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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投资剧本杀的
业内人士小张（化名）介绍，
目前，福州拥有大概 200多
家剧本杀的实体店，分布在
各大商圈、写字楼或者年轻
人、白领等较多的地方。但
近期，不少剧本杀店纷纷倒
闭或者转让，其中很大的原
因就是盈利问题。

据介绍，早在五六年
前，就有剧本杀实体店在福

州落地，但那时候多仅限于
桌游的形式。近两年，随着
资本的注入和大量人员的
流进，剧本杀行业就像一个
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

“为了一个剧本，大家
都在打价格战，压低经营成
本。”小张告诉记者，为了招
揽客源，一些剧本杀店过度
压低价格，但价格过低就意
味着盈利不高，从而影响到

DM的收入，随后就是DM
的出走，最后就是关店、转
让，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小张认为，与北上广等
一线城市比，福州的剧本杀
店的数量不算多，但还是有
一些店倒闭、转让，“可能更
多与福州剧本杀行业没有
很好的行业规范有关，没有
一个统一的行业协会或者
龙头企业来规范价格、人员

培训等问题。”
此外，剧本容易被盗

版也是让正规商家心寒的
原因之一。“不仅如此，DM
的演绎水平是剧本杀行业
的核心，但如今却因为成
本问题，不少DM的表演功
底业余，且这类职业门槛
低，很少店会重视。”小张
认为，培训DM是这个行业
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

核心人才易流失 行业亟待规范
作为一种新兴的线下娱乐方式，剧本杀也受到榕城年轻人的欢迎，

但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盗版侵权等乱象，让一些实体店亏损倒闭调查

海都讯（记者 李琪）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文鼓励食品生产企业生产
的需冷藏保存的巴氏杀菌
乳、发酵乳，在标明生产日
期的基础上，明确标注保质
期到期日，方便消费者识别
乳制品的食用期限，避免食
物浪费。现在，福州市场上
鲜奶、酸奶的生产日期、保

质期到期日标注情况如何
呢？记者进行了走访。

6 日，记者来到华屏路
一家超市，在鲜奶区，冷藏
柜中摆放着蒙牛、伊利、长
富、光明、君乐宝等主要乳
制品品牌的鲜奶、酸奶产
品，共有9个品牌30多款产
品。货柜前，市民陈女士正
在为家人选购鲜奶，“这种

鲜奶保质期都比较短，最多
不超过一周，每次买都要仔
细地算一下到期日是哪
天。”陈女士说，比如，瓶身
写着生产日期是 5日，保质
期 7天，常常就会疑惑到期
日到底是 11 日还是 12 日，

“如果能直接标明到期日就
更好了，这样就不用做‘数
学题’了。”

记者一一查看发现，9
个品牌的奶制品中，只有
光明牌的一款酸奶产品在
生产日期旁，标注了保质
期到期日，其余产品大都
在瓶身上方或瓶盖处标注
生产日期、上市日期、产地
等，保质期则大多标注在
瓶身侧面，鲜奶保质期有
的 5 天，有的 7 天，长的也

不过 15 天左右，酸奶的保
质期一般在 25 天，其他保
质期动辄几个月的产品，
消费者在计算鲜奶和酸奶
的保质期到期日时，确实
需要费一番功夫。

就此，记者联系到福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该公告为鼓励
性质，并非强制执行的政

策，目前对于预包装食品生
产日期、保质期的标注，仍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
定执行。

“虽然只是鼓励性质的
公告，但希望能有更多的乳
制品企业跟进，便利消费者
选购鲜奶、酸奶产品。”市民
陈女士说道。

买鲜奶、酸奶 不想再做“数学题”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文鼓励鲜奶、酸奶产品标明保质期“到期日”，市民盼乳制品企业及时落地

对业内人士呼吁成立
行业协会一事，福建江夏
学院经贸学院经济学系教
授刘名远认为，行业协会
是否能够成立，取决于地
方行业的大小。“一般成立
行业协会的人或者群体是
在当地经营具有较大市场
份额的，还需要逐渐吸纳
同个行业的其他经营个体
加入。”刘名远告诉记者，
剧本杀行业的激烈竞争现
状，是一个新行业在发展
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行
业优胜劣汰的一种体现，
淘汰一些竞争力不强的小
经营个体，有利于提高剧
本杀行业的质量。但如果
竞争带来行业的混乱，则
需要当地头部企业来进行
牵头引导。

刘名远建议，剧本杀
行业如果想长足发展，头

部企业可以考虑成立一个
行业协会，或者先成立区
域性的协会，再慢慢吸纳
一些同行加入，逐步规范
入行门槛以及不良竞争的
行为；其次，该行业最重要
的是剧本内容的创作以及
核心人员的培训，如果这
两方面的质量都提升，也
就意味着入门门槛的提
高，行业进入良性循环，商
家和消费者可同时受益；
最后，政府部门可适当引
导剧本杀行业成立协会，
或者将剧本杀纳入日常市
场监管的范畴。

此外，刘名远建议市
场监管部门和文化出版部
门进行一次集中的审查，
或者出台相关规定，对剧
本杀的内容进行一个大方
向的把控，避免一些低俗、
暴力的内容出现。

N海都记者 郑旭 文/图

剧本杀，是一类真人
角色扮演的游戏，全程以
剧本为核心，由游戏主持
人（DM）引导完成整套
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
线下娱乐方式，剧本杀成
了都市年轻人的新宠。

但随着行业的快速发
展，剧本盗版侵权，缺少行
业规范，少数商家宣扬暴
力、灵异等乱象，也引起了
公众的担忧。近期，新华
社、央视等权威媒体批评剧
本杀行业的乱象，呼吁规范
行业发展。在福州，剧本杀
行业的现状如何呢？海都
记者进行了调查。

近日，记者打开搜索
软件，以“剧本杀”为关键
词，以鼓楼区西洪路为中
心进行搜索，在半径5公里
左右的范围内，就分布着
20多家剧本杀实体店。记
者实地走访多家，发现主
要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桌面剧本杀，
一般这样的店面空间较
小，在房间里放上几张桌
子并进行重新装修，就形
成一家剧本杀店了。第二
类是有实景布置，玩一场
游戏往往需要多个房间，

店面较大，一般分布在写
字楼、办公楼等区域。

位于鼓楼区五四路的
一家剧本杀店的店员告诉
记者，玩桌面剧本杀的价
格大概在 98~138 元/场之
间，如果剧本是独家，价格
会达到 200 元/场以上；而
带有实景布置的价格一般
在 200元/场以上。“一个月
大约可以开60到70场次。”
该工作人员说，在福州五
城区，因为剧本杀的店增
加，竞争激烈，生意也没有
以前火爆了。

大学生小郑说，他比
较内向，去年在室友的介
绍下，玩起了剧本杀，“一
接触就喜欢上了，给了我
社交的另一种可能。”在资
深玩家小丁看来，剧本杀
能够锻炼自己的思维和记
忆，自带的社交属性也是
她喜欢的，“每个年代都有
自己的交友方式嘛，从开
始的交际舞到后面的唱 K
以及现在的剧本杀。”

记者注意到，在福州，
除了剧本杀的实体店增多，
一些旅游景点也开始尝试

剧本杀的模式。今年7月，
在晋安区新店古城遗址公
园，玩家通过红色剧本杀
《孤城》，带游客重温抗战岁
月。今年国庆，三坊七巷小
黄楼景区也推出首个实景
沉浸式剧本杀，提供一种新
的景区游玩模式。

根据美团发布的 2021
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
预估 2021年中国实体剧本
杀市场规模将达 154.2 亿
元，消费者规模有望达 941
万，剧本杀正在成为一个市
场规模庞大的新兴产业。

走访：实体店主要有两种，一些景点也开始尝试

现状：行业竞争激烈，不少店亏损关门或转让

福州市市场监管局的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福州暂时没有以“剧
本”或者“剧本杀”为名登
记注册的实体店，一般是
以“××传播公司”或者以
个体经营的形式来经营剧
本杀店面。此外，剧本杀
实体店在经营上还分属多
个部门管理，如黄色、暴
力、色情等内容属于文化
部门管理的范畴，安全方
面则属于消防审核的范
畴，而市场监管局主要负
责消费纠纷和营业执照的
颁发。

“剧本杀属于一种新

业态，究竟归属于哪一个
行业还没有一个准确的
界定，在福州乃至全国范
围内，暂时都还没有一个
专属的主管部门。”上述
工作人员表示，就像一家
咖啡店，如果想要扩展剧
本杀业务，法律上也没有
明确规定不行，“但对于
一个行业来说，剧本杀涉
及的角色扮演适不适合
未成年人，适合什么人群
玩，目前还未有个明确的
规定”。

该工作人员表示，如
果遇到消费类的纠纷，可
以向市场部门寻求帮助。

专家：
头部企业可牵头成立行业协会

一些剧本杀店会将店面装饰得“富丽堂皇”，有不少实景布置

部门：
新业态尚无法明确界定行业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