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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双演”融合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要报要点】今年以来，部分文艺院团出现了“线下演出回归、

线上演播退潮”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双演”融合发展过

程中存在着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本期要报建议应以市场思维

引领“双演”融合，通过打造多元数字演播平台、定制化新型

数字剧场、构建数字演艺人才支撑体系等途径，推动“双演”

融合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很多文艺院团通过线上演播的方式积极应对并有

效缓解了疫情对演出的影响。但 2023 年以来部分演出单位出

现了“线下演出回归、线上演播退潮”的现象，许多地方院团

和剧场停止了线上探索，出圈的线上演播剧目数量呈下降趋

势，“线下线上融合，演出演播并举”(以下简称“双演”融

合)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一、“双演”融合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

（一）线下演出与线上演播的内生矛盾

一方面，从艺术类型来看，舞台艺术的“在场性”等特征

导致其无法完全实现数字化，而完全数字化的舞台艺术更接近

于影像艺术。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来看，线下演出要求观众

调动“深度注意力”，而线上演播对“仪式感”要求不高，两

者观众群体的重合率低。同时，从艺术特征来看，线上演播从

时间和空间维度打破了线下演出的边界，对原有以剧场为中心

的演出体系造成冲击，进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阻力。

（二）对“双演”融合的内涵理解不足

传统舞台艺术的数字节目制作主要用于存档或借助广播、

影视、流媒体等平台传播，与线下演出互不干涉。但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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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融合并不是简单的传播概念，而是要从内容形态、演出体

验、服务质量等方面突破传统方式，构建全新的演出观看体验

和娱乐互动方式。其作用体现在：一是引导演艺机构开发新品

种；二是搭建舞台演出宣发新模式；三是升级舞台演出演播新

空间；四是拓宽舞台演出盈利新渠道。其最终目标在于推动演

艺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扩大观众规模，提高传播效果。

（三）线上项目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舞台艺术的数字化试图缓解“成本”难题，但目前实际效

果有限。一是线上演播放大了舞台表演艺术“高生产成本和低

复制成本”特征，带来了更大的版权风险和信任危机，院团拒

绝加入视频平台的顾虑在于平台的开放性不足以保护版权。二

是线上演播的出现使得原有演艺产业链上多出了新的技术环

节和利益相关者，既增加了拍摄、传输等成本，同时多了利益

的分享者。参与合作的技术提供商一旦无法从中获利，就会终

止合作。三是大多文艺院团将线上演播作为公益性项目，会无

形挤占原有资源，并且增加额外人力、财务、宣发成本。

二、推动“双演”融合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以市场思维引领“双演”融合

目前，文艺院团开展“双演”融合实践大部分还停留在公

益性、实验性、宣传性、绩效性阶段，线上演播不是“必选项”，

这种思维严重阻碍了文艺院团的数字化转型。与传统剧场演出

相比，线上演播可以实现更大市场价值和更多商业创意，需要

结合市场需求进行创新探索。一是尊重艺术生产规律，探索更

多类型的线上演出剧目和衍生节目，形成平台矩阵。二是在多

元主体之间形成健全的激励机制和个人与集体收益的可持续

分配机制，探索内容付费、品牌推广、广告植入、会员分账、

商务赞助、版权分销等模式。三是积极引入更多的技术服务商、

赞助商、推广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制定和推广数字演艺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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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市场监管制度，加快构建数字演艺商业生态。

（二）鼓励打造多元数字演播平台

演播平台替代了传统演艺活动中的剧场、演出经纪、票务

系统，是“双演”融合价值创造的核心主体，在沟通版权方和

观众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元数字演播平台的打造，可以拓

宽线上剧目送达观众的渠道，在竞争中锻造品牌。一是自建平

台，即拥有较强实力的大型院团或演艺集团围绕自身丰富的演

出剧目搭建的数字平台，一般分为官方网站中嵌入的线上板块

部分和适应移动终端的 APP。二是媒体平台，即借助成熟的视

频网站、视频号、直播号，打造专属的网络演出剧目库，观众

可点击免费或付费观看。三是服务平台，即为演艺作品的制作、

流通、商务合作、版权管理等全供应链配置服务以及行业资讯

与产业数据链支持。

（三）定制化打造新型数字剧场

线上演播的初期探索主要在原有的剧场空间进行，这带来

了几个问题：一是原有的剧场结构不适用于数字化设备的铺

设；二是舞台和拍摄设备搭建的复杂性与剧目演出的临时性存

在冲突；三是现场直播或录制对线下观众的观剧体验造成一定

的影响。建议借用影视产业“摄影棚”的做法，搭建专门面向

镜头的定制化剧场空间或虚拟空间，鼓励在经典版、驻场版、

巡演版外，增加优秀剧目演出的线上版。如适应数字时代短、

频、快的竖屏拍摄，或创作专门适合线上演播的短剧，增加数

字特效，探索真实演播、虚拟演播、虚实结合演播，形成剧目

生产题材和版本多样化机制。

（四）构建数字演艺人才支撑体系

人才是“双演”融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数字技术创

新及其应用改变了传统舞台艺术的创作机制，即从导演中心制

向复合创作型团队转变，兼具科技才能和艺术才能的复合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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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需求量大增。因此，在相关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一是要

转变导演、编剧及演员的创作观念，加强网络艺人艺德教育，

完善新的人才引进机制和评奖机制。二是应设立专项扶持基金

和示范推广名单，推动个体型、技术型、跨界型等“新文艺群

体”成为推动数字演艺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在高校设立数字

演艺相关学科和实验室，联合文艺院团、行业协会、基金会、

科技企业、演播平台、演艺院线等加强演艺数字化经营管理人

才供给，展开协同育人。

采用情况：本文于 2023 年 12 月被《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采

用

供稿单位：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

大项目“科技赋能艺术生产与演出、演播研究”、国家社科基

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国有文艺院团‘双演’融合创新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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