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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楠 

前言： 

    我国 KTV 行业属于国家政策鼓励并支持的生活性服务行业，已成为居民娱

乐、社交互动、抒发情绪及自我表达的优先选择。近几年来，随着收入的增加，

城镇居民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需求持续提升、改善生活质量方面的意愿逐步提高，

人民对精神需求逐渐增大，对音乐消费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中国音乐产业发展

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本文试图从行业概况、行业发展现状、监管政策等角度剖

析中国 KTV 娱乐业发展趋势。 

一、行业概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第一家量贩式 KTV 在上海开设，KTV 行

业作为一种崭新的娱乐形式，正式开始在中国内地萌芽。本世纪初，KTV 逐步

取代歌厅、舞厅、迪厅等娱乐场所，迅速发展、风靡全国。 

    我国 KTV 行业属于国家政策鼓励并支持的生活性服务行业，已成为居民娱

乐、社交互动、抒发情绪及自我表达的优先选择。2014 年底，我国 KTV 数量约

20496 家，市场规模约 800 亿，其带动的酒水零食、餐点、音响设备等相关市场

规模总计 4000 亿人民币。 

二、行业发展现状   

1、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娱乐消费大幅增加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得以不断提升，恩格尔系数下降趋

势明显，主要需求逐渐由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转变，即转向文化、教育、娱乐等

非物质方面的需求，促使第三产业迅猛发展。 



经初步核算，2014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63.6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7.4%。

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 30.67 万亿元，增长 8.1%，为三个行业增势之最。并且第

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比重为 48.1%，首度超过第二产业。 

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的地

位不断提高，表明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KTV 在社交互动的

实现上能帮助消费者找到归属感，并满足其自我展现的愿望。 

虽然第三产业于 2014 年总值已经达到了 30.67 万亿元人民币，但是根据经

验，我国第三产业还拥有近 20 万亿元的增长潜力。据调查表明，人均 GDP 同为

7000 美元左右时，我国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比美国低 14.7 个百分点。我国 2013

年人均 GDP 与美国 1973 年都接近 7000 美元，但美国 1973 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为 60.8%，我国 2013 年为 46.1%，比美国低了 14.7 个百分点。在未来几年，

中国人均 GDP 有望突破一万美元，将会带动服务业比重不断升高。 

2013 年，我国城镇居民在文教娱乐方面人均年消费支出为 2294 元，连续 5

年增长率超过 10%，是 2000 年的 3.5 倍左右。消费结构早已从供给式消费过渡

到温饱型消费，并且已经向小康型消费模式发展。城镇居民的消费重点已经从基

本生活消费品转向以娱乐服务代表的新型消费领域，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感。 



 

因此有理由相信，随着未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升，我国城乡居民的娱

乐消费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人均 GDP 达到一万美元是文化娱乐行业发展重要

关口，我国文化娱乐行业有望搭乘顺风，迎来爆发。  

2、音乐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量贩式 KTV 行业终将受益 

随着中国向人均 GDP 一万美元的目标发展，人民对精神需求逐渐增大，对

音乐消费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中国音乐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2014 年是音乐行业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关键

一年。在深化改革、结构调整的背景下，2014 年中国音乐产业进一步走向成熟，

伴随着政策环境和版权保护进一步完善，音乐产业发展整体走入集约化、可持续

发展的转型轨道。 



 

 

数据来源：中信证券研究所整理 

2014 年中国音乐产业市场总规模约为 2851.5 亿元，比较 2013 年增长了

4.73%，增幅有所变窄，低于 GDP 的增长。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主

要原因为，在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音乐产业的发展也步入结构性

调整，总体处于过渡转型、稳步上升期。随着音乐 IP 开发体系日趋成熟，也让

音乐 IP 衍生 ma 价值得到关注。在这一背景之下, 音乐行业有望彻底走出低谷，

踏步进入新时代，KTV 市场作为中国音乐产业的拓展层中高权重部分，其市场

规模的增长可以预期。 

2014 年中国音乐产业的市场总规模和细分行业数据 

行业类别 规模（亿元） 细分行业 市场规模（亿元） 

核心层 650.61 

音乐演出行业 143.00 

唱片产业 6.15 

数字音乐产业 491.20 

音乐图书出版 7.50 

音乐版权经济 2.76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 

近两年来，我国音乐行业发展多点开花，以 2007 年热播的《我爱记歌词》、

2012 年 7 月的《中国好声音》为例，音乐类综艺节目的不停歇带动了音乐类娱

乐服务业的新一轮上升势头。《我是歌手》、《栀子花开》等一系列音乐综艺、

音乐电影，作为行业热点现象为音乐类娱乐服务业积攒了人气，调动了消费者的

歌唱表现欲望。     

KTV 行业作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音乐类娱乐服务业，市场成熟度高、保有

量大，是音乐产业细分行业的最大市场规模贡献者。虽然受社会环境以及新型娱

乐方式不断迭起等因素的影响，依旧保有 800 亿元的市场规模。有望在未来依托

新的产业模式，靠宏观面的催化引爆整个行业的发展。 

在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娱乐音乐产业复苏以及文化娱乐消费的崛起的背景

下，迎合娱乐消费趋势的连锁式 KTV 凭借着市场化的定位、品牌化的口碑、健

康化的经营理念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三、行业监管体制和政策法规 

    1、行业监管体制 

我国娱乐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部、公安部、

环保总局等，上述国家部、委通过制定行业发展规划、行业管理规章制度等间接

对铜工艺企业生产经营施加影响。 

各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能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主管部门 主要职能 

关联层 1357.61 

教育培训行业 643.80 

专业音响行业 391.00 

乐器行业 322.81 

拓展层 843.28 

广播电视音乐市场 38.40 

KTV 市场 800.00 

影视剧游戏动漫音乐 4.88 

合计 2851.50 



1 
国家发展和改 

委员会 

负责相关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行业的管理与规划等，拟订并组织

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

展，对文化产业进行宏观的指导和管理。 

2 文化部 

拟订文化艺术方针政策，起草文化艺术法律法规草案和文化艺术事

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艺术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指导、

管理文学艺术事业，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

管理全国性重大文化活动。推进文化艺术领 域的公共文化服务，规

划、引导公共文化产品生产，指导国家重点文化设施建设和基层文

化设施建设。拟订文化艺术产业发 展规划，指导、协调文化艺术产

业发展，推进对外文化产业交 

3 公安部 

主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防范、打击恐怖活动；维护社

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管理交通、消防、危

险物品；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国籍、出入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

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

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场所和设施；管理集会、游行

和示威活动；监督管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工作；指导和监督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

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4 公安消防大队 

公安消防大队（应急救援大队），是公安机关为负责一个县（市）

级辖区的公共消防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设立的专门消防机

构，是公安部消防局下属的武警消防部队的营级建制部队，维护地

方稳定和社会发展。大队主要负责辖区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的防火监督、建筑工程消防审核验收、开业前消防检查、消防知识

普及、消防业务培训和对所属中队的管理等业务；所属消防中队主

要担负着辖区内的灭火救援、社会救助等任务。 

5 环保总局 

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制定水体、大气、土壤、 噪

声、 光、恶臭、固体废物、化学品、机动车等的污染防 治管理制

度 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 

作，组织领导城镇和农村的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6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组织起草有关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研

究拟定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定和发布有关

规章、制度；组织实施与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相关法律、法规，

指导、监督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的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全国与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有关的技术法规工作。 

7 国家版权局 

国家版权局的主要职能是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律、法

规。并且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委托，负责起草

著作权的法律；同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委托，起草与著

作权有关的行政法规。 

8 
中国音乐著作

权协会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

立的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维护作曲者、

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 

9 
中国音像著作

权集体管理协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经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成立的我国

唯一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



会 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 

   2、行业主要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 

（1）产业政策 

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

中规定：围绕人民群众对生活性服务的普遍关注和迫切期待，着力解决供给、需

求、质量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生活性服务业便利化、精细化、品质

化发展。着力提升文化服务内涵和品质，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新型服务业

发展，大力推进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服务需

求。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鼓励创造兼具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服务产品。加快数字内容产业发展，

推动文化服务产品制作、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推进动漫游戏等产

业优化升级。 

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大力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规定：在“十三五”期间，打通音乐创作、录制、出版、复制、发行、进出口、版

权交易、演出、教育培训、音乐衍生产品等纵向产业链，连接音乐与广播、影视、

动漫、游戏、网络、硬件播放设备、乐器生产等横向产业链，基本形成上下游相

互呼应、各环节要素相互支撑的音乐产业综合体系。推出一批经典性音乐作品，

催生一批创新型音乐企业，造就一批重量级音乐人才。 

③《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中规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

用民族文化资源，加强技术集成与模式创新，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催生新的文化

业态，抢占文化产业发展的制高点。综合利用高新技术，创新各类文化内容和艺

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丰富文化艺术创作的体裁与手段；增强文化艺术产品

的表现力、感染力与时代感。提高演艺业、娱乐业、动漫业、游戏业、文化旅游

业、艺术品业、工艺美术业、文化会展业、创意设计业、网络文化业、数字文化

服务业等重点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与系统软件国产化水平。 

④文化部《 “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中规定，促进歌舞娱乐场

所和游艺娱乐场所健康发展，积极开发具有民族特色、健康向上和技术先进的新

兴娱乐方式，创新娱乐业态。促进娱乐业与休闲产业结合，扩大娱乐业发展空间。



调整优化娱乐场所结构，鼓励娱乐企业连锁经营。推动娱乐场所品牌建设，增强

中国娱乐业在国内外市场的吸引力。发展目标 “十二五”期间，打造5至10家具

有较大产业规模和较强竞争实力的娱乐业品牌，推动娱乐业自主创新，使国产娱

乐设备、国产原创娱乐内容占据国内市场60%以上份额。 

（2）法律、法规及标准 

有关该行业的主要法律法规及标准如下： 

名称 颁布单位 生效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5.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2009.7.20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2010.4.7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 卫生部 2009.6.1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0.02.26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0.07.01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2013.01.01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国务院 2013.12.07 

《中华人民共和国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国务院 2013.12.07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国务院 2006.03.01 

《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 公安部 2008.10.01 

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

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公安部 2008.07.02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文化部 2013.03.11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歌舞娱乐场

所管理的通知》 
文化部 2003.11.07 

文化部关于贯彻《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通

知 
文化部 2006.03.06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歌舞娱乐场

所内容管理、有效维护内容安全的通知》 
文化部 2006.01.23 

《卡拉 OK 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 国家版权局 2006.11.09 

 

    四、行业基本风险 

（1）经营成本逐步提升 



近年来，各地商业地产供不应求，房屋租金逐步提高、人力成本不断攀升，

加之大量的版权使用支出费用，导致本行业经营成本不断提升。 

（2）行业新入者加剧市场竞争 

KTV 行业原属传统行业，但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衍生出互

联网音乐娱乐公司等新竞争者，如唱吧、一起唱等，其保有一定数量的线上用户，

并致力于陌生人歌唱社交，虽缺乏实体运营经验，短期内难以引流至线下实体店，

但该类新入者正在影响市场格局，将可能逐步加剧市场竞争。同时传统角度的行

业新入者不断涌现，凭借充沛资金投入和当地资源优势等要素试水经营，对原本

的竞争格局依旧造成一定冲击。 

（3）娱乐多元化对消费族群的分流 

    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电影、游戏、网络社交等娱乐手段日益兴盛，新

兴娱乐形式不断被创造。娱乐行业内容多元化、渠道多样化，导致 KTV 行业消

费族群较易被分流，多元化娱乐类型降低了传统消费族群对 KTV 的选择依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