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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有什么新的休闲方式能
让“90 后”“95 后”们暂时放下手机，与人交流？

剧本杀必有其名。
这两年，剧本杀这种备受年轻人追捧的逻辑推理游戏

正在现实中兴起，越发成为一种新兴文化消费形态，由此带
动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和诸多相关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

快速增长的同时，内容雷同、鱼龙混杂、缺乏规范等问题
也困扰着这一行业的发展。 年轻人为何纷纷种草剧本杀？
行业发展难题由何引发？如何为消费者创造更好的

沉浸式体验？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乱象之下的行业洗牌之路

案例：3年前，千羽在四川成都开
了自己的剧本杀门店。 从开门店到做
品牌，目前他和合伙人一同打造的剧
本杀品牌在全国已有约 200 家加盟
分店。 3年间，他目睹了行业从萌芽到
兴盛的发展过程，也被盗版肆虐等行
业乱象困扰。 “购买剧本是剧本杀门
店很大的开销，商家从正规渠道购买
普通的盒装剧本价格在 400 元～600
元，但盗版成本只需几十元，有不少
店里多数剧本都是盗版。 ”他说。

行业门槛低，市场体量大，催生
了剧本杀的百亿市场。 盲目开店、资
金不足， 也带来了鱼龙混杂的行业
格局。

“店铺越小，竞争力就越低，越容
易倒闭。 倒闭的都是什么都不懂就一
头扎进来的，被宣传‘迷了眼’，以为十
分挣钱。 ”入行已有 5年的陆哲认为，
这是一个老玩家优势更明显的行业。

多位从业者认为， 这个进入门
槛不太高的行业， 并不如想象中那

样容易盈利。 在急速扩张的背后，不
少秉持追逐快钱、 盲目开店想法者
入局，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案例。

2020 年初，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剧本杀线上 App 迎来新一轮规
模爆发，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消费者对社交游戏需求大增， 线下
剧本杀吸引更多人加入。

“线上参与的玩家很难全身心投
入，没有 DM（主持人）引领，容易各
说各话，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 ”玩家
米勒说，资深玩家还是对线下体验更
为痴迷，线上店铺经营并不乐观。

发展模式之困， 让剧本杀迎来
野蛮生长之后的大浪淘沙。

近日，“4月剧本杀门店倒闭数量
翻倍”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某闲置平
台数据显示，4月平台上以“倒闭了”为
理由转卖剧本、道具、门店桌椅等剧本
杀商品的数量较上月增长 110%。

诸多乱象之下， 剧本杀行业正
面临激烈洗牌。 而盗版频出、缺乏知

识产权保护， 也在不可避免地压缩
着产业的增长空间。

据介绍， 剧本杀的剧本分为三
类：盒装本、限定本和独家本。 盒装本
价格在 500 元左右， 限定本价格在
2000元左右， 独家本价格在 5000元
左右。 而作者将剧本卖给发行商获利
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买断式”，即发
行商一次性支付报酬，另一种是“分成
式”，即按照销量给作者按比例分成。

作为剧本杀行业的核心， 好剧
本一直是稀缺品。 同时，一些优质剧
本却经常在网络平台上被低价售

卖， 有的平台上花几元钱便能买到
2000 多个剧本的高清电子版。

“为挣快钱，不少创作者粗制滥
造，造成剧本内容同质化严重，让消
费者审美疲劳。 ”米勒说，由于发展
速度过快， 剧本的隐形产业链正在
冒头 ， “7 天教你写出好剧本 ” “9.9
元 ～69.9 元就能买到独家剧本 ”的
“生意”遍地都是。

看似走 “捷径 ”式的发展 ，没有
带来产业发展的正效应， 反而消解
了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一边是野蛮生长，一边是大浪淘沙

迅速“出圈”，剧本杀还能火多久

“剧本杀 +”中的产品
和服务升级之道

探索：在一座栽满杏树的古风山庄，玩家身
穿各色精致的汉服，衣食住行都在戏中。长达两
天一夜的搜证推理， 将沉浸式剧本杀与特色民
居、 汉服体验和美食品尝融为一体———四川成

都青城山一家剧本杀店打造的全国首家两天一

夜沉浸式体验开启了“剧本杀+文旅”的新模式。
事实上，随着剧本杀行业的深入发展，越

来越多的发行方与从业者已经开展了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的多元尝试。
“剧本杀作为新兴文创行业，当下阶段最重

要的是尽快建立版权保护的信息流通机制。 ”剧
本杀剧本分发平台小黑探创始人王欢岳指出。

“剧本杀是一个新兴的文化创意行业，只有
做好内容、保障好消费安全，坚定地树立正面的
行业形象，才有可能一起做大行业蛋糕。”中国文
化娱乐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郭兰指出。

“剧本杀的创作不是传统的文学创作，而是
体验一种互动性和沉浸性， 要让玩家感受到好
的故事体验和社交效果， 对作者和剧本的要求
很高。 ”剧嗨创始人炸鱼认为，在内容创作方面，
要静下心来慢慢琢磨， 真正花时间打造出好作
品，才能孵化出好的剧本产品。

据预测，2021 年年底全国剧本杀门店将
从现有的 3 万家增至 6 万家，行业竞争将进一
步加剧。 行业持续洗牌不仅警示投资者保持
理性投资预期，也要求从业者们不断升级现有
产品和服务。 特别是随着剧本杀行业走向成
熟，新的实景化开发模式将为杜绝盗版、提升
行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新的可能。

为此，有业内人士指出，剧本杀产业目前内
在瓶颈日益突出， 拓宽产业发展最关键的就是
要形成一个好 IP，此后形成系列剧，实现线上影
视、游戏、动画，线下剧本杀场景、文创衍生品协
同发展，更好地延伸产业链条。

“这类剧本跟实景机关，通过与道具等一
系列设备的紧密结合 ， 让盗版难度大大提
高。 ”米勒说。

专家表示， 当前剧本杀市场已达百亿级
别，随着产品服务升级、行业制度不断规范、商
业模式逐渐清晰，剧本杀这块肥沃的土壤必然
会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和资金进入。

“在新的产业格局中，品牌发展也将被提
上日程。 ”千羽指出，未来玩家玩剧本杀前，更
多考虑的不再是店铺是否拥有自己想玩的剧

本，而是这个品牌自己是否熟悉。
目前，市场上已有诸多剧本杀品牌蓄势待

发，除“我是谜”这样拥有互联网基因的品牌
外，“叁仟世界”“剧本部落”等加盟店也在全国
迅速兴起。随着各个品牌整合自己的发行资源
和门店资源，形成竞争优势，剧本杀行业将会
迎来品牌增长的新时期。 （据《光明日报》）

百亿元产业背后的“爆发式增长”

故事 ： “我每天上班已经很累
了， 只有这几个小时里可以完全不
用回任何人的消息， 活一次别人的
人生。 ”玩了 20 多场剧本杀的狂热
爱好者林玲， 几乎每周都会去店里
玩本，戏谑自己“快成半个店员了”。
用几个小时完全沉浸在别人的故事

中，只为能在情感本里放肆哭一场，
或者“借着恐怖本大喊几嗓子”。 “在
北京玩一次盒装本要近 200 元，玩一
次实景剧本杀最低也得 400 元。 ”面
对这样的开销，林玲依然乐此不疲。

同时具备社交与解压属性的剧

本杀，在年轻人群体中备受欢迎，线
下门店遍地开花。

艾媒咨询在 2021 年第一季度中
国消费者线下活动偏好的调查报告

中指出，2021 年中国消费者偏好的
线下潮流娱乐方式中 ，“玩剧本杀 ”
以 36.1%排名第三，仅次于“看电影”
和“运动健身”。

疫情期间， 线上剧本杀行业迎
来井喷式增长， 多个头部 App 号称
迎来 800 万、1000 万名用户，服务器
一度瘫痪成为热搜焦点， 剧本杀行

业发展加速。
两年来， 剧本杀市场已达百亿元

规模，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线下实
体店突破 3万家， 门店大部分集中在
商圈、大学等人流密集处，线下体验玩
家人数超过 3000万。身处百亿风口的
剧本杀正快速实现“爆发式增长”。

美团发布的 《2021实体剧本杀消
费洞察报告》显示，作为一种新兴的娱
乐方式，剧本杀最早在综艺《明星大侦
探》的热播下为中国消费者所熟知。 近
两年，围绕剧本杀主题的“我是谜”“百变
大侦探”等线上游戏App也受到欢迎。

以推理为核心，加以还原、演绎
的游戏模式，剧本杀为年轻人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娱乐体验和社交氛围。在
良好的市场推广和曝光下，这一游戏
在年轻消费群体中逐渐得到普及。

线下剧本杀分为桌面剧本杀和实

景剧本杀两类， 大部分商户会同时经
营剧本杀、桌游、密室等多种室内娱乐
业态。 美团商户调研数据显示，有 82%
的商户都采用混合经营的方式， 以满
足消费者不同的线下社交娱乐需求。

美团报告显示， 剧本杀打开城

市文旅新玩法，在中西部新一线城市
发展迅猛。 目前拥有剧本杀门店数
量最多的城市依次是上海、武汉和北
京。 另外，网红旅游城市成都、西安
也进入前五名。 从门店数量增速来
看，武汉、北京、郑州增速最快，同比
增长均超 50%。天津、长沙、沈阳紧随
其后，门店增速均超 40%。

剧本杀正逐渐成为都市年轻人

的日常聚会玩乐方式之一，入“坑”用
户的消费频次稳定。63.5%的用户会在
两周内消费剧本杀 1 次及以上，超四
成用户的消费频次在一周 1次以上。

剧本杀缘何能火？ 专家认为，剧
本杀独特的游戏体验和互动模式，满
足了年轻人的多元娱乐需求。

在美团 App、 大众点评 App 的
用户评价中，聚会、刺激好玩、新玩法
和代入感强等词被高频提及。 剧本
杀满足的是年轻人日益多元的社交、
娱乐甚至情感需求。

“相比密室和 KTV，剧本杀丰富
的娱乐环节，能够促进玩家平等地参
与其中，让年轻人在高度沉浸的游戏
里短暂地逃离现实、获得‘另一段人
生’；其密切的互动模式，则更契合半
熟人社交的场景，快速拉近玩家之间
的距离。 ”林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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