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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过聚荣博士领衔的团队包括业内专家、理论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对中国会展经济发展问
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报告通过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采用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特征、
相关问题以及变化趋势，探索了中国会展经济内在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表现方式，并通过与国际会展
企业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会展经济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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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报告　　大踏步进入“成长期”的中国会展经济过聚荣　　会展经济素以国家经济“晴雨表”
和行业风向标著称。
2007年是中国会展经济发展的关键之年，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日益临近，成为推动和引领中
国会展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力加快服务业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经济政策的一个重点，作为服务业的会展经济
因而将更好地得益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的有力带动。
中国会展业也迎来了它的“成长期”。
回顾2007年，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此同时
，又表现出一些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2007年中国会展经济的现状和特点　　在1978～2007年的29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已经逐步
成为在世界经济舞台扮演重要影响的角色，这一期问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超过9.6％，2007年更是达
到11.4％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连续5年实现超过或达到10％的增长率。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　　比上年增长11.4％，加
快0.3个百分点，连续5年增速达到或超过10％。
从产业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8910亿元，增长3.7％，回落1.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121381亿元
，增长13.4％，加快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96328亿元，增长11.4％，加快0.6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增长。
2007年全年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回落0.3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回落1.5个百分点；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加快0.8个百
分点。
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847亿美元。
全年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6％。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
　　在一系列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的解读中，结合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特征，以第三产业为代表的服务
业在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加大，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2007年的中国会展经济
作为服务经济领军行业之一，显现出了以下一些现状和特点。
　　（一）会展经济整体稳步发展，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演变趋势明显　　2007年中国经济的
增长为11.4％，是经济增长连续达到或超过10％的第5年。
作为经济贸易的平台，会展经济在这种强劲的经济增长背景下自然也维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以上海市的展览项目数为例，2007年上海举办的各类展览会共515个，比上年的466个增长了10.5％
，总展出面积571.9万平方米，比上年的479.5万平方米增长了19.3％。
其中国际展览会项目309个，比上年增长了4.8％，总展出面积474.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了9.5％。
国内展览会项目206个，比上年增长了20.5％，总展出面积97.3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了116％。
北京、广州等会展中心城市的展览项目也大致保持了与总体经济同步的发展态势。
省会城市的会展经济发展尽管不平衡，但据不完全统计，展览数目平均增长在7％。
综合分析，2007年中国展览项目在2006年4000个的基础上，各地举办规模以上的展会达4400个左右，增
长率在10％。
　　而综合的会展经济收入则在上年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长春市为例，该市会展业项目总数不仅再次创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增幅也是近年来最高的年份之一
。
全市共举办各类会展活动达到192项，其中展览78项，节、会、演、赛114项。
实现会展业直接收入9.98亿元，带动其他相关产业收入92.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1％和17.5％。
会展经济的份额，约占全市国民经济4.7个百分点。
　　值得指出的是，经过改革开放29年以来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对外资以及民营企业开放会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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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放松”增长因素已经基本得到有效释放，展览企业“爆发式”增长的年代已经结束，会议、节
庆等新兴会展内容有明显的发展势头，也就是说，中国会展经济正从单纯的数量上的增长转变为数量
和质量一起提高。
比如，上海市各类展览会举办数量在2007年的增长为10.5％，而反映展会质量指标之一的总展出面积
却比2006年增长了19.3％。
随着各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在规范、指导产业发展的力度和广度上的着力，会展相关市场已经逐步从
无序走向有序，因此，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从外延式扩张逐步向内涵式演变的趋势在2007年更为明显
。
　　（二）会展经济区域合作发展氛围良好，会展经济发展的内涵建设日益受到重视　　在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会展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了以下5大会展经济区域。
　　珠江三角洲会展经济区域：这个区域以广州为中心，包括广东的深圳、东莞、顺德、珠海、中山
；福建的福州、厦门等会展城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长江三角洲会展经济区域：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江苏的南京、苏州、南通；安徽的合肥；浙江的
宁波、温州、义乌、杭州等会展城市。
　　环渤海会展经济区域：以北京为龙头，包括北京、天津；山东的青岛、济南、烟台、潍坊、威海
；河北的石家庄、唐山、廊坊等会展城市。
　　东北会展经济区域：这一区域尚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会展中心城市，其区域包括大连、长春、
哈尔滨、沈阳以及吉林等会展城市。
　　中西部会展经济区域：与东北会展经济区域的情形相类似，区域会展中心城市没有确立，其区域
包括重庆；河南的郑州；湖南的长沙；陕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云南的昆明；青海的西宁；新疆的
乌鲁木齐；甘肃的兰州、酒泉；广西的南宁等会展城市。
　　2007年初，中国5大会展经济区域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长三角地区正式成立了长三角城市会展联盟。
这是继珠三角、东北5市成立联盟以来，中国会展经济区域的再一次“联盟”。
会展经济区域合作发展的氛围得到进一步改善，尽管联盟之间相关的合作还有待细化和深化，实质性
的合作还没有实施，但是，三大联盟的成立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我国会展经济发展的内涵建设获
得了认同。
　　（三）会展场馆建设热度不减，会展场馆总体“失衡”状态有加剧趋势　　2007年度，我国场馆
建设仍然保持较热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正在建设或规划在三年内建成展览场馆的展览面积将达200万平方米。
与2006年相比，全国会展场馆建设有全面升温的趋势，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在建和拟建
的会展场馆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
而东部地区会展场馆建设一改2006年只是延续以前的“二期工程”的局面，新建和扩建的城市有南京
、杭州、合肥、宁波、义乌、温岭等地区，其中，南京、杭州都将结合体育设施，新建约20万平方米
的会展中心。
中西部地区场馆继续延续2006年的发展态势，山西太原、陕西西安、内蒙古、甘肃等地区试图通过会
展场馆的建设，发展当地的会展经济，其中，太原国际会展中心、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甘肃会展
中心的总投资均超过1o亿元人民币。
我国会展场馆建设总体“失衡”状态有加剧倾向，会展场馆的运行绩效也将呈现两极分化。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等一批少数场馆继续保持供不应求的状态，大多数会展场馆将面临使用率低
下、闲置率高而经营困难的窘境。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绝大多数展览馆平均使用率只有10％左右。
　　（四）大会展发展模式得到认同，旅游、会议、展览、节庆和体育赛事融合发展　　2007年会展
经济的发展中，呈现了一些新的模式。
　　一是“商贸经济+会展经济”的“市场+会展”模式。
此模式主要针对展览而言，会展主体已经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会展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其
他方面的推动。
该模式表现方式有很多，有的是利用当地已经运营成熟的专业商城，举办相关的行业专业展；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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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历史形成的商贸市场，在周边建设展览中心，以贸促展。
总之，让市场与展览形成资源整合、利益互动、优势互补的格局，有利于构建商贸经济与展览经济的
利益共同体。
比如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天下闻名，市场上有5万多个商铺，每天有20多万客流量，构成了庞大的买家
群体。
正是由于义乌市场上10余万个总代理、总经销又构成了庞大的卖家群体，使得义乌依托大市场办出了
大展会，成为著名的以展览为特色的会展城市。
　　二是展览与会议互动模式。
会展，其实从字面上来讲，“会”和“展”即“会议”和“展览”。
随着市场化发展的越来越深入，国内会议市场的发展也开始崭露头角。
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由于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最近几年北京、上海承办的一些国际和国
内的会议越来越多，也展现出业内人士对会议业和展览业的“两手抓”。
这种齐头并进的局面，不能不说是我国会展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好兆头。
　　三是综合发展模式。
2007年，节庆、赛事等会展内容得以较快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北京奥运会召开前期的预热阶段的带动
，更主要的一点是从事会展经济的主体对会展内涵的进一步理解所致。
因此，以会议、赛事、旅游等为内容的综合会展活动成为一种新的模式。
　　（五）奥运会的引领作用在进一步深化，“北展南移”商机无限　　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
，北京已经在奥运经济中占尽会展商机。
虽然国际奥委会规定，在奥运会期间及前后一周，不得在主办城市本地、或其附近、或其他比赛地点
举行全国性、国际性重大会议活动；但是，围绕奥运主题，北京仍组织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的各类会议
和展览，这也是北京奥运经济中会展商机的直接体现。
这些活动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节、国际奥林匹克文化论坛、奥林匹克教育论坛、奥林匹克艺术论坛、
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珍品展、国际奥林匹克集邮展、国际奥林匹克收藏展、国际体育艺术展、中国体
育文化展、国际奥林匹克书展、中国传统文化展、中外体育绘画展等。
同时，北京还将举办以体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为主题的北京国际科技产业
博览会、北京国际汽车展、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一系列相关文化会展。
　　而对于不能在北京举办的上百个品牌展会，大部分会选择到其他城市举办，无疑这对其他非奥运
城市来说，就是北京奥运带来的商机。
这些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无论是南京、杭州，还是宁波、苏州、扬州，以致义乌、台州、余
姚、昆山，各地都在建造设计新颖、气势恢宏、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型会展场馆，这就是“北展南
移”为他们带来的机会。
另外就是以广州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也是吸纳这些“南移”展会的地区。
　　（六）会展经济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深化，会展业之间的竞争呈综合化特征　　2004年初，商务部
颁布了《设立外商投资会议展览公司暂行规定》，批准外商可以在中国成立独资的展览公司，并可在
中国境内主办、承办各类经济技术展览会和会议。
但2006年以来，很多外资会展企业在华业务重点已经不是设立办事处、子公司或组建合资公司，而是
倾向于通过资本运作，收购或者并购国内有一定资质的展览企业或者有一定品牌影响的国内展览项目
。
在2007年，这种“中外竞争”已经演变成一种“大鱼吃小鱼”的状况。
此外，外资展览公司之间“强强联合”，也形成了“外外竞争”的一种新形式，国内会展经济的竞争
颇为激烈。
　　2007年，中国会展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深。
很多企业和会展公司都将眼光投向世界的舞台，积极地“走出国门”，为自己的品牌在国际舞台上打
下一片新的天地。
同时，“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企业思考的问题，政府也从另一个高度为国内企业走出去
提供新的帮助和政策扶持，这是最可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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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会展经济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媒体参与度高　　值得指出的是，会展经济在发展之初，
仿佛只与会展公司或者相关企业有关。
但是，随着会展经济在国内的深入发展，会展经济的发展已经与普通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2007年，很多会展活动的举办者在关注专业观众的同时，也注重吸引普通百姓参与其中，如一些婚庆
展览和传统赛事、节庆活动等。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开始重视会展经济，中央电视台二套“商务时问一博览会”、上海电视台
“第一会展时间”等多家媒体都开通了会展经济的相关专题节目，“阿里巴巴”网站也有迹象表明要
进军会展业。
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传统媒体及其相关第三媒体对会展活动的重视程度已经将会展经济提升到了一
个更高的层次，使全社会对会展经济的发展有着最新最深刻的认识。
　　二2007年中国会展经济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们观察到2007年中国会展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然
而，冷静地分析，在轰轰烈烈发展的背后还是隐藏着一些隐患。
这其中有体制问题引起的，也有由于会展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
　　（一）会展经济缺乏科学发展观指导　　根据课题组对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十一
五规划”的梳理、统计，有总数达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将会展经济（或会展业）列入了本地
区的发展规划，其比例高达87％，在全国“十一五”规划中也首次提到了会展业，而2007年有上百个
省会和地级城市确立了以发展会展经济为基本目标的设想。
　　我们的观察分析认为，虽然各地纷纷把“会展经济”纳入战略规划，加强会展经济的发展不能不
说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也观察到了这样一种带有普遍的现象，即各地似乎以为建了会展场所就具
备了发展会展经济的条件，就能为一个地区发展相关产业提供增长点了。
兴建场馆的冲动，导致了场馆数目盲目增长。
就以会展场馆的经营来说，按照业内通常的评价标准，一个展馆的利用率达到60％左右时，才能实现
较佳的市场效益。
但现实却是，全国200多个展览馆共计800多万平方米的使用面积的平均年租用率只在15％左右，有的
场馆一年也举办不了几个像样的或者有点规模的展览会；除此之外，各地纷纷将场馆建设得华丽奢侈
。
而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说明了，在发展会展经济的热潮下，应该研究会展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
而不是仅仅依靠展馆的外表。
　　很显然，会展场馆的建设并非就是会展经济建设的全部，建造会展场馆相对于发展会展经济要容
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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