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业性演出票务服务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中国标协[2025]104号）文件的立项通知

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天津传媒学院、中国

长城艺术文化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天歌艺术培训学校、广州昇耀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香港皓星音乐娱乐公司、钟丽缇工作室、北京爱心天歌艺术团等。

1.2 主要工作过程 

立项评审阶段：2024 年 7 月—8 月，经过中国标准化协会组织的专家评审后

正式立项。

   标准起草阶段：2024 年 8 月—12 月，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天津传

媒学院、中国长城艺术文化中心有限公司、等在对营业性演出消费市场及相关活

动进行了全面的市场调查和技术分析后得到第一手数据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在编写标准草案过程中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傅铮、中国标协安全健

康消费工作委员会纪晓彤等分别负责收集数据、汇集处理、参考资料和草案编写

等工作。

2024 年 12 月 9 日，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安全健康消费工作委员会组织召开的

《营业性演出票务服务规范》标准制定工作研讨会在中国长城艺术文化中心有限

公司召开。中国长城艺术文化中心有限公司、钟丽缇工作室、关心妍工作室等知

名公司负责人和其他公司的代表二十余人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上各位代表就标

准制定的必要性以及标准主要指标制定的先进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终达成一

致：1、《营业性演出票务服务规范》标准的制定非常必要，有利于推动改善和应

对“柱子票”“墙根票”及消费者购票知情权和退票权益等；2、本规范从有利于

消费者权益维护的角度拟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3、本规范应考虑实际落地操

作性，综合考虑行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因素，提出可操作的演出票务退票、改签

规则；4、加快吸收和添加各方合理化意见、建议，尽快召开起草推进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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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起草工作组会议地点定在中国标协安全健康消费工作委员会会议室。 

2025 年 3 月 9 日起草工作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起草工作组会议，进一步

就标准草案中的一些数据和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经过各起草单位的意见达成

一致最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本规范编制原则 

1）规范性：标准编制遵循消费者利益为先、兼顾实操性和规范性，协调配

套和市场导向原则，使标准成为推动营业性演出市场繁荣，保护消费者为合法权

益的有力抓手。本标准参照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原则 第 1 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制。内容要求符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

务院 2020 年 11 月 29 日第四次修改版）、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文

旅部 2022 年 5 月 13 日第二次修改版）文市发[2017]15 号、《文化和旅游部 公安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

通知》文旅市场发〔2023〕96 号等政策文件的规定。 

2) 合理性：在编制过程中，参考《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相关领域标准、

技术文件，使本标准更科学、合理。 

3）实用性：充分考虑国内营业性演出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营业性演出票务服务规范。 

2.2 本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营业性演出票务服务的基本要求、信息披露要求、广告宣传要求、销售要

求、现场核验要求、退票改票要求、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经文化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批准举办的演唱会、音乐会、戏曲及舞蹈史诗等

各类营业性演出的票务服务管理。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经过两次专家讨论会议，经过多处修改也征求了在业内专业人士的意

见和建议，京参会专家一致同意和认定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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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5.1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5.1.1  帮助企业提升服务品质  

本规范的制定对营业性演出活动举办单位提升服务品质提供了指导，可以促

使企业更加注重注重服务品质，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平。 

5.1.2  推动相关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 

本规范的制定有利于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的

维护，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5.1.3  规范市场竞争 

本规范的制定可以让文化市场主管部门更加有力地监督营业性演出活动的

服务质量，降低群体性消费维权问题发生几率，保护正当营业性演出活动举办方

利益的同时，促进公平竞争和消费者保护。 

5.1.4 推动完善退票规则 

    本规范的制定将有利于营业性演出预售票机制改进服务质量，完善退票规则，

提高营业性演出活动的群众参与性。 

5.2  对行业发展的作用 

    本规范的制定可为行业监管部门规范市场秩序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和技术

支持，从维护购票人（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权衡各方利益，推动营业性演出活

动的健康规范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本标准是结合中国现阶段营业性演出市场票务

管理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标准规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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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制定完成并发布后，建议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在行业内部和相关企业内

组织宣贯实施，推动企业及时采用本标准，企业可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

企业内部的标准（或技术文件）进行修订，或根据本标准的实施时间拟定企标的

整改过渡措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营业性演出票务服务规范》 

标准编制小组 

202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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