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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沉浸式剧本行业规范化发展的建议

【要报要点】沉浸式剧本作为新兴文化消费形态，近年来发展

迅速，但行业规则的缺位引发一系列版权问题，具体包括盗版

和抄袭现象猖獗、优质内容稀缺、版权管理经验不足、行业生

态安全存在隐患等。建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整顿行业秩序，

强化监管引领和政策扶持，引导行业规范发展，实施版权精品

培育行动，挖掘沉浸式剧本模式的延伸价值。

一、沉浸式剧本行业的发展现状

沉浸式剧本又称为“剧本杀”，是一种以剧本为核心的新

型文创产品。沉浸式剧本行业以极强的体验感、互动性和社交

属性等优势成为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的新兴线下娱乐行业。当

前，沉浸式剧本行业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一是行业市场规模

持续增长。根据美团发布的《2021 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沉浸式剧本相关实体店已突破 3 万家，

行业市场规模为 117.4 亿元，预估 2021 年行业市场规模将达

到 170.2 亿元，2022 年将达到 238.9 亿元。二是作为一种新兴

文化消费形态，沉浸式剧本正带动全新商业模式及相关产业的

井喷式发展。内容创作端已经开始有网文、游戏等 IP 方加入，

影视、长视频公司纷纷入局制作网络综艺，部分游乐园及景区

也尝试采取“剧本+”模式寻求新的收益增长点。

二、沉浸式剧本行业存在的版权问题

（一）行业规则缺位，盗版和抄袭现象猖獗

剧本本身的质量是沉浸式剧本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当

前，剧本创作和运营呈现的高原始生产成本和低后期复制成本

滋生了行业内走捷径谋取暴利的心理，盗版和抄袭现象猖獗。

一方面，由于盗版成本极低，市面上已发行剧本被直接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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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十分普遍，从内容获取、制作、销售到内容破解和复盘，

已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另一方面，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洗稿现

象在沉浸式剧本行业已然成为一股暗流，大量存在的套用已有

核心内容的伪原创行为极大地减损了原创作品的价值。然而，

行业规则的缺位导致抄袭认定标准不明，侵权认定难加上维权

更难的双重困境直接导致各种各样疑似抄袭的纠纷频发。

（二）优质内容稀缺，行业生态安全存有隐患

线下门店的疯狂扩张势头与准入门槛低直接相关，但随着

行业竞争加剧，决定后续经营状况的关键在于能否第一时间拥

有高质量剧本，这也促使行业畸形生态的出现：一是创作者素

质良莠不齐，创作内容同质化严重；二是优质内容的稀缺使发

行方的话语权极高，重发行轻创作的风气横行，处于产业链源

端的剧本创作者普遍缺乏行业认同感，创作积极性受挫；三是

一些头部发行商凭借其经济实力垄断稀缺的优质剧本资源，哄

抬价格，引发行业不正当竞争；四是在监管盲区下，不少剧本

内容存在血腥、暴力、涉黄和封建迷信等擦边球情节，为整个

沉浸式剧本行业的生态安全埋下隐患。

（三）版权管理运营经验不足，剧本模式缺乏明确的延长

价值链

一方面，沉浸式剧本本质上是以精品版权项目为核心的内

容产业，剧本作为精神层次的新兴消费品，对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外输出优质中国文化均有积极作用。但

从实践来看，由于缺乏政府的政策指引与支持，沉浸式剧本模

式的延伸价值并未被充分挖掘。另一方面，沉浸式剧本产品为

线下体验性游戏，针对同一剧本，较低的用户回头率和复购率

大大降低了沉浸式剧本行业的边际效益。虽然一些从业者已经

在原有业态上叠加服务（软饮、简餐等）以增加效益，然而不

从剧本本身的版权运营去探索扩大市场空间的方向，即便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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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服务模式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加强沉浸式剧本行业版权保护的建议

（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整顿行业秩序

沉浸式剧本市场之所以出现抄袭和盗版猖獗的乱象，根源

在于违法成本低、收益高、侵权认定难以及维权难，这也是当

下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普遍困境。要破解上述困局，必须采取

强有力的法治手段彻底整顿行业秩序，斩断背后的黑色产业

链。一方面，执法部门应当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加大处罚

力度，提高侵权成本，尤其对提供洗稿工具的技术公司要重拳

打击，对故意侵权、侵权情节严重的主体适用惩罚性赔偿，发

挥司法保护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为被侵权人提供高效、便

捷和低成本的维权渠道，解决知识产权维权难、成本高的问题，

切实保障剧本创作者的知识产权，提高剧本创作者的行业认同

感、归属感和创作积极性。

（二）强化监管引领和政策扶持，引导行业规范发展

沉浸式剧本是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行业，要想真正做大做

强，必须给予更多的引导和扶持，加强行业管理。第一，制定

引导作用强、扶持力度大的行业发展政策，营造良好的行业发

展环境。第二，引导组建行业协会，制定权威的行业规范，例

如制定符合行业特点的抄袭认定标准、建立完善的行业维权体

系、剧本内容合规和审查制度以及行业准入制度等。第三，加

大行政执法监督和管理，及时整顿可能出现的非法定价、行业

垄断等不正当竞争问题，加强发行内容监管，与行业协会协力

引导行业有序竞争。

（三）实施版权精品培育行动，挖掘沉浸式剧本模式的延

伸价值

2020 年，由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发展沉浸式业态”的要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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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鼓励沉浸式业态与城市公共空间、特色小镇等相结合，开发

沉浸式旅游演艺、沉浸式娱乐体验产品，提升旅游演艺、线下

娱乐的数字化水平。据此，“剧本+文旅”应运而生，多地纷

纷进行了诸如“剧本+邮轮游”、“剧本+节庆活动”、“剧本

+舞台剧”和“剧本+民宿”等有益尝试。未来，要促进“剧本

+文旅”组合的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沉浸式剧本和文旅的深

度融合：一是实施版权精品培育行动，提高输出内容的品质，

打造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创 IP，加强 IP 开发和转化；二是通过

沉浸式剧本带动文旅商融合，落实多业态联动，形成吃、住、

行、游、购、娱等各环节都在戏中的一体化文旅商综合体，实

现景区运营的提档升级；三是提升沉浸式剧本行业的数字化水

平，运用 VR 数字技术降低创作成本和体验成本，提高内容产

出效率，增强剧本体验效果，提升行业边际效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供稿，作者：何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