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乱象 | 蔡依林倒塌舞台是谁搭？行业标准缺失入行资格
可买！

蔡 家舞台坍塌事故已然过去一段时间了，四方哗然之后，一切似乎又归于了平静。但小编一直对

此保持着关注，不能每次都停留于事故一出，大家猜测，时间一久，万世照旧的阶段。蔡家的
台子到底是谁搭的？事故背后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到是该来好好说道说道。

舞台设计有漏洞原班舞台制作单位未随行

虽然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但据业内人士分析，首当其冲就是最初的舞台设计就有漏洞。

据了解，此次蔡依林南宁演唱会的舞台是四面台，为了视觉效果，舞台中央的架子上挂了很多灯以及其他

装饰，架子的承重超出限度，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此外，施工时安全责任不到位也是事故原因之一。据知情人透露，此次蔡依林巡回演唱会的舞台制作原本

是香港的一家公司，属于蔡依林个人演唱会的制作单位，对于蔡依林的演唱会视觉、音响、道具有一套完
整的设计。

按行规，不管演出地在哪儿、演出商是谁，制作单位必须跟随蔡依林去各地的演唱会现场。但为了压缩成
本，这家制作单位并未跟随去南宁，而是由当地的施工单位来完成设计图纸，问题也随之而来。

行业资质靠钱买成本压出豆腐渣

随着演出市场的蓬勃，舞台制作的需求量激增，但是舞美行业门槛却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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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透露，目前舞美行业并没有严格的行业标准，很多公司都拥有舞美家协会颁发的资质。但这个资质含金
量并不高，甚至花钱就能买到。

知情人士透露，这张行业资格证，根据公司承接演出的规模，基本分3个等级，价格从上万元到几十万元
不等。有了行业准入的资质，再花钱买些设备，很多外行人就可以投身做舞台。

除了最简单的准入资质，行业内拥有演出工程搭建资质的舞美工程师比较稀缺，他们受到各舞美公司的追

捧。据了解，不少舞美工程师一般挂靠在多个演出公司，按项目来进行合作，依靠项目提成和经费来赚取
薪水。

Jolin你家出豆腐渣工程啦！

在接到舞台搭建的项目后，据了解，不少公司会再将项目分包出去，有的甚至直接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建筑

工头来进行最终的实施。由于演出搭建工程相对于其他建筑工程来说，项目周期短，一般平均搭建周期为
1周，而工人往往1周可以拿到上千元收入，因此这样的项目也让包工头趋之若鹜。

对于这些情况，S.A.G 舞台艺术工作组CEO杨剑军谈到，鱼龙混杂的情况业内确实存在，专业的制作公
司，所有员工都必须经过培训，在舞台承重、用电安全方面都有基本意识。而非专业公司，即便内部有懂

行的人，但是只是几个专业骨干带着一些请来的工人干活儿，工人不经过培训，事故隐患就埋下了。

除了专业门槛问题，杨剑军还透露，现在一些演出主办方为了降低成本，留给舞台搭建的预算少之又少，
出现豆腐渣工程不足为奇。“比如某个演出商一共300万资金预算，请艺人花150万，剩下150万要分担在租
场地、保安、票务、硬体搭建各方面，留给舞台搭建的预算很少”。杨剑军说。

预算太低，有施工资质、高水准的公司就请不来。即便接了，就可能面临要偷工减料。表面上达成了舞美

效果，但实质却是豆腐渣工程。

除了预算不足、成本低，还有仓促促成的搭建工作，也会导致事故隐患。杨剑军说，舞台制作工程一般是

由灯光、音响、视频、乐器等多家公司合作完成的项目，设计图纸发放后，各公司开会研究部署，确定需
要几天完成。一般工人每天工作8到10小时，都算正常。

但如果部署确定搭台需要5天，但主办方只租了3天场地，工人人手和工作时长就必须增加，加快节奏、人
员增多、连夜加班，都会带来安全隐患。

资深演出策划人、北京非凡京奇总经理张熠明认为，目前业内专业的舞美公司，圈子不大，他们基本都和

演出商长期合作，很多规模较大的舞美公司都生意兴隆。但是这也带来了设备使用频率高、老化问题。而
现在演唱会舞台越做越华丽，吊顶上悬挂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一次就装几百个灯，很多特效。只注重效
果，忽视了安全，原本安全第一，效果第二，现在却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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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军也认为，舞台设计不合理，是出现安全隐患最常见的问题，再加上设计者和实施者是两拨人，施工
当中设计师没有参与其中，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太过于追求艺术效果，导致承重量出问题。

杨剑军说，现在国内演出强调品质，对于舞台效果有很高的要求，吊威亚、旋转台、各种机关，拼花哨、

拼视觉，过于强调效果，却不强调安全系数，其实这样偏离了演出的本质。

安全隐患随处是行业标准亟须出台

就规范化的舞台搭建流程来说，各个步骤和细节一个不能少。

制作、搭建一个演唱会舞台，首先要根据演出场地、演出内容、舞台规格、技术要求、特效要求等来制定
施工图、效果图，图纸上通常要标出尺寸、高低、纵深，此外撑杆的承重、各种道具的用电量都应标明。

而灯光设备通过场馆的顶上加吊顶来安装，顶上的承重标准由场馆出具，比如最高承重是7吨，设计的时
候就必须符合。设计图要相对满足各方要求，最后交给施工单位，开始施工搭建。

而在舞台搭建过程中，不仅有工程总监全程跟进，当地的安全生产部门，如安监局、消防队、电力局也应

在场监督，因为舞台事故从国外到国内都有，出了问题都要问责，所以过程中监管很重要。

对于员工的安全问题，专业的制作公司一般会给上马的员工上意外险，这是最基本的，也是防患于未然。

不少业内人士疾呼，主管部门不能一味监管，应该加强体制建设，出台严格的行业标准，同时提高监管人

员的专业素质。

关于成本控制这个事情吧，小编自己是做会展主办单位的，也很能理解演唱会主办成本最优化的心情。但
凡事有个度，过度缩减成本就不是成本优化了，是拿信誉和牌子赌运气，没出事儿大家安乐，出了事儿全

都吃不了兜着走。你为了省钱请个不专业的团队搭台子，不专业的工程商又为了省钱省事偷工减料钻空
子，这样出事也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至于行业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这个在咱们整个中国很多层面上都普遍存在的，小编也不专业不敢妄言，
只能在这里请咱们行业里的专家大佬们快快把行业标准制定这第一步迈出去。机制有了，出事前有章可

循，出事后有责可追，整个行业才能逐步走上正轨。

小女子随性而谈，仅代表个人观点，诸君且听且笑过~最后祝每一位圈儿里人诸事平安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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