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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本文以中国当代话剧产业化发展为研究对象，回溯了 20 世纪以来中国当代

话剧商业化的历程，不管是以林兆华为代表的探索戏剧的艺术突破追求，还是以

孟京辉为代表的先锋戏剧的商业突围努力，都为未来话剧产业化发展打下了深厚

基础。本文还对新世纪以来中国话剧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支持、市场开拓和人才培

养做了梳理和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当代话剧产业发展主体的独特变化，其中，专

业剧团的体制改革、民营剧团的商业进军和外来剧团的市场拓展，都是当前我国

话剧产业化发展的特殊形态。同时，本文还通过对百老汇、伦敦西区等世界戏剧

文化产业重镇的深入研究，分析其在运营模式、剧目制作、发展机制、资源配置

和投资渠道等诸多方面对我国话剧产业发展的借鉴意义。 

文化产业被认为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霸主，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致

力于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其中，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戏剧产业由于其

特殊形态，对于推动都市化建设、旅游发展和文化娱乐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本文尝试从文化产业的横向平衡发展和纵向持续发展的角度，综合考量我国话剧

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结构调整、宏观调控、市场开拓、人才培养等因素，力求

建构话剧产业化发展的整体模式，并对我国话剧产业化发展提出一些具有现实意

义和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当代话剧；文化产业；欧美模式；剧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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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Taking modern drama industry in China as the object, this essay looks up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since 20th century. The exploration drama's art aspiration 

represented by Lin Zhaohua and Avant-Grade drama's effort on commerce represented 

by Meng Jinghui, both lay soli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drama industry. 

Besides, this essay researches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s policies, market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for qualified people for modern drama industry since 21th 

century, and pays attention on the special change of its subject particularly. System 

re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operatroupes,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ly-run opera troupes and market expansion of external opera troupes, are all 

the special forms in current. Moreover, this paper analyses Broadway and London's 

WestEnd in order to learn some experience from their form of operation, opera 

making, development mechanism,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investment channel. 

Culture industry is regarded as main stream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China devotes major efforts to developing culture industry, making it as the 

cornerstone industry. And, as the vital part, drama industry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travel development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Therefore, the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macro-control, market extension and 

training qualified people, through lateral and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trive to structure the ensemble of drama industry in China and give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Key Words: Modern drama; Culture industry; Mode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 

Reformation of opera trou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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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戏剧与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一个不断嬗变和生成的概念，并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文化产业

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国际上较为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0 年出

版的《文化、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与答案》一书，其中把“文化产业”界定为：

创造、生产、销售内容的产业。这些内容一般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以产品

或服务的形态出现，也就是具体指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

文化活动。另外，文化产业也可以定义为内容产业或创意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

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①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文

化工业”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 1947 年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

证法》中，指的是大众文化产品及其生产过程。“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在确定之

初，就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消费系统，研究者认为其实质是服务于资本主义

体制的一种“意识形态操纵”，是通过提供一种虚假的“幸福感”而使得工人阶

级日益沉迷，甘愿异化，具有“去政治化”的功能。“因此，‘文化工业’的概

念并非是中性的，而是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指文化工业按照社会所喜爱和需要

的样子塑造自己，失去了自由和个性。”②然而“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法国学者阐释为“文化产业”，不同于“文化工业” 所批判的消除个

体差异、抹杀受众自主性，完全按照工业产品规范获得利润满足。本雅明在《机

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书中，提出现代社会个体在新的复杂多样的文化形式中

的体验和实践也变得与以往不同，因此传播政治学的研究关注点开始从“文化工

业”过渡为“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个转折，是因为西方国家传媒机构

为非一元所有制，因此形成了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竞争的常态，于是围绕着

这个现实，行政权力对资本权力产生调节功能。所以说，这一概念的转变从本质

上是当文化活动的参与者数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资本由于文化产品的赢利形式

                                                             
①熊澄宇. 世界文化产业研究[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P9. 
②韩英,付晓青. 文化产业概论[M].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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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碎片化，开始形成一个由不同要素构成、每个部门都有其标准化法则的整体。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

经将文化产业从理论探讨进入经济实践领域，并开始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的重要产

业之一，关于文化产业的界定也逐渐清晰。英国学者贾斯廷·奥康纳（Justin 

O’Conner）认为“文化产业是指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为主的那些活动，这些商品

的基本经济价值源自它们的文化价值。它首先包括了我们称之为‘传统的’文化

产业——广播、电视、出版、唱片、设计、建筑、新媒体和‘传统艺术’——视

觉艺术、手工艺、剧院、音乐厅、音乐会、演出、博物馆和画廊，所有这些作为

‘艺术’的活动都有资格获得公共资助。”①可以看出，以上定义已经将“剧院”、

“演出”等“传统艺术”明确纳入文化产业。英国学者安迪·C·普拉特博士则

直接将戏剧作为其文化产业生产体系（CIPS）的重要部分之一，并强调文化产业

的巨大价值就是包括了文化产业的整个生产链，而不仅仅是艺术家。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的学者在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已经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

意识形态批判局限，真正回归了“文化产业本体”思索。 

20世纪 90年代，世界文化产业日益兴起，各国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

也不断调整文化产业发展策略，进一步确定文化产业涉及范畴的界定。美国是一

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国度，因此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程度很高。在美国，文化产业被

定义为通过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方式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交换和传

播。其中，“工业化”、“商品化”和“传播”最具美国色彩。②而美国不同于其他

国家之处在于，其主要从版权产业的角度对文化产业建立了具体的分类指标体系。

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包括：出版与文学，音乐、剧场制作、歌剧，电影与录像，广

播电视，摄影，软件与数据库，视觉艺术与绘画艺术，广告服务。英国 1998、

2001 年《英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所指的文化产业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和文

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尚设计、电影音像、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

出版、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电视广播，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旅游、博物馆和美术馆、

遗产和体育等。而 1998 年，英国文化产业所创造的年产值接近 600 亿英镑，直

接、间接从业人员达 140 多万人，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 5%。韩国 1999 年《文

                                                             
①[英]安迪·C·普拉特. 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M].见林拓等主编. 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P209. 
②周正兵. 文化产业导论[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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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振兴基本法》所指的文化产业包括：电影相关产业；音乐唱片、录影带、游戏

产品相关产业；出版、印刷物、定期刊发行物相关产业；放送影像产品相关产业；

文化财产相关产业；体现艺术性、创意性、娱乐性、休闲性、大众性，创造经济

附加价值的人物造型、动画、设计、广告、演出、美术品、工艺品相关产业；从

事数字化文化内容收集、加工、开发、制作、生产、储存、检索、流通等相关服

务的产业；其他由总统令确定的传统服装、食品等产业。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三版）中关于文化产业的统计范围，其中文化内容发

展中明确提到了戏剧艺术、音乐和其他艺术活动，都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而根

据大卫·索斯构筑的文化产业同心圆行业体系（如下图），更是将戏剧艺术作为

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之一。 

 

 

图 1 大卫·索斯的文化产业概念示意图① 

 

由此可见，虽然直到目前，国际社会仍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产业定义和行业

划分标准，但是，戏剧艺术作为“表演艺术”、“演出”等形式已经明确其为文化

产业的重要部分。 

我国关于文化产业的概念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伴随着所谓的“三产”

的发展而产生的。“三产”原指企业用来安置下岗富余人员的服务性部门和行业，

主要表现为娱乐业，其中由文化系统开办的餐饮、娱乐业往往也统称为“三产”，

这可以算是我国文化产业的特殊背景。改革开放之初，文化产业附属于第三产业，

                                                             
①周正兵. 文化产业导论[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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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李军于 1987 年发表的文章《试论文化艺术的商品性质

及其调节机制》①，首次以“文化产业”作为独立术语引用，阐释了“社会主义

文化产业市场与行政相结合”的观点。但是，“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政策性的概念

在我国正式提出是在 2000 年。200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

提出要“推动有关文化产业的发展”；2001 年 3 月，这一建议被正式写进九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纲要，从而使得文化产

业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形态。获得了合法性身份。”②2002 年 11 月，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构想，而十六届三中全会

又再次提出要“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 

在学术领域，关于文化产业的行业划分，也都把戏剧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欧阳友权的《文化产业通论》概括了我国文化产业特定发展阶段的六大产业，

其中，表演艺术是第六部分“艺术”类的一部分。③2004 年，国家统计局颁布了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文化产业范畴定为“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定义为“为

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

合。” 首次从统计上对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做了科学、权威的规范和界定，其中文

艺表演、文化演出场馆、文化研究、文化社团等话剧艺术相关部分成为“核心层”。

2012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进一步将文化产业主要界定为十个大类别：

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

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文化产品生产的辅

助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和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其中，文化艺术服务类别就包

含文艺创作和表演服务。 

话剧在艺术层面上能通过精彩的演出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表演艺术

的一种形式，并且在经济层面上能实现利益目标获取利润，毫无疑问是文化产业

的一部分。 

                                                             
①李军. 试论文化艺术的商品性质及其调节机制[J]. 求索, 1987(6). 
②胡惠林. 文化产业学—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P3. 
③欧阳友权.文化产业通论[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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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意义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首次在“十五”计划中提及“文化产业”一词，政府

报告中多次出现类似“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等内容，直到

2015 年两会召开期间，文化产业的相关内容更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热议话题，

如文化融资、文化产业大数据等，再具体到孔庙的保护和重建以及国家教育博物

馆的建立等，可见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但是，虽然研究文化产业的专著和学

术论文数量逐年增多，但在各类研究中均较少提及“话剧产业化”，专门研究话

剧的产业化过程和发展的专著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对中国话剧的学术研究还多集

中在话剧的商业化层面，可见话剧作为文化产业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并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文献资料收集和文本、数据分析等，大致勾

勒出中国话剧产业化发展的脉络，增加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 

中国话剧虽然是舶来品，但是自诞生之始，就背负着文化启蒙和民族抗争的

沉重负担，社会问题剧、左翼戏剧、抗战戏剧等主导了中国话剧的前期发展，商

业化环境并不健全，解放后，由于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话剧发展一

度陷入停滞，遑论商业化发展了。直到改革开放后，以探索戏剧、小剧场为主的

话剧探索才开辟了话剧商业化的新局面。可以说，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中国

话剧的商业化道路是话剧艺术面临生存危机时的突围，其历史背景十分复杂，发

展较为缓慢。但是，仍然为新世纪话剧产业化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中国话剧

真正走上产业化道路是在 2000 年之后，由于国家政策的推动、市场运营规模的

扩大、话剧人才培养的加强、专业剧场的建设等诸多原因，才使得话剧产业化日

益走上正轨。然而，如何在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全面反思我国

话剧商业化发展的问题与症结所在？如何在话剧产业化发展的初期，借鉴国外的

先进经验，避免走话剧产业化道路中的弯路？如何在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环境中，注重话剧产业化发展的横向平衡和纵向持续发展，推动话剧产业化健

康发展，并进一步建构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的话剧产业化模式？这些问题

都是本选题着重思考的问题。 

话剧作为文化产业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

也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虽然目前而言，话剧的影响力和经济效益与影视剧

等相比还较为逊色，但话剧凭借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及观众群体收入水平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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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受教育程度高、年轻化等特点，如果加以良好规划发展，则具有广阔的前景。

因此，加强对话剧产业化发展的研究，为话剧的产业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就显

得十分必要。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话剧从商业化尝试到借鉴国外经验开始产业化

道路的探索过程进行详细分析，试图为中国话剧的产业化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建

议。 

此外，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当代话剧产业化发展，为话剧艺术和文化产业

两个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因此，不同于一般戏剧与影视学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

不局限于戏剧理论的研究和戏剧史、戏剧思潮的思考，没有过多的话剧作品的艺

术分析。本选题更侧重于考量我国当代话剧的商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包括国家政策、体制改革、市场走向、经济效益和产业发展。在当前我国大力发

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同时，本文也特别关注

学界对文化产业的学理研究，在梳理国内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大胆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尤其是话剧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和特有属性，结合国

家政策、市场环境、欧美经验等具体情况，尝试为中国话剧未来的产业化发展道

路提出可行性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当代话剧产业化的研究总结经验、拓宽

思路。 

三、文献综述 

由于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因此研究文化产业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数量也不断增多。而话剧艺术作为文化产业

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大部分戏剧研究专著中都对话剧商业化做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但是，将其作为产业系统研究的专著却甚少。 

刘晓明、方世忠的《都市戏剧产业》着眼于戏剧这一领域的产业化发展，介

绍了世界各大戏剧产业社区的基本情况。从国际主要戏剧产业集聚区概况、国际

知名演艺机构扫描、都市戏剧产业专题研究等几个方面简述了国际上戏剧产业的

发展情况和先进经验。另外，通过中国案例——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分析，

阐述了其项目背景、资源优势、具体规划以及发展前景，展现了中国发展戏剧产

业的动作和决心。 

方世忠的《世界演艺行业》则专门研究世界表演艺术，其中包括林肯表演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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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心的经营状况，英国传统戏剧的发展情况，芭蕾舞、交响乐等艺术形式的发

展情况。这些演艺团体的经营和运作模式都为中国话剧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经验。 

本文的研究主题在于中国话剧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而我国文化产业的

发展从国家政策到市场实则是 2000 年以后开始深入，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多

以论文的形式呈现。 

根据对中国知网上收录的相关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梳理，第一篇明确提及

“话剧产业”的论文是刘平的《戏剧产业忧思录》①，该论文通过探讨“戏剧到

底是不是一门产业”、“戏剧离产业化有多远”这两个问题，最先提及戏剧的产业

化问题，分析了 21 世纪初中国话剧剧团和话剧市场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几位

戏剧经理人的采访，表达了对话剧产业化前景的思考。 

在现有论文中，一部分仍以研究话剧的商业性为主，偶有拓展到文化产业研

究视野的篇目，如薛晓金的《浮出水面的商业戏剧》②，该文介绍了商业戏剧的

发展轨迹、盈利节点和商业戏剧的意义，并指出戏剧演出是非常传统且具有专业

性和市场化特点的艺术行业，也是颇具开发和产品衍生潜力的原创文化产业。 

又如，刘坤的《百年话剧百年风采——应对商业机遇与市场挑战的中国话剧》

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话剧危机说起，指出话剧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艺术形式上

还是在生产规模和传播方式上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不得不开始市场化改革

的尝试。并且，还提出话剧首先是作为艺术而存在的，其产业文化必须是以艺术

学、思想性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塑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产业文化，并使

大众逐步接受且产生需求，任何违背话剧艺术规律的操作都是损害话剧产业文化

的破坏性行为。 

2000 年后，学界对于话剧产业发展的探讨逐渐增多。顾丽颖的《对话剧产

业化的几点思考》④，该文认为话剧产业化是必然趋势，并且提出了在话剧产业

化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如保留话剧的艺术特性，产业化不应完全模仿好莱坞的模

式化生产，而应有自己独特的运作模式。同时也根据当时的话剧市场环境提出了

改变的策略和建议，如打破政府办文化的单一模式，提升话剧的文化内涵，适当

                                                             
①刘平. 戏剧产业忧思录[J]. 上海戏剧,2001(12). 
②薛晓金. 浮出水面的商业戏剧[J]. 中国戏剧, 2007(5). 
③刘坤. 百年话剧百年风采——应对商业机遇与市场挑战的中国话剧[J]. 艺术评论, 2007(6). 
④顾丽颖. 对话剧产业化的几点思考[J].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 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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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如 VCD、书籍等话剧衍生品，因为音像制品的出版可能会否定舞台本身的价

值。该文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不完全过时，可见近十年来

中国话剧的产业化发展仍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和阻碍。 

吕厚龙的《创意文化产业概念下的中国戏剧现代化》①指出了创意文化产业

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戏剧的三大身心障碍，即体制的困惑（事业、企业还是产

业）、利益分割与投资回报问题和走向世界的思维误区，还对创意文化产业概念

下中国戏剧如何解决现代化这一问题提出了建议。 

张思镜的《戏剧文化产业及戏剧文化市场的特征与构成》②一文，就戏剧艺

术的文化特征、戏剧文化产品的概念与功能、戏剧文化产业的定义与特征、戏剧

文化产业的构成以及戏剧文化市场及其构成这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戏剧文化产

业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剖析。此外，徐海龙、王茜的《小剧场话剧的“场效应”产

业模式》③和薛晓金《文化产业改革促进北京戏剧演出的繁荣》④的文章，则从剧

场类型和地域角度来探讨戏剧产业化的发展前景。 

关于话剧产业化的学位论文共有 6 篇，王晶 2005 年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中

国话剧产业的市场细分——观众本位的经营思路》通过对观众的结构关系以及观

众深层的价值观等分析，运用市场细分价值模型来有效地连结观众在不同层面上

的表现，进而区分出关注话剧发展的群体并对这一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方案。从市场的角度深入分类研究，着眼于受众，角度较为新颖。 

张晓鸥 2006 年的硕士学位论文《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商业话剧研究》

是在与欧美成熟完善的商业戏剧比较的基础上，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话剧的生成、

类型、特征及运作模式、导演特色等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并将上海现代人剧社和

明星版话剧《家》、《雷雨》作为个案，从剧目选择、演员选择、舞台处理、制作

成本、宣传策划及社会影响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和研究，指出中国商业化

话剧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以利其健康发展。 

林芝 2011 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新世纪以来话剧商业化的进程与思考》从概

念的界定出发，以北京近十年的话剧演出为考察对象，分析话剧商业化的原因、

概况话剧商业化的表现，梳理话剧商业化的进程，总结不同的运营者的不同经验，

                                                             
①吕厚龙. 创意文化产业概念下的中国戏剧现代化[J]. 中国戏剧, 2008(6). 
②张思镜. 戏剧文化产业及戏剧文化市场的特征与构成[J]. 四川戏剧,  2009(5). 
③徐海龙,王茜. 小剧场话剧的“场效应”产业模式[J]. 学术论丛,  2009(44). 
④薛晓金. 文化产业改革促进北京戏剧演出的繁荣[J]. 当代北京研究,  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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