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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十艺遗产”成挑战

大大剧剧院院节节后后

““闲闲不不住住””

借着十艺节的东风，经过近三年的紧张施工，十艺节主场馆山东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已经建成
并正式运营。无论规模还是设计理念，省会大剧院都堪称一流。十艺节过后，省会大剧院如何经营，如何避
免国内部分大剧院后续闲置无法有效利用的尴尬，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不少业
内人士，多位专家表示，济南已经提前吸取了外地的教训，在扩大演出剧目的同时，将把大剧院打造成社
交和休闲场所，丰富大剧院的功能，让硬件得到充分利用。

近年来，全国各地新建了
不少大剧院，但是建成后的大
剧院不少经营并不乐观，部分
硬件长期闲置，每天又需要高
昂的成本进行维护。记者了解
到，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目
前有近 1 0 0 0 家剧场，除北京、

上海的大剧院外，9 0% 以上的
剧场使用率在 5% 左右。“即使
是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靠演
出盈利的剧场不超过 10家，经
常 有 演 出 的 剧 场 不 超 过 3 0
家。”北京一家剧场负责人告
诉记者，硬件浪费已经成为很

多大剧院面临的头号难题，建
成的大剧院得不到充分利用，
每天又需要不断往里面扔钱
维护，这让很多大剧院非常头
疼。

这位负责人表示，大剧院
的后续利用和经营是一个世界

性的管理难题，特别是大型剧
场的经营，几乎没有完全按照
企业化经营成功的案例。因为
剧场本身是带有公益性的基础
文化设施，需要国家财政和管
理基金、社会支持及优化经营
共同维系的非营利性组织。“目

前国内除了少数几家剧院运营
可观外，许多剧院缺乏自身定
位、没有节目来源，大部分时间
闲置，靠高额场租维持生存。这
显然背离了政府财政投入建设
国有剧院的本意，造成了极大
浪费。”

本报记者 邱祎

噪大剧院闲置成常态 硬件浪费严重

正是因为有别的大剧院教
训在先，早在2011年济南省会文
化艺术中心破土动工之际，“十
艺节”场馆后续利用问题就被考
虑在内。而大剧院要想长期健康
经营，保持演出剧目不断，交给
强势的演出公司托管是目前最
好的方式之一。

本月9日，济南市人民政府
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在山
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举行了山

东省会大剧院委托经营管理签
约仪式，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
正式获得大剧院为期8年的经营
管理权。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多数一流的大剧院都
采取了“托管”管理模式，即政府
把剧场委托给演艺公司并签订
协议。托管后的省会大剧院在十
艺节之后将启动为期两个半月
的开幕及新春演出季，将进行音

乐剧、芭蕾舞剧、戏曲、儿童剧等
各类舞台艺术表演形式的演出
60余场。

张宇表示，今后省会大剧院
将保持演出不断，同时还计划每
场演出均推出低于50元的惠民
票，让老百姓进得来、天天来，喜
欢看、天天看。“一方面演出数量
不断丰富，演出的频率提上去
了；另一方面推出惠民票，让各
个收入的市民都能看得起、进得

来，双管齐下，省会大剧院就不
会闲置。”

除了托管之外，记者了解
到，省会大剧院今后或许还将用

“驻场”方式进一步丰富演出剧
目，因为单靠托管方式还存在演
出剧目不确定、演出前景不稳定
等问题，将几部精品剧引进来，
长期驻场固定演出，能弥补空
白，让大剧院的资源得到最大程
度的利用，避免硬件浪费。

噪托管经营引入海量演出 驻场演出保持剧场不空

此外，部分专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还表示，大剧院硬件要真
正利用，还需要拓展思路。“现在
大家都在增加演出场次上下功
夫，但是新建的大剧院拥有这么
一流的硬件，仅仅用来演出还是
太可惜，应该把这些硬件的作用
发挥到极致，不能光盯着一个功
能。”上海大剧院院长张哲告诉
记者，剧院的定位决定运营方
式。很多剧院没有观众休闲服务
区，在周边环境的设计上也只有
私家车停车位，缺乏综合利用的

理念。
张哲表示，大剧院吸引大众

的特质是什么？不仅仅是有精彩
的演出，还有温暖、社交化和人
性化。走进剧院的人更多地是想
追求社交方面的体验，有些运营
成功的剧院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观众席甚至有酒吧式的设计，
所以大剧院还需要在拓展功能
上下功夫，除了演出外，还能为
观众提供舒适放松的休闲环境，
这样大家才更愿意来。

不少业内人士也表示，过去

大剧院是为“上等人”设计的观
念还深入人心，现在应该转变大
剧院给人的固有印象，给市民营
造向大众开放、为大众而设计的
形象，使观众变被动参与为主动
参与。以往观众只能安静地观
看，现在，剧院可以开辟出一定
区域进行一些演艺培训活动，比
如在一些剧院附属的商业机构
进行青少年跳舞等课程培训。只
有功能不断丰富，大剧院人气才
能越来越旺，硬件设施才能最大
程度被利用。

噪避免单一使用 大剧院应成城市文化中心

噪其他场馆运营也应引入市场机制

这次十艺节，山东的文化硬
件设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省
改造、新建文化设施50多处，如何
利用好这些设施成为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个大题目。上海大剧院院
长张哲表示：“从全世界范围看，

在政府提供相应政策支持的条件
下，市场化运作公共文化场馆和
设施都是一种趋势，这有利于文
化场馆和设施最大限度、最高效
地发挥社会服务功能，为人民群
众提供一流的文化产品。”

关注后“十艺”

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本报记者 王媛 摄

青岛大剧院。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山东理工大学剧院。本报记者 王鑫 摄

淄博剧院。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山东美术馆新馆。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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