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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钱晚会“潜规则”：

回扣、摊派、搞关系
近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2014年央视
春晚灯光舞美将采用最节约的技术，摒弃奢华包装，力求朴素大方。
可绚丽夺目的舞美灯光、明星大腕的豪华阵容，近年来遍地开花的
“烧钱晚会”，谁是幕后推手？

日前，多位四川演出商，通过

媒体看到了五部门要求各地制止

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精

神，纷纷表示：“通知太及时了，让

我们可以顺顺利利地投资做正规

的营业性演出！”

成都演艺集团董事长业丹

说：“奢华浪费、竞相攀比，让一些

晚会变成纯粹烧钱的舞台。而这

样的舞台传达出来的价值观实在

令人堪忧。”

著名演出商邹星纲说：“十多

年前，我们投资办晚会，明星出场

费是很低的。后来，一些政府介入

了明星晚会。正常的演出市场，一

下子变了味儿。有的国企、国资，

为了做面子工程，也热衷介入明星

晚会，一出手就是几百万赞助，严

重扰乱了正常的明星商业演出。”

演出商朱军则说，“前些年，一些领

导干部为政绩，搞面子工程，邀请

明星演出，但因政府主办，门票大

多是白送。大牌明星出场费却越

涨越高，看明星演出，几乎都强行

要赠票，让我们演出成本不断增

大。明星们挣了钱，我们演出商却

倒了霉。”

作为娱乐圈中专为客户邀请

明星的中介们，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几年明星出场费简直涨疯了！”

娱乐圈资深明星经理人廖四勇告

诉记者，近几年，明星的身价基本

上在翻倍上涨。“范冰冰4年前出

场费25万，现在160万，玖月奇迹

3年前出场费是6万，现在有时候

要50多万，翻了近十倍。”

此外，选秀节目的大热，也催

生了部分高价位歌手。“杨坤在好

声音前出场费是 25 万，现在 70

万。除了导师身价高，现在已经陆

续有客户邀请好声音的新学员，而

去年的好声音选手前几名都是40

万～50 万的出场费。”廖四勇透

露，“在节俭办晚会的通知出台前，

晚会多，而且很多晚会都是拼盘演

出，本身质量一直就不高，基本上

相同价位的歌手，港台地区的更受

欢迎。”

据了解，国内一线大腕的出

场费大都在70万～80万左右，也

有像凤凰传奇这种非常受欢迎的

歌手，不降反涨，“这月又涨价10

万，目前出场费是70多万。其实

他们的演出应该也减少了，但企业

晚会和商演没减少。”不少业内人

士对此次“节俭令”也有自己的看

法：“现在中国的明星都太有钱了，

歌星不降价，那演出就会大量减少

了，收入也就大幅度减少了。只能

宅在家里看电视了。”

湖北省演出中心总经理辛国运

说，随着地方财力的增长，自2003

年起，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利

用财政资金办各类演出。2007年

到2009年，这种现象达到鼎盛时

期。从事舞台音响设备租赁的业内

人士刘先生也证实，因为“八项规

定”的出台，目前，地方政府用财政

资金办豪华晚会的现象大大减少

了，但此前，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有一年，中部某省的资源大县

举办元宵晚会，政府主办、企业出

资，演出现场星光熠熠，主持人来

自央视，还请了不少一线歌手和演

员。“这样一台晚会花费至少要

500 万元，其中明星出场费要占

60%～70%，有的明星一个人出场

费就要60万元左右。”刘先生说。

名嘴、明星究竟有多贵？湖南

兰心坊活动传媒公司的咨询人员

称，名嘴的费用大概30万元，普通

的主持人费用大概每人几万元。

明星则按照知名度，几万元到数十

万元不等。

在地方政府看来，办节、办会

没有晚会演出不热闹。甚至一些

偏远县市，财政实力并不雄厚，也

花大钱请明星为节会助兴。作为

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西部某

少数民族自治县，每年都会举办

“斗马节”，请来不少明星助阵，门

票奇高。当地一位在文化系统工

作的人员说：“我们单位穷，只买了

280元一张的票。”据了解，最高票

价一张近700元。

据吉林省一家演艺公司的杨

经理介绍，近几年，因为政府举办

节庆活动较多，一些已过艺术巅峰

期的演员难登大银幕，因此喜欢到

二三线城市发展。加之近两年，

《快乐男声》《中国好声音》一类的

选秀节目大热，催生了一批新星，

无法被娱乐产业消化，纷纷到小地

方寻求发展。“不过，从今年年初开

始，原来一些政府、银行和国企等

大客户都不再公开举办文艺演出

了，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杨

经理说。

五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中明

确提到，各地党委政府不得与企

业联名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

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向下级事

业单位、企业以及个人摊派所需

经费等。 忙于“造节”办晚会的，

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国家级、省级

贫困县。一位县级领导私下坦

言：“贫困县靠招商引资，资源优

势少，就只能靠办节庆来吸引上

级领导注意力，政府官员也好有

个升迁的途径。”

大操大办节庆活动，巨额支

出自然少不了。一些地方向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摊派门票，有的甚

至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中扣捐，

厂矿企业较多的地方则找企业

“赞助”，名目繁多。济南某家演

艺公司资深行业经纪人闫泊透

露，大型晚会的运作都有一些

“潜规则”。账目虚开、吃回扣的

问题基本都发生在举办单位的中

层以上。

一般来说，整体活动费用预

算的两成都要给相关的负责人

员，为了建立长线联系，给对方好

处基本是惯例。因明星的具体费

用没有明码标价，这其中有很多

水分，也就提供了大量可操作空

间。 据《西安晚报》

演出商 政府主办门票多白送

明星有多贵 亮个相30万

中介商 明星出场费翻10倍

政府活动多 偏远县市也烧钱

晚会“潜规则”搞关系、摊派、回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