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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

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条例》所称营业性演出是指演出的

表演者或组织者以获取款、物或广告效益为目的的演出活动

，包括以下方式： （一）售票或包场的； （二）支付演出单

位或个人演出费的； （三）以演出为媒介进行广告宣传的； 

（四）有赞助或捐助的； （五）以演出吸引顾客和观众、为

其他经营活动服务的； （六）以其他经营方式组织演出的。 

第三条《条例》所称演出的范围包括音乐、戏剧、舞蹈、杂

技、魔术、马戏、曲艺、木偶、皮影、朗诵、服饰、民间文

艺等以审美欣赏为目的的文化艺术的现场表演活动。 第四条

国家依法维护营业性演出单位、演员和观众的合法权益，禁

止营业性演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演出经营与行政管理应

当分开。 第二章演出单位 第五条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是指具

备《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从事各类现场文艺表演活动的

经营单位。 第六条营业性演出场所是指具备《条例》第十一

条规定条件，为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和相关服务的经营

单位。 第七条演出经纪机构是指具备《条例》第十三条规定

条件，从事演出活动的策划、组织、联络、制作、营销、代

理等服务的经营单位。 第八条演出单位申领《营业性演出许

可证》（以下简称演出证），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供符合《条

例》和本实施细则规定条件的证明文件。 演出单位负责人应

当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或获得高级职称，无故意犯罪的刑事处



罚记录。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有高中以上学历或获得中级

以上职称。 第九条营业性演出单位的章程应当符合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宗旨； 

（二）名称和住所； （三）经济性质； （四）注册资本数额

及来源； （五）经营范围； （六）组织机构及其职权； （七

）法定代表人产生的程序和职权范围； （八）财务管理制度

和利润分配形式； （九）劳动用工及收入分配制度； （十）

章程修改程序； （十一）终止程序； （十二）其他事项。 第

十条设立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必须有确定的文艺表演门类，

有10万元以上注册资本和5人以上的演职员，演员应当通过县

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的业务考试或考核。 第十一条《条例》

所指国家核拨经费的文艺表演团体，是指县级以上各级国家

机关投资兴办的文艺表演团体。其名称由审批发证的文化行

政部门核准并受法律保护。 上述团体只准使用一个名称，确

有特殊需要，经省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核准，可以在规定的

范围内使用一个从属名称。 第十二条营业性演出场所申领演

出证应当有10万元以上注册资本，有售票窗口和服务人员。

新建、改建、迁建、拆除营业性演出场所，应当向所在地县

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按规定办理其他手

续。营业性演出场所转营其他业务，应当向原发证发照部门

申请注销或变更登记。 第十三条演出经纪机构按照业务范围

分为三类： 一类演出经纪机构可以直接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和台湾地区及外国的演出单位或个人签定引进或派出演

出合同并经营其演出活动； 二类演出经纪机构可以在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承接一类演出经纪机构引进的演

出活动； 三类演出经纪机构只限经营国内演出团体或个人的



演出活动。 一类和二类演出经纪机构统称为涉外演出经纪机

构，可以同时经营三类演出经纪机构的业务。 第十四条设立

演出经纪机构应当有5人以上的专职业务人员。 一类演出经

纪机构应当是经文化部认定有对外文化交流业务的国有经济

单位，有100万元以上注册资本，有外汇财务管理制度及相应

的财会人员，经营二类演出经纪机构的业务2年以上，并业绩

良好的； 二类演出经纪机构应当是国有经济单位，有50万元

以上注册资本，经营三类演出经纪机构的业务1年以上，并业

绩良好的； 三类演出经纪机构应当有20万元以上注册资本。 

经营业绩良好的营业性演出场所，可以申请在本场所内经营

与其规模和性质相适应的组台演出的经纪资格，报省级文化

行政部门审批。其中经营涉外演出的，按照《文化部涉外文

化艺术表演及展览管理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歌舞娱乐场所

或其他综合性企业经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兼营演出业务的，应

当设立专门部门负责演出业务，并制定专门管理办法。 第十

七条中央各部门（含部队）、文化部直属单位设、立营业性

演出单位，应当报文化部审批发证。 除前款外，设立一类演

出经纪机构由所在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报文化部审批，经批

准的，由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核发演出证；设立二类和三类演

出经纪机构由所在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审批，并报文化部备

案。设立文艺表演团体和演出场所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文

化行政部门审批发证。 第三章演员个人 第十八条本实施细则

所称演员个人包括： （一）以演出为职业、无固定工作单位

的个体演员； （二）文艺表演团体和专业艺术院校（系）中

临时以个人身份参加本单位以外演出活动的演职员（以下简

称在职演员）； （三）除（一）、（二）款外，其他单位人



员兼职参加营业性演出的业余演员。 第十九条演员个人申领

演出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年满十六周岁（杂技演员

可放宽至十四周岁）； （二）具有一定的业务基础知识和表

演技能。 个体和业余演员应当经过县级以上地方文化行政部

门的法规和业务考试或考核，具体办法由文化部另行制定。 

第二十条个体演员演出证由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文化行

政部门负责核发。 个体演员到户籍所在地之外暂住６个月以

上并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可以由户籍所在地文化行政部门出

具异地办证证明，到暂住地文化行政部门办理演出证，不得

两地重复办证。发证部门应当及时将办理结果通知演员户籍

所在地文化行政部门。 第二十一条在职演员参加本单位以外

的营业性演出的，应当经所在单位批准，到所在单位的上级

文化行政部门办理演出证。 第二十二条业余演员申领演出证

，应当经所在单位批准，到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文化行

政部门办理。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发给演

出证： （一）被文艺表演团体开除未满一年的； （二）被文

化行政部门禁演尚未解禁的； （三）道德品质极端败坏引起

社会公愤的； （四）被文化行政部门吊销演出证未满一年的

； （五）吸毒、被强制戒毒结束未满一年的。 第四章合同规

则 第二十四条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演出单位之问、演出单

位与所邀请的演员之间应当签定演出合同。 非演出经纪机构

（委托人）需要举办组台演出或涉外演出的，应当与演出经

纪机构（受托人）签定委托合同。 第二十五条订立演出合同

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实施细则的规定。 《条例》和

本实施细则规定应当经过审批的演出活动，其演出活动获得

批准后，合同方可生效。 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合同，审



批机关应当责成当事人限期修改，不修改的不予批准。变更

经批准的合同的主要条款的，应当按规定重新报批。 第二十

六条演出经纪机构举办组台演出，应当与所邀请的文艺表演

团体、个体演员、业余演员签定演出合同。 第二十七条演出

经纪机构、文艺表演团体邀请在职演员演出的，应当与其所

在单位签定演出合同。 第二十八条邀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和台湾地区及外国文艺表演团体或个人举办营业性演出的

（以下简称涉外演出），应当由一类演出经纪机构与所邀单

位、个人签定演出合同。 第二十九条演出合同应当载明以下

事项： （一）演出活动名称； （二）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

体及主要演职员； （三）演出节目内容； （四）演出日期、

地点、场所和场次； （五）演出票价及售票方式； （六）价

款或酬金及支付方式； （七）演出收支结算方式； （八）演

职员食宿、交通安排和各种附带费用； （九）违约责任； （

十）合同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方式； （十一）双方商定的其他

事项； （十二）合同签订日期和地点，当事人签字或加盖公

章。 涉外演出合同还应当包括合同当事人的国籍、住所、使

用文字及其效力等内容。 第三十条委托合同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 （一）委托人拟邀请的文艺表演团体的名称或个人姓名

、演出时间、地点、场次、主要节目、演出费用及支付方式

等； （二）委托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及应当承担的费用； （三

）代理的有效期限及争议的解决方式； （四）违约责任； （

五）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一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

如实提供市场行情、演出方情况等经营信息。经受托人同意

，委托人可以参加签定演出合同的谈判，但不得自行对演出

方作出对合同条款的承诺、变更或废除已达成的演出合同。 



第三十二条受托人根据委托合同以自己的名义与演出方签订

演出合同，应当及时将合同副本送交委托人。受托人对演出

方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利，并及时向委托人报告进展

情况。 委托人与受托人联合与演出方或其代理人签定演出合

同的，应当分别载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不得共同作为一个

签约方。 第三十三条演出经纪机构主办、承办营业性演出活

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办理与演出有关的各项报批手

续； （二）安排节目内容； （三）确定演出票价并负责演出

活动的收支结算； （四）支付演职员演出费、场租费； （五

）依法缴纳或代扣代缴有关税费。 其中一类演出经纪机构承

办涉外演出时应当负责统一办理入出境手续、支付引进或派

出团体或个人的演出费、巡回演出的全程联络以及节目安排

。 第三十四条营业性演出的门票是演出单位与观众之间权利

义务关系的合同形式。观众购票有权索取票券，票券是观众

依法获得补偿的凭证，但是票面上注明工作票和赠票的除外

。 观众应当凭票观看演出，并接受工作人员验票。禁止伪造

、加价倒卖演出门票。 第五章演出管理 第三十五条演出经纪

机构申办组台演出，应当向发放其演出证的文化行政部门提

供以下文件： （一）演出申请书； （二）演出合同意向书； 

（三）演出节目内容材料； （四）文艺表演团体、演员个人

的演出证。 第三十六条演出经纪机构申办涉外营业性演出的

，由发放其演出证的文化行政部门报文化部审批，并提供以

下文件： （一）演出申请书； （二）演出合同意向书（中外

文文本）； （三）演出节日内容材料和节目录像带； （四）

外方文艺表演团体及演职人员名单、艺术水平和资信情况证

明。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演出的，还应当提供演出地省级



文化行政部门的同意函。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国家机关设立

的文艺表演团体进行跨地区营业性演出的，接待其演出的演

出场所或演出经纪机构应当于演出前10日将演出节目资料和

演出广告稿报发证的文化行政部门审查。 第三十八条除前条

外，其他文艺表演团体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演出的，应当

持所在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开具的介绍信，到演出地省级文

化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毗连

县（市）的文艺表演团体往来演出的，由相关县（市）文化

行政部门办理手续，同时分别报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

三十九条任何单位邀请其他演出单位在职演员参加演出的，

应当征得其所在单位同意；其中属营业性演出及拍摄电影、

电视节目的，应当与其单位签订演出合同。 第四十条在职演

员参加其他单位举办的任何演出，应当征得所在单位同意；

其中参加营业性演出的，应当持演出证经所在单位审批盖章

后，由邀请其演出的演出经纪机构或演出场所报文化行政部

门审批。 第四十一条个体、业余演员参加营业性演出的，由

邀请其演出的演出经纪机构或演出场所报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并在演出证上盖章。按合同约定在固定场所连续演出一段

时间的，按一次演出活动办理。 第四十二条省级以上文化行

政部门所属文艺表演团体邀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和台湾

地区及外国的文艺表演团体或个人临时合作进行营业性演出

的，可以委托涉外演出经纪机构承办，也可以由文艺表演团

体自行组织，按规定程序报文化部审批。 第四十三条专业艺

术院校经批准邀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和台湾地区及外国

的艺术专业人员到本单位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临时需要进

行营业性演出的，应当委托涉外演出经纪机构承办，按规定



程序报文化部审批。 第四十四条国家机关因工作需要举办公

益性演出活动，但需要经营广告以弥补演出资金不足的，应

当按《条例》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国家机关

不得从中提取演出收入。 演出单位和国家机关利用演出活动

经营广告业务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广告经营登

记手续。 第四十五条演出活动的出资单位可以单独或与其他

单位做为演出主办单位，经审批机关核准可以享有演出活动

冠名权，并依照合同约定享有演出收入分配权。 第四十六条

在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的农村业余文艺表演团体，在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演出，一年内从事营业性演出时间

累计不超过3个月的，不得发给《条例》规定的演出证。但其

演出活动应当报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营业性演出时

间超过3个月或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演出的，应当依照《

条例》和本实施细则规定办理演出证。 第四十七条在文化行

政部门登记备案的企事业单位、学校、机关等单位所属的群

众性业余文艺表演团体不得举办营业性演出。艺术水平达到

一定要求且确需在所在地临时举办营业性演出的，应当报所

在地文化行政部门批准。 第四十八条营业性演出场所举办演

出时，观众和演职人员活动区禁止吸烟和使用明火，但演出

节目需要的除外。 第四十九条有演出经纪资格的演出场所在

本场所内举办组台演出，应当报发证的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五十条宾馆、饭店、商场、餐饮场所以及其他没有演出证

的场所临时邀请国内演员进行伴奏、伴唱、伴舞等演出的，

报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五十一条利用报刊

、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以及其他媒介和形式发布演出广

告，其广告内容应当经审批该演出活动的文化行政部门核准



；经文化部批准按规定应当到演出地办理具体手续的演出活

动发布演出广告，其广告内容由演出地文化行政部门核准。 

第五十二条需要经过审批的演出活动，应当办理完审批手续

后方可进行新闻宣传、出售门票。 第五十三条文化行政部门

对受理的各项演出活动的审批申请，应当及时做出批准或者

不批准的决定，并及时通知申请人。 第五十四条募捐义演的

演出收入，包括门票、捐赠款物和广告赞助收入。 必要的成

本开支是指演职员食、宿、交通费用，演出所需舞台灯光音

响、服装道具、舞美及场地等租用费、宣传费用等。 募捐义

演结束后10日内，主办单位应当将演出收支结算报审批机关

备案。 第五十五条因演出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应当协商解

决；如协商解决不成，可向演出合同履行地或签订地文化行

政部门提请调解，也可依照合同约定方式解决。 第五十六条

营业性演出单位的负责人和经营管理人员应当经过文化行政

部门的上岗培训和考试。具体办法由文化部另行制定。 第六

章演出证管理 第五十七条营业性演出单位的演出证分为正本

和副本。正本应当悬挂在主要办公场所的醒日付管．请巾的

。可根据需要申领副本2份。演员个人演出证只有正本。 演

出证由文化部统一印制，并由发证机关按照文化部制定的规

范要求统一填写或打印。 第五十八条文化行政部门对持证单

位和个人实行年度检验制度。 演出单位应当按照发证机关规

定的时间提交年检报告，发证机关应当对其经营行为进行审

查，以确认其是否具备继续经营的资格。未办理年检从事经

营的，视为无证第五十九条演出单位和演员个人申请办理变

更演出证的主要事项、注销演出证的，应当提交有关部门的

证明文件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注销申请书，发证机关



应将原证收回。 第六十条文化行政部门吊销演出证的，应当

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变更经营范围。 除文

化行政部门可以依法暂扣或吊销演出证外，其他单位和个人

不得收缴、扣押和毁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