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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敏 朱晴 翁婷瑾 张超

全球商业展会百强地图

本报讯 日前，财政部办公厅和商务部办公厅以

财办建 [2011]52 号文件向各省区市财政和商务主管

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 2011 年流通领域放心肉服务

体系等项目资金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其中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展会主办单位发

生的招商宣传费、中小商贸企业的年度参展费采取

财政补助方式予以支持。

《通知》强调，为规范 2011 年度中央财政支持搞

活流通扩大消费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使

用管理，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做好支持搞活流

通 扩 大 消 费 有 关 资 金 管 理 的 通 知》( 财 建 [2009]16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 [2009]227

号 )和《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商贸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财建 [2009]229 号 )以及商务

部、财 政 部 有 关 业 务 指 导 文

件 规 定 ，商 务 部、财 政 部

将 对 中 小 商 贸 企 业 市

场 开 拓 项 目 采 取 财

政 补 助 方 式 予 以

支持。

《通知》规

定 ，对 符 合

条件的中小商贸企业，在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1 年 4

月 30 日期间发生的参展费用(包括展位费、参展产品

宣传材料制作费、体积 1 立方米或重量 1 吨以上的单

个展品运输费)，展会主办单位发生的招商宣传费用

(包括宣传文字材料和光盘制作费、在境内媒体上发

布公告费)，采取财政补助方式予以支持。中小商贸

企业参加由商务部主办或引导支持的搞活流通、扩

大消费方面的贸易投资洽谈会和展会，按实际支付

参展费用的 70%予以补

助，每个企

业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1 万元，主办单位招商宣传费补

助总额不超过 40 万元，商务部引导支持的展会，主办

单位招商宣传费补助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中小商贸企业参展费补助项目采用项目法管

理，具体申报程序为：

对于商务部主办的展会，在展会结束后，由承办

地省级财政、商务部门组织参展企业和展会主办单

位申报，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提出安排初步

意见，与 2011 年 6 月中旬前向财政部、商务

部 提 出 参 展 费 补 助 资 金 申

请 。 商 务 部 会 同

财 政 部

对各地申报材料审核确认后，由财政部下拨专项资

金，各省级财政部门收到补贴资金后应当及时转拨

到项目承办单位。

对于商务部引导支持的展会，在展会结束后，由

展会主管单位组织参展企业申报，并对企业申报材料

进行初审并提出安排初步意见，于 2011 年 6 月中旬前

向财政部、商务部提出资金支持申请。商务部会同财

政部审核确认后，由财政部拨付资金。

各地要切实做好有关项目申报、评审、组织实

施、审核验收和资金拨付等工作，按规定用好专项资

金，相关评审工作经费应从严控制支出范围，专项用

于项目评审、验收和审核等工作。商务部、财政部负

责对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情况实行动态监管，并组

织不定期抽查。对于未按要求开展工作、工作进度

过慢或资金使用管理存在问题的地区，将相应

调减专项资金分配规模。对在资金使用管

理方面违反财经制度的，将按有关规

定进行处罚。

（程贸联）

2011年会展专项资金扶持政策出台
政策法规

商业展题材新旧十强

在世界商展百强中，按展出面积排序：并列第一的是工业/机械/加工

展、建筑/五金/装潢展，各占 12%；位列第二的是汽车/交通工具展，占 10%；并列

第三的是家居/家电/日用品展、食品/饮料/酒类展，各占 8%；并列第四的是办公/

文教/艺术展和综合展，各占 6%；并列第五的是化工/能源/环保展、农/林/牧/渔展、

通信/电子展，各占 5%；并列第六的是服饰/皮革/纺织展、旅游/休闲/体育展、印刷/包

装/纸业展、海洋/航空/航天展，各占 4%；位列第七的是生物/医药/保健展，占 3%；其他

各类展会占 4%。

在 新 入 围 商 展 中，香 港 珠 宝 首 饰 展（JGF）排 名 第 80，展 出 面 积 12 万 平 方 米，是 港

展 第 一 次 入 围 世 界 百 强 ，一 跃 而 为 全 球 最 大 的 珠 宝 展 。 德 国 慕 尼 黑 太 阳 能 展

（Intersolar）排名第 94，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太阳能专业展，顺应了绿色能源的时代要求，

参 展 商 达 1414 家，来 自 30 个 国 家 和 地 区，同 比 增 长 33%；展 出 面 积 10.4 万 平 方 米，同 比 增

加 37％ ；到 会 观 众 6 万 余 人 , 来 自 155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堪 称 业 界 之 最 。 中 国 国 际 机 床 展

（CIMT）排 名 第 97，展 出 面 积 10 万 平 方 米 ，在 专 业 展 中 独 树 一 帜 ，国 际 参 展 商 比 例 高 达

50%，专业观众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机床生产产值排名前 20 位的企业悉数参加。

按照国内商展百强统计，2009 年度，全国举办的各行业各领域展会中，能源冶金、建筑建材、家

具家居、食品饮料等几大门类所占比重最高，分别达到 11.6%、10.5%、10.5%和 10%，侧面反映出上

述几类展览市场表现活跃，成熟度高。其次是机械机床、汽车类展会，分别占 8.2%和 6.5%。

此外，商业贸易、医疗保健等服务业展会，电子智能、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展会，所占市场份

额分别达到了 8.0%、6.8%、5%和 4%，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规模化走势日趋强劲

对 2009 世界商展百强与 2010 世界商展百强的展出面积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商展规模化走势

强劲，对展览场馆的室内面积提出了刚性需求。其中，以排名居首的德国慕尼黑国际工程机械/

建筑机械/矿山机械/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bauma）为最，从 2009 年的 54 万平方米上升到 2010

年的 65.1 万平方米；汉诺威工业博览会（Hannover Messe），从 2009 年的 30.6 万平方米上升到

2010 年的 39.4 万平方米；汉诺威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AGRITECHNICA)，从 30.4 万增长到 31.9

万平方米；米兰国际家具展览会(I Saloni)，从 15 万平方米增长到 31 万平方米；拉斯维加斯工程

机械展(CONEXPO-CON/AGG)，从 21.2 万平方米增加到 29.5 万平方米。

2009 年度，全国规模以上展会 254 个，展出总面积 1928.3 万平方米。其中 10 万平方

米以上的特大型展会 45 个，数量占 17.72%；展出面积 845.9 万平方米，规模占 43.87%。这意

味着总数不到 18%的特大型展会，贡献了将近 44%的展出面积。

2009 年，上海举办规模以上国际商展 61 个，展出面积 452.71 万平方米，展会平均

面积 7.42 万平方米，领先于全国。大型及特大型商展增长速度高达 15%，超出了一

般商展平均不足两位数的增长。其中 7 个特大商展的展出规模，连年抵达场馆极

限 12.65 万平方米。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国外对应主题的 7 个展会，由于不受展

览场馆硬件局限，有 1 个展出面积接近 20 万平方米，6 个超过 22 万平方米，其

中有两个高达 50 万平方米左右。

国内商业展规模缺乏竞争优势

中国商展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国际竞争优势。根据 2010

世界商展百强榜，按展出面积排序：中国虽然在全球会展业 9

个领先国家中已位居第二，但是按展会平均面积排序，一

下子就变成了倒数第三。中国在最具竞争力的特大

型商展层面，展会平均面积仅为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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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万 平 方

米，甚至低于瑞士、俄罗斯和美国的 16 万平方米、15 万平方米和

14.3 万平方米。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专业化不足。商展专业化是目前世界商展发展

的主流。德、意、法、美、英等会展强国不再办综合性博览会，而愿意办行业特

点鲜明的专业展和意在亲近终端消费者的混合展，以便最大限度地吸引专业生

产商、采购商和消费者，使专业人员带着专业产品同台竞争、切磋交流，带动专业供

需信息的沟通交流、专业品牌的全球传播，进而引领专业领域和终端消费的最新发展

潮流。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商展追求的目标是综合化、小而全，造成展会特色不

鲜明、低水平重复、缺乏吸引力和规模效益。

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

大型商展的突出意义在于国际贸易。德国商展的优势是它直接服务于贸易强国的国际化

属性。德国每年举办大约 150 个国际贸易展，大约有 16 万至 17 万参展商和 900 万至 1000 万观

众参与。其中，参展商过半来自国外，1/3 来自欧洲其他国家；观众近 25%来自国外，20%来自欧陆

以外。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德国会展业受挫，全年仅举办了 135 个国际专业展，展出面积

578 万平方米；参展商 15.4 万人，其中 8.2 万来自海外，比例仍高达 53％；观众 892 万，其中境外观众

200 万，比例仍保持了 22.4%。

境外参展商和观众比例历来是展会国际化程度的标志。中国以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为

目标，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上海的城市定位是全国市场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城市。2009 年度，

上海举办国际商展 243 个，数量超过德国；展出面积 560 万平方米，规模不及德国；参展商超过 20 万

人，其中海外参展商 4.92 万人，占 24.6％，低于德国海外参展商 53%的比例；观众超过 1000 万人，其

中境外观众 75 万人，占 7.5％，明显低于德国低谷期海外观众仍达 22.4%的比例。

商业展成长遭遇瓶颈

据统计，中国目前拥有各级各类展览场馆总面积约 296 万平方米，占世界总量的 9.5%，堪称会展

大国。然而，进入全球 50 强的最具竞争力展览场馆的面积，仅占其中的 26.8%，远低于会展强国德国

89%的比重，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上处于多而散、小而弱的状态，有悖于世界商展的规模化

走势，对特大型商展的成长形成了刚性制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商展做强的步伐。

以上海为例。截至 2010 年年底，上海展馆室内展览总面积为 26.8 万平方米，不含未投入使

用的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扩建馆 2.3 万平方米、未投入商用的世博园主题馆 7.6 万平方米，饱

和办展能力 800 万平方米；2010 年展出面积已抵达上限，进而导致了档期过密、需求流失、影

响环境生态、安全系数偏低等后果，不利于会展业做大规模、做强品牌、做足国际化，影响到

会展服务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长三角会展城市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调查显示，上海展馆规模不足，已导致国际竞争力最强、世界影响力最大、产业利

润率最高和成长性最好的特大型展会正常成长受到刚性抑制。据测算，目前上海能

够发展到 30 万平方米规模的国际展项目至少有 20 个，可供培育的国内精品展和

可能引进的国际名优展各在 60 个左右。

目前，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会展中心城市之一，经过承办史上最大

世博会的考验，会展业队伍经验更丰富、品牌国际感召力更强、市场需求

更旺盛、产业链更完整、会展教育和研究基础更雄厚。如果长期受困

于展览场馆规模的局限，势必影响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会展业在

全球竞争中发挥应有作用。

笔者建议，中国会展业下一步应该自觉服务于贸易

强国建设，努力构建全球会展大平台，通过一流航

母型特大展览场馆的兴建，培育本土品牌展

会，引进国际顶级商展，实现各种类、各

层 级 协 同 发 展，强 化 中 国 特 色

的差异化竞合优势。

“ 如 果 说 2010 中

国 国 际 创 意 设 计 推 广

周 具 有 开 启 的 意 义 ，激

发 的 是‘ 设 计 之 光 ’，那 么

2011 中 国 国 际 创 意 设 计 推 广 周

的 持 续 推 进 ，更 是 为 了 踏 踏 实 实 地

探 索 一 条‘ 设 计 之 路 ’。”6 月 2 日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中 国 设 计 艺 术 院 院 长 潘 鲁 生 在 北 京

召 开 的 2011 中 国 国 际 创 意 设 计 推 广 周 暨 2011

“ 天 鹤 奖 ”中 国 国 际 青 年 设 计 师 大 赛 新 闻 发 布 会

上如是说。

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经济信息部

副部长晏礼兵宣布，中国贸促会与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设计艺术院和成都市政府合作，

将于 11 月在成都和北京两地举办 2011 中国国际创意

设计推广周活动。

设计缺乏文化自信

晏礼兵指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过程中，创意设计产业是核心竞争力。目前，中国

的创意设计产业尽管已形成了一定产业基础，但是

产业化发展不充分，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性研究

与开发力量明显滞后，生产企业对创意设计的投入

尤其是对工业设计的投入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上，并

且设计人员在企业中多处于从属地位。这在很大

程度上直接导致中国企业技术含量不足，缺乏自主

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

地位。

同时，潘鲁生也指出，发展“中国设计”，关键是要

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内涵、文化精神的设计表达，并且

还要得到本土消费者的认可。但是中国目前存在的

问题出在设计环节上，对发掘整合本土文化资源的严

重不足，甚至缺乏文化自信。

正因为如此，中国贸促会希望通过 2011 中国国

际创意设计推广周和 2011“天鹤奖”中国国际青年设

计师大赛的举办，进一步学习国际创意设计领域的

最新理念，促进中外创意设计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

中国创意设计产业整体竞争力；发掘和培育优秀本

土设计人才，推广优秀设计作品和产品；促进中国生

产企业与境内外创意设计机构和专业设计师的对接

合作，以创意设计提升中国生产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品

牌价值。

探索“设计之路”

据晏礼兵介绍，2011 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

活动将于 11 月 2 日在成都开幕。推广周期间，将在

成都和北京分别举办开幕式、2011“天鹤奖”中国国

际青年设计师大赛评审结果发布和颁奖仪式、2011

中国国际创意设计论坛、2011 中国国际创意设计展

览会等活动。其中，2011“天鹤奖”中国国际青年设

计师大赛于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在全球范围征集作

品。大赛分专业组和学生组，分别按交流设计、产品

设 计 和 新 媒 体 设 计 三

个类别设金奖、银奖、铜奖

和入围奖。大赛以中外生产企

业、专业设计机构、独立设计师、设

计院校师生等为参赛对象，将聘请中外

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团队，对参赛作品进行全面

公正的评审。大赛将于 11 月 2 日在成都举行评审结

果发布和颁奖仪式，并随后在北京、成都等地举办

获奖作品巡展活动。

晏礼兵强调，来自美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

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国际顶级设计大师将出

席 2011 中国国际创意设计论坛，与中国自主品牌企

业、专业设计师和业界专家进行对话交流。

晏礼兵还指出，此次推广周活动注重实效、突出

对接功能，将重点组织中国家具、纺织、服装、鞋类、

竹产品生产企业与境内外设计师进行“ 一对一”洽

谈，促进概念性设计作品的产业化。

晏礼兵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为带动各地创意产

业发展，今后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活动将逐步在

其他城市巡回举办，而今年成都作为首个地方城市参

与主办推广周活动，将为今后其他城市举办推广周活

动树立标杆。

潘鲁生认为，设计产业是知识产业、人才产业、

品牌产业，更关系到民族的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

说，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搭建起一个互动交流

平台，面向公众推广设计价值观，面向国际推荐中

国设计品牌，面向企业推介设计人才和设计理念，

推动产业发展。 （叶灵燕）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2011 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将于 11 月在北京和成都两地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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