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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会展风尚大典迎来新起点

编者按：“十 年 磨 一 剑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正是中国会展业发展的一个缩影。10 年

时间，中国会展业完成了从“蛹”到“蝶”的蜕变。

追溯中国会展业走过的 10 年，一些事件虽

不惊心动魄，但值得书写，并被历史铭记。

每一个 10 年的回顾都不平静，总有些柔软

的瞬间触动心底。10 年来，中国会展业发生了

太多的变化，但执着的会展人用他们的努力证

明：只要拥有希望与信念，就有前行的力量。

年终总结第 5 波：

中国会展10年：经历蜕变的疼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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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注定成为要被记忆的一年。

除了令世人恐慌的“玛雅人预言末日”的

传说，还有中国会展业经历成长的蜕变。

中 国 会 展 业 需 要 进 行 一 次 梳 理、一

个 阶 段 性 的 总 结 。 时 间 回 到 10 年 前 的

2002 年，当各界还对“ 会展经济”界定不

清时、当人们对商务会奖旅游概念还模

棱两可时、当报考会展专业的学生还对

所学专业一头雾水时，先行的他们——

《中国贸易报·会展周刊》（以下简称《中

国贸易报》）、中青旅（北京）国际会议展

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旅会展）、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北京二外）

会展专业，已经上路。

过去的 10 年，《中国贸易报·会展周

刊》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解读了作为朝

阳产业的会展业如何拉动经济增长；中

青旅（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细分

了旅游市场，告诉业界会奖旅游是行业

发展中崛起的创新之星；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会展专业证明了人才符合需根据

市场需求。

10 年间，他们在被质疑和被否定声中

一路走来，并坚持到了今天。10 年后，市

场已经接受并高度认可他们。过去的 10

年，每一项创新都是一次蜕变，在经历了

疼和痛之后，他们逐步成熟了。

“10 年来，因为专注，所以专业。10 年

来，因为有你们，会展收获了太多精彩！”

这是业界给予他们的评价。

会展媒体的10年

4 月 16 日，是《中国贸易报·会展周刊》创刊 10

周年的日子。中国贸易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范培康

以《10 年，我们记录了中国会展业的那些事》为题，

回顾了内地平面媒体首家创办会展周刊的经历。

范培康表示，10 岁的《中国贸易报·会展周

刊》才刚起步。但他对过去 10 年中国会展业的发

展给予了肯定：“中国会展业的发展令全球瞩目，

尤其是各类专业展会规模快速增长，展馆建设方

兴未艾。从博鳌论坛到夏季达沃斯，从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举办到 2009 年国家会议中心启用，中国

会议市场同样风生水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范培康提醒说，过去 10 年，中国会展市场成为

全球会展大鳄们“跑马圈地”的乐土。从起初的

“曲线迂回”、由港着陆、项目合作，到现在的资本

并购、战略扩张、区域布局，外资展览公司在华完

成了从展览到展馆的“集结”。当然，跨国合作过

程中也“强震”不断。在保护自主品牌展会还是与

外资合办展会的问题上产生了强烈的分歧：“保护

派”认为引进外资办展是引狼入室、与虎谋皮；而

“开放派”主张与外资合作办展是快速提升中国会

展业服务水平的捷径。近年来，会展项目资本运

作热潮汹涌，民企的动向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

10 年来，《中国贸易报·会展周刊》的《3800 展

会过剩之忧系列》、《关注会展城市系列报道》、

《外资公司在中国》等重点栏目，都是中国会展业

发展的缩影。10 年来的选题策划如《60 年，中国

会展业的成长年轮》、《2009 年，中国会展业勇于

担当》、《会展业专项扶持资金引发新一轮混乱》、

《中国会展业标准之争调查》、《中国展馆建设走

在世界前列 近 10 年使用率未增长》等引起了业

界的高度关注。

10 年来，出版了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与顺利

开幕的号外，联合中国经济网会展频道推出年度

中国会展十大新闻，以及与业界研究合作独家推

出《国内外商展百强地图》、《国内外组展商成长

报告》、《中外会展业管理模式比较》等一系列深

度 调 查，特 约 专 家 学 者 刊 出《理 性 看 待 国 际 会

议》、《二三线城市国际会议需“瘦身”》、《会议经

济拉动系数揭秘》、《中国国际会议市场解析》、

《中国国内会议市场解码》等专题稿件，一再引发

会展业的阅读热潮。这期间，还举办了展会知识

产权保护圆桌会议、策划展会分类认定工作，专

题调查《民营/外资会展企业发展状况》，编辑出

版《中国展览年鉴》、《中国展览会和博览会》。

范培康表示，10 年，《中国贸易报·会展周刊》

见证了中国会展业由无序到逐步规范的发展历

程，记录了从恶意竞争到理性合作的一步步转

变，也亲历了本土展会与外资展览公司日益融合

的历史瞬间。

商务会奖的10年

8 月 1 日，中青旅（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

公司成立 10 周年。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

旅）副总裁、中青旅（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

司总裁袁浩感慨地说：“我们用 10 年时间，完成

了从传统旅游业细分到商务会议奖励旅游业

务，再到商务会奖+活动管理+公关传播+广告

营销+国际会议组织管理的立体整合服务，逐

步实现了业务的转型升级。”

2002 年 7 月，为顺应会展旅游市场发展态

势，专注于新兴的细分市场，中青旅国际会议展

览公司应运而生。而早在 1998 年，刚上市的中

青旅确立了“细分市场，重塑流程，走专业化道

路”的发展方向，重点关注集团客户对旅游服务

的更高层次需求，率先将 M.I.C.E（MICE）概念

引 入 中 国 旅 游 行 业，设 立 了 中 青 旅 商 务 会 奖

处。2001 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青旅会议奖励

旅游部。

中青旅会展参与了奥运会、世博会、亚运

会。10 年来，中青旅会展营业收入由 2002 年成

立之初的 2000 多万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13.6 亿

元，增长了 60 多倍，员工由创业之初的 18 人发

展到如今的 600 余人，已为全球近 1000 家机构

和企业每年提供超过 1 万场次的展会服务。

中青旅会展用 10 年的时间，完成了区域网

络布局，建立了以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

深圳等公司，以及成都办事处为中心的商务会展

服务板块，和以联科公关、联科广告、联科传媒、

联合体育等公司为核心的整合营销服务板块，全

面提升了跨地域的复制扩张和整合能力。

“ 在 服 务 内 容 上，我 们 致 力 于 为 政 府、社

团、企 业 等 集 团 客 户 提 供 包 括 会 议 与 奖 励 旅

游、国际会议组织管理、市场活动管理、公关传

播、广告、展览、体育营销在内的整合营销服

务。”袁浩说，10 年来，中青旅会展的发展理念

就是坚持“经营创新”，如率先采用客户经理制

和项目经理制服务模式；率先按客户行业设置

业务部门，创立了专门为电信、医药、金融保

险、IT 电子等行业服务的业务部门；在管控模

式上，2009 年创新组建了横跨各地的医药医疗

客户事业部，在 2011 年又创建了金融保险事

业部，形成了垂直专业化公司（事业部）和区域

公司交叉的管控模式。

袁浩表示，未来中青旅会展将走创新整合

之路，打造“大会展”。据介绍，大会展服务内容

包括会议奖励旅游、国际会议组织管理、展览展

示、公关传播、活动管理、广告、赛事管理、节庆、

演艺。整合可以是其中的两种或多种服务内容

的整合，进而形成多种业务模式。

会展教育的10年

11 月 17 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会展教育十

年庆典暨第五届中国会展教育年会（以下简称会展

教育庆典）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北京

二外）勤学厅举行。

在会展教育庆典上，被称为会展教育创始人

的北京二外会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可一句“认认

真真做研究，踏踏实实搞教育”，道出了会展教育

专业人的坚守。

北京二外会展教育专业的 10 年，令会展教育

人士感慨颇多。自 2002 年以来，各大院校相继开

设了“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对此，业界的质疑

是，缺少专业教材的中国会展教育专业，能培养

出市场急需的专业人才吗？

在诸多的质疑声中，以北京二外为标杆的中国

会展教育专业已被纳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10 年来，中国会展业迎来了中国本土

院校培养出的专业会展人才。据北京二外统计，目

前，该校会展专业的毕业生超过 400 人，研究生 10

余人，其中，有人已在会展公司担任重要职位。

据刘大可介绍，10 年来，北京二外先后前往

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俄

罗斯、葡萄牙、韩国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通过进

修、访学、专业考察、学术演讲、参加会议等，不断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北京二外已有会展专业专职教学研究

人员 8 人，其中 6 人拥有博士学位，4 人为研究生

导师，1 人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北京市级

人选，3 人入选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近年来，随着北京二外成为“会展教育界的标

杆”，已先后获得来自中外会展企业的“独家奖学金”。

2007 年获得了英国励展博览集团的“励展中国奖学

金”，还与国家会议中心签署了“国家会议中心独家奖

学金计划”。

据悉，北京二外会展专业毕业生分别就职于

中国贸促会、国家会议中心、德国科隆展览公司、

励展博览集团及中旅集团、国旅集团、中青旅集

团的会展业务部等机构，成为中国会展业界的新

生力量。

此外，中国会展教育联合会已成立。据会展

教育联合会首任会长刘大可介绍，会展教育联合

会的宗旨是：在中国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指导下，

团结和组织中国从事会展教育的专家、学者及其

他相关人士，促进会展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沟通、

交流和合作，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会展教育专业

的国际化、实用化和规范化进程。

北京二外会展专业的 10 年，也是中国会展教

育的 10 年。北京二外会展专业教育已向业界证

明，本土的会展教育完全可以培养出市场需要的

专业人才。

会展传真

中阿经贸论坛升格为中阿博览会
宁夏平台作用初显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宁夏内陆开放型

经济试验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连续举办了

3 届的中阿经贸论坛获得国务院批准，正式

升格为“中阿博览会”。几乎同时，南亚国家

商品展也升格为中国南亚博览会。至此，包

括已有的东盟博览会、东北亚博览会、亚欧

博览会在内的中国对外开放博览会平台可

谓四面开花。

与 其 他 博 览 会 不 同 的 是，中 阿 博 览 会

并 不 是 借 助 地 缘 临 近 的 关 系 而 打 造 的 对

外开放合作平台，而亲缘优势在宁夏与阿

拉 伯 世 界 的 联 系 中 体 现 得 最 为 显 著 。“ 凌

空对接”成为中阿博览会颇为特殊且值得

关注的创新合作模式。

提到有关中阿博览会发展问题时，宁夏

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谈到了四个方向的

建设：首先，丰富博览会的内涵，推动以经贸

为主向综合展会转变。有关中阿商品贸易、

服务贸易、金融投资、技术合作、文教旅游等

多方面的通道将尤为丰富。其次，加强务实

合作，推动论坛从概念向务实投资转变。博

览会将更倾向于邀请投资商、参展商和企业

家参会，成为政治外交、商业机遇、文化交流

的集合体。再次，完善创新机制，推动国内

主办向国际共办转变。在坚持主体主办的

同时，将邀请阿拉伯国家以及阿盟机构共同

主办，提高中阿博览会的国际性和影响力。

最后，注重产业延伸，推动由展会经济向实

体经济转变。通过中阿博览会进一步建立

产业标准和互认机制，带动宁夏以及大西北

乃至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 （毛 雯）

本报讯 第七届孔子学院大会于近日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也是孔子学院大

会连续 4 年选址国家会议中心。

孔子学院大会是全球范围内研究学习孔

子文化人士最重要的盛会。本届孔子学院大

会吸引了来自 108 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

孔子学院代表共 2000 多人出席会议，其中国

际参会代表约占整体参会人数的 70%。

本届大会以“促进孔子学院融入大学和社

区”为主题，同期还举办了校长论坛及分组研

讨会、孔子学院总部项目咨询会及国际汉语教

材资源展等。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孔子新汉

学计划、孔子学院制定发展规划、汉语师范专

业和汉语教师培训基地建设、设立孔子学院专

职教席以及孔子学院质量评估与示范孔子学

院建设等分议题展开了讨论。 （邵珊珊）

第七届孔子学院大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日前，“2012 会展·风尚·大典”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大典以“新

起点·新思维·新发展”为主题，来自业界的

1000 多名代表参会。

本着合作共赢的目的，本届大典期间还

举办了以“2013 中国会展看成都”为主题的

成都会展业（北京）推介会、点意空间国际展

览集团推介会和 2012 会展风尚大典专场推

介会，有效地加强了行业内的互动。

随着《财富》全球论坛和世界华商大会

两大国际会议明年齐聚蓉城，成都注定将成

为中国会展业瞩目的焦点、成为世界工商界

瞩目的焦点。

2012 会展风尚大典是继 2010 年同期举

办“会展·十年·风尚·大典”和 2011 年同期举

办“会展·风尚·大典”之后，第三次举办的会

展风尚大典活动。此次活动由中国会展杂

志社主办，国际会展产业促进会联合主办，

成都市博览局、国家会议中心、点意空间国

际展览集团特别协办，北京界上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承办。 （张孟琼）

刘大可刘大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