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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来，中

国乐器协会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精神，在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

领导下，积极协同地

方政府和会员企业，

跨区域多方联动，通

过多元化音乐文化互

动形式和国际化赛事

平台，激活乐器消费

市场并促进行业品牌

建设、技术创新，扩大

音乐消费人口，提升

乐器品牌影响力和市

场入户率，提振行业

发展信心，努力为乐

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2024年初至暑期，中国乐器协会策划
并主导六大具有市场导向的乐器文化盛
事。通过以创新展演形式与市场联动等
方式，直接促进乐器消费，拓展企业的市
场空间。无论是“6·21国际乐器演奏日”
还是“国民音乐教育大会”，一系列创意活
动推动了音乐人口有序增长，深度挖掘乐
器消费潜力，助力乐器行业高质量发展。

1.中国国际提琴和琴弓制作比赛：高
端定制带动消费升级

5月15日，第五届中国国际提琴和琴
弓制作比赛在北京平谷举行，吸引了全球
10个国家和国内24个省市的261名选手
参赛，提交了456件高水平作品。该赛事
不仅展示了中国提琴制作的工艺水准，还
推动了高端定制乐器消费市场的扩展。
参展作品吸引了众多国内外高端乐器收
藏家和演奏家，进一步激发了高品质乐器
的消费需求。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带动
了高端提琴消费，还提升了中国提琴制作
行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2.“6·21国际乐器演奏日”：全球乐声
共鸣，激发乐器市场需求

夏至时节，全球规模最大的音乐文
化盛事之一——“6·21 国际乐器演奏
日”在中国主会场江苏省黄桥镇及全国
多个城市同步举行，全球音乐爱好者喜
迎盛大节日。截至 2024 年，全国共有
200多个城市138家联合主办单位参与，
演出总场次累计超过 15000场，直接参
与人数累计达到 100万人次，在线观众
人数超过 3.7亿人次，成为传播音乐文

化、玩乐器、交朋友的重要载体。活动直
接推动乐器消费市场的扩展，特别是“乐
器进校园”项目，仅黄桥镇由去年7所示
范学校扩展至19所，带动当地居民乐器
购买需求。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乐器销
售额显著提升。活动激发了乐器市场活
力，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3.国民音乐教育大会：AI技术赋能，
激活智能乐器消费

7月4日至7月6日，2024年国民音乐
教育大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吸引了全
国近千名音乐教育专家、学者和一线教
师。大会围绕“音乐教育‘AI’时光”主题，
展示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中的广泛应用，
激发提振广大音乐教师对器乐教育与培
训、文化普及与推广的信心。通过智能钢
琴课堂和AI创作工具，许多乐器企业借此
契机推出智能乐器产品，得理、吟飞、蔚科
等企业的智能乐器受到广泛关注。2024
年初至今，电鸣乐器强企科技赋能品牌创
建，激发潜在电鸣乐器消费人口。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7月电鸣乐器
规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幅7.54%，
利润同比增幅162.78%。这进一步印证
智能化乐器产品创造出的新的市场需求
风口。

4.“敦煌杯”民族乐器大赛：文化传承
与消费推动并行

7月 29日，第三届“敦煌杯”民族乐

器大赛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活动吸引了
众多民族乐器爱好者参与，汇聚来自全
国各地的 22支民族室内乐团队。比赛
通过多样化、创新性的室内乐作品，展示
中国民族器乐的独特魅力，激发观众对
民族乐器的兴趣和购买需求。此次赛事
特别吸引青少年群体的关注，推动了民
族乐器的学习和消费，助力扩大乐器消
费市场，进一步提升和挖掘民族乐器的
市场影响力与消费潜力。

5.首届全国乐器设计大赛：创新设
计助力高端市场拓展

8月 19日，中国乐器协会与南京艺
术学院紧密合作，成功举办首届全国乐
器设计大赛，吸引全国 235 件作品参
赛。金奖作品“云荒古筝”凭借其融合传
统文化与现代工艺的创新设计，受到高
端乐器收藏家和音乐爱好者的关注。此
次大赛通过引领创新设计，推动高端定
制与智能乐器市场的发展。大赛同期举
办了参赛作品展览，吸引了诸多在南京
艺术学院参与文华奖评选的参赛选手参
观，获奖作品得到广大专业人员好评。
数据显示，近年来，高端定制乐器需求显
著增加，成为乐器消费市场的新亮点。
乐器设计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积极推
动智能乐器的创新发展，更务实引导了
乐器企业重设计、抓创新、提品质的热情
与投入。

6.“凌云音乐奖”：古典乐器创新推
动市场增长

8月 22日，2024年“凌云音乐奖”室
内乐、重奏与弦乐独奏比赛在北京落
幕。比赛不仅为青年演奏家提供展示平
台，还通过名家讲座和互动环节提升参
赛者演奏水平和乐器消费兴趣。赛事设
立多个组别，涵盖专业与业余选手，并特
别关注青少年的培养，进一步激发古典
乐器市场的潜在需求。“凌云音乐奖”不
仅促进了古典乐器市场的消费增长，更
为演奏人才的培养和古典音乐的发展提
供了动力。

2024年暑期，全国多地政府策划并
举办一系列文化展演活动，结合非遗文化
与现代创新，推动区域乐器消费的增长。
乐器协会积极助力，会同地方政企，加强
传统乐器的现代化推广，提升地方文化品
牌影响力，促进地方经济多元发展，推动
非遗文化在创新模式下焕发新活力，为乐
器企业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空间。

1.国韵交响，传统与创新共舞：“云
冈杯”国际民族器乐展演辉耀大同

8月 2日至 8月 5日，山西省大同市
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了

“云冈杯”国际民族器乐展演活动。活
动汇聚了国内顶尖的民族器乐演奏者，
成为一次传承与创新的文化盛会。展
演期间，竹笛文化艺术节、排箫专场音
乐会等多场高水平演出，充分展示了民
族器乐的独特魅力与现代创意。活动
期间还举办了竹笛艺术研讨会等学术
交流活动，为民族器乐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注入了新动能，亦带动了当地民族乐

器的市场销售。
2.“好花红”盛放黔南：非遗文化助

力乐器消费与旅游发展
8月5日，贵州省黔南州成功举办了

第十届“好花红”文化旅游季民族器乐展
演活动，展示当地独特的民族乐器和丰
富的非遗文化。活动不仅吸引了大批游
客，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有效推
动了黔南州的乐器消费。民族乐器与文
化巡游相结合，增强了民族乐器在年轻
群体中的吸引力。尽管具体销售数据仍
在统计中，但根据乐器企业反馈，展演活
动对民族乐器市场的拓展效果明显，提
升了黔南州的文化旅游业和乐器产业的
融合度。

3.薪火传承，箜韵千秋：黄河箜篌文
化艺术周奏响非遗文化新篇章

8月 10日至 8月 15日，作为传承非

遗瑰宝、彰显黄河文化的重要平台，河南
省新乡市人民政府、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联合主办了首届黄河箜篌文化艺术周，
乐器协会给予了指导引导。此次活动以

“薪火传承、璀璨星‘箜’”为主题，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专家学者及百余名
非遗箜篌传承人齐聚箜篌之乡，通过研
学交流、集训展演、专业研讨等形式，共
同展示和探讨箜篌这一千年乐器的传承
与创新。黄河箜篌文化艺术周的成功举
办，提升了新乡作为箜篌文化发源地的
知名度，促进了黄河非遗文化的保护与
弘扬。

4.琴声悠扬，数字化引领：“佰笛杯”
手风琴艺术节谱写文化新潮流

8月 12日至 8月 16日，天津东丽区
举办了 2024第三届“佰笛杯”国际手风
琴艺术节，活动通过数字化技术创新，提

升了手风琴文化的互动性和普及度。手
风琴独奏、重奏比赛和大师课吸引了众
多演奏家和爱好者参与。据乐器行业反
馈，艺术节期间的手风琴销售量较往年
有明显提升，反映了数字化手段对乐器
消费市场的推动作用。通过此次艺术
节，天津进一步巩固了其手风琴文化影
响力，并推动了手风琴产业发展。

5.“二胡之乡”，国乐新章：江苏民族
音乐盛典强化文化与产业融合

8月 18日至 8月 20日，江苏省常州
市举办了 2024江苏二胡之乡民族音乐
盛典。活动展示了江苏丰富的二胡文
化，并推动了二胡制作工艺的创新与发
展；通过二胡演奏、展览和行业研讨会，
展现了二胡在现代市场中的潜力。此次
盛典吸引了众多二胡爱好者和行业专
家，二胡产业也因展演活动而受益。活
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二胡之
乡”国际知名度，推动了二胡文化和高端
定制市场的发展。 （下转A2版）

六大活动六大活动：：聚焦乐器消费聚焦乐器消费，，激活市场潜力激活市场潜力

中国乐器协会多点中国乐器协会多点融合联动融合联动

助推乐器消费助推乐器消费 提提振产业活力振产业活力

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突破600万家
本报讯 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

突破600万家。

数据显示，2024年1至8月，我国制造业企业数量呈现稳健增长态势。东部地区产业

集中度及产业链成熟度优势明显，制造业企业总量占比最高。中部地区承东启西、沟通南

北区位优势独特，制造业企业数量增幅最大。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和质量逐步提升，国

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开始显现。

（宗 禾）

□ 本报记者 王薛淄

最近国内外美妆和日化企业纷纷发布了2024年半年
度财务报告，数据显示，国货美妆迎来了上半年业绩的显
著跃升，实现了两位数乃至更高的增长。

追溯历史，我国化妆品工业自上世纪80年代起，经历
了从模仿学习、本土品牌涌现与跨国品牌竞合，到现代化
发展的“黄金十年”阶段。时至今日，21世纪第三个十年
的序幕已经拉开，国货美妆重新崭露头角，在全国范围内
再次掀起了“国货热潮”。众多历史悠久的品牌和老字号
也积极响应，纷纷启动了“国潮”复兴的战略与举措。值得
一提的是，去年国货美妆在国内市场的份额首次超过了
50%；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更是攀升至56.7%。

七十五载岁月流转，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经济发
展的奇迹。化妆品行业作为“美丽经济”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同样熠熠生辉。它不仅
见证了国家与人民生活的华丽转变，更成为这一转变的积
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国货情怀遇国际挑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化妆品行业犹如初升的朝阳，光芒
初露、潜力巨大。那时，市场上的化妆品种类虽不丰富，却
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简单向往。上海家化的雅霜（雪
花膏）以其朴素温润的形象，成为了那个时代护肤记忆的
标志性产品；上海家化的前身广生行推出的双妹品牌，涵
盖美妆和香水等多个品类，受到当时的名媛们的青睐；谢
馥春、孔凤春等品牌不仅在国内市场广受欢迎，其产品质
量和口碑也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在资源和技术都相
对匮乏的条件下，国货品牌凭借实用性和亲民价格，服务
了无数国人的“美丽需求”。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化妆品行业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活力与机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大门向世
界敞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使
得消费者对美的追求愈发强烈。这股时代浪潮吸引了众
多国际美妆和日化巨头，如宝洁、欧莱雅、雅诗兰黛、资生
堂等，它们携带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富的产品线和成熟的
市场营销策略，纷纷涌入中国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

国际品牌的进入，不仅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元
化、更高品质的美妆和护肤选择，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化
妆品行业的快速发展。外资的引入和技术的交流，如同及
时雨般促进了行业的迅猛崛起。这些国际巨头凭借其品
牌优势、技术创新和强大的市场推广能力，在中国市场迅
速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一度占据了八成以上的市场份
额，引领了中国化妆品行业的潮流。

与此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为中国本土化妆品品牌
提供了宝贵的学习与成长机会。它们不断创新，努力提升
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科技引领 创新致胜

如今，得益于对天然植物提取物的精妙应用以及生物
科技的突破性进展，化妆品已不再是简单的外在装饰，而
是科技与美学的融合，化妆品行业已经悄然步入了科技驱
动的新纪元。而在这场科技引领的变革中，珀莱雅、贝泰
妮等国货美妆品牌依托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屡获佳绩，引
领化妆品行业兴起“中国成分”的热潮。

随着外资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逐渐式微，国货美妆品牌
迎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这些品牌凭借富含特色植物成
分的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它们深入挖掘东方美学的独
特韵味，巧妙融合现代科技，助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华丽转型，让中国之美在全球舞台上熠熠生辉。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对化妆品研究和创新的鼓励与
支持政策层出不穷，消费需求的迭代升级也推动了行业的
快速发展，我国化妆品行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
业企业研发投入逐年攀升。2023年度，几乎所有的国货
美妆企业都在积极增加研发投入，其中华熙生物、贝泰妮、
珀莱雅等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佼佼者。华熙生物以 4.46
亿元的研发投入、占总营收 7.35%的研发投入比例，彰显
了其对科技创新的坚定决心和雄厚实力。新原料备案数
量逐年提升。《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实施三年多来，化妆
品新原料备案数量逐年创新高，从 2021年的 6个增长到
2023年的68个。论文数量显著增长。在第十五届中国化
妆品、香料香精学术研讨会上，论文数量和质量均创历史
新高，这不仅是对行业科研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对行业
科技创新氛围的热烈回应。

科技创新不仅推动了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更促进了整
个行业的健康发展。2023年全年限额以上单位的化妆品
零售总额为4142亿元，同比增长5.1%，这一数据充分证明
了行业稳中向升的发展态势。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

协会理事长颜江瑛对当今化妆品行业给出的三个精炼的评价：国货崛起、科
技创新、政策支持。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我国化妆品行业正在快速改变
和适应新的趋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不断重塑自己，取得新的发展。

七十五年来，中国化妆品行业由青涩逐渐走向成熟。在这条美丽与智慧
并存的道路上，中国化妆品行业正在向“新”提“质”,全面升级高质量发展。
面向未来，中国化妆品行业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定的步伐，继续书写
属于中国的美丽传奇，让世界见证东方之美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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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联动非遗与创新地方政府联动非遗与创新，，协会助力消费增长协会助力消费增长

图为2024“6·21国际乐器演奏日”黄桥主会场启幕。

图为7月4日至6日，国民音乐教育大会在华东
师范大学举行。

图为5月18日，专家评审团召开第五届中国国际提琴和琴
弓制作比赛赛前联席会议。

图为 8 月 19 日，首届全国乐器设计大赛期
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中国乐器协
会理事长王世成及其他领导嘉宾在南京艺术学
院观看获奖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