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剧院的概念剧院的概念剧院的概念剧院的概念

剧院（theatre , ））））
有两个含义：
一是指表演场所，
二是指表演团体。

剧院也称剧场，无实质区别。剧院的实质区别在
于经营业态。主要有三种演出经营业态：
一是接团演出，组织演出或租场，不带团；
二是主要演自制剧目，带团；
三是混合业态，即两条腿走路。



从经营方式上又可分为三种：

一是自主经营；

二是委托经营或曰承包经营；

三是联盟经营。



�剧院有单剧场单功能、单剧场多功能，也

有多剧场多功能。

�剧场从用途、舞台技术和建筑声学的角度

又分为综合剧场和专业剧场。

�国家大剧院是多个专业剧场的集合体，是

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舞台机械、

灯光、音响以及钢琴配置水平最高的剧院。





 











二二二二、、、、剧院的现状剧院的现状剧院的现状剧院的现状

自国家大剧院建设之后，全国剧院建设如雨后春

笋一般。

北京市计划在中心城区分别建设两大演艺区。东城

区天坛演艺区在未来5年内建设34座剧院；西城区天

桥演艺区到2015年将建成30座剧院，到2020年将建成

拥有50座剧院的演艺集聚区。

届时，北京中心城区高水准、现代化的演出场所

将一举超过120座。



2011年北京全年剧场

演出21000场，演出市场票

房收入首次超过14亿元人

民币，达到14.05亿元。



这是全国剧院建设的一个缩影。

据不完全统计，2010—2013年，全国已建

成和将建成大剧院约在40座，总投资预计在320

亿以上。

不仅一线城市在建，二、三线城市也在建。



问题在于冷热不均、冷多热少。

据统计，截止2010年底，北京具备

演出条件的场所271个，能够常年演出

的剧院有128座，而每年演出在200场

以上的仅有14个。



2011年北京主要剧院演出场次：

首都剧场 294

保利剧院 245

梅兰芳大剧院 220

国话先锋剧场 276

蜂巢剧场 251

国家大剧院 838



三三三三、、、、剧院的发展剧院的发展剧院的发展剧院的发展

当数量众多的剧院建成以后，直接面临的问

题就是演什么和怎么演，即如何经营管理，这又

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才。

剧院的功能一是弘扬优秀剧目，二是培养热

心观众，三是培养有用人才。



� 剧院的发展必须要以人为本，全

面、协调、可持续。

�以人为本是核心要求，即以观众为

本，以艺术家为本。



全面、协调即实现“四个结合、四个尽可能”：

各种表演艺术门类结合，
观众、演员、剧院结合，
商业演出和普及艺术教育结合，
艺术和市场结合。

在尽可能广的表演艺术门类中，
用尽可能好的节目，
为尽可能多的观众，
做尽可能优的服务。



可持续发展就是永远保持良好的运转，做到

“两头延伸、管好自身”。

“两头延伸”就是一方面要有源源不断的高品位、

高水准的节目源，另一方面要有生生不息的高素

质、高热情的观众。





“管好自身”就是要做到

“三建设、二理顺、一加强”：

基础—完善制度建设、设施建设、队伍建设；

条件—理顺内部、外部关系；

关键—加强管理。



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凡事首先要有制度，然后再严格按制度办事。制度既包

括规定、办法，也包括程序、流程、准则、规范、标准等等。制度

的建立为规范行为、明确职责、分清责任、提高效率、避免推诿、

奖励惩处提供依据、规范和准则。



设施建设设施建设设施建设设施建设。。。。针对原设计中一些

与演出经营管理服务不相适应

之处，有些设备设施运行没有

达到设计要求，以及演出经营

管理服务中提出的新需求等情

况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设施

改造。



队伍建设队伍建设队伍建设队伍建设。。。。以

“三化”为核心

加强队伍建设。

专业化、精细化、

人性化是一个统

一体的三个侧面，

三位一体，彼此

不可分，是立院

之基、兴院之道。



内部关系内部关系内部关系内部关系主要指剧院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两个“铁三角”、两个枢纽、四条保障线：

演出“铁三角”—演出、舞台技术、场务，

营销“铁三角”—演出、市场、宣传；

行政管理枢纽 —办公室，

经营管理枢纽 —财务部；

四条保障线 —工程、后勤、安全、信息。



外部关系外部关系外部关系外部关系主要指剧院有关部门和演出团体、观众、
政府部门、媒体等之间的关系。

理顺关系是剧院高效、顺畅、便捷运行的必要保证。

理顺的结果或标志就是制定程序、明确职责、分清
主次，做到可行、规范、权责统一。



加强管理加强管理加强管理加强管理。。。。管理是个纲，纲举目张。只有加强管理

才能保证演出及各项活动顺利、有序、安全进行，

才能保证各项工作专业化、精细化、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

才能保证服务人性化、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

才能保证树立形象、赢得尊重。



四四四四、、、、剧目制作剧目制作剧目制作剧目制作

应处理好八大关系：

1、形式与内容。这是基础。两者应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包含

其不可分性，形式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不能脱离剧目本体；内容

需要形式作依托和展示。

2、体现与诠释。这是核心。剧目要把喜悦、感动、思考传递给观

众。剧目制作要有创作意识和整体思维，不仅要体现视觉效果，更要

诠释剧目所蕴含的思想、哲学、美学。

3、艺术与科技。这是关键。两者从来都是相伴而生，互相促进，

共同发展。艺术是本体，科技是支撑，且越来越成为本体的组成部分。

艺术乘着科技的翅膀飞翔，先进的科技能极大提升艺术表现力。关键

是巧用科技，理性创作。



《江姐》演出使用车台与吊杆组合的布景《江姐》演出使用车台与吊杆组合的布景



《江姐》演出使用车台与吊杆组合的布景

《江姐》演出使用车转台与主升降台



《江姐》演出使用车转台与主升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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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荷兰人漂泊的荷兰人



4、功能性、艺术性、经济性的关系。原则上应统一。制作

大小取决于需要与条件。大制作≠伟大制作。复杂是美，简约也

是美，都需要匠心与驾驭。多花钱多办事是一般，少花钱多办

事是本事，多花钱少办事是低能。

5、舞台出奇观与奢侈豪华的关系。充分利用先进的舞台科

技，体现效果、升华内容、彰显水平。但要避免“晚会化”，

如果忽略了剧目的特征与实际，过度使用舞台技术手段不一定

是好事，弄不好会造成“喧宾夺主”，反而使人对舞美失去好

感。



6、制作方与主创方的关系。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的

侧面，是利益共同体而非上下级，主创方受雇于制作方，对

制作方负责。双方终极目标一致，具体目标可能不一致。制

作方要尊重主创方的创作，尽可能创造条件体现其创作意图，

让其“一竿子插到底”，但制作方必须把控质量、成本、工

期，不能让制作方随心所欲。剧目要出精品，编、导、演、

乐、景、服等水平要高。剧目制作需要事先制定预算，并严

格按预算执行。对舞美设计制作要审核是否符合舞台技术的

标准和规范，并审核其工艺和成本。时间要集约、精确，时

间就是金钱，需精打细算，进度计划性要强。



制作人要有“三种本领”，会说“三句话”，

具备“四种能力”：

有经验、懂外交、敢说不。

不行、为什么不行、怎么才行。

艺术鉴赏力，

市场判断力，

商务谈判力，

成本控制力。



7、投入与产出的关系。选择剧目看故事，制作剧目看资

金。策划时需测算投入和产出。投入分为制作费用和演出费

用，前者为制作期间产生的费用，后者为演出期间产生的费

用。收入分为票房收入、专项赞助、政府专项补贴等。只有

每场或每轮演出的收入大于演出支出才能收回制作成本，回

收期长短取决于盈利额大小。如果演出收不抵支则亏损，且

永远收不回制作成本。即使不图赢利但也不应亏损，即使不

图收回制作费用但也不应演出“无底洞”。所以必须尽一切

可能增收节支，在收入大体恒定情况下只有大力节约支出、

控制成本。



8、驻演与巡演的关系。演出模式一般分为三种：只

驻不巡、只巡不驻、又驻又巡。驻演是量身定做，巡演

要机动灵活。第三种最复杂，或者做成两个版本，即驻

演版和巡演版，或者做成两者兼顾。总之，巡演剧目的

规模和布景的制作，包括设计、材料、工艺、参数，要

适合巡演的场地、运输、装台、储存和资金等的要求。

巡演还要考虑对方的档期和市场等因素。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