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研究报告

（2021-2022）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 & 美团研究院

2022年7月



2

目录
CONTENTS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概述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现状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发展趋势

行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行业政策一览

1

2

3

4

5



3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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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概述

2018年-2022年沉浸式剧本娱乐消费者增速（%）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消费人群和消费观念的更替与衍变，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了一些新的
文娱消费业态。

• 以密室逃脱类、剧本杀类为主的沉浸式剧本娱乐发展速度快，逐步形成较为固定的消费群体，尤其得到了青少年群体的青
睐，成为拉动国内文娱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

•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通过文化内容、创意设计和前沿科技的相互融合，带给消费者从视听到交互的全方位提升，具有很强的
沉浸式体验和互动式娱乐的社交属性。

• 疫情反复让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发展速度放缓，但也使业内工作者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开发更多的创意设计。

50%

307%

495%

174%

-1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1月-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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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发展

密室逃脱类——技术主力行业迭代

2014年

基于文字、纸质谜题和类

似解密码锁的机械方式进

行体验

业态起步

2012年

2016年

代码式拼装电路板、集控式机

关交互系统开始得到应用，更

多场景交互设计也得到专业工

程师充分的技术保障

硬件发展阶段

2015-2016年

2020年

部分经营场所将声光电设备引

入到密室、剧场中，使消费者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画面和音效

技术进一步发展

受疫情影响，行业步入转型升级、

寻求突破的阶段，更多消费者开始

追求服务差异化、设计多样化、体

验多元化

行业转型升级

2017-2020年

密室逃脱类业态迎来稳步回暖的

消费增长。文旅融合、特色体

验、解谜民宿等多个方向的业态

实现了融合全面发展

业态融合，全面发展

2021年

小型的电子设备开始应用，

消费者的娱乐体验得到提升

消费者体验提升

真人综艺节目助推了密室逃

脱类业态的发展，业态迈入

蓬勃发展阶段

蓬勃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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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发展

剧本杀类——综艺、线上平台助推行业兴起

2016年

剧本杀类业态在全国小范围

兴起，是一种以推理、悬疑

为体验核心的小众娱乐方

式。

小范围兴起

2013年

2020-2021年

线上运营品牌涌现，消费人群扩

大，剧本分发交易平台也逐步上

线。真人演绎、实景搜证类经营

场所初现。

品牌涌现，消费人群扩大

2017-2019年

受综艺节目的影响，更多的

消费者开始了解剧本杀类业

态。

综艺助推，知名度提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上剧本杀类娱乐

APP/小程序迎来流量高峰期，线上、线下

共同快速发展，成为青少年群体重要的社

交方式之一。剧本杀类业态逐步形成较完

善的产业链。

快速发展阶段，产业链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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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的发展特征

内容创意
层次多元

•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衍生于“沉浸式”的概念，因其交互形式带给消费者较
强的角色代入感和体验感。

• 通过多元的创意内容和“沉浸式”的表现方式，植入于大众消费的多种休闲
娱乐场景，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接受和喜爱。

场景体验
感观丰富

• 从单一内容、简单互动的特定场景，演变成内容层次丰富、视听体感多方位

的体验场景。

• “沉浸式”、“交互式”、“社交化”的体验方式，有力地助推我国文旅景

区、展览场馆从单纯的展示方式向内容交互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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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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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模
2018至2021年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规模快速扩大，2022年受疫情反复影响，行业发展短暂受
挫

• 根据美团、大众点评数据，从2018至2021年，密室逃脱类、剧本杀类经营场所的总体数量增长幅度超过400%，沉浸式剧本
娱乐行业的规模快速扩大。

• 据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测算，2022年行业年营业收入将从2021年的近200亿元缩减至170亿元。

2018年-2022年订单量增速&品牌商家数

（%）

43%

303%

675%

425%

14%0%

10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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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模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内容愈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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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征

经营场所数量分布以京、沪最为集聚，成都、武汉等为第二梯队

2021年门店数量Top15的城市

北京市

上海市

成都市

武汉市4

杭州市5

天津市6

重庆市7

西安市8

长沙市9

沈阳市10

广州市11

南京市12

郑州市13

哈尔滨市14

合肥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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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现状

密室逃脱类产业链发展现状



13

产业链现状

剧本杀类产业链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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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现状

密室逃脱类经营面积更大，连锁化率和消费单均价更高

67%
49%

75%

33%
51%

25%

整体 密室逃脱类 剧本杀类

单店 1家以上

58%

25%

71%

42%

75%

29%

整体 密室逃脱类 剧本杀类

300㎡以下 300㎡以上

209

274

333 326 330

187

322

247

82
62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密室逃脱类 剧本杀类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经营场所单店平均面积&连锁化率（%）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消费均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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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现状

行业整体线下经营场所数量激增

密室逃脱类经营场所增速（%） 剧本杀类经营场所增速（%）

备注：报告中涉及的经营场所数据为美团平台当年营业状态的数据；2022E维度数据为拟合预测数据。

43%

25%

7%

17%

-2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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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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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309%

257%

193%

-35%

-100%

-50%

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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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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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7年至2021年，密室逃脱类经营场所数量快速增加，增幅超过120%。剧本杀类经营场所数量暴增，增幅超过100倍。

• 2022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一二线城市爆发，在一二线城市高渗透的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据中国文
化娱乐行业协会预测，预计2022年整体经营场所数量将有明显缩减。密室逃脱类预测下降29%，剧本杀类预测下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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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现状

线上运营平台消费用户呈现井喷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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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上剧本杀在

2020年-2021年迎来流量高峰期，平

均月用户增长数量保持在170万左右，

消费人群部分由线下转移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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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现状

营收现状：经营成本高，盈利模式单一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消费人群和消费观念的更替与衍变，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了一些新的文
娱消费业态。沉浸式剧本娱乐产业链下游分为线上、线下两个不同消费经营业态，经营成本和盈利模式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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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现状

跨界合作是今后探索的发展方向

• 经营场所积极探索跨界合作，提供丰富多元、新鲜好玩的选择。 “沉浸式+文旅”的合作项目初见成果，有效提升旅游消费
吸引力。

• 密室逃脱类、剧本杀类为主的沉浸式剧本娱乐发展速度快，成为拉动国内文娱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

•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通过文化内容、创意设计和前沿科技的相互融合，具有很强的沉浸式体验和互动式娱乐的社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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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现状

综艺节目影响扩大受众范围，沉浸式体验承载公益科普活动

• 伴随着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的发展，“一切皆可沉浸”

的体验的内容愈发多样，通过沉浸式形式传播公益理

念，使消费者获得深度的体验感。

• 探索以沉浸式体验为展现形式，涉及自然资源保护、

童话的启示、理性整容、善用法律等多类主题，倡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科普等内容的活动更

容易深入人心，如反诈宣传教育题材的优秀剧本《王

诈》《杀猪》等以寓教于乐的新形式受到年轻人的高

度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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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现状

经营者以男性为主（占比78%），年龄在30岁以下占比达65%，入行前职业分布广泛，缺
乏对口专业

•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的经营团队主要包括：创作编剧、场景设计、演绎人员以及日常管理运营人员等。

• 国内院校尚未设立相应专业学科，多数经营场所会通过人员招募后再组织统一培训。

经营者年龄分布（%）

19

13

13

12

12

11

11

6

普通职员（办公楼/写字楼工作人员）

技术人员（工程师/程序员/项目管理等）

商业服务职工（销售人员/商店职员/服…

企业管理者（包括基层及中高层管理者）

自由职业者

个体经营户/承包商

政府/机关干部/公务员

在校学生

从事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之前的经营者职业分布

（%）

29

36

25

9

18-25岁 26-29岁 30-34岁 35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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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消费现状

消费者以青年群体为主，受教育水平普遍偏高

• 根据《青少年沉浸式娱乐现状研究报告》显示，超过七成以上的青少年消费过沉浸式娱乐产品。美团问卷调研数据也显示，

通过平台消费的人群八成以上是18-29岁的青年人。

• 随着更多儿童知识科普类项目的落地，沉浸式剧本娱乐受众群体可能将进一步往低龄延伸，行业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

7

65

17
7 4

18岁以下 18-25岁 26-29岁 30-34岁 35岁以上

男, 55

女, 45

13

29

50

7
1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及博士后

消费者性别（%） 消费者学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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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消费现状

消费者黏性、消费价格均较高

• 根据美团调研数据显示，消费者中消费两次或以上占83%，其中， 21%消费者达12次以上（平均每月至少消费两次或以

上），突显出整体消费粘性较高。

• 密室逃脱类和剧本杀类均有超过50%的消费者认为51-100元是一次体验的理想价格区间。

17
29

15

45

51

39

17

12

16

21
8

30

整体 密室逃脱类 剧本杀类

1次 2-6次 7-12次 12次以上

16

56

23

4 1

50元以下 51-100元 101-150元 151-200元 200元以上

21

54

18

5 1

50元以下 51-100元 101-150元 151-200元 200元以上

密室逃脱类/剧本杀类的理想消费价格（元）消费者近半年内消费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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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消费现状

“社交”是沉浸式剧本娱乐消费者核心诉求；沉浸式剧本娱乐消费者更倾向于陌生人拼团

消费者倾向的订场方式（%）消费者消费诉求（%）

51

36

64

47

62

33

2 2 3

整体 密室逃脱类 剧本杀类

陌生人拼团 不拼团 其他

76

64

58

30

23

21

社交/和朋友一起玩

享受沉浸式的氛围

解密过程很有趣

偏好推理过程

猎奇/体验主题内容

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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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消费现状

推理、欢乐、情感等类型剧本倍受青睐；密室逃脱类悬疑主题更受欢迎

消费者偏好的密室逃脱类主题（%）消费者偏好的剧本内容类型（%）

推理, 52.4

欢乐, 49.3

情感, 40.6

惊悚, 35.6

机制, 32.6

阵营, 31.2

立意, 18.9

18

20

21

25

30

56

71

科幻

对抗

情感

古风

机械

惊悚

悬疑

备注：“推理本”是注重推理，以还原整体故事或找出真凶为目的的剧本；“欢乐本”是营造欢乐氛围、情节诙谐幽默，注重欢乐体验的剧本；“情感
本”是通过感人的故事情节，给玩家带来情绪上释放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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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消费现状

沉浸式娱乐行业消费呈现夜间化特征，成为城市夜间经济新业态

消费者订单消费时间（%）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订单消费高峰期从14
点开始持续到24点

密室逃脱类的消费者理想体验时长集中于
1-2小时（占比为56%）

剧本杀类的消费者理想体验时长集中于2-4
小时（占比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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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数字化现状

数字化营销能力不断提升，美团和大众点评成为流量的核心入口

• 各类生活服务平台、社交平台等通过数字化技术更好的串联起经营场所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

通，促进经营场所提升获客能力和实现经营转化，并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消费体验。

经营场所获客渠道&消费者信息获取渠道（%）

3

11

17

18

51

53

87

2

6

31

72

53

83

其他

专业论坛测评

公众号

店家的线下派单、线下活动引流

玩家口碑推荐

其他社交媒体（如微信、小红书等）

美团、大众点评等生活服务平台

经营场所获客渠道 消费者信息获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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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数字化现状

剧本分发平台已颇具规模，线上剧本销售主要集中在头部第三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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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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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设计多元化、专业化

头部商家积极开展多元化的主题创作，IP联名

主题是创作的方向之一。近年IP联名主题愈加

丰富，如《王者荣耀》、《阴阳师》等IP给予

主题创作授权，使沉浸式娱乐行业的主题设计

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剧本杀类

机关设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闪电雷声”、

“室内下雨”、“隐形衣”等创意能够得以实

现。此外，机关商还可针对主题定制化机关，

使更多天马行空式的构思能够得以落地。

密室逃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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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化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线上剧本杀类APP/小程序发展火热，高科技技术为线下体验提供更强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 2020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颁发《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中提出着力培育

新业态新消费新模式，引导产业数字科技化革新与创新发展。

• 线上剧本杀类APP/小程序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超过千万。

• VR/AR等技术是娱乐体验内容的重要呈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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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市场存在较大需求空间，部分经营场所计划进行向
下扩张

沉浸式娱乐行业消费增速显著，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整体增长。新的创业者愈发倾向于在下沉市场进行新经营场所的开

发，部分头部商家也已逐步开始布局下沉市场扩张计划。未来沉浸式娱乐行业将逐渐走进下沉市场，实现新一轮的行业发

展目标，为更广泛的消费者带来沉浸式娱乐体验。

主题搭建

主题搭建等建设成本低，创业风险低

头部品牌

头部品牌优势显著，市场资源集中，更易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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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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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问题

内容安全 生产安全 未成年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

内容安全审查机制仍有
待建立；
部分娱乐内容存在安全
隐患，需要特别关注。

做好安全风控无疑保障
经营稳定性的关键。其
中包括消防安全问题、
广告宣传合规问题、经
营范围问题、消费者和
员工安全问题等。

未成年人自制力差、辨
识力差，需考虑其特
征，为未成年人推荐积
极、健康、符合其年龄
阶段的主题。应依规建
立对应的、可落地的保
护措施。

行业知识产权问题受到
官方机构和平台的高度
重视，旨在推动参与整
个行业产业链各方的知
识产权合法权益受到保
护，鼓励行业持续创新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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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自身问题

经营者需培养运营管理能力，树立行

业健康发展意识；经营服务需进行标

准化，防止消费者体验事故。

经营者运营能力不足

主题创作端创新乏力，导致行业主题

趋于同质化；惊悚主题泛滥，主题健

康程度有待提升。

主题创作端创新乏力
主题健康程度有待提升

沉浸式娱乐行业规模发展和尚待完善

的行业规范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建

立新职业标准化体系仍需摸索。

从业人员
职业认可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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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政策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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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

知》，于2022年6月25日发布，首次在全国范围将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一是明确剧本娱乐经营场

所经营范围为“剧本娱乐活动”，并实行事后告知性备案；二是强化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主体责任，明确内容管理、未成年人保护、安

全生产、诚信守法经营、行业自律等五方面要求；三是明确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形成监管合力；四是设置政策过

渡期，引导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利用一年的政策过渡期，开展自查自纠实现合规化经营。

《上海市密室剧本杀内容管理暂行规定》于2022年3月1日正式施行，强调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要求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

容自审制度，配备内容审核人员，实施相应的技术监管措施，对经营中使用的剧本、设置的场景、提供的服装和道具等内容和活动进

行自查与管理，保障内容和活动的合法性。

《辽宁省密室剧本杀管理规定（试行）》于2022年2月17日发布试行，要求密室剧本杀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内容自审制度，对经营中使

用的剧本、设置的场景、提供的服装和道具等内容和活动进行自查与管理，保障内容和活动的合法性。

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将剧本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将各种线上剧本分发平台纳入网络文学管理，将各类线下发行的剧本纳入

传统出版管理，同时，将各类“剧本杀”App统一纳入网络游戏管理。

消防救援局印发《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试行）》和《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检查指引（试行）》，明确了密室逃脱类场

所的火灾风险，对开展火灾风险检查的重点内容进行了说明。要求从业单位自查自改，相关部门、单位要严查严管，确保安全。

行业政策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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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联合美团研究院

共同发布。报告中提及的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主要

以密室脱逃类和剧本杀类业态为研究对象。数据来

源与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美团研究院以及问卷

调研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