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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演出助力
体验经济蓬勃发展

□周泉

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
剧幻城”演出现场人头攒动，观众
沉浸其中。2024 年以来，“幻城”演
出逾万场，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
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购物、娱乐
等业态发展。无独有偶，在上海、北
京、山西、贵州等地，类似的沉浸式
演出也亮点纷呈，形成舞台艺术发
展的新风向。

沉浸式戏剧，指的是在厂房、
车库、街头、商场、公园、乡村等非
剧场空间或改造后的剧场演出，它
强调让观众置身于演出环境，享受
互动体验。近年来，中国沉浸式戏
剧迅猛发展，新的演出场景、内容、
观赏体验不断涌现，“为一场演出
奔赴一座城”成为青年人群的时尚
潮流。

科技的加持，极大激发了戏剧
演出的创新潜能。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叠合现实（MR）、
延展现实（XR）技术为剧场赋能。
相对于传统镜框式舞台，沉浸式剧
场能让观众自主漫游，演员可以全
方位无死角式表演，观众嵌入演出
空间，两者实现有机融合、一体互
动。

从观演关系和空间生产的具
体情况来看，借助多媒体呈现手段
以及其他高科技，沉浸式剧场可以
让观众获得移步换景的体验。比
如，通过VR等技术，将演员的表演
制作为虚拟现实，并和真实装置设
计融合，实现真实与虚拟的叠合；
或是演员表演为真，而周边的环境
为扩展现实，形成现实与虚拟的交
互体验。

这些技术的运用拓展了沉浸
式观演的多种可能性，让整体演出
从一种故事审美转变为沉浸式体
验，丰富、延展了观演体验与效果。
从直接沉浸到技术手段沉浸，从物
理沉浸到虚拟沉浸，沉浸式戏剧不
仅有传统的视听体验，还有触觉、
嗅觉、味觉的直接体验，以及通过
感知的多元化、互动化引发新的沉
浸参与体验。这些都是观众乐此不
疲的重要原因。

此外，这些剧作艺术还可以通
过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形式同步传
播，构造观演一体互动的传播矩
阵。从模拟现实环境到创造虚拟环
境，现实和仿真环境水乳交融，打
造新型数字演艺空间，极大激发了
艺术的创新创造活力。

以体验为主的演出形式促进
了旅游业的兴盛，呈现出文旅融合
属性。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更
加注重类似演艺新空间的培育，提
供专项资金和场地，培育丰富多样
的沉浸式戏剧形式。如今，“体验经
济”焕发活力，沉浸式剧场正逐步
完成自然山水实景、地域民俗主题
场景、文化题材虚拟场景的打造与
转化。可以预见，沉浸式戏剧演出
将成为一种演出新业态，“体验经
济”也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
点。

通过观演一体互动，让科技与
现实联动、演剧与商业结合、文化
和旅游互彰，从而构建一个富有时
代气息的演剧综合体，发挥戏剧作
为公共艺术的社会功能属性。新春
佳节将至，庙会、灯会、游园等盛大
活动也将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科
技赋能戏剧演出必将为这些活动
带来新气象，推动演剧艺术实现复
归与蝶变。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
学系副主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记者
邹多为、唐诗凝）海关总署党委书记孙
梅君 7 日在全国海关工作会议上表示，
2024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43万亿元大
关，同比增长 5%，连续第 8 年保持货物
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024年，面对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
素增多，海关优服务促便利，推动我国
外贸实现质升量稳：全年出台并实施进
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通关
便利16条措施；落实关税减让和各类税
收优惠措施，共减免退税款2829亿元；
在20个城市开展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专项行动，29项改革创新措施目前已在
全国复制推广；准许 62 个国家和地区
111种次农食产品输华；推动新开、扩大
开放口岸 14 个；新设保税物流中心
7个。

孙梅君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发展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外部环境的冲击。
2025 年，全国海关要把促进高质量发
展、高水平开放作为重中之重，及时出
台精准性强、含金量高的支持措施，帮
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强化监管优化
服务，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具体来看，在促进外贸稳量提质方
面，重点工作包括：推进存量增量政策
叠加发力，加大海关16条支持措施实施
力度和效果评估，拉长“经认证的经营
者”（AEO）企业享惠措施清单，出台实
施海关促外贸稳增长特别措施；开展
2025年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
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模式创
新，实施进一步促进航空口岸通关便利
化若干措施，支持公铁联运等物流项目
建设；深化加工贸易改革，推进保税维
修、保税再制造发展，推动农食产品进
口多元化，促进农食产品扩大出口等。

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全国
海关将围绕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海关
监管制度创新。包括服务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
运作各项工作；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
略，研究实施新一轮海关支持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发展措施，加快综保区转型
升 级 ，推 进 保 税 物 流 中 心 审 批 机 制
改革。

中国连续8年

保持货物贸易

第一大国地位

春节假期全国用户

日均移动网络流量

同比增长10%

记者2月5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
悉，春节假期，全国通信网络整体运行
平稳，用户日均移动网络流量 512MB，
较2024年春节假期增长1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督促
各基础电信企业提前做好网络优化，提
前对重点景区和交通枢纽进行梳理测
试，并做好应急装备维护检修。此外，对
全国2800余座交通枢纽以及重点景区
网络运行情况进行专项监控，视情开启
业务管控和空口加速，确保用户感知
良好。

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信息通
信行业累计出动保障人员40.7万人次、
保障车辆13.5万辆次、发电油机10.1万
台次，卫星电话5000余部次，未发生重
大运行安全事件，未出现重大用户投
诉。 （记者张晓洁、张辛欣）

来源：新华社

CPI涨幅扩大 PPI同比下降
——透视1月份物价数据

□新华社记者 潘洁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1
月份，受春节假日等因素影响，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环比
分别上涨0.5%、0.7%，涨幅均比上月
有所扩大；工业生产处于淡季，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下降2.3%。

服务和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
CPI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

从服务价格看，1月份，服务价格
环比上涨 0.9%，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37
个百分点，占CPI总涨幅五成多；同比
上涨 1.1%，涨幅比上月扩大 0.6 个百
分点。

服务中，春节期间出行和文娱消
费需求大幅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
租赁费、旅游、电影及演出票价格分
别环比上涨 27.8%、16.0%、11.6%和
9.6%；受务工人员返乡及服务需求增
加影响，家政服务和美发价格分别环
比上涨9.3%和9.2%。

“春节期间居民消费热情较高，
叠加新一轮以旧换新启动，交通工
具、家用器具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好于
季节性表现。”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温彬说。

从食品价格看，1月份，食品价
格环比上涨 1.3%，影响 CPI 环比上
涨 约 0.24 个 百 分 点 ； 同 比 上 涨
0.4%，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07 个
百分点，上月为影响CPI下降约0.09
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鲜果和
水 产 品 价 格 分 别 环 比 上 涨 5.9% 、
3.3%和2.7%。

“食品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在于

春节前夕居民储备年货增加，叠加多
地气温下降影响农产品生产与储运，
推动猪肉价格止跌回升，鲜菜、鲜果
等短周期食品价格有所提高。”温彬
说。

此外，受国际黄金和原油价格
上涨影响，国内金饰品和汽油价格
分别环比上涨3.0%和2.5%。从同比
看，汽油价格降幅由上月的 4.0%收
窄为 0.6%，对 CPI 的下拉影响比上
月减小0.12个百分点。

1 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 连续第四个月回升，本月环
比上涨0.5%，同比上涨0.6%，涨幅均
比上月有所扩大。

“核心 CPI 在众多物价指标中相
对更能反映经济总需求的变化情况，
核心CPI 逐步企稳回升，预示着我国
总需求有望逐步改善。”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
立坤说。

受春节假日等因素影响，1月份，
PPI环比下降0.2%，降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2.3%，降幅与
上月相同。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
董莉娟分析指出，春节期间煤炭供
应保障有力，电厂存煤较为充足，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业 价 格 环 比 下 降
2.2%。受假日及低温天气等因素影
响，房地产、基建项目部分停工，建
材等需求有所回落，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价格分别环比下降 0.9%、0.6%。

受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传导影
响，国内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

格环比下降0.4%。国际原油价格上行，
带动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价格分别环比上涨4.5%、
1.0%。

“在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放缓、
全球需求趋弱影响下，全球大宗商品
价格预计将整体回落，但春节后工业
建筑业逐步复工复产，增量政策显效
发力，市场供需关系将得到边际修

复，预计PPI 同比降幅将有所收窄。”
温彬说。

展望全年物价走势，国家发展
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
方认为，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收入、就业、消费意愿等指标延续
改善趋势，将支撑居民消费需求持
续恢复上升，推动物价总水平继续
温和回升。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春节消费地图”
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记者
阳娜） 今年春节假期带来大量人口
流动，同时也带动我国消费市场持
续火热，覆盖线上线下的“消费地
图”展现了今年春节消费的活力与
多样性。

——特色商圈为春节消费带来
更多选择与乐趣。西安大唐不夜城
凭借特色灯光秀、文化演出，以及

“福蛇献瑞”“盛唐密盒”等新春主
题灯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巧
妙融合，吸引了大量游客；哈尔滨
中央大街通过冰雪主题互动体验成
为年轻人追捧的热门地标；重庆解
放碑步行街通过将 《云上天宫》 等
创新科技艺术表演与非遗市集相结
合，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高效、充
满文化韵味的购物体验……

京东联合联通数智智慧足迹对

31 个城市的线下商圈客流量及消费
数据进行的统计显示，春节期间，各
大商圈通过丰富的业态和创新的消
费场景，吸引大量消费者，成为春节
假期的热门消费地标，西安、哈尔滨、
重庆等城市商圈客流量领跑。

北京的李女士带着家人去西安
过春节，直言旅游过年体验不错。“短
短几天的行程，观看秦始皇陵兵马
俑、夜游大唐不夜城、西安城墙脚下
漫步、品尝西安各色美食，丰富多彩
的活动不仅充满着浓浓年味，还能感
受到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第一次来
西安的孩子多次被震撼到。”李女士
说。

——非遗项目受青睐。来自京东
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非遗项目类产
品消费显著增长，如瓷胎竹编，销量
同比增长超四倍。

美团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
五日，“非遗”搜索量同比上涨212%，

“非遗体验”搜索量上涨387%，“非遗
手工”搜索量上涨 790%，近四成“非
遗”搜索者为00后年轻人。

——年轻人春节旅游都喜欢怎
么玩？去极寒天气下的大兴安岭地区
呼玛县观雾凇、打雪仗；去潮州古城
感受当地文化、品美食；早餐品尝镇
江锅盖面、黄桥烧饼等非遗小吃，下
午体验苏绣团扇，晚上听苏州评弹、
看秦淮灯会，入住苏州古典园林酒店
……深入各地品尝人间烟火气是年
轻人喜爱的旅游方式。

旅游让小城美食消费也火热起
来。广东省汕头市一家本地特色卤
鹅餐厅负责人说：“春节假期前三
天，一天要接待上千桌食客，卖出
超2000份团购套餐，今年春节食客

更多了。”
——新潮消费为春节市场增添亮

色。春节观影成为“新年俗”，今年春节
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哪吒2》《熊出
没·重启未来》《唐探1900》等电影不仅
吸引众多观众走进影院，也让各类电
影周边产品成为时下最新潮的消费品
之一。

从京东春节期间的搜索热度来
看 ，“ 电 影 ”关 联 搜 索 量 同 比 增 长
235%，哪吒手办、哪吒盲盒、《射雕英
雄传》及《封神》的相关书籍等受到大
量消费者的关注。

以旧换新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掀
起春节“换新潮”。京东数据显示，春
节期间，手机、洗衣机、冰箱、平板电
视、电热水器等产品成为消费者的关
注热点，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以旧
换新热度高。

2月9日，顾客在湖北省武汉市一家超市选购蔬菜。
国家统计局2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1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涨幅扩大，同比涨幅由上月的0.1%扩大至0.5%，环比由上月持平
转为上涨0.7%。 □新华社发（赵军摄）

2月9日，观众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大厅观看文艺表演。
当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迎来蛇年开市。市场商户准备就绪，迎接全球

客商前来采购。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世界超市”新春开市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春节期间累计发电

约40亿千瓦时

2月7日在湖北宜昌拍摄的三峡大
坝和外送输电线路（无人机照片）。

据三峡集团消息，春节期间，世界
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持续加强电力生产，1
月28日至2月4日累计发电约40亿千瓦
时，可满足约13.7亿人一天的用电需求。

□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