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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在京举行的第九届音乐产业高
端论坛上，重磅推出了《2024中国音乐产
业发展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指出，2023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约
4695.62亿元，同比增长10.75%，呈现出音
乐消费的蓬勃活力，其中音乐演出总体市
场规模达到264.19亿元，相比2019年增
长 31.8%，同比 2022 年则增长 122.33%。

“消费复苏、动能转化”是2023年中国音乐
产业行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报告》是由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
音艺术学院副院长、音乐产业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赵志安领衔，音乐产业项目组撰写
完成的年度性调研报告，自2014年以来，
已经发布九届。

“消费复苏、动能转化”是2023年中
国音乐产业行业发展的主要特征。从
2023年中国音乐产业各细分行业对比来
看，音乐消费活力和创新升级的动能依
旧强劲，音乐演出市场“一票难求”，消费
需求主导产业发展的特征更加显著。从
消费群体来看，年轻一代的消费动能成
为存量市场竞争的主要增量来源，不仅
数字音乐平台在年轻用户群体的推动下
保持付费市场的增长势头，影视、游戏、
动漫音乐市场也增长较快，而相应的音
乐衍生社交、泛娱乐产业也出现新的增
长机会。从消费区域来看，音乐产业在
不同城市层级之间实现了下沉、扩散和
平衡，“小镇青年”的消费需求被产业不
断重视，二线至五线城市的音乐节数量
均呈倍增趋势。

从产业发展动能趋势来看，2023年是
中国音乐产业实现常态化平稳发展的一
年，细分行业相比 2019 年来看，音乐演
出、音乐版权经纪与管理、数字音乐、影
视游戏动漫音乐均保持了25%以上的增
长，表明音乐创意、音乐消费的朝阳产业
属性；音乐教育培训市场、专业音响市场
则得益于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和有
效需求，保持了70%以上的规模增长；而
音乐图书与音像产业、乐器产业、广播电
视音乐市场、卡拉OK市场未恢复至2019
年水平，部分行业有较大幅度下降，表明
行业结构调整加速、加剧变化，不能拥抱
新需求、新技术、新服务的细分行业必将
成为“夕阳产业”，更需要在不断调整中
摸索前行。

基于科技赋能，2023年中国音乐产业
的发展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不仅各大音乐
平台订阅付费用户数量和付费比率实现了
两位数的稳步增长，各短视频平台也逐渐
成为音乐人的重点创收渠道，平台型、综合
型音乐服务企业成为数字音乐市场的重要
力量；“粉丝经济”的外延也不断扩大，“国
潮、复古、草根”等不同圈层粉丝群体推动
唱片公司、数字音乐平台、社交网络、新音
乐人持续探索新的收入模式。尤为重要的
是，2023年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为
代表的科技赋能新时代的到来，正在逐步
深刻影响整个音乐产业的行业变革、业态
创新和生态重建，为推动中国音乐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开启了新的时代征程。

今年以来，已经有多档音综上线播
出，具有品牌价值加持的综N代，依旧是
平台竞争的最佳利器。当下除了大家较
为熟悉的《天赐的声音》《我们的歌》等“综
N代”外，还有不少“音乐+”的新鲜形式，
比如音乐+旅行的《音你而来》《17号音乐
仓库》，音乐+元宇宙的《元音大冒险》，音
乐+户外的《时光音乐会》，音乐+潮流的

《野生潮音》《盛夏之歌》《青年π计划》，音
乐+游戏的《一起卡拉啦》《直奔到乐球》，
音乐+喜剧的《啊啊啊啊唱嗨了》《怪兽音
乐学院》等。看得出，平台、歌手仍在努力
创新音综形式。

《经典咏流传》制作人田梅表示，近年
来各种形式的音乐节目层出不穷，几乎每
种音乐类型都有对应的垂类综艺，如民
谣、说唱、乐队、美声等，观众也会根据各
自喜好予以选择和关注。在田梅看来，原
创音乐文化节目若想持续保持旺盛的生
命力，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经典咏
流传》一开始就确立了‘音乐+文化’的基
本方向，六季来，我们的创作初心和主责
主业没有变，始终坚持传承和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经受住岁月考验的经典诗
词赋予时尚鲜活的生命力。‘变’即创新，
需要在节目立意、内容模式、呈现形式、舞
美包装等方面更新迭代。‘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者，
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
作为。有创新，才有原创，创新是一切节
目的生命线。”

当然，只有创新还不够，提供情绪价
值也很重要。吕帆认为，综艺本身是大
众娱乐，需要顺应大众的情绪，贴近大众
的生活，才能最大程度引起观众的共鸣，
这种趋势在近年的综艺市场反馈越来越
明显。《乐队的夏天》就在塑造“大众共
鸣”的手法上，摸索出了一套属于“乐夏”
的音综方法论，即以“音乐多样性+青春
化表达+正向社会价值”。提供正向的情

绪价值，既是音乐作为“心理良药”的独
特魅力，也逐渐成为很多综艺节目打动
人心的底层逻辑。“在舞台上，当观众看
到冯海宁、小米、王帆等女性音乐人尽情
展现，管乐手寒朝像个孩子般的真诚拥
抱每位超级乐迷，主唱吉他手刘凹说完

‘看到你们，我觉得所有吃过的苦都是值
得的’，很难不被这份真诚和共情感染。
此时的音乐，既是跨越屏幕的桥梁，也是
温情脉脉的互望。”

近两年，大众对于音乐的渴求是全球
性的。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
2023 年 音 乐 演 出 总 体 市 场 规 模 达 到
264.19 亿元，相比 2019 年增长 31.8%，同
比 2022 年则增长 122.33%。走过二十年
发展的音综，正走向下一个可能性，让音
乐回归生活。《天赐的声音》第五季中，董
宝石在《若月亮没来》中的一段说唱之所
以被封为名场面，是因为“月亮月亮啊你
不懂，六便士到底有多重”这句话让年轻
人狠狠共鸣。这个夏天，《新说唱 2024》
与《说唱梦工厂》同台竞演，用更温和、更
健康的方式，引导更多年轻人成为理想中
的“酷小孩”。《新说唱》总导演左近注意
到，选手的参赛目的，还连带着观众的赏
味心态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今年
大家来参加节目的普遍心态，或许是有一
首歌想让大家听到，或许是希望和流行音
乐有更多接触，拓展交友范围和创作维
度，而不是就指着这个节目红。”于是乎，
观众点开《新说唱》的动力，也从猎奇性审
视，发生了变化——自己青睐的选手能走
多远，有几首歌能放进收藏夹……重视音
乐本身的对话感，以及内容的情感输出，
左近重新审视节目的存在价值。

不同的生活元素与音乐的组合或将
是接下来的一个开发方向。随着创新能
力的提升和新科技的加持，音乐将持续从
生活中获得更深厚的滋养，在音乐与生活
相遇之处，音综将发挥出更大的潜能。

音乐达情、动情、怡情、入情，无所不在，更拥有治愈
的能量，也因此，音综才能成为综艺节目中一个经久不衰
的门类。

从早期的“超女”“快男”，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
手》《乐队的夏天》《声生不息》，纵观国内音综20年，总离
不开竞演和情怀两大主题。

表面来看，一档音综火不火，重要的是阵容行不行。
邀请的老牌嘉宾能打出情怀，就不愁没有受众；竞演新人
有实力、有话题，也能“打”出沸腾火热的舞台。然而事实
上，嘉宾的个人特色只是锦上添花。以三季《声生不息》
为例，音综的“皮囊”之下，节目的内核其实是文化。“用歌
声重温当年情、记录当下事，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铸就
了中华音乐的‘声生不息’。”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田维钢表示。

“赢，只是歌手的一段路。迎，才是音乐的目的地。”
《歌手2024》何尝不是一场以音乐为媒介、超越国界、跨
越世代的东西方文明互鉴。作为一档会聚全球实力歌手
的音乐竞技节目，《歌手2024》全网传播总量已逾1100亿
次，不断刷新音综纪录。香缇莫和凡希亚在舞台上用不
同风格的歌曲传递着音乐的无国界魅力，中国日报专访
两人的总传播量已达5000万，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观众通
过各种渠道观看和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微博账
号点赞，称“《歌手2024》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做同一
件事：促进国际合作，推动良性竞争和共同发展！”

正在播出的《乘风2024》中，一首中法双语演唱的法
国经典民谣《香榭丽舍大街》，让很多中国观众认识了法
国“姐姐”乔伊丝·乔纳森。她和中国有着“特殊的缘分”：
她的母亲对中国文化、哲学、语言都非常着迷，在上世纪
90年代就通过自家经营的旅行社推荐法国人到中国旅
行，而乔伊丝人生中的第一把吉他就是在北京获得的，那
年她15岁。“当乔伊丝在聚光灯下用中法双语唱响《香榭
丽舍大街》时，缘分便跨越了时光，随着旋律的流动‘活’
了起来。”吕帆动情表示，一把吉他，伴随着乔伊丝的音乐
探索一路走到中国现场，这不仅是童年记忆遇见精彩现
实的感动，更是法国情感融入中国韵味的回响。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时光流转，这
句亲切的歌词仍让人回味无穷。吕帆表示，在音综市
场面对守正和创新双重难题的背景下，《乘风 2024》这
种新尝试能为基于中国文化自信之上的国际对话打开
更多可能。

“皮囊”之下，内核其实是文化

从美学意蕴上开辟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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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璐注意到，近年来在表现音乐这一核
心内容时，怀旧成为很多节目惯用的手法。

“一方面因为近年流行乐坛原创力略显不
足，部分新创作品金曲质量不高，热歌温度
不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短视频时代很多
歌曲是通过给短视频当背景音乐走红的。
人们往往只记得歌曲的高潮部分，不知道演
唱者、歌名，不容易形成全民传唱的影响
力。音乐综艺为找到大众口味的最大公约
数，纷纷改编翻唱经典老歌，以唤起人们的
青春回忆。”然而，无论是品牌综 N 代，还是
全新综一代，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一味
打怀旧牌，容易导致内容同质化。张璐分
析，很多作品改编自同一首老歌，在嘉宾选
择上也进入思维窄巷，新鲜面孔寥寥无几，
演出阵容高度重合，让观众审美跑偏或产生
审美疲劳。

在传播生态变化下，如何制作出一档既
充满新意又为观众所喜爱的节目？张璐提出
两点思考：

其一，以音乐为媒介，挖掘传统文化的价
值。

近些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很多综
艺节目的创意源泉，顺着这个思路梳理中国
音乐文化根脉，有编导想到了“和诗以歌”的
传统。如连续举办了五季的央视《经典咏流
传》，以“传唱演绎+专家解读”双线并行的
模式，将“古往今来，诗词与音乐彼此契合、
相互成就”的特点演绎得淋漓尽致。第六季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对接中，还提炼出
了“青春”这一历久弥新的主题，并用“正青
春”的行进感，开启了一场鉴古思今的青春
巡礼：在歌曲《马诗》中，青春如诗人李贺笔
下一匹匹奔腾的骏马；在箜篌的伴奏声中，
歌曲《短歌行》咏叹李白留住时光，人生不
老的青春希冀；《卖花担上》对李清照的词

《减字木兰花》诠释出“陪着你一起品味世
间美好”的情感态度，给人带来高质量的审
美体验。

当然，以传统文化为音乐综艺赋能，也不
能局限于以现代音乐再次唱响古典诗词。“音
乐综艺可以以悠扬旋律为锄，深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沃土，挖掘素材，提炼内涵。”张璐举
例，如《节气唱游记》以“中国节气”为题材，跟
随年轻音乐人来到家乡，了解不同地区在节
气中的特色习俗和文化，汲取音乐创作灵感
的同时，观众也理解了传统节气文化关于天
地、时间和人物关系的独有理念，以传统文
化的多样元素充当音乐综艺的人文主题与

文化语境。
其二，开拓国际视野，讲好文明互鉴的故

事。
“音乐还是与世界交流的共通语言。所

以，音乐综艺也可以跳出一时一地的局限，
与国际接轨，以更自信的姿态讲好中国故
事，以更开放的视野做好文明互鉴，不仅让
中国观众了解更多国家精彩的音乐文化，
也让世界‘听见’属于中国的声音。”张璐表
示，有的编导已看到了这一创新突破点，尝
试在节目中引入国际元素。“如何以现实观
照走向纵深，发挥音乐连接心灵、沟通世界
的作用，以讲述、对话与表演开启美美与共

的文化之旅，应成为接下来音乐综艺思考
的课题。”

张璐娓娓道来，他山之石，或能为音乐
综艺带来启发。比如，我们可以挖掘中外文
化交流互动的典型事例，以音乐的形式讲述
出来。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将中
国河钢 9 人管理团队带领塞尔维亚斯梅代
雷沃钢厂走出困境的故事，谱成一曲以打击
乐为主的《钢铁交响曲》。一边，钢架、油桶等
变成乐器，以富于变化的敲击声诠释钢铁生
产的热烈场景；另一边，身穿蓝色和红色工服
的舞者模仿机械装置的动作，表现两国钢铁
人通力合作、创造生产的过程。“交响”的并不
只是旋律、舞步，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
动人故事。

同时，音乐综艺还能通过创作联动，以内
容输出、IP共享等方式进军海外市场，为创作
打开新空间。比如，西班牙根据东方卫视音
综《我们的歌》创作的《不可思议的二重唱》，
让中国原创节目模式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
为未来中国音综创作传播提供参考。而同一
个IP中外两个版本的播出，在荧屏上形成对
照，也在产业、受众等更广阔的层面实现了交
流互鉴。

“在媒体生态的变化中，在现代技术的升
级下，编导们应以原创力为基准，摸准时代脉
搏，回应时代命题，对音乐这一核心内容进行
深耕，连接古今、贯通中外。”张璐相信，唯有
如此，音乐综艺才能以更深远的时间维度、更
广阔的受众范畴展现当代社会的精神风貌和
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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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演出
总体市场规模超260亿元

时隔四年，《歌手2024》重启，以“直播、不修音、

一遍过”，一夜间收获全网热议与共创，收视数据领

跑一众音乐综艺节目（以下简称音综），每个周五，社

交平台随处可见“歌手”引发的网络狂欢。

在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音视频办主任、青年学

者吕帆看来，中国人历来认为，“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歌为

心声”不止描述了歌唱的发生，也洞察了为何古往今

来歌声都会带给人内心以无限的感动寄怀。音乐作

为一种载体，具有最直观、最强大、也最不可言说的

感染力，音综要做的就是放大音乐的共鸣。

近年来，音综是产出爆款最多的综艺品类之

一。《经典咏流传》《中国好声音》《歌手》《中国好歌

曲》等节目，不仅成为国人年代记忆的符号，也曾一

度推动综艺乃至音乐产业的变革。当下，越来越多

的音综创新，尽管在嘉宾邀请、歌曲编排、导演手法、

节目制作等方面无法让每个人满意，但为音乐搭建

舞台的初心不改，给予大众心理以抚慰的气质仍在，

为迎向未来的网络大视听融合发展吹来一阵新风。

发掘未知美好，让歌手和歌曲，找到更多的听

众，是音综的题中之义；在音综之外，让节目的注意

力变现为行业、产业的动力，打开文化与情感的更多

价值，更为业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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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情绪价值，方能破局

暑期将至，音综竞屏。作为主流节目类型，音综赛道向来竞争激烈，或以经典旋律引发共情，或以精彩竞演扣人心弦，各有创新之处。“近年来，音乐综艺虽然数

量不少，样式各异，为数不多的出圈之作仍以传统竞演类真人秀为主，掀起讨论、形成看点的也多因赛制模式创新带来的新鲜感和晋级淘汰形成的话题度。”北京师

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张璐副教授认为，这一现象引起业界对音乐综艺发展的思考，“在传播生态变化下，阵容华丽、过度包装等流于形式的改变不会让音

乐综艺走得长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创作还应回归音乐文化本身，用人文内涵和美学意蕴延续生命力，开辟新赛道，深挖新立意，升华新内涵。”

乔伊丝·乔纳森和韩雪在《乘风2024》深情演绎《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