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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销量下降一半以上
学琴的“中间”在消失
钢琴非“刚需”
小型教培行业或难以为继

2023年下半年，大易琴行创始人郑永红突然一
连接到了好几位钢琴老师的应聘申请，他们中，有的
人独自开工作室，2023年发现招生实在太困难了；
有的人刚刚从其他机构出走，因为干了好几年的琴
行倒闭了……郑永红看着这些光鲜亮丽的履历陷入
了为难，一方面，他很想帮助他们，另一方面，琴行的
钢琴老师已然饱和，而且随着更具性价比的乐器走
红，钢琴业务呈现收缩趋势，他只能婉拒了他们。

郑永红从事音乐教育已17年，他说，2023年一
整年钢琴、培训行情的下滑程度“前所未见”，且未来
几年可能更难。“我所知道的钢琴厂家、琴行，在
2023年的销量普遍下降了一半以上。”

郑永红表示，他感受到的现状是学琴的“中间”
在消失，而金字塔尖的高端业务其实影响不大，以大
易琴行为例，杭州九家门店，销售的是大几万到百万
级的德国进口钢琴，生源大多来自私立或双语学校，

他们的业务量及续课受影响程度不大。而以价
格优势为主导的小型教培行业和国产钢琴

厂家则收缩严重。尤其是销售2~5万
元钢琴的中低端琴行，受到的冲击

尤为明显，有的业务收缩了八
成，难以为继。

“中间这块区间
的买家原来绝

大多数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中产’那些人。”郑永红解
释，钢琴并非“刚需”，2023年受经济形势影响，许多

“中产”都面临着收入锐减的境况，钢琴本身价格不
菲，培训也贵，不少家庭开源节流，首先砍掉的就是
钢琴。

另一方面，二手钢琴流入市场，对于钢琴销售的
业务也相当大。在闲鱼上，转让钢琴的卖家很多，价
格从4千到两三万不等，标签里描述最多的是“基本
没用过”“孩子练了几个月，不喜欢，放弃了”。

据最新数据，钢琴在闲鱼平台上的搜索量周同
比增长近70%，“对于不少家长来说，二手钢琴成色新，
价格也低，在孩子兴趣还不确定的情况下，确实是不错
的选择，冲击新钢琴销量也很明显。”郑永红说道。

30元每月线上
100元一节上门
培训机构整体效益不好
家长选择多样化
钢琴培训走下“神坛”

一方面是萎缩的钢琴销量，一方面是越来越“亲
民”的钢琴教培市场。

在小红书上，检索钢琴教学，会发现有的钢琴培
训价格低到简直是“用爱发电”。安徽的汪女士，线
上提供30元/月的线上教学，四节课，每节课一小
时，可以提供一对一指导、纠错，她展示的资历是
MFA钢琴演奏硕士，有着十多年的教学经验，还是
某青少年钢琴大赛的全国初赛评委。

提供线下一对一上门服务的钢琴老师也不在少
数，主流的价格是300~400元/节（45分钟）左右，也
有资历不深的老师愿意以90元（初级）、110元（中
级）的价格提供上门服务。

在华东从事音乐教育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她目
前的学生人数已经只剩下高峰期的一半。“‘双减’之
后，我非周末的学生就减少了很多，几乎收不到学生
了。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其他的消费因为学生
的减少也减少了。”

成都本地某钢琴培训学校校长张女士表示，她
的学校已开了有几年，疫情期间经营相对困难，疫情
结束后生意有变好。但她也说道，“整个钢琴培训行
业生意的确是不好了，虽然我们学校经营还可以，但

主要也是个人经营，学校整体效益不好。”她提到，此
前有一家熟悉的成都钢琴培训学校，上周刚歇业，

“根据我了解，现在有些学校甚至已经要求学生上一
节课付一节课的费用，因为已经很难支撑了。”

张女士认为，钢琴培训整体下滑，和家长的选择
多样化也有关系，不像以前大家能选择的乐器就几
样。“当然学钢琴的还是多的，很多启蒙大多数还是
会优先选钢琴。因为它能学的东西确实是最全面
的，但是大一点了可能就会开始分流去学其他乐器
了。”张女士说道。

业界专家：行业遇冷能更冷静
地考虑美育对未来教育的影响
消费回归理性
音乐的本质是享受与热爱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台钢琴由海运经上海、宁
波一带进入中国，此后便开始在达官显贵中开始流通。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钢琴家理查德·克莱
德曼来到中国进行巡演，将钢琴的热度推上高潮。

在郑永红看来，钢琴遇冷也并非全是坏事。钢
琴销量的断崖式下滑有诸多原因，比如全球性的经
济下行，生育率的降低，但更多的是，教育理念转变
和消费的理性回归。

“以前一问家长为什么给孩子学钢琴，好多人都
是‘你学我也学’，跟风和攀比的情况比较严重，但现
在明显是跟风的少了。”郑永红说，现在的家长更愿
意从孩子的兴趣出发，选择适合的乐器和课程，随着
民族自豪感的提升，国乐也逐渐走强，“最明显的转
变是，选择钢琴的孩子少了，但选择吉他、古筝、古琴
的孩子在逐年增加。校外，还有很多孩子会将业余
时间投入到体育、编程等项目中去，总的来说，兴趣
培养的选择变多了。”

从事钢琴教育和运营工作的雷欢欢（化名）告诉
记者，虽然钢琴培训和钢琴销售市场遇冷，但钢琴赛
事的参赛者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她所运营的赛事，
2023年的参赛人数跟2019年的参赛人数是持平的。

“实际上，在钢琴国际领域有影响力的赛事，如
中国深圳国际钢琴协奏曲比赛，它的参赛人数还有
所增加。”雷欢欢告诉记者，中国深圳国际钢琴协奏
曲比赛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声誉的赛事，在业
内的影响力很大。虽然参赛人数不多，但因演奏者
要跟交响乐团合奏，因此水准极高，能够代表中国钢
琴在国际领域上话语权的逐渐显现。

在雷欢欢看来，在中国，学钢琴被赋予了太多的
意义。财富、地位、品位以及生活的品质。家长们都
相信，如此优雅的艺术形式、动人的音乐篇章，一定
可以培养孩子的“贵族”气质，陶冶情操。但他们或
许忘了，学钢琴最简单也最重要的“初心”——热爱
和享受音乐。钢琴市场遭遇寒冬也并不见得是件坏
事，因为音乐教育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市场。“买琴多，
并不代表家庭音乐教育基础搭建得好。趁着这次行
业遇冷的机会，大家如果能够更冷静地考虑美育对
于未来教育的影响，我认为是件好事。”

钢琴销量断崖式下滑
培训学校“陪葬式”硬撑

●钢琴不好卖了，有博主称去年
一半钢琴厂倒闭了

●学钢琴的学生少了，培训行业
也开始走下“神坛”

“钢琴销量断崖式下滑”冲上热搜。
钢琴，顶着“乐器之王”的光环在中国风靡盛行了近百年，中国也是全球

最大的钢琴生产国和出口国。但仿佛一夜之间，钢琴突然不火了，学琴的人
仿佛凭空消失了。有博主发文称：一个钢琴厂的老板说钢琴彻底崩盘了，去年一半
钢琴厂倒闭了。以前五六万元买的钢琴，今年5000块出手都没人要。某乐器协会
的副秘书长说：2023年，钢琴销量断崖式下滑，学琴的和买琴的，就好像一夜之间凭
空消失了。

钢琴销量暴跌的背后，是学琴的孩子逐年减少，教培行业的下滑，以及钢琴神话
的破灭。但业内人士表示，这也是市场运行规律，退热也并非全是坏事。

钢琴退热的“冷”思考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买钢琴学钢琴，并不代表家庭物质丰

富，或是音乐氛围搭建得就好，或许趁着钢
琴热的褪去，人们能够更冷静地思考音乐
对于未来教育的影响，更关注和享受音乐
本身的乐趣。

据潮新闻客户端、封面新闻

一句锐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