现状和季节性带来的明显淡旺季，内蒙古的

旅游演艺产品按类型严格划分绝大部分属于剧场

演出、封闭式表演，主要演出场所都在景区内或

者剧场内，缺乏当今市场前景最好的主题公园和

实景演艺产品，观演模式也比较简单传统。《千古

马颂》通过剧场的全息投影技术和真正马匹的结

合在演艺的形式方面有一定的创新性，但也仅仅

是剧场演艺和实景演艺的结合体，属于半实景演

艺，不过是在感官上有了等同于实景演艺的震撼

效果。

二是拳头产品本身存在问题。从 2014 年首演

以来，《千古马颂》一直在锡林郭勒盟驻场演艺，

2017 年 8 月正式转场呼和浩特市。在此期间，锡

林郭勒盟新推出了《蒙古马》，两台演艺在表现形

式、故事展现都有多种惊人的类似情况，存在严

重的同质化问题。而且公开演艺的三年间，故事

没有推陈出新，而是一成不变，开辟和占有市场

上都存在欠缺。另外，两台演艺均以马群横穿整

个舞台为主，和演员的融合程度并不高，同时整

个故事的铺陈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为主线串接，

略显单薄，存在向《宋城千古情》借鉴“化蝶”

情节的情况。歌舞环节部分没有完全凸显蒙古族

歌舞气势磅礴的特点，每个章节的起承转换不明

显，与 LED 屏幕的字幕配合度不高，所有章节

的展现都缺少灵魂人物或者说知名人物的提升拔

高，在整体节目编排上有待提升。

三是演艺产品剧目混乱。部分景区和相关

演艺机构或舞团存在合作关系，受限于景区的舞

台、灯光等硬件限制和演出人员的 AB 角和小分

队演出形式，导致市场上大型演艺和小型剧场

（景区）演艺共用同一剧目名称现象普遍，造成市

场乱象。比如鄂尔多斯婚礼在景区和在剧场演艺

的艺术观赏性有着很大区别，景区的演艺会直接

影响游客对剧场等大型演艺的观看欲望。

四是演出时间和频次受限。演出场次受旅游

淡旺季的影响明显，公演时间几乎只设置在旅游

旺季期间或只做小规模表演，《千古马颂》由于大

量使用马匹，在演艺的频次和时间上受到的限制

变得更多。驻景区的演出更是受到旅游人数的限

制，考虑到成本，即使在旺季一天的演出场次平

均最多 3 次，剧场演出面向大众的宣传和开放程

度不够，多为集中性的政策性或考核性演出，受

众群有限。

五是互动性较差。纵观内蒙古现阶段重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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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演艺产品，多由大型封闭式表演区构成，属

于原来剧场式的观演模式，观众与演员和整场演

艺互动性欠佳。

四、主要对策建议

结合内蒙古实际情况，现阶段可从充分挖掘

文化内涵上着手，进行“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的特色开发，从而避免同质化竞争，重点从综合

性歌舞表演和原生态民俗风情表演入手，打造具

有民族特点、北疆特色的旅游演艺品牌，为提升

旅游的文化品位赢得口碑。

（一）提升产品编创理念

演艺产品的创编必须能够触动时代的脉搏，符

合旅游者的大众口味，强调娱乐性和休闲性，而不

是单纯的文化性和艺术性。因为旅游者大多不是专

业人士，他们观看演艺的主要目的是开阔眼界、放

松身心和体验当地文化，而不是研究艺术，脱离

群众艺术欣赏层面的演艺产品必将会被淘汰。因

此，在形式上就要突破传统的演艺模式，要灵活

机动、富于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如

舞蹈、杂技、武术、魔术等，使演艺欢快、热闹、

幽默、雅俗共赏，使观众喜闻乐见。同时，为了延

长演艺产品的生命周期，编排就要追求常变常新，

对创排的演艺进行创新改版，不断加入新的看点，

让观众获得多方面满足和享受，以适应人们求新求

异的心理从而吸引景区的回头客，增加重游率。

（二）加强政府有效引导

对于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各级政府应给予

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前期

启动经费的支持、建立多元投资机制吸纳社会民

间资本参与、旅游演艺项目的宣传促销、旅游演

艺人才培养等方面应发挥积极主导作用。通过制

定旅游演艺产品的发展优惠政策，鼓励支持民营

经济投资参股文化旅游集团各级公司，充分运用

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来保障各旅游

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更要将全国旅游发展快、实

力雄厚、科学规范的旅游企业的经验、资本带进

内蒙古，同时要积极利用好多层次资本市场，吸

引更多的省外大型投资集团，专业文化旅游运营

团队与内蒙古合作。

（三）架构良性商业模式

旅游演艺项目应选址于旅游市场发达和高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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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出

相对完整的产业业态，形成景区和演艺的良好互

动，打造有效的产业链格局，增强旅游演艺产品

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空间，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内

蒙古可以考虑打造“旅游演艺 + 主题公园”的模

式，一方面可以实现内蒙古主题公园的突破，另

一方面可以打破演艺产品的时间限制，实现旅游

演艺项目与景区相辅相成，景演互动，各自发挥

最大的效益。

（四）融入体验活动

旅游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体验经济，而

体验经济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顾客参与，通过在

技术上在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强

化视听效果的基础上将现代游艺中的环幕立体

投影系统、CAVE 沉浸式投影系统、操纵杆、触

觉、头盔显示器、立体投影设备或者虚拟行走系

统 (Cyberwalk 或 Virtusphere) 等技术融入到演艺产

品中让游客在感受震撼场面的同时成为其中的一

个角色，全面体验演艺所带来的视觉、触觉的盛

情飨宴。在环境上除了要对硬性环境，如舞台环

境、观众席环境以及周边环境的色彩、气氛进行

营造外，还要注重软性环境的营造，即演员、服

务人员和观众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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