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演艺码头”迈向“演艺源头”

面向 “十四五”， 进一步构建产业链， 优化演艺生态， 提升产业能级———

演艺大世界， 是以上海
市黄浦区人民广场为核心区
域， 辐射整?黄浦区乃至上
海中心城区的演艺聚焦和产
业发展区 ， 自 2018 年 11

月获命名以来， 演艺大世界
就成为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
都的核心示范区。目前，演艺
大世界范围内正常运营的剧
场达到 22 ?， 演艺新空间
38 ?， 是全国规模最大、密
度最高的剧场群。

百年大世界， 不仅开出了国内首

个演艺夜市， 还构建起一个集纳各类

演艺资源及海量数据的 “大世界演艺

资源交易平台”，让演艺有了全新的交

易模式。截至目前，交易平台达成交易

意向超过 1.1 亿元，与上海的 30 多家

剧院实现大数据共享， 且与长三角专

业机构取得合作。

现存历史最长的百年剧院———人

民大舞台，跳出传统演艺舞台，拓展开

辟“星空间”打造驻场剧。 首部剧目即

成“网红”，票是需要“秒杀”的，观众是

各地拖着行李箱赶来看的。

中国大戏院， 借由定期举办的国

际戏剧邀请展迭代自身的演艺思维和

模式，推出原创剧目《石库门的笑声》。

尽管受疫情影响演出场次有所调整，

很多观众甘愿持票等待近

一年 ，“退了

票怕就抢不到了”……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市

委宣传部指导下， 演艺大世界紧紧围

绕建设“亚洲演艺之都”核心示范区目

标， 以塑造和提升演艺大世界品牌为

着力点， 不断推动演艺产业融合创新

发展。经过两年多努力，演艺大世界已

经成为上海演艺文化高地， 形成了产

业要素集聚、文商旅良性互动、流量经

济效应初显等鲜明特点。

今年 5 月重启剧场演出后， 演艺

大世界四个月内推出了 8704 场演出，

吸引 25 万观众； 仅国庆长假就上演

38 台剧目、156 场演出，上座率 70%，

服务观众 4 万余人， 票房收入约 686

万元，带动全市演艺市场全面回暖。

面向 “十四五”， 对标纽约百老

汇、 伦敦西区等世界级剧院群， 演艺

大世界将积极把握演艺产业新趋势、

新动向、 新特点， 持续推动演艺大世

界高质量发展， 努力打响品牌， 构建

产业链 ， 优化演艺生态 ， 提升演艺

产业能级 ， 推进演艺产业高质量繁

荣发展。

跨场域跨时空的
文化星云勾连成型，影
响力持续扩大

目前， 演艺大世界区域内共有专

业剧场 22 个， 授牌的 “演艺新空间”

38家， 去年演艺大世

界总计演出 19528 场， 占全市演出场

次总量的半数 ， 其中各类首演剧目

80 部。

2020年截至 10月 31日完成国内

申报演出 13038 场。 名人名家和头部

机构入驻演艺大世界， 上海国际音乐

剧节、 上海国际喜剧节等节展贯穿全

年。 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上海城市

草坪音乐会、 表演艺术新天地、 思南

城市空间艺术节、 “艺·树” 计划等诸

多节展和活动品牌亮点频出。 笑果工

厂新天地店等商旅文跨界融合新业态

逐个涌现。

一个跨场域、 跨时空的文化星云

在城市上空勾连成型， 影响力不断扩

大。同时，演艺大世界三级服务体系建

立，发放观剧手账 28 万册，演艺地图

7 万份，不断强化剧场群服务。 两年多

来， 区文化专项资金共扶持文化项目

80 余个，投入资金近 1 亿元。

今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演艺大世界及时调整，在做好疫

情防控、 复工复演、 重振市场的基础

上， 努力探寻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演

艺产业新发展。

比如，出台《关于推进黄浦区文化

和旅游产业复苏发展的十二条措施》，

指导企业享受相关金融支持、 税收减

免等政策。累计帮助 40 家文化企业成

功申请稳定就业补贴扶持共计 128.08

万元；以“减材料、优流程”开展剧本预

审工作，助力疫后复演审批“提速度，

高效办”。

开拓云端剧场，举办“艺起前行”演

艺大世界云剧场，安排莫扎特歌剧《魔

笛》 等 12家单位的 16台剧目参演；上

海戏曲艺术中心携所属六大院团推出

“东方之韵”戏曲展演周，其中“越赏清

音”上海越剧院直播演唱会在线观看人

数达 170余万人次。目前各剧场演出逐

步恢复正常，总体运营情况良好。

提振产业涵育生
态，提高集聚辐射度

为进一步涵育发展演艺产业和市

场生态， 演艺大世界注重充分发挥三

大节展的集聚带动作用。 2020 上海国

际音乐剧节共征集作品 147 部， 持续

推动创作者与制作人的市场化对接；

2020 上海国际喜剧节上演 22 台剧目

128 场演出，新增脱口秀板块；2020 年

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持续发挥引领作

用，辐射至长三角地区。

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加快“大世界

演艺夜市———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集

聚区”建设，以演艺为主题，以夜市为

业态，组织看剧游园，观摩洽谈采购，

并提供专业服务和孵化配套政策。

探索在线演艺新路径。 举办 2020

演艺大世界在线演艺发展峰会， 探讨

互联网+演艺、 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

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前景， 努力拓展演

艺大世界新边界。启动成立“演艺大世

界在线演艺联盟”，180 家演艺相关企

业表达参与意向。

为促进商旅文联动， 演艺大世界

将继续做强演艺实体空间。 上海音乐

厅等 3 家剧场年内完成修缮， 新增包

括 3家户外空间在内的 12家 “演艺新

空间”； 分批实施剧场 5G 新基建设施

布局， 目前已有 6 个剧场完成 5G 覆

盖， 5 个剧场完成方案制定， 为现场

演艺和在线演艺融合发展提供更多

可能。

营造全城有戏 。 2020 表演艺术

新天地历时十天， 在新天地广场、 石

库门街区的 11 个演出空间中， 呈现

20 部剧目、 近 200 场演出。 2020 思

南赏艺会以民乐世界之旅为主题， 展

示民乐多样化、 国际化的跨界魅力。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开辟 “户外舞台

演出季”， 在户外南侧草坪安排了 28

场演出。 “浦江兰韵” 昆剧浦江游船

专场启航 。 Sinan Yé 思南夜派对 、

外滩枫径、 豫园国潮夜市等市集项目

也嵌入演艺节目的身影， 表演艺术与

文化夜市交相辉映， 为夜经济注入生

机活力。

紧扣“融合创新”，

放大溢出带动效应

面向“十四五”，演艺大世界进一

步锚定发展目标定位，将推动实现“三

个变化”。

推动演出剧目从 “保质增量”向

“提质增效”转变。未来，演艺大世界不

仅要百花齐放， 更要发力培育更多弘

扬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彰

显城市品格、时代气息、国际气质的高

品质剧目和高质量演出。

推动平台功能从 “演艺码头”向

“演艺源头”拓展。 目前“演艺大世界”

集聚了不少优秀剧目， 让市民群众在

家门口就享受到高品质文化生活。 未

来将利用好资源集聚功能， 推出更多

优秀本土原创剧目， 培育更多高品质

驻场剧目，示范引领国内演艺创作，以

此强化“演艺源头”功能。

推动服务理念从 “文化惠民” 向

“文化育民” 提升。 依托三级服务网

络体系， “一公里演艺生活圈” 为市

民群众提供了便捷票务服务， 推出补

贴票、 尾票优惠等举措。 下一步将加

强美育工作， 联动专业剧场推出更多

公益体验、 公益培训， 吸引更多市民

“想看戏、去看戏、学演戏”。

此外， 紧扣 “融合创新”， 重视运

营管理， 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来发力

提升市场决策、 剧场运营、 平台整合、

票务服务等 “四个能力”。 同时， 通过

强化跨区域协同、 跨地域协同、 跨领

域协同等， 形成 “大循环”， 进一步放

大溢出带动效应。

比如，推动区区合作，将演艺大世

界的溢出效应从人民广场 1.5 平方公

里的核心区，辐射到周边区域，形成“一

个引擎、多轮驱动”格局，全面激活浦江

两岸演艺新动能。

积极探索长三角演艺产业一体化

发展新模式， 通过联合孵化、 项目联

营、剧目巡演等方式，推动演艺大世界

在长三角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

推动演艺与商业、电竞、旅游、创

意、设计等跨界融合，精心打造“演艺

大世界之旅”等文旅融合产品，培育演

艺新业态。 同时做大做强版权、文创、

旅游、教育、 培训等演艺周边产业，努

力形成票房收入带动附加消费的发展

新局面。

演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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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台

以数字化思维提振演艺产业， 激活流量经济
构建一个资源集聚、创意丰沛、动

能无限的良好生态， 远比开发一个产

品更为重要。

这对于当下要打造世界顶级演艺

集聚区的演艺大世界来说，尤为适用。

也是“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台”诞生

的初衷。

该平台由 “大世界展演空间”“智

能交易大厅”“中央管理平台” 三者结

合。展演空间承载线下展演对接，中央

管理平台负责线上引流， 而位于大世

界二楼的智能交易大厅是实现线上线

下联动转化的承载空间， 为从业人员

等专业观众提供演艺资源查询、 需求

匹配、智能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

平台的核心是演艺资源的大数据

画像系统。通过智能采集技术从大麦、

摩天轮等票务类，爱奇艺、优酷等音视

频类，微博、豆瓣等社交类媒体上，汇

聚有关演艺资源的各类数据。 然后通

过知识图谱技术建立资源间关联，将

纷繁复杂的数据以立体直观方式呈

现，演艺资源由此加载了无数标签，实

现可视化，更能精准匹配用户需求。

目前， 平台已包括了千余家专业

演出团体和近万个演艺节目， 也累积

起 3100 多名专业用户和专业买手。与

上海 30 多家剧院实现大数据共享。十

月底， 安徽省演艺集团已确定整体入

住交易平台，将在合肥市中心成立“大

世界演艺资源交易集聚区 （安徽分中

心）”。 甘肃省演艺集团入驻事项也同

步推进中。

今年十月底，交易平台与“市公共

文化内容供给平台 ” 合作 ， 举办了

2021 年度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

购大会。线下体验日当天，意向采购总

金额超过 1.05 亿元，其中有 6 家由交

易平台导流的专业采访方达成合作意

向，采购金额超过 1400 万。

大世界演艺资源交易平台， 一方

面将政府、市场、资本、演员、观众等资

源聚集起来， 提供精准性的交易服务

和齐全的配套支撑， 促进交易资源对

接合作，提效赋能推动产业发展，形成

演艺资源的高度集聚。

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互联网技

术让业内人员更精准地对接市场需

求。 运用数据化的方式去分析、 去运

营、去打造、去引领整个演艺生态，覆

盖产业链上下游，吸纳更多专业人才。

持续放大自身的辐射力和影响

力， 也以数字化思维来推动演艺产业

发展，带动流量经济增长。

以节展释放“强磁场”，汇聚资源人才与服务
位于汉口路 650 号的 “星空间”1

号，是经演艺大世界授牌的“演艺新空

间”，与人民大舞台坐落在同一幢大楼

内， 也是人民大舞台自身孵化出的展

演新载体。 这里首演的环境式驻演音

乐剧《阿波罗尼亚》，因其融合了新业

态及时尚消费，受到年轻观众青睐，也

将在此驻演一年。

依托众多定位鲜明的剧场， 演艺

大世界度身定制了三大国际节展：上

海国际音乐剧节、 上海国际戏剧邀请

展和上海国际喜剧节。

这三大节展， 充分利用了多个演

艺空间和场馆， 带动起原创剧目的展

演，也带动起相关剧目的孵化。特别是

那些跳脱开空间限制的高品质文化艺

术展演， 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浸润街

角巷尾，草坪音乐会、思南赏艺会、表

演艺术新天地、新天地“笑果工厂”，以

及与文旅线路融合的文化微展演等

等，实现了全城有戏、全民观演。

由此， 演艺大世界不仅是演艺行

业的风向标， 其社会认可度也不断提

升。依托于三级服务体系，演艺大世界

打造出“一公里演艺生活圈”，实现惠

民票务，不仅推出早鸟票、尾票等优惠

票价，还进行相关补贴，单张票最高补

贴达到 200 元。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 演艺大世界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推动剧场复苏发

展。复工复演后，云剧场与线下剧场联

动，为医务工作者送出 5000 张演出票

和电影票；有 8518 人次的市民享受到

了惠民补贴票，市民在商圈、社区、旅

游点等都可以轻松享受补贴。

演艺资源集聚度持续提升， 演艺

大世界俨然已是一个“强磁场”，对于

头部企业、人才等等也充满了吸引力。

著名戏剧导演陈薪伊艺术中心落

户人民大舞台， 两年内打造了 4 部原

创剧目； 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 笑果

工厂、 爱奇艺 VR 全感电影旗舰店等

创新演艺空间先后落户等等； 11 月，

由演艺大世界携手在线演艺的内容机

构、 演出剧场、 技术设备、 互联网平

台、 文化投资机构等， 共同发起成立

“演艺大世界在线演艺联盟”。

下一步， 演艺大世界配套扶持资

金将继续鼓励首创首演首秀 ， 鼓励

引进头部企业和领军人才机构 ； 区

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将做强三大节展。

同时在演艺领域大力引入金融 、 科

技 、 商业 、 旅游等要素 ， 繁荣市场

做强产业。

演艺
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