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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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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與藝術的關係

觀眾歷程

評估新趨勢

觀眾與不同藝術範疇的關係
• 與不同藝術範疇的接觸（如類別、觀看演出的夥伴、疫情前後的行為變化）
• 成爲觀眾的契機

觀眾的歷程
• 參加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活動的契機和障礙

• 不同藝術範疇之間的差異
• 探索的渠道（線上+線下）和任何未滿足的需求
• 推廣策略

• 對主要宣傳材料——海報*的正負意見
• 表演後的聯繫

評估新趨勢
• 對藝術創新的認知及意見（如藝術科技、跨類別合作、新穎的主題等）
• 公眾對香港藝術發展方向的意見，特別是中小型藝術團體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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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香港藝術市場的轉變和疫情影響，香港藝術發展局進行了一項定性研究，以深入了解觀眾的藝術參與情況和再進一步吸引他
們提高參與的方法。

因此，本研究旨在提供以下觀察所得：

* 在此報告中的「海報設計」章節所摘取的海報及單張均由香港藝術發展局研究團隊及 Ipsos 在2022年6月至8月期間於不同演出場地及公眾地
方拍攝/收集所得。這些資料用作座談會上的輔助討論用途。個別節目的海報則由受訪者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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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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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訪問時間 小組和受訪者的數量 研究時間 形式

座談會 每組2小時 10組，每組各6名參與者 2022年7月18日至9月13日 實體

根據研究進行時間，此報告中提及的時間點將定義如下﹕
• “過往一年” 指由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間（不適用於視覺藝術部分。該部分中的 “過往一年” 指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期間）；
• “新冠肺炎前” 指2020年1月以前。

藝術範疇 座談會節數 座談會分組 組別條件

戲劇 2
活躍及非活躍的參與者

25-44歲

• 活躍參與者﹕曾於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在香港
參加相關藝術形式的活動或購買活動門票兩次或以
上

• 非活躍參與者﹕於2020年1月前曾參加相關藝術形
式的活動，但於期後至研究期間中止參與

音樂 2

舞蹈 2

戲曲 2
活躍及非活躍的參與者

41-60歲

合家歡表演節目 1
活躍的參與者

25-44歲，均有14歲以下子女

視覺藝術 1
混合活躍及非活躍的參與者

25-44歲

• 非常活躍參與者﹕曾於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在
香港參加多於8場展覽（且至少2場為付費展覽）

• 活躍參與者﹕曾於上述期間參加2 – 7場展覽

• 非活躍參與者﹕於2020年1月前曾參加展覽，但於
期後至研究期間中止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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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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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藝術接觸和朋輩影響促使藝術參與。疫情下，海外藝術團體減少到港，
為本地藝術團體帶來機會。

對本地藝術家的支
持日益增加

• 在疫情之前，備受關注的演出/世界級的表演者是吸引對藝術知之甚少的市民觀賞藝術節目的關鍵因
素。

• 在疫情之後，觀眾轉向觀看更多的本地演出和展覽。在疫情期間，由於在香港能看到的海外藝術表
演有限，在表演和展覽場地重新開放後，一些在疫情之前對本地藝術活動不太感興趣的觀眾增加了
本地藝術活動的關注。

早期參與

• 教育是培養公眾對藝術興趣的主要途徑。早期的藝術接觸始於中小學提供的表演/視覺藝術參與機會，
這些經歷為日後恆常參與藝術活動及藝術欣賞能力奠定基礎。

• 海外藝術體驗也能擴闊參與者的視野，特別是視覺藝術。
• 對於在早期較少接觸藝術的參與者，他們會在藝術活動中尋找熟悉的元素（如熟悉的表演者、主
題）。朋友和同輩間亦會分享相關的資訊，大大鼓勵了他們繼續參與藝術活動。

受教育及思想開明
的藝術參與者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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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藝術表演和展覽提供了線上藝術活動無法取替的現場感和投入感。
概況

投入感

• 高質素的表演者和出色的舞台效果對提升參與感非常重要。觀眾認為本地藝術團體有能力提供高質
素的表演；而且，像M+這樣的新視覺藝術場館也帶來了更好的展覽空間，增加了觀眾的參與感。

• 當本地藝術創作（包括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涉及到香港人比較熟悉的主題和藝術家時，觀眾可感
到更強的聯繫感。

• 越來越多的表演/ 展覽提供互動和沉浸式體驗，加強觀眾和表演者之間的連結，使表演體驗變得引
人入勝和與眾不同。

親身參與藝術活動的吸引之處

• 藝術活動與其他流行娛樂形式（如電影）最大的區別是現場表演。每個現場活動都是獨一無二的。
• 在香港，狹小的空間和密集的居住條件不允許大多數人在家裡享有一個完全沉浸式的藝術體驗。劇
場的氛圍是無法複製的。

• 新手和藝術愛好者都認為現場活動比單單一個屏幕和音響能提供更豐富的體驗。

現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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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是有吸引力的；市場亦變得成熟。我們需要傳遞藝術參與的價值，以說服觀
眾持續參與。

概況

維繫與參與者的關
係

• 營造高曝光率能夠引起公眾興趣。一個有話題性的演出或展覽自然會帶來興趣和參與的意慾。
• 非活躍的參與者往往依靠社交媒體來獲取藝術活動訊息。然而，隨著疫情期間社交媒體演算法的改
變，藝術活動在社交媒體上的能見度也隨之降低。

• 除了特別熱衷的觀眾。一般觀眾並不會在活動結束後持續關注與該表演有關的資訊。藝術團體需要
思考如何在沒有演出時也能繼續與觀眾互動。

傳遞藝術參與的價值

• 觀眾願意花費在他們有信心的表演上。由於有知名藝術家和具良好聲譽的藝術活動被視為信心保證，
因此，儘管有的藝術活動價格較高，它們往往也還有很高的市場需求。

• 就不同藝術形式及參與程度的觀眾而言，他們對值得耗費在某個演出上的金錢和時間有不同看法。
換句話說，他們對於藝術參與的考慮因素不盡相同。

• 表演者/ 藝術家和活動主題是兩個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在這方面，海報能夠讓觀眾大概掌握活動內
容。

• 當一場活動不太突出或吸引時，參與者也會考慮參與的方便程度。不方便的活動場地是一大阻因，
尤其對於新手。

證明所花費的金錢
和時間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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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經費龐大的話劇和音樂劇通常較豐富，更能吸引觀賞經驗淺的觀眾。清晰準
確地展現演出特點，可使觀眾有合乎現實的期望，並吸引有興趣的觀眾。

不同藝術範疇的主要觀察所得

戲劇

主要發現

• 普世的主題能激發興趣。小眾主題對觀眾來說較為獨特，但他們或較難預測演出的實際內容。
• 雖然名人具影響力和吸引力，但是，大多數新手或不經常觀看演出的觀眾對本地劇團、演員和不常見的類別
（如黑盒劇場）不是十分熟悉。

• 觀眾會根據演出資訊，判斷自己會否享受該表演。單靠票務資訊和故事大綱或不足以讓觀眾做出判斷。

建議

• 在宣傳階段清晰地傳達演出的定位（例如，是反思性還是娛樂性的演出），可吸引目標觀眾，亦能協助觀眾建
立合理期望。

• 小型本地製作團隊需要通過不同的方式傳達作品質素，例如製造口碑，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內容創作，邀請1-2

名知名演員成為主角，並利用其名氣進行宣傳。
• 口碑有助增強新手觀眾進入劇場的信心，而延長演期有助口碑的產生和傳播。但是，長的演期往往需要靠知名
演員的參演來吸引公眾的關注和興趣。

• 海報內容應展現作品的質量。海報的美感很重要，尤其是對參與程度低的觀眾。
• 展示預演、製作、排練或過往演出記錄的片段或照片能幫助觀眾更直觀地了解所期望的內容。
• 除了通過劇團、演員和編劇進行演出前的宣傳外，演出後的互動和定期更新社交媒體可避免演算法隱藏其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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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音樂觀眾已經培養了個人的音樂品味，因此對其他類型音樂的興趣有限，
新的觀眾則更願意探索不同類型的音樂。

不同藝術範疇的主要觀察所得

音樂

主要發現

• 著名藝術家（表演者或作曲家）能夠吸引參與者的注意，尤其是古典/管弦樂觀眾。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很
期待國際知名的表演者重返香港表演，而國際知名的本地表演者甚少。

• 在不同的音樂類型中，表演者與觀眾的互動形式不同。然而，無論是哪種形式的互動，對於觀眾來說都是十
分重要的，因為這就是現場表演比在家裏聽專輯的優勝之處。

• 目前的宣傳集中在票務訊息上，缺乏人情味，無法吸引新手或觀賞經驗淺的參與者。
• 許多人喜愛 “最純粹”的藝術欣賞體驗，並喜歡觀看他們較熟悉的作品的表演。創新當然是好的，但需要在宣
傳的時候多加描述，讓觀眾對演出有合理期望。

• 有經驗的觀眾甚至記得特定的場地怎樣的聲音效果和演出質素。

建議

• 「著名表演者」的光環是建基於他們藉著出色的技術、與樂團團隊合作及優美地演繹音樂作品的能力。本地
團體除了宣傳過往演出經驗外，亦應透過舉行小型表演及製作預告片，以增加宣傳。

• 以流行音樂為主題的演奏會可降低欣賞門檻，在確保表演者質素的情況下，有助吸引觀賞經驗較淺的觀眾。
這些觀眾往往也對新的音樂體驗更感興趣，包括戶外表演，與流行歌手或其他藝術形式的融合等。

• 新的場地，如西九文化區的開放空間，為音樂欣賞提供了一個輕鬆的氣氛。由於爵士樂演出有更強的互動性，
他們可以選擇在適合的另類表演場所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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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染力的肢體動作最能吸引觀眾。舞蹈觀眾比其他藝術形式的觀眾更關注舞蹈
表演及海報設計的美感。

不同藝術範疇的主要觀察所得

舞蹈

主要發現

• 芭蕾舞演出總是定檔在充滿節日氣氛的12月，因為這個時間點令觀眾想起芭蕾舞演出並前往觀賞。但是，其他舞
蹈類型則較難引起觀眾注意，尤其是在疫情之後，社交媒體演算法因舞團在疫情期間停止更新資訊而受到影響，
令舞蹈節目的廣告推送中斷。

• 觀眾能認出舞蹈團體，但較少認出個別舞者，因此較少在社交媒體上與舞者交流。對演出的認知很大程度上依賴
口耳相傳。

• 觀眾希望海報能傳達演出的氛圍（例如富現代感的、型格的、具美感的），使他們看過海報後便能大致了解表演
的質素。

• 美的概念是抽象的 – 新手發現很難預測表演中會發生什麼，所以難以評估他們會否享受表演。
• 高質素的表演者和巧妙的舞台運用可增強投入感。

建議

• 海報的美感（如上所述）對表演的宣傳至為重要。比起其他藝術界別的觀眾，舞蹈觀眾在考慮是否購票入場時更
關注這方面。

• 在宣傳和演出中展示強大的團隊協作、靈巧的肢體動作及舞台設置。
• 更好地利用社交媒體、藝術及票務平台、博客作家及評論家來傳播演出訊息。展示預演、製作、排練或過往演出
的片段或照片，甚至透過小型表演來幫助觀眾更直觀地了解預期的演出。

• 增加對表演者的宣傳，從而讓活動宣傳更人性化，並更能連結觀眾，推動他們持續於社交平台上的關注及入場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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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納新的戲曲觀眾進展緩慢。年輕一代在成長過程中甚少接觸到戲曲知識及其文
化。

不同藝術範疇的主要觀察所得

戲曲

主要發現

• 年輕一代認為戲曲是落伍的。許多人不願意向他人透露戲曲是他們的興趣，更不願意向其他人推薦它。
• 觀眾對接受新事物感到猶豫，包括對新秀和新劇目。針對新劇目，許多人認為完整理解一個新劇本不易。
• 然而，他們樂見藝術科技的引進。他們期望這項具潮流元素能吸引年輕一輩入場。同時，新的表演場地提供
更佳的燈光及聲效系統，舞台效果將更引人入勝。

• 有些場地（西九文化區和高山劇場）不能輕易透過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因此對觀眾的吸引力較低。

建議

• 透過與當紅藝人的合作和藝術科技的應用吸引年輕觀眾。
• 從不同角度展現戲曲（傳統表演、歌唱、舞蹈和武術的完美結合、服裝的精緻工藝、豐富的文化、文學和歷
史），以吸引對戲曲不同方面感興趣的觀眾。

• 由於戲曲的詞較為隱晦，令新手觀眾較難理解，因此，提供詳細的表演資訊，甚至表演前的講解，有助觀眾
欣賞表演。

• 如果新劇本能夠傳達出高質素和專業的形象（通過表演者、舞台佈置、傳統服裝，具有豐富歷史背景並能引
起共鳴的故事），便能夠增加該劇的吸引力。

• 為了推動門票銷售和鼓勵參與，可以考慮跨藝術形式/跨場地/跨演出團體的捆綁式門票銷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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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演出的偏好隨著孩子的成長而改變。藝術活動被認為是昂貴的休閒活動，
但能為小朋友提供獨特的教育體驗，亦能培養他們對藝術的興趣。

不同藝術範疇的主要觀察所得

合家歡藝術節目

主要發現

• 與小孩子有關的主題，如童話、動物和兒童電影，對觀眾特別有吸引力。家長亦欣賞表演能提供除娛樂之外的
教育價值，團體可以舉辦富教育意義的演出前工作坊。

• 兒童的注意力持續時間可能很短 - 他們很容易失去注意力和投入度。小孩子也很容易被各種佈景嚇到，如黑暗、
火和狗。

• 口碑是訊息傳播和引起興趣的關鍵。隨著孩子的長大，家長們會轉向適合其孩子年齡的演出項目。
• 鄰近食肆及兒童設施的表演場地更受歡迎。在考試期間的演期不太受歡迎。

建議

• 對表演進行仔細、周到的規劃，加入並平衡不同的演出元素，包括表演者與觀眾的互動、氣氛控制、表演時長、
表演的廣度（音樂、舞蹈、故事情節、舞台設計等）、故事的可理解性與訊息的深度等。

• 海報應清楚地傳達該演出適合的年齡以及賣點，如互動元素和教育主題，並使用色彩繽紛的插圖。
• 在針對家長的線上平台宣傳的效果不俗。
• 使用當紅本地藝人可增加表演對家長的吸引力，但並對孩子並無太大吸引力，但它仍能有效提高注意力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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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普遍認為現時沒有足夠支持以幫助他們了解本地藝術家和展覽。適宜「打卡」
的展覽較受歡迎，惟未能提升觀眾對有關藝術家的興趣。

不同藝術範疇的主要觀察所得

視覺藝術

主要發現

• 許多觀眾甚至對免費的展覽也精挑細選 – 他們會衡量展覽帶給他們的享受及他們當中需要的付出，當中許多
考慮因素與藝術本身無關，如交通時間、附近的設施。

• 觀眾對於本地藝術家、不熟悉的藝術媒介（如中國畫、書法）和不熟悉的畫廊之視覺藝術展覽參與度較低。
• 除了那些參與度很高的觀眾和在社交媒體上引起熱烈反應的活動外，多數觀眾對不同場地的活動普遍認識不
足。

• 藝術科技在視覺藝術觀眾中最受歡迎。沉浸式裝置對觀眾來說是最有吸引力的，VR（虛擬實景）和線上展覽
則較不受歡迎。

建議

• 宣傳品應包括各種有關展覽的資訊，包括展覽規模等，讓觀眾能有充足的資訊作出決定及合理期望。另外，
加強不同展覽場地和藝術家之間的合作，可使觀眾的觀賞體驗更豐富。

• 本地藝術家可透過生動直接的方式讓觀眾認識他們，例如在展覽中播放自我介紹的短片。另外，除了藝術家
的名氣，舉辦大型或主題展覽亦有助吸引觀眾。至於主題方面，與香港本土相關的主題頗受歡迎。

• 鼓勵策展人或藝術家與觀眾互動，增強觀眾的參與感。
• 宣揚本地藝術家的成功不僅有助他們獲得認可和提升知名度，也能獲得家長對藝術教育的支持，從而鼓勵孩
子從小參與藝術活動。

• 教育對於培養視覺藝術的鑑賞力非常重要 – 特別是藝術創作的技巧、不同藝術風格的歷史和演變、以及對多
種藝術形式的早期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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