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院08级汉语言文学大专班开
学典礼隆重举行

2008-
3-28

※  我院举办第十五期学术大课堂
2008-
3-21

※  我院优秀中青年演员个人专场
演出月隆重开幕

2008-
3-20

※  青春版《杨门女将》贺新春演
出月举行闭幕演出

2008-
3-18

※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悦到我
院视察调研

2008-
3-12

※  我院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
“2007年度精神文明精神先进单
位”

2008-
3-12

※  我院《迟开的玫瑰》、《杨门
女将》将参加08年北京奥运文艺演
出

2008-
3-3

※  人算不如天算 

※  乌龙戏 

※  田汉游乾陵 

※  王震与秦腔 

※  闫振俗开口成章 

※  彭德怀与秦腔 

※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  “风、云、雷、雨四大金刚”的由来 

※  “就叫首长” 

※  一枪打俩 

金世纪影音互动平台 

是一款集合戏曲网站 

搜索、戏曲在线视听 

、在线视频为一体的 

多媒体软件。软件完 

全免费是众多戏迷朋 

友的首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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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运营面临探索之路  

发布时间：2007-09-26 08:19 来源： 京华时报 作者：张灵  

   
  作为中国面向21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国家大剧院在主管单位上曾几经周折。今年年初，国家大剧院终于确定由北
京市主管，并明确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这意味着，国家大剧院将区别于其他按照市场运作的演出场所。面对高昂的运
营成本，这个中国最华丽的剧院将如何运作，如何在市场化与公益性上寻找平衡？大剧院的管理者正在探索一条最符合它的运
营之路。  

  今后，普通观众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坐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前观看演出了。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吴祖强和他的提案  

  提到国家大剧院，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吴祖强。从1987年大剧院工程第
一次启动会议开始，吴祖强20年来一直关注着大剧院的建设，也为大剧院的主管和运营四处奔走。  

  2003年，吴祖强在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呼吁：“眼下最急迫的问题是尽快确定大剧院的体制及主管部门。”“国际著
名院团的演出日程一般都排到了3年以后，有的甚至能排到7年。按照国际惯例，必须提前3年谈判，提前两年签约。如果确定不
了主管单位和管理体制，怎么和人家谈判？谈不下节目来，到时候演什么？”  

  此后4年，在每一年的全国两会上，吴祖强和多位文艺界政协委员都就大剧院的主管和运营问题提出过提案和建议，但多次
呼吁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直到今年年初，大剧院的归属和定位终于明确：由文化部与北京市共同组建，后期管理和建设归北
京市，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单位”。  

  吴祖强认为，这一决定“还是有道理”，因为大剧院运营需要很多投入，文化部申请财政补贴不一定能满足，而北京市则
有“地主”之利。  

国家补贴与市场经营  

  明确了归属和定位后，国家大剧院如何运转便摆在了管理者面前。早在几年前，就有人算过一笔账：国家大剧院建成后，
一年下来在水、电等能源及外部清洁方面的维护消耗将以千万元计。  

  如此高的成本靠什么弥补？对此，国家大剧院新闻发言人、副院长邓一江的答复是，国家大剧院每年总开支将主要有以下
几个来源：国家拨款、经营收入和社会筹资。  

  公益性事业单位的定位，意味着经营收入肯定不会成为维持大剧院正常运转的主要来源。这一观点，早在2004年东北财经
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组织调研的《国家大剧院管理体制研究》报告中就有所涉及。研究者们预测，国家大剧院在开业前3
年，80%的资金来源还要靠政府补贴。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吴祖强的认同。他认为，国家大剧院的情况与法国巴黎歌剧院有些类似，后者也是公益性非营利机构，
政府资金扶持高达歌剧院支出的66%到70%。参照国外一些大剧院的运行模式，国家大剧院获得国家补贴的比例将占到整个剧院
运转成本的40%—60%，这部分运转成本将由中央财政和北京市共同承担。  

  吴祖强同时认为，吸引社会资本也应是国家大剧院正常运转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  

立体化票价吸引观众  

  国家大剧院总投资近30亿元，从建设到完工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曾有人把这笔钱折合到剧院内的6000个座椅上，每个座
椅近50万元。如此“昂贵”的大剧院建成后到底为谁服务？  

  “国家大剧院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接触艺术、受益于艺术，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票价问题，这也是能否成就人民性的重要
一环。”邓一江表示，经过反复权衡，大剧院采用立体票价体系———根据演出季项目的安排，划定总票量的70%为亲民票价，
10%为相对昂贵的票价，这一做法既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欣赏需求，同时又可尊重演艺市场规律，维护国内演出市场秩序的稳
定。  

剧院市场面临细分  

  已有54年历史的天桥剧场是新中国建成的第一座剧场。谈及国家大剧院的建成对行业的影响，天桥剧场总经理李宇坦言：
“北京70余个大小剧场的经营肯定会受到冲击，但这种冲击未必不是好事。”他认为，国家大剧院的出现将会分流一部分演
出，同时也会使北京的演出市场进一步细分，一些剧场将在经营上转变思路，寻找各自的特色。  

  不过，与国家大剧院不同，北京其他剧院在经营上完全靠市场来实现收支平衡。对于大剧院在运营中考虑的立体化票价的

 



 

做法，已有6年剧院管理经验的李宇认为还有待实践来检验，“文化要形成生产力，归根结底要走市场化路线”。  

  “目前的建制无论是否理想，都不应该做过多评价，而应交与时间去检验，先试行一段时间，在实践中慢慢摸索经验，再
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变。”八十高龄的吴祖强感慨说，20年都等过来了，国家大剧院一定会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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