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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又到了亲朋
好友聚会的日子，约上朋友、
同学一起去KTV吼两嗓子似
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不
少市民发现，济南出现了多
家KTV停业、倒闭的现象。从
去年开始，帝凯乐、统领、香
港帝一麦开元店等陆续关
门。其实，不仅济南，在全国
范围内，钱柜、万达大歌星等
大型KTV连锁店也出现成批
店面关门现象。是什么原因
导致KTV界突然出现倒闭潮？
难道KTV已到穷途末路？

本报见习记者 郑帅
本报记者 戚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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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KTV走势

济南：
帝凯乐、统领、银座

歌唱家（银座新天地内）、
香港帝一麦开元店。
全国范围内：

钱柜近半年来因经
营不善已经关闭北京4家
店中的3家（首体店、雍和
宫店、朝外店），上海、武
汉停业，广州、长沙被收
购重新装修。

媒体报道，去年万达
大歌星关闭全国13家店
面。

关门店面 KTV成本

人员薪资

:20%-25%

房租

30%-40%
版权费
装修费等

说明：近些年，房租、人员薪资、装
修费用等上涨，音乐界对产权更
加重视，致使KTV店成本骤增。

近日，家住济南佛山街附近的
市民魏女士本想带着朋友一起去
KTV唱歌，但到了门口却突然发
现，离家很近的统领KTV竟然关
门了。“不是经营得好好的吗，怎么
说关门就关门了呢？”这让魏女士
有点摸不着头脑。

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佛山
街的统领KTV原址，不过，早已看
不出KTV的样子，一楼成了一家
馅饼店，楼上将作为酒店使用。

附近居民介绍，统领KTV去
年很早就暂停营业了，据说是因为

房屋合同到期，加上营业状况不
好，付不起租金。

除了统领KTV之外，近期，省
城多家KTV都经历了关门、转租
或重新整合。花园路附近的帝凯乐
量贩式KTV关门，香港帝一麦量
贩式KTV开元店停止营业，而银
座新天地里的银座歌唱家也被高
笙KTV取而代之。从2014年开始，
KTV关门歇业的消息不时传来。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KTV
经营状况也不乐观，钱柜和万达大
歌星在全国范围内关店。

现状：

曾经的KTV

成了馅饼店

在前些年，吃饭后去KTV吼
两嗓子是不少年轻人的首选。但近
年来，追求新鲜刺激的年轻人对此
有了审美疲劳，而他们正是KTV

消费的主力军。
“前几年同学们聚餐完了肯定

会去唱歌的，这两年大家一起玩的
东西多了，现在就经常去桌游吧玩
三国杀、杀人游戏什么的，最近又
比较流行密室逃脱，前段时间去玩
了玩，很不错。”山东师范大学大三

学生高俊（化名）说，偶尔也会去
KTV，但比以前少多了。

此外，手机唱K软件的流行也
对传统线下KTV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唱吧、K哥达人等软件可以直
接在手机上唱K，并且有评分功
能，还可以把自己唱的歌分享给好
友，互动性强。一项调查显示，目前
有77 . 3%的人已经认同“去KTV的
频次大幅降低”，81 . 1%的人表示

“KTV唱腻了，玩别的去了”。

原因一：

年轻一代

兴趣下降

业内人士介绍，在国家严控“三
公消费”后，很多单位外出聚餐、接
待也大幅减少。之前有些KTV直接
与单位对接，做聚会或者接待的业
务，现在该情况少之又少。

企事业单位的接待费用减少
也是很重要因素。“以往很多单位
的接待会、聚餐娱乐等活动选择在

KTV消费，近年来廉政节俭风气
使这部分客户减少。”一家KTV的
前台接待人员透露，虽然无法统计
出公款消费的比例开支，但现在收
银员收支票的几率大大减少。

调查显示，政府控制“三公”消
费后，KTV洋酒的开瓶率降低了
15%。

原因二：

控制三公后

洋酒开瓶率降15%

“仅售20元，价值260元白天场
3小时欢唱券”，济南某KTV在团
购网站上推出该款产品。高档的装
修，黄金的地段，昂贵的设备，但却
近乎廉价的收费，这或许能体现出
当前KTV行业面临的困境。

“现在比较大一点的KTV都会
做团购，但是做团购基本不赚钱，
有时还赔。没办法，别人都在做，你
不做就没有客源。只能把利润寄希
望于团购带来的酒水消费。”二环
东路一家KTV经理范先生说。

收入减少了，但KTV商家的
运营成本却在逐年增加。“成本费
用最大的一块是房租。像KTV这

种娱乐场所一般都会在比较繁华
的地段，房租价格会比较高，而且
每年都在涨。”范先生说，他的店每
年仅房租支出就将近百万，能占到
总成本的三分之一。

济南规模较大的KTV也有二
十多家，小型的则数不胜数。业内
人士说，竞争越来越激烈，都在打
价格战，很多KTV都在苦苦支撑。

另外，音乐界对知识产权的重
视也让KTV经营者成本增加。济
南悦互动式量贩式KTV的负责人
杜先生说，从2008年之后开始交版
权费，每年要缴纳十几万的版权
费，负担很重。

原因三：

一年版权费

就达十几万

“我国的文化娱乐产业发展迅
速，公众的娱乐需求很旺盛。KTV
唱歌作为公众娱乐的一种重要方
式，其市场还是很大的。虽然会有
一些KTV倒闭的现象，但也属于
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不能就此否
认整个行业的前景。”山东大学社
会学教授王忠武说。

“目前我国存在一定的文化产
能过剩现象，KTV行业经过这些
年的发展，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想
要在行业中立足，KTV必须要做
到有特色，个性化发展，这就要求
经营者密切关注消费者的娱乐需
求，改善经营模式。比如说从延伸
服务方面，了解大家唱歌前、中、后
都会有哪些需求，增加娱乐的多样
化，带给大家更好的体验。”王忠武
说。

杜先生认为，目前KTV还是
有很大市场的，虽然整个行业不会
再出现黄金期，但会在某个品牌上
出现黄金期。“个性化发展只是其
中一条路，只有研究透了KTV的
品牌和定位才能真正找到出路。”
此外，聘请专业管理团队也是
KTV突围成功必不可少的。

业内人士称，未来的KTV的
发展应该更具个性化和互动性，在
KTV不仅可以唱歌，还可以交友
互动，加强KTV的社交功能。比如
通过录歌软件将现场歌声传到手
机、微信上与好友分享，或者在
KTV提供更多的互动性娱乐活
动。也有业内人士称，KTV还可以
走跨界融合的道路，将电影院、时
装、咖啡、书店等服务融合进入
KTV中。

出路：

增加互动

更加个性化

经常去K歌的市民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在一些大KTV的点
歌曲库里找不到的新歌，却在一些不知名的小KTV练歌厅里找到
了。和谐广场附近一家KTV，包厢仅十多个，但曲库里面数千首歌
曲，新歌旧歌一应俱全。服务生称，曲库里的歌曲都是工作人员自
己在网上下载的，“我们不用花版权费购买。”

据悉，类似像钻石钱柜KTV这样的全国连锁大店，每年版权
费就需交纳2000万元。而稍小规模的KTV版权费也在十几万元到
几百万元不等。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友震认为，小型KTV“肆无忌惮”
的侵权行为，主要原因在于经营者对放映权、著作权、复制权等法
律概念缺乏足够的认识。另外，侵权成本代价低，不足以对这些
KTV造成威慑。据悉，歌曲侵权判罚重轻与该店用歌曲获利多少
密切相关。“如果这种小型KTV，获利更多靠酒水而非歌曲，那么
判罚一般较轻。”李友震说。 本报记者 王杰

延伸阅读

有小型KTV靠盗版歌曲引客源

原址位于佛山街28号的统领KTV去年关门，如今已经成了一
家馅饼店。 本报记者 戚云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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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个性化差异化道路吸引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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