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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期一个月的 2010 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正在北京各大剧场如火如荼地展开。丰富多彩的舞台演绎、异常火爆的现场氛围、

一票难求的销售状况、积极热烈的社会反响，令盛夏的首都演出市场精彩不断、高潮迭起。这次展演活动充分发挥国家艺术院团的导向性、代

表性和示范性作用，全面展示国家艺术院团的优秀成果，推出优秀剧目和艺术人才，努力打造代表国家艺术形象的演出品牌。

作为 2010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国家艺术院团演出推广交易会8月21日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举办。来自文化部艺

术司、相关直属单位、各文化厅局、全国各地主要剧院（场）、各类演出经纪公司、主要文化产业研究机构、在京各大媒体的代表共300余人参加交易

会。本次演出推广交易会是文化部历史上首次举办专题的国家艺术院团演出推介活动，充分展示了新时期国家艺术院团良好的精神面貌、崭新的

艺术风采和面向市场、面向群众的不懈努力，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具有积极作用。

国家京剧院、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

中央民族乐团等 9 个国家艺术院团，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对各自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进行了展示和推介。在随后举行的签约仪式上，9 个国家艺

术院团分别与相关单位签约各类演出共 219 场，金额达到 3562 万元；共达成演出意向 379 场，金额约 4431 万元。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研讨会上，与

会嘉宾、代表还围绕国家艺术院团演出推广与市场运营的主题，广泛开展了相关交流、洽谈、研讨活动。
2010 国家艺术院团演出推广交

易会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了，首先，

受 王 文章副部长委托，我代表文化

部，向参加本次交易会的来自全国各

地的文化主管部门领导、剧场经理和

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

心感谢！

为充分发挥国家艺术院团的导

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全面展

示国家艺术院团的优秀成果，文化部

定于今年 8 月 3 日至 9 月 4 日在北京

举办 2010 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

演活动。此次展演活动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题材广泛，共有 32 台剧目在

首都各大剧场演出 68 场，是近 10 年

来国家艺术院团规模最大、历时最长

的一次集中演出。举办国家艺术院

团演出推广交易活动是 2010 国家艺

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据我所知，也是文化部

历史上首次举办专题的国家艺术院

团演出的推介活动。交易会将举办

一系列推介、交易、研讨 等 活 动，旨

在为国家艺术院团和演出商、剧场

之间搭建沟通、交流、交易的平台，

推 动 国 家 艺 术 院 团 进 一 步 面 向 市

场、面向群众，促进国家艺术院团优

秀剧目的演出推广。今后，我们每

年都要举办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

展演，力争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国内外

知名的演出品牌。

今年以来，党中央对文化建设和

文化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决

策部署，强调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

生产的引导，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把促进繁荣作为文化改革发展的重

要目标，切实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

育人民、推动发展的重要功能”。国

家艺术院团拥有光荣的传统和辉煌

的历史，是中国舞台艺术的“国家队”

和“排头兵”，在全国艺术创作生产中

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

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艺术院

团要更好地发挥“领军”作用，直面演

出市场的挑战和考验，创作生产更多

广大观众喜闻乐见、久演不衰的优秀

作品。面向基层、面向市场多演出，

已成为国家艺术院团必须全力抓好

的重要任务。国家艺术院团要进一

步深化包括演出营销机制在内的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不断创新演出营销

方式，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把更多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

给人民群众。

国家艺术院团的创作和演出，离

不开社会各界特别是演出市场各方力

量的大力支持。在座的演出商和剧

场、院线代表都是我国舞台演艺市场

的“主力军”和“骨干”，在活跃我国演

出市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引导文化

消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来

自全国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专

家、剧场经理和新闻界的朋友们能进

一步关心国家艺术院团的艺术创作，

积极参与国家艺术院团的演出推广，

共同打造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品牌，用

优秀的文艺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

接下来，9个国家艺术院团的院团

长们将用独特的方式推介各自院团的

优秀剧目和优秀艺术人才，接受演出

市场的检验。

最后，预祝国家艺术院团演出推

广交易会圆满成功！

面向市场 面向群众—2010国家艺术院团演出推广交易会成功举办
在2010国家艺术院团演出推广交易会

开幕式上的致辞
文化部艺术司司长 董 伟

山东省文化厅厅长亢清泉：山东

省文化厅组织了6个省级院团和一个演

艺集团来参加此次交易会。今天上午

听了各个院团的介绍，令我们眼界大

开、备受震撼、受益匪浅。我们有这样

一些认识和想法：第一，这次演出推广

交易会是文化部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上周刚刚结束

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的

一个有力举措，也体现了文化部艺术司

对推进国有艺术院团改革工作的深刻

认识，体现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信心

和决心。

第二，演出推广交易会是中直院

团解放思想、面向市场迈出的坚实一

步。今天上午各个院团的介绍方式十

分新颖，内容也非常丰富，展示了中直

院团丰富的创意，这也是我们在文化

系统、演艺领域贯彻中央关于“转方

式、调结构”精神的一个具体体现。

第 三 ，这 次 演 出 推 广 交 易 会 也

是中直院团展示改革成果的一次精

彩亮相。短短半天的展示集中反映

了 中 直 院 团 以 改 革 为 动 力 ，解 放 和

发 展 艺 术 生 产 力 、打 造 精 品 力 作 的

成果。

第四，这次演出推广交易会是文

化部整合高端优质资源，发挥国家艺

术团队优势的创意之作，必将对全国

的文艺院团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这次国家艺术院团演出推广交易会在

推销艺术产品的同时，实际上也履行

着国有院团的一个神圣职责，就是抵

制“三俗”之风，传播健康的高雅艺术，

也实现对演艺市场的扩大和占有。演

出市场一个很大的标准和要求，就是

市场占有率、辐射力和影响力。品牌

占有率高，品牌打造得好，就会进入良

性循环，越发展越壮大，在走市场的同

时，实际上也发挥了国有院团在抵制

“三俗”之风中的作用。不管是中直院

团还是省级院团，都应该主动出击占

领市场，以此发挥国有院团的作用，通

过舞台艺术来传播健康的文化，这就

是两个效益的综合反映。

我们诚挚地邀请国家艺术院团参

与到山东的艺术创作当中来。方式可

以多种多样，一是我们确定选题，邀请

艺术家来创作，另外还可以从国家院团

手中买断剧本。同时，国家院团已有的

一些经典剧目也可以输出到山东来。

我们也希望各大演出公司把山东

作为一个重点省份，把好的剧目引到山

东去。山东现在正在制定外地演出公

司引进剧节目到山东来演出的优惠政

策，同时，改变公共财政的投资方式，

政府花钱，让老百姓看到丰富多彩的

节目。

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参加今

天上午的推介会，我想起两句诗，一句

是“好雨知时节”，一句是“好风凭借

力”。7 月 23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

出，要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

统一的作品，抵制“三俗”。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文化部组织国家艺术院团

优秀剧目展演，特别是举办此次演出

推广交易会，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姿态，我

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现在是到了重视中国当代

文化生态的时候了，到了重新审视当代

中国文化审美价值取向的时候了。中

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但是有些地方

片面追求GDP，忽视了精神文明和文化

的建设。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李

长春同志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以及文

化部的一系列举措，都让我感到高雅艺

术、主流文化、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的春天来了。

我还想说说 国 家 院 团 的 艺 术 责

任 。 现 在 中 央 号 召 抵 制“ 三 俗”，我

们 拿 什 么 来 占 领 阵 地 ？ 我 觉 得 应

该退低俗还高雅，退媚俗还艺术，退

庸 俗 还 崇 高 。 首 先，要 在 政 府 主 导

下 ，对 文 化 土 壤 、文 化 环 境 进 行 治

理。其次，通过政策倾斜，大力扶持

高雅艺术。第三，要有序分类。对代

表民族特点、国家水准的高雅艺术以

及不同层次的演出市场，要有不同的

政策措施。这一点，从政府、剧团、艺

术家到媒体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从展 演 到 今 天 的 推 介 会 ，的 确

是“ 好 雨 知 时 节”“ 好 风 凭 借 力”，我

们 将 借 着 好 雨 好 风 ，拿 出 能 代 表 国

家水准、又受市场欢迎的作品来回报

社会。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顾欣：这 次 演 出 推 广 交 易 会 应 该

是 恰 逢 其 时 。 我 们 生 产 出 来 的 剧

目，不经过这样的推介会，不把它介

绍 到 市 场 上 去 ，就 不 能 获 得 应 有 的

效益。首先，我认为，如今国有院团

的 生 产 能 力 、创 作 能 力 以 及 生 产 出

来的作品已经跟不上人民群众日益

增 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这种需

求是多元化的需求。国有院团更多

的还是在考虑生产获奖作品，作品出

来后请几个专家评论一下，或者评一

个 什 么 奖 ，更 多 的 注 意 力 还 是 在 奖

上，而不是拿到终端市场接受检验。

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成为精品。真正

的 精 品 是 经 过 时 间 的 考 验 ，经 过 市

场 的 考 验 ，适 应 人 民 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的。

其次，我感觉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不相匹配。中华

民族是唯一一个文化没有中断的古老

民族，而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在全世界

远远达不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力。这是

中国文化人的悲哀。我们在喊着保护

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和美国的

百老汇、好莱坞相比，我们的生产能

力、制作能力和营销能力距离都比较

大。一旦 WTO 的保护期结束，国外

演出商、运营商进入中国，国外文化产

品大量充斥中国市场，我们拿什么来

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

第三，国有院团的艺术家经常把

自己看成一个国家干部，忘了自己是

演员，忘了自己的作品要接受观众的

检验。只有通过演出和观众的反应，

才能检验你的作品是否符合市场需

求。现在国有院团面临的压力确实很

大，尤其是中直院团，一方面我们有着

全国最好的资源，另一方面我们的生

产能力过剩，远远大于我们的策划设

计和推广营销能力。每一个院团都有

生产四五个剧目的能力，但是这些剧

目能不能经受终端市场的检验，能不

能取得经济效益，却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在资源没有完全转化为成果的情

况下，今天这样的演出推广交易会就

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是新近成立的

一个文化央企，离不开文化部领导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虽然中国东方歌舞

团曾经是老大哥，但我认为今天的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还是小弟弟，因为我

们才成立半年多。我们需要向很多人

学习，包括向已经转企改制一段时间、

在市场上运作得比较好的那些文化

企业学习，向民营剧团学习。最后我

希望以这次演出推广交易会为契机，

架起一个友谊的桥梁，强强联合，实

现双赢。

武汉演出公司总经理王斌：参加

如此大规模的研讨会，我的心情十分

激动，由此我联想到 12 年前的除夕之

夜，我头顶鹅毛大雪，扛着箱子，陪伴

着中央民族乐团一路小跑走进维也纳

金色大厅，亲眼目睹了中国民族音乐在

金色大厅取得的巨大成功。每一个成

功的案例都是由内因和外因构成的，如

果说 12 年前中央民族乐团的成功，内

因占70%，外因占30%，那么今天我们能

不能分析一下，如果国家艺术院团进行

大规模的全国巡演，在内因具备的情况

下，应该有什么样的外因条件呢？我提

三个建议：一是希望将这样的活动定位

为半公益性演出，由国家财政进行补

贴；二是希望地方财政以政府采购的形

式购买部分门票发放给弱势群体；三是

希望当地的演出经营者将票价降低一

点，让更多的百姓、更多的市民走进高

雅的艺术殿堂。我想如果这三点能够

实现，这样的巡演活动一定会一路绿

灯、一片掌声、一票难求。

中国演出市场有着巨大的空间。

我相信，未来世界上最大的演出市场

就在中国。北京、上海两地的演出市

场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了，但是二、三

线城市的演出经常是演一场赔一场，

赚一场赔两场。每当发工资的时候，

演出公司经理都十分焦急。所以我们

呼吁社会各界都来扶持培育演出市

场。当鼠标一点，世界就一览无余地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演出

市场将如何面对？难道我们愿意接受

水果罐头式的速食文化，难道我们不

愿意品尝新鲜水果，难道我们不愿意

吃满汉全席吗？其实不然。走进剧院

观看演出，如同品尝时令水果，是一种

生活方式，更是青年人的一次梦想旅

程。在演出市场中，我曾身经百战，也

曾赔钱百万，但是我依然对演出市场充

满信心。国家艺术院团演出推广交易

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新的机遇、新的

发展，对演出市场来说也是一次成果。

最后我恳请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对

高雅艺术的扶持力度，这就是对当下

“三俗”垃圾文化最好的抵制，最好的

封杀。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看到

签约的场面，我很兴奋，感觉这个演出

推广交易会和研讨会的确是九大国家

艺术院团推动艺术产品走向市场，推

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积极举措。我

原来对演出市场并不太了解，经过国

家 大 剧 院 两 年 多 的 实 践 ，才 有 点 体

会。我感觉在当今社会，艺术只有走

向市场，走赢市场，才有价值和生命

力，才会得到发展。这次演出推广交

易会有一个很好的示范指导作用，可

以说是重拳推出九大艺术院团这样一

个品牌。国家大剧院也一直追求打造

品牌，就是要告诉观众，到大剧院去就

有好剧目看。当然，这个品牌也要靠

一个剧目一个剧目去运作。

国家大剧院不仅是演出机构，我

们同样注重剧目生产，力求将剧院打

造成中国艺术表演中心，所以国家大

剧院不是一个剧场的概念，这是我们

一直在宣传的。两年多来，我们已经

制作了十几台剧目，达到了比较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认为对剧目生产者来讲，首先

选材非常重要。所选题材一定要有市

场，要有观众。但不是迎合，而是引

导。其次，制作一定要精良。在把握

质量的基础上还要追求特色。第三，

要培养和推出新的明星。第四，要重

视宣传与普及，努力培育演出市场。

这次政府搭桥来推广演艺产品，

我觉得很有示范和指导意义。演出团

体 没 有 政 府 搭 桥 ，走 向 市 场 其 实 很

难。希望今后能跟九大国家艺术院团

共同打造有水准的、有质量的又有效

益的剧目，也希望能跟全国的演出经

营机构共同打造一个健康的演出市

场，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我

们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广州大剧院院长张宇：我们

集团近来有了一些新发展、新变化，包

括取得广州大剧院的经营权和中演院

线的组建。广州大剧院是广州市今年

新落成的一个地标式建筑，投资了13.8

亿，包括一个歌剧厅和一个综合性的多

功能剧场。中演院线现在已有 14 个省

的25家剧院加入，我们希望它在3年或

者若干年以后，对中国演艺产业的发展

起到一个很好的托举和拉动的作用。

这次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

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展演，这次交易会也

是一次气势很大的演出推广交易会。

我觉得这与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精神，与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

神是一致的。因为不仅经济要转变发

展方式，文化也要转变发展方式，也就

是说，要做到生产和流通并重，凡是不

能实现流通的生产，就是资源的浪费，

是智慧和才华的浪费。这次的演出推

广交易会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流通

环节与生产环节相对接的平台，这可以

使我们的产品提高命中率，实现与广大

观众需求的对接。我希望今后这种做

法能常态化、规范化。

我们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与九

大国家艺术院团在国内外都有过很多

的合作，我希望这样的合作今后还有更

多。另外我觉得合作不可能是一种模

式，比如说我们未来的院线可能采取直

接采购的方式，或者叫团购的方式，因

为我觉得所谓院线其实是一个联合采

购体系，一个联合的配送体系，一个联

合的推广体系。除了直接采购以外，我

觉得未来当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

候，实际上还有一个订购环节。国家话

剧院有一部戏叫《肖邦》，就是我们和国

家话剧院共同投资的，在北京保利剧院

上演后，我们正在通过中演院线向全国

推广。我们希望将来与中直院团有更

多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未必就是院团

做成了现成的产品我们去采购，可能是

在创作阶段我们就介入，这可能也是一

个很好的方式。

我在文化部工作了 28 年，知道中

直院团的实力。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

是一句空话，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

事例体现的。九大院团代表着国家表

演艺术的最高水平，但潜力远没有完

全发挥出来。这两年中直院团的市场

推广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我们有了广

州大剧院，有了中演院线，和中直院团

还有很多的合作可能性。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张凯华：刚

才各位代表的发言都从各自的业务角

度，根据自己工作的实际，谈了很多建

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既务实，也有

理论深度，对促进国家艺术院团的演

出推广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部艺术

司会认真吸取消化这些好的意见，希

望在座的各演出机构能够同心协力，

联合起来为国家艺术院团的演出推

广出谋划策，共同促进演出业的繁荣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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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大剧院总经理余声：听了

各院团的推介和各位的发言，我觉得

对我来说像一次充电。我是半路出

家，进入演出市场、受国家京剧院委

托经营梅兰芳大剧院还不到 3 年的时

间。做国粹剧场的经营，某种程度上

说是很吃力的。但是我们本着一个

原则，那就是要把这件事努力做好，

要对得起梅兰芳这个金字招牌。所

以尽管京剧市场依然低迷，但我们尽

力使梅兰芳大剧院在北京市场、全国

市场乃至世界文化市场占有一席之

地。作为一个新的、综合性的剧场，

梅兰芳大剧院本来什么都可以演，但

我们仍然将它定位为一个国粹剧场，

从而锁定了一大部分喜爱戏曲的观

众。事实上，经营到今天，我们也的

确受益于这个定位。此外，我们还想

办法让孩子们走进剧场。让孩子们

看什么呢？他们不可能看懂大戏，也

看不了折子戏，所以我们就联系中国

戏 曲 学 院 附 中 ，推 出 了 一 台 节 目 叫

“娃娃唱戏娃娃看”。孩子们看得很

高兴，在座椅里乐得前仰后合。在经

营方面，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

凡是到北京来的游人，一是登长城，

二是逛故宫，三是来梅兰芳大剧院听

国粹艺术。

今天参加这个会我很激动，欢迎

国家艺术院团到梅兰芳大剧院去演

出，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推广国家艺

术院团的经典作品。希望能得到各国

家艺术院团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文

化部艺术司的帮助。

上海大剧院副总经理张笑丁：从

1998 年开始，我们就与国家艺术院团

合作，到现在已经 12 年时间了。9 大

院团里，8 个院团都曾经在上海大剧院

演出，唯一一个还没有进入我们剧院

的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这可能跟我

们平时的剧目选择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以后在节目的选择上会更

注重取舍。与其通过一些演出公司

或中介，让一些海外的三流院团走穴

演出，我们为什么不加入到国家队的

展演和运营中来？我相信这对于我

们打造中国的文化品牌是有很好的

效应和价值的。

如何把国家 艺 术 院 团 的 品 牌 做

成中国的文化品牌，并放大成为全国

的文化资源，我认为要处理好三个问

题，一个成本问题，二是市场问题，三

就 是 如 何 最 大 限 度 发 挥 文 化 的 作

用。如果与国家艺术院团合作，我们

要考虑演出成本、宣传成本和合作方

式问题。不单单是把场地给你，不管

你来演什么都行，市场跟你没关系，

而是采取一种合作的方式，把场地费

用作为一种成本投入来共担市场风

险。关于市场问题，我们应该处理好

几个关系，一是文化和商业的关系，

二是团购和散客的关系，三是赞助商

和政府的加入带来的影响。我记得

余秋雨说过，文化和商业的关系有三

个 阶 段 ，第 一 个 阶 段 是 商 业 带 动 文

化，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带动商业，第

三 个 阶 段 是 文 化 即 商 业 ，商 业 即 文

化。至于如何最大限度发挥文化的

作用，首先要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和多

元化，其次要推动艺术教育，普及高

雅艺术。像我们就经常趁艺术大师

到上海大剧院演出的机会，把他们请

到大剧院的艺术课堂去讲课。第三

是宣传的最大化。

国家京剧院的演员现场表演 精美的展板吸引演出商驻足 国家话剧院的工作人员推介剧目

签约后热烈握手

签约后集体合影 国家京剧院的工作人员推介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