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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春节为何没人去
KTV 了”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网友的评论五花八门，有人表
示，现在的移动设备很多，不想
花钱去 KTV。也有人表示，工
作很累，希望在家多休息，不想
过多参与社交活动。记者查阅
相关资料发现，近年来，关于
KTV 没落的报道层出不穷，曾
经作为高端娱乐场所代名词的
KTV，逐渐被大家嘲讽“太土
了”。

KTV真的成了一张褪色的
青春名片？2月29日，记者实地
探访鹰城 KTV，发现消费模式
发 生 变 化 ，小 而 精 的 量 贩 式
KTV成消费新宠。

KTV模式变了？

小而精的量贩式KTV成消费新宠
“我以前是KTV的常客，我想

想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35
岁的市民张先生说，少年时期，他
经常约着好友去KTV嗨一把，最
喜欢点许巍和郑钧的歌，摇滚风
让人感觉很爽。

参加工作后，张先生就很少
去KTV了。“我想起来了，前年年
末，我们团建去过一次矿工路中
段的KTV，好久没去了，坐在那里
无所适从，突然不知道唱什么。”
张先生说，工作的繁忙和家庭琐
事缠身，让他很少再去娱乐场所，
取而代之的是刷短视频。

当晚 8点左右，鹰城车水马
龙，位于体育路中段的KTV招牌

缠绕着彩灯，流光溢彩，但大厅
内人员稀少。“别看现在人不多，
这个KTV曾经风靡鹰城，在市区
很多主干道都有分店。”该 KTV
工作人员吴女士表示，随着客流
减少，分店都已关停，由于体育
路中段人流量大，这个店才被保
留下来。

为了留住顾客，该 KTV主打
薄利多销，并在美团和抖音平台
推出 68 元欢唱 3 个小时的套餐
活动。“我们这里消费人群不固
定，白天以 20 岁至 45 岁的群体
为主，晚上中老年人居多。”吴女
士说，遇到节假日生意会好些。
对于“春节为何没人去 KTV 了”

的热门话题，她并不认同：“今年
春节，这里的客流量比平时涨了
两倍。”

33岁的曹梦唱功不错，即使
工作忙碌也是KTV的常客。她第
一次去KTV是在高中，曹梦回忆，
那时她经常和朋友去曙光街上的

“鹰城之夜”。那里是她友情和爱
情的见证地，她因此有些KTV情
结。她喜欢的曲目比较多，擅长
邓丽君、许茹芸唱的老歌。

曹梦说，如今社交或应酬，吃
完饭，她还会喊着大家去KTV唱
几首歌，包括身边50岁左右的同
事也很钟爱 KTV，但他们经常去
一些量贩式的小型KTV。“现在鹰

城的 KTV 虽然不少，但确实比 5
年前萧条了很多。”她说。

20余年来，市民窦小伟隔三
岔五都要去KTV吼几嗓子，虽已
49岁，但他觉得在歌唱中年轻了
许多。“现在虽然有很多移动
KTV，拎着就能走亲访友一起唱
歌，但线下KTV更有氛围，唱起来
更容易投入。”他说。

很多 80 后、90 后受访者表
示，KTV 承载着他们青春的回
忆。但很多00后表示，他们偶尔
也会去KTV消遣，但大多去的是
小型量贩式KTV，更多时候，他们
选择打游戏、桌游、剧本杀等娱乐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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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企查”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经营卡拉 OK 的有近 68000
家企业，实际存续营业的不到
27000家。

“这里有 40 多个房间，你听
听有多少人在唱歌？”位于市区
园林路中段的一家 KTV 装修豪
华，每天傍晚，门头上的炫彩灯
光和 3D动画吸引了不少人的注
意，但很多人却因担心价格望而
却步。

当晚9点10分，记者观察，这
个有着千余平方米、40多个房间
的 KTV，仅有一个包间有顾客。

“这个KTV当时投资了3000余万
元，没想到客流量这么少。”负责

人郑金波说，为了留住顾客，他们
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推出下午场
98元的欢唱套餐，请来二人转演
员和小品演员，供大家点节目，但
情况不见好转。

“很多人戴着有色眼镜看
KTV。”郑金波说，在老一辈人的认
知中，KTV是不入流的场所，包括
自己的父母，对他做这个行业也
嗤之以鼻。其实，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相关部门的管控，KTV 在不
断改善经营模式，顺应发展潮流，
变得更加平民化，仅是大家休闲
娱乐、线下社交的一种方式。

不过在鹰城，也有商家转变
经营思路。

去年，位于市区凌云路南段
的一家量贩式 KTV开业，总经理
李宁在抖音和美团平台全力出
击做宣传。很多市民被抖音平
台的短视频宣传吸引，慕名而
来。

这家KTV装修以极简风和未
来主义为主，没有点歌台，一部手
机可以控制包房的灯光、点歌、空
调温度等。每间包房的落地大屏
和舞台也成为新卖点，深受年轻
人喜爱。

“我们对准的就是年轻人。”
该KTV总经理李宁说，KTV处于变
革时期，必须改变之前固有的经
营模式，将网络和社交联合起来，

才能让它继续生存下去。顾客利
用AI演唱功能，可以将自己演唱
的歌曲生成MV，还可以下载下来
分享给朋友；曲目丰富也是关键
因素，“仅歌曲版权费，我们每年
都要支出5万余元”。

记者查看抖音、小红书、美团
等社交平台，很多年轻人点评该
KTV 很时尚，工作日的团购套餐
也很优惠，非常喜欢这里的私密
性和简约的装修风格。

李宁在KTV行业摸爬滚打了
10余年，虽然很多传统KTV在逐渐
消亡，但他依然看好新型模式下
KTV的发展前景。“今年春节假期，
我们的客流升了3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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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 KTV模式人渐稀少，
小而精的KTV正受青睐，为什么？

肖亚康有着近10年的KTV管
理经验，曾在郑州一家KTV工作，
目前在市区一家量贩KTV当总经
理助理。“近年来，无论消费群体
还是经营模式，都有转变。”肖亚
康说，选择的多样性，致使一部分

客人流失，KTV必须打破传统固
有思维模式，才能留住顾客，小而
精的KTV由于性价比高，更受消
费者喜爱。

有着 15 年心理咨询经验的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郭春燕表
示，经济原因带来的“性价比”值
得关注。

她说，首先，现代人生活节奏
快，房贷、车贷等带来的经济压力
不小，他们觉得装修豪华的 KTV
价格不菲，消费不划算；其次，小
而精美的KTV相对更加私密、便
捷，满足了消费的个性化和精致
化需求；再次，小型的KTV可以使
大家更亲密，有利于交流、互动。

“KTV 若继续生存，就必须
推陈出新，改变经营思路。”市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资深老师刘
晓光说，KTV需要降低经营成本
和消费门槛，进一步提高服务
质量和水平，增强互动性和趣
味性，创造出更多符合年轻人
口味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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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凌云路南段一家去年开业的量贩式K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