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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迷你型KTV本不是
什么新鲜事物。记者在网上看到，早
在一年前很多迷你型KTV就已经投
入使用，但是市场反响不温不火。而
现如今它们真正火起来很大程度上
因为加入了“共享”二字。但是这些
迷你型KTV似乎并未具有“共享”的
特性，以往的“共享单车”走的都是
低廉路线，只需要花费少量的价格
就能实现便利，而一小时要80元的

“共享KTV”在价格上已远超传统量
贩式 KTV 了。而且传统量贩式 KTV
的盈利模式是以唱歌为主衍生出其
他消费，如酒水消费，收入的渠道比
较多样化。而这种迷你型的KTV盈
利模式比较单一。和传统KTV包厢
相比，迷你型KTV音效、灯光效果并

无优势。歌曲库存较为匮乏，如果
在曲库方面加大投入，版权费方面
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而且很多消
费者都是慕名而来追求个新鲜感，
特别的造型和地理的优越并不能让
消费者长期买单。

另外，逛街之余打发时间的方式
有很多，而“共享KTV”由于全程自助，
外部也没有显示消费剩余时间，很难
监管消费者是否在里面进行消费行
为，遇到要排队的时候很多人会因为
不知道具体需要等待的时间而放弃
消费，毕竟设备数量有限，不能与其
他“共享”类产品相提并论，这也极大
地降低了竞争力，毕竟一个讲究便利
性的产品需要过多未知的耗时，这就
产生一个悖论。

“共享KTV”的冷与热

“共享”有风险“搭车”需谨慎
当下，“共享”经济红得发紫，从“共享单车”到“共享汽车”，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很多迷你型KTV也悄然遍布

了全国众多商场内，这些迷你型KTV也有着“共享KTV”的名号，一时之间仿佛传统行业贴上了共享，就洋气了起
来。但是，“共享”经济之下的很多自身问题也接连暴露，市民对“共享”二字已不再新鲜，市场竞争力也略显单薄。
近日，记者也亲身前往上海几家商场，一窥“共享KTV”的芳容。 青年报·青春上海见习记者 蔡报望

据了解，大约五六年前，日本一款
迷你型KTV“ONE卡拉”就曾风行一时，
由于其能满足用户快餐式的娱乐需
求，对传统量贩式KTV形成了冲击。

而目前国内市面上的“共享KTV”
品牌主要有咪哒miniK、聆嗒miniK、
友唱M-bar等，虽然品牌繁多，但功
能大同小异。而近期，这些迷你型
KTV 也开始被网友们称作是“共享
KTV”。然而，记者在这些品牌的官网

上面并未发现有“共享”二字出现。可
是进行网络搜索“共享KTV”字样出来
的结果都是直指这些迷你型KTV，对此
记者也致电了咪哒官方工作人员，“我
们是与唱吧APP合作的，很多顾客在
我们这可以方便点歌录歌，发朋友圈，
可能这样就被大家称为‘共享KTV’吧，
我们自己并未这样宣传。”而友唱官方
工作人员也给记者答复说不知情。为
此记者决定亲身去实地了解一番。

在打浦桥某商场，六间面积在2
平米左右的玻璃房排成一排，酷似旧
时街头的公用电话亭。记者前往的
时候正值周末晚餐时间，商场里面人
流不息，而“共享KTV”这里却略显得
冷清了些，六间里面仅有两间被使
用。“共享KTV”旁边的餐饮店店员告
诉记者，“刚开始周末人挺多的，会排
队，最近人气淡了，很多人最多就是
看两眼，进去唱的人很少。”记者在旁
边的广告牌看到收费价目：10元一
首，30元一刻钟，50元半个小时，80
元一个小时。对比了上海许多传统
KTV的网上报价，非节假日3个小时
均价也才40元到100元。相比之下，

“共享KTV”的价格并不便宜。
进入这间“共享KTV”，三排复古

的钨丝灯营造出温馨的氛围，两个原
木色高脚凳前，一大一小两张电子屏
上下叠放。屏幕两旁，分别挂着两只
耳机和两支话筒。

关上门，里面唱歌外面几乎听不

到声音，隔音处理得很好，似乎不会
对周边商铺形成噪音干扰。记者试
试点了几首歌，一些经典老歌能搜到
但是近期一些流行新歌却并未搜
到。关于录音，记者按照屏幕提示关
注KTV的微信公众号后，唱完的歌自
动录制上传到微信，还能转发到朋友
圈，音效质量良好，并不像传统KTV
的录音那样粗糙。整个过程全部实
现自助化，现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

在中山公园的一家购物中心，记
者 也 找 到 了 10 台 相 连 的“ 共 享
KTV”。当时已是午饭时间，依稀可以
看到有三两个房间里面正在被使
用。但仅过去半小时这里已“无人问
津”。而在河南南路上的一家商场一
楼，记者找到了2台“共享KTV”。当
时两间里面都有人正在唱歌，一位女
士带着一个小男孩领着购物袋在外
排队等候，十多分钟后，仍未有人结
束，也许是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小男
孩在女士的“买零食”诱惑下离开了。

市民陈小姐告诉记者，“自己家
乡半年前就有了这种‘共享KTV’，在
市中心的商场里面，每次逛街逛累了
都会和闺蜜们一起去里面坐一下，唱
上几首歌，毕竟很方便嘛，不需要预
约也不需要占用很长时间。但是上
海这里的有点贵，10元一首，我那边
是5元一首。”

在一个“共享KTV”房间，三四个穿
着校服的学生正在里面大声欢唱，其中
一名学生小吴告诉记者他们是附近中
学的学生，周末约好了一起来这里唱
歌，“早就想来了，之前同学们时间都不
统一，这周大家都有时间就约好了。因
为这里可以录音，我们准备制作一个
毕业前的合唱留恋，但是去专业的录

音棚有点贵，我们也是觉得不需要那
么好，这里的效果也不错就定在这里
了，而且就在商场里面，唱完还可以去
看电影，挺方便的。”

“歌太少了，价格太贵了”，刚刚从
“共享KTV”走出来的市民韦先生告诉
记者，他是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安利”
这种“共享KTV”才来试试的，“我先来
感受一下，好的话下一次就带女朋友
来。这种迷你的KTV很适合情侣，以前
想去KTV总要喊上五六个人，两个人去
的话觉得不热闹，现在这个大小刚刚
好，就是设施不丰富，歌太少了，很多
想唱的歌都搜不到，而且比量贩式的
贵太多了，我包了一个小时就只唱了8
首，感觉时间飞快，不过瘾啊。”

“共享KTV”能否持续保持盈利能力
还是未知数。虽说现在比较火热，但这
股新鲜劲能持续多久，目前还很难说。

当然事无绝对，和传统 KTV 不
同，“共享KTV”也有其独到的发展条
件——天生就带有互联网基因，它鼓
励用户进行分享，强调线上线下互
动，这也是未来平台和品牌要转型的

方向。盈利初期其实并不是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毕竟抢占好市场份额，让
投资方看到一个可发展的前景，就能
像如今疯狂烧钱的“共享单车”和早前
的打车软件一样融到充足的资金。搭
乘“共享”经济这股东风，如何将自己
真正的转化为互联网经济应该是这些

“共享KTV”企业的当务之急。

设备全程自助体验

便捷但价格高反响

盈利模式单一劣势

找准自身优势前景

“共享KTV”内饰。

关上门，这些2平米左右的玻璃房就成了私人小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