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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会展产业年度报告（2012）》根据商务部2011年有关会展业的基础统计，就全国14个办展
主体，分别按场馆、展会主办单位、地方会展办（会展协会）三部分不完全统计以及亚太会展研究院
定向统计数据分析，对2011年全国会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包括2011年全国展览数据、会议数据
、节庆活动数据、会展企业和就业数据以及会展业产值数据等。
 《中国会展业年度报告（2012）》全面分析我国会展业总体发展情况，客观反映2011年我国会展业发
展变化的特点和走势，探讨会展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路径。
本报告分为2011年中国会展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分析、2011年中国会展业发展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2012年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会展业发展较快的五个省市的区域报告等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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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牧，博士，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浙江省国际会展业协会会长、亚太会展业发展研究所所长，
从1989年开始，从事会展业的实际运作及理论研究，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先后被评为“2003年度
中国会展业十大杰出企业家”、“2004年度中国会展业十大会展理论人物”和“2005年中国会展业贡
献奖”、“2006年度中国会展十大风云人物”、“2007年中国会展业十大产业贡献奖”。
现为：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会展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会展教材编委会主任，
澳门展览贸易协会特聘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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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会展业发展的目标和特色第三节　广州市会展业发展分析第四节　广州市会展业发展的特点第五节
　促进广州市会展业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七章　2011年浙江会展业发展报告第一节　浙江会展业发展的
现状第二节　认真贯彻指导意见，促进行业稳步发展第三节　2012年浙江会展业发展的趋势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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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会展业的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监管缺位、越位、错位
现象时有发生。
我国对会展业长期以来实行分类管理和分级管理办法，通过展览主办单位的资格认定制和展会立项的
资格审批制来实现，管理部门较为分散。
按照展会的性质、级别和类型，实施政府部门的归口管理，对展会实行审批的部门包括商务部、贸促
会、外交部、科技部、工商局、文化部等有关部门。
国内贸易展览会先后由商业部、内贸部、国际贸易局、国家经贸委、商务部归口管理；境内举办对外
经济技术展览会，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我国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加强管理的通知》（国
办发〔1997〕25号）规定，展览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由国务院和各级商务部门分级审批，其中以
科研、技术交流为内容的展览会由科技部审批，贸促会系统举办的展览会由中国贸促会审批；一般展
销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直到2010年才取消）；出国展览业务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国
务院审批，后来一度将审批权下放到各地外经贸主管部；自2001年1月1日起，所有出国展一律由中国
贸促会审批。
2003年内外贸合并，展览业行政管理被明确划为商务部的职能，但事实上按国办发〔1997〕25号文件
，多个部门具有展览会审批权，此外海关总署、公安部等多个部门实际上也参与了相关行政管理。
　　由此可见，我国会展业的宏观管理是相当分散的，难以形成宏观规划的合力。
多部门分散管理，缺乏统一、协调、高效的管理机构，行业数据难以统一归口进行统计，行业标准各
自为政制订，使得当前我国会展业出现了一些无序办展和混乱竞争的情况，缺乏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统
筹规划。
　　近年来，该问题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先后成立了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和全国会展工作委
员会，对行业进行精心研究和整体协调。
部分商务厅相继成立了会展业的管理机构，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
部分省市则把会展主管部门安排在市政府下辖管理，如杭州、宁波、南京、西安等。
还有部分省区则对于定期举办大型展览活动设立专门行政机构，如四川省博览事务局（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会）等。
但总体而言，在宏观调控方面全国尚未形成一个上下一致、统一协调的会展行业管理体系。
　　（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阻碍综合竞争力提升　　我国是后发的会展国家，只是近年来会展业
发展才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从我国场馆的总体数量和总面积，展会项目的总体数量和总展览面积，以及会展公司的总数来看，其
绝对值都居于世界前列。
然而我国会展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合理不协调现象，普遍都是初始发展阶段的小
型会展业和会展项目，处于多而散、小而弱的状态，缺少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实力的大企业、大展
馆、大展会项目。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在展览项目方面，中国在最具竞争力的特大型展会层面，展会平均面积仅
为13.2万平方米，远低于欧洲会展强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21.05万平方米、20.9万平方米和19.75万
平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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