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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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

通知
来源：2022 年 06 月 27 日 文化和旅游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公安厅（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局）、应急管理厅（局）、市场监

管局（厅、委）、消防救援总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急管理局、市

场监管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

近年来，以“剧本杀”“密室逃脱”为代表的现场组织

消费者扮演角色完成任务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快速发展，在

丰富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同时，也

出现了一些不良内容及安全隐患。为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

管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法办理登记，履行备案手续

（一）明确经营范围。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依法向所

在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经营

范围登记为“剧本娱乐活动”。

（二）实行告知性备案。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自经营

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将经营场所地址以及场所使用的剧本



脚本名称、作者、简介、适龄范围等信息，通过全国文化市

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报经营场所所在地县级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备案。新增剧本脚本，或者剧本脚本的故事背景、

剧情等主要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应当自使用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将剧本脚本的上述信息报原备案部门备案。文化

和旅游部负责制定剧本娱乐活动备案指南。

二、坚守底线，规范经营

（三）严格内容管理。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坚持正确

导向，使用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剧本脚本，鼓励使用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剧本脚本；应当建立内容自审制度，

对剧本脚本以及表演、场景、道具、服饰等进行内容自审，

确保内容合法。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内的剧本娱乐活动不得含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

（四）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使用的剧

本脚本应当设置适龄提示，标明适龄范围；设置的场景不适

宜未成年人的，应当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并不得允许未成

年人进入。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除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外，剧本娱乐经

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剧本娱乐活动。

（五）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

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消防安

全要求；应当常态化开展火灾风险自知、自查、自改，提高

紧急情况下的组织疏散逃生和初起火灾扑救能力，切实履行

安全提示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保障

安全运营。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设在居民楼内、建筑物地

下一层以下（不含地下一层）等地。

（六）强化诚信守法经营。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明码

标价、诚实经营，不得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利用不公

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

（七）加强行业自律。行业协会应当制定行业规范，指

导会员单位加强内容自审和从业人员培训，维护行业合法权

益。

三、建立协同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八）明确职责分工。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剧本娱

乐经营场所内的剧本娱乐活动内容管理和有关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指导督促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履行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责任；公安机关负责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治安管理工作，依

法查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法负责剧

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工作；消防救援机构

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负责开展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监督

检查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剧本娱乐行业市场主体的登记

注册工作。



（九）加强协同监管。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会

同公安机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消防救

援机构等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建立信息通报、线索移送和联

合执法等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四、设置政策过渡期，引导场所合规经营

（十）开展自查自纠。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为政策过渡期。过渡期内，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

根据本通知有关要求开展自查自纠，依法变更经营范围，完

善经营资质，向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履行备案手续，建立内

容自审制度，积极整改并消除消防等安全隐患。各部门应当

利用政策过渡期加强政策宣传，用好各级门户网站、政务信

息平台，发挥新闻媒体、行业组织等作用，扩大政策宣传覆

盖面和知晓度。

（十一）开展排查摸底。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会同

相关部门开展摸底排查工作，在摸底排查中发现含有法律法

规禁止内容或者未履行适龄提示等有关未成年人保护责任

的，应当责令经营单位改正并停止使用有关剧本脚本。各省

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将摸底

排查情况上报文化和旅游部。

（十二）开展专项检查。过渡期后，各地应当组织开展

专项检查，加强日常巡查，对在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应当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本通知要求及时处置。



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根据本通知精神，

结合各部门职责，切实加强对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的监督指导。

工作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向上级部门请示报告。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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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25 日



《文化和旅游部 公安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 应急管理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剧

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政策解读

来源：2022 年 6 月 27 日 文化和旅游部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出台了《文化和旅游部 公

安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

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五部委通知》），

现将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出台《五部委通知》的背景？

近年来，以剧本杀、密室逃脱为代表的剧本娱乐经营场

所快速发展，在促进青年群体特别是大学生创业就业、丰富

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出现

了色情、血腥、暴力、灵异等不良内容，以及消防安全隐患

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媒体和家长呼吁加强对剧

本杀、密室逃脱监管。相关协会和企业希望政府部门尽快出

台相关规定，为企业扩大投资增强政策预期。上海、辽宁等

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先行将密室剧本杀纳入监管，各地希

望尽快出台全国的政策。

二、《五部委通知》主要内容？



《五部委通知》将线下剧本杀和密室逃脱作为剧本娱乐

经营场所新业态统一纳入监管，坚持“放管服”改革和包容

审慎监管，定制适应新业态特点的监管模式，明确经营底线

红线，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和协同监管，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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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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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部委通知》有哪些创新措施？

《五部委通知》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坚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国务院

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

通知》等文件有关要求，定制适应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

特点的监管模式，对其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一是摒弃传统的

准入管理，实施告知性备案管理，以告知性备案方式将场所

以及场所使用的剧本脚本清单纳入政府部门监管视野，监管

重点从传统的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二是创新并大幅

简化优化备案程序，依托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



采取不见面、无纸化、一站式网上备案，大幅压减备案时间

和成本；三是坚持“放管结合”，划出内容管理、未成年人

保护、安全生产等底线红线，建立内容自审机制，加强正面

引导，强化主体责任；四是坚持协同监管，明确五部门职责

分工，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五是设置政策过

渡期，引导企业利用过渡期政策窗口开展自查自纠实现合规

化经营。

四、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如何备案？

政府部门以告知性备案方式将场所和场所使用的剧本

脚本清单纳入监管视野。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经营者登录全国

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提交场所经营地址以及正在

使用的剧本脚本作者、简介、适龄范围等信息即可完成备案

工作，只要提供故事梗概而不需要提交剧本脚本每页内容；

新增剧本脚本或者内容发生实质性变更的，需要再次提交剧

本脚本名称等清单基本信息进行备案。备案工作全部实现网

上办理、不见面办理。备案平台近期将正式启用，文化和旅

游部将同步制定剧本娱乐活动备案指南。

五、如何加强对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内容管理？

《五部委通知》坚持正面引导和加强监管并重。一是坚

持正确导向，要求使用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剧本脚本，鼓

励场所使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剧本脚本；二是强化

主体责任，要求建立内容自审制度，对剧本脚本以及表演、

场景、道具、服饰等进行内容自审；三是划出内容红线，剧



本娱乐活动不得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禁止

的内容。

六、如何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公开征求意见中，公众对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诉求

反映强烈。《五部委通知》采取适龄提示、限时等措施加强

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一是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使用的剧

本脚本应当设置适龄提示，标明适龄范围；设置的场景不适

宜未成年人的，应当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并不得允许未成

年人进入。二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明确除国家法定节

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外，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

年人提供剧本娱乐活动。

七、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在政策过渡期如何自查自纠？

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为政策过渡期。

过渡期内，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开展自查自纠：一是依法

将经营范围调整为“剧本娱乐活动”；二是建立内容自审机

制，对剧本脚本进行内容自审和评估，不符合要求的自行下

架；三是向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履行备案手续；四是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试行）》《密

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检查指引（试行）》等文件要求进行

自查和整改。



文旅部拟确定 12 家旅游景区为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22 年 7 月 7 日 魏金金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官网获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和《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管理办法》，经有关省（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推荐，文化和旅游部按程序组织综合评定，拟确定黄河壶口

瀑布旅游区（陕西省延安市·山西省临汾市）等 12 家景区

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公示期为 2022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12

日。

以下为具体名单：

1.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陕西省延安市·山西省临汾市）

2.浙江省台州市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

3.江西省赣州市三百山景区

4.山东省济宁市微山湖旅游区

5.河南省信阳市鸡公山景区

6.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大瀑布景区

7.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黄姚古镇景区

8.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瞿塘峡景区

9.四川省成都市安仁古镇景区

10.贵州省毕节市织金洞景区

11.甘肃省陇南市官鹅沟景区

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江布拉克景区



文旅产业加快数字化升级 在指尖上品文化看风景
来源：2022 年 7 月 11 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彭训文

线上演播、微旅游、行业跨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文化和旅游行业出现了不少新业态、新模式。记者从

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下半年，文旅部门将策划实施促进

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计划，协调有关平台企业实施专项促消

费活动，推动文旅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

村民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下江镇巨洞村

“云上谷雨节”活动现场捉鱼。龙梦前摄（人民图片）

一台电脑欣赏音乐会

从轻弹柔唱的《评弹名家演唱会》到热血沸腾的《星火

与巨浪——纪念“九·一八”90 周年特别策划》，从京剧《锁

麟囊》到话剧《玩偶之家》、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每

周六晚，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都会准时和观众“见面”。



据介绍，为了给观众更好的视听体验，国家大剧院进行

了技术创新。如在 8K 超高清画面下，观众甚至可以看清演

员的发丝和汗珠；在安卓客户端和网站特别增设“沉浸耳机”

和“沉浸音箱”两种虚拟全景声特效功能。

线上演唱会、音乐会、唱聊会等近年来受到欢迎。为什

么线上演播能“破圈”传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志安

认为，一是网络视频快速发展，从以前单纯用于娱乐，到现

在满足了信息化传播的各种功能。二是短视频平台技术创新

加快。快手、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依赖算法推荐机制等，

带动视频常规化浏览，使得内容更易通过社交转发机制，将

拥有共同记忆的人连接到一起。三是线上演播抓住了人们在

情感上的共鸣，更易快速传播。

和线下演播一般需要付费不同，线上演播大多对观众免

费，平台和赞助方成为付费方。一些平台还探索可持续的商

业模式，如大麦将传统品牌的音乐节搬到线上直播时，还邀

请音乐人在结束表演后进入直播间“带货”，打通文娱消费

与电商体系。

业内人士认为，线上演播正成为文旅行业创新发展的新

业态之一。随着各大平台在“云包厢”、“虚拟沉浸”等方

面的探索逐渐深入，线上演播可能发展出不同于线下体验的

演出消费场景。

一部手机游览风景名胜



“平时工作忙，周末抽两天去旅游，放松放松。这个村

庄挺适合露营，开车 2 小时能到，还有民宿，吃得不错。”

在北京工作的张先生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反映京郊乡村山

水美景的图片、视频刚发出不久，便引得很多同事、朋友点

赞评论：“真漂亮，想去”“这是哪儿？怎么去？”

“微旅游”“微度假”正赢得很多游客青睐。与常规旅

游需要较长时间和较高花费不同，“微旅游”具有近距离、

短行程、高频率、慢休闲、高品质等特征，推介传播方式更

为数字化，以线上线下联动为主。

为吸引游客，很多景区企业发力数字营销，线上观景、

线下打卡。近日，贵州丹寨旅游护照对外发布，受到网友热

捧。该护照内包含丹寨必看、丹寨必玩、丹寨必吃和特色非

遗等几十个旅游打卡点，还可以通过慢直播实时看到丹寨美

景，游客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免费领取属于自己的一本丹寨旅

游护照。同时，游客线下打卡之后，可以上传自己拍摄的美

景图片，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感，生成游记，完成一次从线上

到线下的“来此一游”。

一些平台助力旅游商家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微旅游”

涉及吃、住、行、游、娱、购等信息，为游客做好一站式线

上服务是平台的发力点。一些旅游平台通过开发电子导览，

全方位整合辖区内各类旅游信息，实现导游、导览、导购智

能化，真正做到“一部手机游景区”。



有专家认为，“微旅游”引发“云旅游”、慢直播等热

潮，契合当下慢休闲和“微度假”的市场新需求，助推中国

旅游供给侧改革，为旅游业提供了新思路。

一个创意激发出游愿望

原价 158 元一张的博物馆门票，现在花 29.9 元购入一个

数字藏品，即可作为终身门票；山东泰山景区发布包含五岳

独尊、风月无边、如意、“虎”字石刻等标志性景观的系列

数字藏品；陕西旅游集团打造数字藏品“心随陕旅·一路奇

迹”，用区块链记录陕西旅游全产业链；北京昌平启动长城

IP（知识产权）相关数字藏品计划，以“文创故事+数字技

术+长城 IP”的理念，展现明十三陵、居庸关长城等世界文

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如今，景区、乐园、博物馆、出行平

台纷纷布局数字藏品。

数字时代，数字藏品何以“嵌入”文旅产业？对于文旅

行业来说，数字藏品可以带来额外的营业收入；同时，因为

其线上发行的售卖方式，可以提高游客对于文旅项目的认知

和参与感，激发人们线下出游的意愿。数字藏品也能满足年

轻人的社交需求。

文旅行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正在加深。比如，景区通过

与科技行业融合，让很多以往只能在科幻大片里看见的场景，

在旅游市场逐渐成为现实。在山东曲阜孔庙游览的张女士戴

上一副 MR（混合现实）眼镜后，向网友推荐说：“诗和远方

已经在一起了，在一副小小的眼镜里。”据介绍，这款 MR



眼镜包含虚拟现实、光波成像、内容触发、引擎动画等多项

技术，游客戴上后可观看“祭孔大典”“杏坛讲学”等动画

或视频场景，获得沉浸式游览体验。景区还通过与游戏行业

融合，给游客带来虚实相生的体验感。例如，有游戏公司通

过还原张家界全景地貌、土家族服饰“土家织锦”时装等，

让玩家在游戏中体验景区自然与文化之美。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马牧青表示，文旅行

业与其他行业跨界融合，有利于增加收入来源、延长游客逗

留时间。通过“科技支撑”，可以创新沉浸式旅游、数字化

体验产品等形式，增强旅游产品的主题内涵、个性化特色以

及产品的形象性、生动性、体验性、互动性，开拓更好的市

场发展前景。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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