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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杨 颖

编者按：今年春节期间，挤庙会、看 3D 动画、听新春音乐会……一场场文化盛宴相继在全国各地上演，不仅大大丰富了百姓的娱乐生活，也

为消费市场添了一把火。据了解，除商品消费外，今年，民俗展、读书、观影等文化消费也成为百姓过年的热门选择，在多种政策和市场利好的

带动下，异彩纷呈的文化消费迎来了“开门红”。

敞开文化市场大门 创造消费新亮点
去年年底，股市六连阴，大盘跌破 2200 点，取得

10 年涨幅“零成就”，但在政策利好的驱动下，光线

传媒、新华传媒、天舟文化等 15 只文化产业股却逆

市上扬，似乎完全游离于大盘之外。

近 年 来 ，随 着 国 内 经 济 的 不 断 发 展 ，人 们

的 物 质 财 富 日 益 丰 富 ，开 始 越 来 越 重 视 精 神 层

面 的 消 费 与 追 求 ，愿 意 把 更 多 的 时 间 和 金 钱 用

于 休 闲 娱 乐 。 在 这 种 大 背 景 下 ，作 为 满 足 人 们

精 神 需 求 的 一 种 重 要 消 费 方 式 ，文 化 消 费 逐 渐

呈 现 飞 速 增 长 的 态 势 ，在 国 内 消 费 总 比 例 中 的

份 额 迅 速 增 加 ，文 教 娱 乐 支 出 开 始 超 过 用 品 类

消 费 。

当下，图书出版、娱乐健身、休闲旅游等已成为

文化消费市场的奇葩，它们竞相开放，促成了一股

文化消费热流，使文化消费成为拉动居民消费和扩

大内需的新亮点。但专家也提醒，在文化产业飞速

发展的背后，其存在的问题也正日渐突出，值得业

界注意。

近年来，互联网高速发展，网络文学也因其便

捷、轻松等特点，越来越受到广大网友喜爱，成为中

国文学格局中一支充满生机的力量。

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我

的美女老板》，电视剧《与空姐一起的日子》、《泡沫

之夏》等都获得了较高的票房和收视率。

前不久，改编自热门网游的小说《盗墓笔记大

结局》一经发布，销量就一路攀升，受欢迎程度极

高，与日渐失势的传统文学近况形成鲜明对比。

点评：网络文学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它可以

下载到手机里，便于随时阅读，内容轻松、幽默，贴

近新生代消费者生活，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最为关键的是，它把握住了新生代消费者对

文化消费的新需求，争取到了更多年轻消费者群

体，这是传统文学应该向网络文学学习的地方。”南

开大学东艺系教授宁宗一说，“但网络文学也不是

尽善尽美的，网络文学大多数属于文化快消品，存

在内涵不足等问题。”

宁宗一告诉记者，网络文学的出现丰富了中

国文学格局，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学造

成冲击，但传统文学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味道，依

然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专家指出，每个时代

都会衍生出相应的文化消费形式。事实上，目前，

除了传统文学本身，其第一“ 展示平台”——实体

书店，也面临着来自网上购书商城的威胁。2010

年，盛极一时的第三极书局关门，去年 6 月，北京

著名学术书店“ 风入松”歇业，同年 11 月，民营书

店的代表“ 光合作用”倒闭，在成本上涨及与网上

购书商城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国内实体书店集体

跌入寒冬。

面对当前实体书店接连倒闭的情况，不少业内

人士纷纷呼吁政府减轻实体书店的税赋。但中投

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认为，仅通过减税来搭救

实体书店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激活实体书店自身的

“造血能力”。

随着电子书、平板电脑等终端产品的逐渐普

及，消费者的阅读习惯已经逐步改变。蔡灵提醒，

国内实体书店必须通过创新经营模式积极转型，谋

求自救，否则只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结局。

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中国体育健身产业蓬

勃发展，健身俱乐部的数量呈几何式增长。尤其是

申奥成功之后，中国刮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健身

风暴”，不同等级的俱乐部相继开张，连锁经营模式

日趋成熟，国内健身市场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然而，由于健身机构经营成本普遍较高，商业

运营模式也比较单一，不少健身机构，甚至是资金

雄厚的连锁健身机构都存在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2011 年年初，国内大型连锁健身机构青鸟健身

遭遇停业风波，引发了一场预付费制度的大讨论。

点评：健身机构的经营成本较高，属于长线、非

暴利产业，企业实现利润速度较慢，但很多国内健

身机构对此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未来，企业也

鲜少有明确的规划。近年来，国内健身行业不断发

展，健身机构的数量也不断增多，然而，这些新建成

的健身机构大多重视商业收入，忽视与会员、市场、

员工的沟通，与此同时，很多健身俱乐部也只是在

凭着自己的经验不断复制和扩张，几乎所有的健身

机构都陷入了同质、低价的竞争怪圈。去年，一些

健身机构更是集中出现问题，该行业的主要商业模

式——预付费制度也因此备受质疑。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付士成认为，预付费模式需

要强有力的诚信观念和社会约束监管来保证其健

康发展。“这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商业模式：喜的是可

以帮助企业快速回笼资金，迅速扩张；忧的是，一旦

企业对市场前景做出错误解读，企业的资金链也将

断裂，会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付士成认为，

这种模式最考验企业的服务，如果不在服务方面多

下功夫，会员会越来越少，并将最终影响到企业的

长远发展。”

近年来，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更多人愿

意到健身会所锻炼身体，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空间

依然很大。不过，付士成也指出，为防范相关风险，还

是应当建立预付费消费风险基金制度，要求开展此

类业务的商家交付风险押金，防止因经营者抽逃资

金或破产等原因，使消费者权益受损。

数年前，国家版权局发布公告，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卡拉 OK 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

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收费活

动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试点工作。

但是，版权收费的进程却并不顺利。

一直以来，卡拉 OK 等娱乐场所在使用大量歌

曲时都奉行“拿来主义”，并未交纳任何版权费用。

因此失去歌曲免费使用权的众多 KTV 企业经营者

对新规并不买账。自此，众多 KTV 企业与中国音像

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开始了一场持久战，双方关于

版权问题的法律诉讼屡屡见诸报端。

点评：“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不断提高，他们

会更趋向于选择有诚信和社会责任感的商家进行

消费。”对外经贸大学经济系教授袁力认为，好的声

誉和信誉是企业的立足之本。KTV 企业主动维护

版权虽然会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但也将获得更多无

形资产。广大 KTV 企业应该自觉主动维护音像作

品的版权，拒绝盗版。

近年来，国内 KTV 行业的发展开始进入稳定期，

虽然去 KTV 消费仍是不少年轻人喜欢的文化娱乐方

式，但相关企业缺乏创意，鲜有发展。热闹的氛围、震

撼的音响、快速更新的歌曲曲库……当这些KTV传统

硬件能够轻易被竞争对手复制时，KTV企业自身的突

破就变得更加难以实现。然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商

业时代，一成不变就意味着没有亮点，也意味着会流失

客源。袁力指出，实践证明，在外部硬件设施没有竞争

力的情况下，谁能够把服务做得更加人性化，更能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谁就更容易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未来，

相关企业应该在服务上多下功夫。同时，企业也要不

断提高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增加吸引消费者的筹码。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旅游，

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然而，近年来，旅游行业存在的问题，

如旅游路线沦为购物路线、看景点走马观

花等已经不容小视。旅游行业的商业

化气息十分浓重。据国内媒体披露，

一座建于 AAA 级昆明石林旅游景区

的寺庙，一年的承包费竟高达 720

万元。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寺中

那些为游客解签占卜的出家人几

乎全是“冒牌货”。

点评：近日，某旅游网站公布了一项针对旅游

满意度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游客对景区的差

评中，有 34%的游客对景区商业化气息过浓表示不

满。国内旅游业过度商业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四

个方面：一是景点门票价格居高不下，“五一”、“十

一”假期借机涨价；二是破坏自然生态，人为制造假

景点；三是旅游区成为闹市区，吆喝叫卖声不绝于

耳；四是不顾景点自身的承受能力，对游客数量不

加限制，人山人海破坏游览体验。近年来，国内旅

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影响了游客的游览感受，更

为严重的是，危害了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使许多原

生态的风景和非物质遗产一去不复返。此调查结

果公布之后，再次引发人们对国内旅游业过度商业

化的关注和讨论。

在日趋激烈的旅游行业竞争中，寻找一条自我

创新之路、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已经是众多旅

游从业高层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过度商业化

只会割断旅游文化的命脉。付士成认为，相关企业

应该努力调整不合理的商业模式，杜绝导游推销产

品、抽成等现象，做精做细产品，打造适合不同人群

的旅游产品，努力让游客的旅游体验变得更有质

量，这才是旅游行业的发展方向。

编后语：文化消费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

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它的出现需要足够富裕的劳动大众做

支撑，他们必须有能力不再只是照顾“需要”，而可以从“欲望”出发

进行消费活动，包括购买电视、冰箱、汽车、吸尘器及出国度假等。

因此，文化消费是以物质消费为依托的，它能否增长受制于社

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文化消费水平能够直

接反映出其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

据统计，四分之三的英国人把读书列为

自己的一项主要休闲活动，四分之一的英国

人在一年之中去过剧院，这些人中有 26％

看过音乐剧。据了解，英国政府十分注重

搭建文化活动平台，每年的各种艺术节

有 500 场左右。而在日本，每年观看戏剧的观众为 1130 万人次，市场

规模为 1230 亿日元；观看音乐会和演唱会的观众为 2210 万人次，市

场规模为 1890 亿日元；观看其他演出的观众约为 590 万人次，市场规

模为 280 亿日元。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所以，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文化消费，更重视追求精

神上的愉悦。”对外经贸大学经济系教授袁力说，“因此，近年来，国

内影音行业、图书市场快速发展，而且，话剧、小剧场等市场的发展

也相当迅速，国内文化消费正在朝着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袁力也指出，目前，中国文化消费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中国的文化消费还应当继续

朝着积极、健康、符合人类精神文明、促进文化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

文学格局生变 网络文学成消费新宠

健身业预付费制度面临困局

缺乏创意版权争议犹存 KTV 还能红多久

过度商业化割断旅游文化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