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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会展业内的扎堆或凑热闹现象已屡见

不鲜。

当 2012 年玛雅人的关于“世界末日”传说几乎渗

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却丝毫未影响中国的一些

城市组建博览局的进程。从省会到地级城市，再到县

级城市，成立博览局成为各地发展会展业的又一个最

有力的借口，并演变为一股浪潮。

几年前，中国会展业曾掀起过成立会展管理办公

室的热潮。在那股热潮中，部分城市先后出台了展会

管理办法，以及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曾为当地会展

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努力。

那么，博览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一位不愿

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各地相继成立的博览

局与其他国家的会议局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美

国，会议局是负责对外推广国家形象的，并不具体负

责会展项目。

“博览局年”

近年来，各地打着有效地整合优势资源、提升全

省（市）会展业的保障服务水平、促进全省（市）会展经

济或某个展会项目发展等旗号，组建博览局的热情此

起彼伏，可谓“疯狂”。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仅仅在 2012 年，就有四川省

汶川县、资阳市、眉山市，海南省海口市，福建省厦门

市，以及黑龙江等 6 个省市区县先后成立了博览局。

需要提出的是，2012 年之前，各地成立的都是博览局，

而从 2012 年起，在名称上则有了变化，比如，海口市成

立的为会展局、厦门市成立的为会议展览事物局。再

往前追溯，广西、吉林、四川、新疆、宁夏以及广西玉林

分别为某个展览项目成立了省（市）级博览局，而四川

成都的博览局则是从会展办演化而来，主要工作是协

调全市会展业发展。

鉴于各地组建博览局的热情居高不下，2012 年被

业内人士戏称为“博览局年”。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2012 年，共有 1 个省级、4 个

地级市、1 个县级市成立了博览局，是自 2003 年广西

国际博览事务局成立之后，成立博览局数量最多的

一年。

2012 年年初，为了更好地借力会展经济实现灾

后发展振兴，四川省汶川县成立了全国首个县级博

览事务局，并初步形成了《汶川县发展会展经济战略

规划》。

2012 年 2 月，为做大会展产业，发展会展经济，四

川省眉山市成立眉山市博览事务局，主要负责组织和

管理推动全市会展业的发展，组织起草眉山市会展业

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负责以眉山名义举办或参

加的商贸交易会、展览会、展销会的统筹、组织实施和

协调服务。

4 个月后的 2012 年 6 月，国内第一个会展局——

海南省海口市会展局举行了揭牌仪式，主要负责海口

市会展业协调服务管理工作，与中国贸促会海口市支

会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

紧随其后，2012 年 7 月，福建省厦门市会议展览

事务局举行揭牌仪式，当地有关高层认为，会议展览

局的成立，标志着厦门会展业开启新的篇章。据了

解，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由中国（厦门）国际投资促

进中心（厦门市对台贸易促进中心）演变而来，具体负

责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投洽会）、海峡

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暨厦门对台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以下简称台交会）等相关会务工作。

时间到了 2012 年 8 月，四川省资阳市博览事务局

正式挂牌成立，主要承担资阳市会展事务的规划、统

筹与组织协调工作。

2012 年 11 月 2 日，黑龙江省会展事务局揭牌，成

为本年度最后一个成立的博览局，算是为 2012 年各地

组建博览局热潮画上了句号。

组织展览项目的“妙方”

为进一步提升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以下简称西

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提升西博会知

名度和影响力，2012 年年底，四川博览事务局品牌推

广中心正式揭牌。四川博览事务局局长慕新海表示，

下一步，品牌推广中心将坚持“利用展会平台、服务地

方经济、推广企业品牌”的宗旨，积极做好西博会承办

展会品牌推广总体策划及实施工作。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四川博览事务局以办好西

博会为核心工作并非个例，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

吉林省博览事物局、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新疆国际

博览事务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广西玉林市博

览事务局等，其核心工作任务无非是策划组织某一个

展览项目。

以最早成立的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为例，为了举

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于 2003 年年底

组建了常设工作机构——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全面

开展中国—东盟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

“以前，我们外出推介博览会时，最苦恼的是找不

到联系对象。东盟国家对广西知之甚少，筹备工作举

步维艰。”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郑军健说，现如

今，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了 9 届。9 年坚持与创

新，通过每一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广西已与东

盟国家建立了良好有效的交流合作机制。目前，已有

5 个东盟国家在南宁设立了领事馆，广西与东盟国家

的往来合作更加密切了。

“如今，中国—东盟博览会不仅成为中国和东盟

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广西的一张名片，极大地

提高了广西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了壮乡经济社会发

展。”郑军健如是说。

除此之外，郑军健认为，中国—东盟博览会还是

双边人文交流的平台。“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后，广

西与东盟的人文交流日趋热络。目前，广西已成为中

国与东盟交流学生人数最多的省区。”他说。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与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一开

始就为了举办某个展览项目而诞生不同，四川博览事

务局、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吉林省博览事物局、新

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宁夏博览局、广西玉林市博览事

务局则是在某些展览项目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组建

起来的。

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即是其中的代表。2010 年

年底，随着创办于 1992 年、已连续举办 19 届的乌鲁木

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后升格为中国—亚欧博览

会，原乌洽会办公室随之被撤销，新疆国际博览事务

局则被获准筹备组建。2011 年 4 月，新疆国际博览事

务局正式挂牌成立，主要负责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总体策划和重大活动。

在业内看来，从乌洽会办公室到新疆国际博览事

务局，其职能职责事实上基本相同，不同的则是单位

级别由正处级事业单位升格为正厅级事业单位。

成都博览局成为典范

提 到 博 览 局 ，成 都 市 博 览 局 就 成 为 绕 不 开 的

话题。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所有已成立的 13 个博览局

中，仅有成都市博览局、海口市会展局、资阳市博览事

务局、眉山市博览事务局和汶川县博览事务局承担全

市（县）会展事务的规划、统筹与组织协调工作，加快

全市（县）会展业进一步发展。其中，由于成都市博览

局成立时间较早、所做的工作较有成效，成为业内的

典范。

2010 年 6 月初，成都会展业发展办公室正式更名

为成都市博览局，这是自 1987 年成都市成立商品交易

会办公室以来，成都会展机构的第二次更名。

“从成都市会展办变更成为成都市博览局，给我

们对外引进展会时提供了底气。”成都市博览局局长

陈琳表示，名称变更后，成都市博览局工作思路、所做

的工作都有了变化，一是在对会展主办方的支持方

面，成都走在了全国前列。在全国多数城市，如果某

企业想办个展会，需要一家一家地与工商、交管、城

管、公安等各个部门进行沟通。而在成都却不同，如

果准备在成都举办展会，只需要找到成都市博览局就

行了，其他的事情全部由成都市博览局负责协调，这

或许是更名后最大的意义所在。

二是在引进展会上，不是简单地就活动而活动、

要热闹而热闹，而是要通过这些活动，来促进成都社

会、经济、文化、旅游的整体推进和再提升再发展。

以中国绿色公司成都年会为例，陈琳说，他们设

法在会期并入一个商界领袖成都论坛，借此宣传成都

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机遇，吸引商界领军人物到

成都投资。

三是在工作思路上，他们已经不仅仅关注展会直

接带来的成交额是多少，而是更关注给成都能带来什

么、给成都的产业能带来什么。

据 记 者 了 解，在 成 都 市 博 览 局 的 努 力 下，近 年

来，成都办会办展环境不断优化，办会办展水平不断

提升，已经被国内外会展主办单位和参会代表所认

同，初步确立了中西部地区第一、全国前列的会展中

心城市地位，成为国际会展活动布局中西部地区的

首选城市。

目前，成都市博览局以其会展业的管理机构，统

一协调成都的会展资源，并为外来会展项目提供“一

站式”服务。业界人士表示，到成都举办会展活动是

一个由政府主管机构提供服务的会展城市。

2012年，各地组建博览局也“疯狂”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兰 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