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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奖城市

会奖商旅 MICE

会展红粉秀

业界焦点

■ 本报记者 邢梦宇

“ 八 山 一 水 一 分 田 ，旖 旎 风 光 在 贵

州”，一直以来，贵州作为少数民族聚集

地，其旅游产业都以原生态景观为主打，

除黄果树、梵净山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景点

外，黔东南地区已逐步进入旅游者的视

线，尤其是镇远，作为该地区主要区县，其

秀美古朴的风光让观光者赞不绝口。日

前，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中国旅游论

坛以及贵州海外联谊会主办的 2014 镇远

国际旅游论坛年会，就在素有“太极城”之

称的镇远古镇举行。

打造世界级旅游交易中心

据 联 合 国 世 界 旅 游 组 织 统 计，2013

年，中国出境游人数达 9800 多万人次，旅

游消费额达 1290 亿美元。世界各旅游目

的地国家或地区无不将中国列入旅游宣

传促销的首选地。

在中国刚刚成为全世界最大旅游客

源地的背景下，与会代表提出，将根据中

国旅游论坛的创意成立“世界最大旅游客

源地旅游线路交易中心”，并选址古城镇

远作为落户地。

之所以选址镇远，中国旅游论坛组委

会执行主席夏松对记者表示：“在承办世

界经济论坛之前，达沃斯这个位于瑞士东

南部的小镇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但经过多

年的运营，它却借此声名鹊起。通过这个

例子，我一直在思索，在中国是否有那么

一个地方可以被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交

易中心，来到镇远之后我觉得我已经找到

了这个地方。镇远拥有怡人的自然风光、

完善的设施，这是可以成为旅游交易中心

的条件。”

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

镇远以“山雄水美”闻名，记者在游览之后

更觉如此。整个古镇遗存着明清风貌的

古民居、古巷道、古码头等，碧水舞阳河如

一条玉带，呈“S”型蜿蜒贯通全城，山水城

浑然一体，倒影成画，构成了太极图上的

石屏巨镇，形成了“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

卫”的独特风貌。

此外，在镇远，中原、民族以及域外文

化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包容性文化，

所以镇远亦有“传统文化迷宫”之称。由

于坐落于民族交融之地，镇远的文化节日

贯穿一年四季：报京乡“三月三”、北侗情

人节、“ 五月五”龙舟节、爱和苗家“ 六月

六”吃新节、上寨乡“八月八”唢呐节、“九

月九”涌溪斗牛节等，游客可以到此体会

多种民族文化的内涵。镇远城东中和山

上坐落的青龙洞古建筑群，是佛教、道教、

儒教三教合一并存、世界上唯一一座贴崖

古建筑群，所含庭院依山建造，与悬崖、古

木、藤萝、岩畔、溶洞全然天成，融为一体，

巧夺天工，是多民族、多文化碰撞的结果。

建立国际旅游大使村

近年来，镇远县在精品景点景区的建

设打造上投入颇多，以古城文化为核心，重

点对“一河两岸”的污水进行了治理，还对

房屋、古码头、河滨道、亭廓和灯光等进行

了精心的建设和打造，使镇远古城的古风

古韵、旅游景观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和展现。

该区县旅游部门工作人员透露，镇远

旅游是以文化为主体的休闲度假旅游，为

打造好历史文化品牌，有关部门正在按照

“四位一体”的要求，认真落实历史文化与

休闲度假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战略。

据悉，自 2006 年以来，镇远县内配套

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接待能力有了较为明

显的提高。目前，相关的旅游机构已达

407 家，其中旅游公司 4 家；旅行社及分社

6 家（含门市部）；在册导游人员 94 人；旅

游餐饮店 90 家；宾馆、旅社、民居客栈 180

家，其中，3 家四星级酒店设施完备，内设

会议室、健身中心，具有承接高端旅游订

单的能力。

根据中国旅游论坛的创意，镇远将通

过举办每年一届的镇远国际旅游论坛，创

造性地搭建全球旅游供应商与旅游分销

商交易平台，打造世界旅游市场交易平

台，建立镇远国际旅游大使村。

据夏松介绍，建成后的国际旅游大使

村主要具有三项功能：一是景区功能，它

将成为世博园各个国家特色建筑的再版；

二是各国旅游体验中心，它将既是一个酒

店又是各国特色旅游文化的展示平台；三

是各国旅游机构、航空公司、旅行社等驻

华派出机构的办事处，不仅可以实现 B2B

全程交易，还可以为来镇远旅游的客人提

供全球最优惠的航空、酒店以及旅游产

品，达成 B2C、O2O 交易。

世界级旅游线路交易中心将落户贵州镇远

■ 唐 雪

季节的转换总是在提醒我们，生活中

有很多乐趣，比如在熟悉的环境中寻到全

新的视角，发现另一种美好。

自投身珠海的会展环境以来，我经常

思考怎样借助已经到来的区域机遇，发展

宜居城市的会展经济。跨越珠江口的港

珠澳大桥，在 2016 年竣工后，将一口气连

接香港、珠海和澳门。借助这一发展契

机，珠海作为宜居的会展城市，亦迎来属

于它的最好时代。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20 多年，可定

义为珠三角区域的“东岸时代”。借助香

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地缘经济优势和政

策效应，过去的这 20 多年间，深圳、东莞等

珠三角东岸城市创造了诸多经济奇迹。

与之相比，珠江口西岸的经济却一直不温

不火。

需 要 提 出 的 是，承 载 着 会 展 经 济 发

展机遇的港珠澳大桥，确实为珠中江和

港澳等地的会展业布局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恕笔者妄言，自港珠澳大桥开

工建设，直至未来 10 年，将是珠三角区域

的“ 西 岸 时 代 ”。 港 珠 澳 大 桥 建 成 通 车

后，必将成为连通港澳至珠三角西岸，乃

至中国大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大动脉，

珠 三 角 西 岸 也 将 迎 来 发 展 的 历 史 机 遇

期，东岸与西岸目前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也将随之改变。

可以预见，港珠澳大桥建成后，珠海

这座宜居城市的价值将会得到极大的提

升。从珠海拱北地下穿过，从昌盛大桥处

出口进入南湾地区，珠海南湾片区的经济

地位也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笔者做

一个大胆的预测，珠海南湾片区的重要作

用甚至会超过与澳门陆地相连的拱北，一

跃成为一个中心地区，向周边辐射。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正位于南湾片区

的十字门中央商务区，距离港珠澳大桥落

脚点仅 5 分钟车程。若在香港落地的国际

参展商或其他游客有意到珠海考察，将不

再需要花上 70 分钟的船程，从路桥驱车仅

需 30 分钟即可到达。长期以来，珠海会展

业发展缓慢，其中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珠

海机场尚未开通国际航线。港珠澳大桥

通车后，珠海的交通瓶颈将被破除，也就

是说，国际游客可以直飞香港后驱车到珠

海。如此一来，相当于珠海多了一个国际

机场，交通末梢将直接转变为节点，使得

珠海成为珠江口西岸唯一一个与香港、澳

门陆地相连的城市，带动周边的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在这里流动，产生极强

的集聚效应。

不可否认，珠港澳若同谋会展经济发

展，在微观层面上仍不可避免会有所竞

争。以会展物料通关为例，若珠港澳能简

化程序、开设通关“绿色通道”，则可弥补美

中不足；若着眼于国际市场，三地合作的空

间则更大。若珠港澳联动发展，不仅可以

规避市场存量内耗，还可以扩大市场增量。

众所周知，德国会展业聚集水平为全

球最高，其杜塞尔多夫与科隆距离不足一

个小时车程，但两个城市大型展会众多，

对于参展商而言，不仅不是会展资源的重

复浪费，反而促成了一个成型的会展经济

圈，以此满足不同行业寻找各自国际买家

的需求。鉴于此，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和香

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近期正式建立了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正是借助港珠澳大桥

建成的契机，共享资源、相互推介，合力拓

展国际市场。两个展馆将侧重针对千人

以上的大型会议，合作推出“一会两地”套

餐，力求将两馆合作转身为珠海与香港两

地在会展经济领域的竞合关系。

未来，珠海机场、澳门机场和香港机

场之间的行程将缩短至一小时以内，令珠

海与港澳机场的对接更加便捷。珠港澳

半小时经济圈内，人们可以享受到清新空

气与宜人的气候。而后形成的珠港澳一

小时生活圈，将给三地追求精致生活的人

们多一份更舒适惬意的选择。

当下，珠海在新旧发展节点上找到了

它的未来，它的梦！而笔者也期待，在忙

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南方独有的精致与

闲适。

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与竣工，昔日

偏居一隅的珠海即将实现“四通八达”的梦

想。珠海，这座宜居的会展城市，和它前景

广阔的会展业正在迎来最好的时代。

（作者系国家会议中心副总经理、珠海国

际会展中心总经理）

宜居会展城市珠海迎来最好时代

杭州搭上“会奖旅游”快车

交易金额或达1.8亿元

本报讯 以世界文化遗产——

西湖闻名于世的浙江杭州，在发展

传统旅游业的同时不断探索新模

式，以伯乐的慧眼相中了会奖旅游

这匹推动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千

里马”。日前，2014 中国（杭州）会

奖交易会在杭州召开，有望为杭州

引 进 80 个 会 议 项 目，引 进 商 务 会

议 客 源 逾 6 万 人 次 ，带 来 收 入 1.8

亿元。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主任李虹介

绍，本次交易会的买家团主要来自

北京、上海两地，都是经过组委会筛

选的具有真实采购意向的企业或组

织，而且本次交易会的项目主要以

中型、大型会议为主，300-1000 人

的会议占 42.73%，1000 人以上会议

占 11.82%，而会议人均消费水平在

1000 元以上的项目占 46.39%。

李虹表示，华东地区是中国重要

的会奖资源集中地，而杭州是国内知

名的会议目的地城市。丰富的旅游

资源、完备的会议设施、便利的交通

条件、国际化的专业服务是杭州成为

最佳会议目的地的基础优势条件。

且杭州民营经济、信息技术、电子商

业、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

迅速，使杭州成为商务科技会议交流

的理想之地，也为各类会议在杭州举

办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根 据 国 际 大 会 及 会 议 协 会

（ICCA）最新发布的“世界 2013 城市

会议产业发展城市排名”，2013年，杭

州共承接国际性会议 17 个，继 2009

年之后，再次位列中国内地城市举办

国际性会议数量前三，仅次于北京和

上海。 （张 骏）

中国企业对规范化商旅管理

需求增加

本报讯 英国企业商旅服务公司

豪格·罗宾逊集团（HRG）近日发布的

《2014 中国商务旅行趋势调查报告》

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选择

使用在线预订工具和公司信用卡，对

商旅管理的规范化需求正在增加。

按照 HRG 的调研，在过去 6 年，

超过 60%的 HRG 中国客户的支付方

式已由传统月结转到通过信用平台结

算（通过公司信用卡或第三方来支付

费用）。随着中国UATP（环球航空旅

行计划）信用卡的广泛推行，以及更多

外资银行获批可发行人民币信用卡，

公司信用卡的普及率将会快速增长。

在数据管理改善和旅行安全性

方面，已有约 36%的企业在使用在线

预订工具，并且还将有 38%的企业会

随后使用。目前，多数人在差旅过程

中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约有32%

的企业允许通过公司手机订阅商务旅

客 APP 应用。中国大多数企业已经

意识到用这些数字技术工具对加强成

本控制，提高沟通效率，并确保“风险

管理”和“数据管理”的重要性。

在 对 商 旅 人 士 的 安 全 追 踪 方

面，有 42%的企业正在使用安全追

踪系统，并且有 26%的公司表示将

在未来一年内使用该系统。

在旅行的可替代性选择方面，73%

的企业正在推广和使用高效环保的视

频会议。通过这种将数据整合、总结

报告、费用管理、差旅人员追踪等诸多

功能整合在一起的会议系统，企业可

将内部会议融入整体差旅行程中，从

而最大限度地优化会议资源。（王 蔚）

■ 本报记者 杨 颖 霍玉菡

自去年以来，公务出行不断减少，加

之《旅游法》出台，旅游行业大洗牌，众多

旅行社，甚至不少旅游相关行业都感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事实上，《旅游法》出台后，很多分析

人士就指出，这对自驾游市场和在线旅游

企业更为有利，传统旅行社尤其是不少中

小型线下旅行社将可能受到冲击。这是

因为，很多中小型线下旅行社的主要收入

来源是政府和企业的会议、奖励旅游，而

随着市场逐渐规范，这部分客源会被更便

宜、相对透明的线上旅游企业分流。中小

型线下旅行社如不进行转变，将可能大面

积倒闭。

此 后 发 生 的 事 也 印 证 了 这 些 分 析。

据 统 计，2013 年 前 三 季 度，在 13 家 旅 游

业 上 市 公 司 中，9 家 公 司 净 利 润 同 比 下

滑，占比接近 70%。其中，两家公司业绩

亏损。去年以来，万达集团兼并了不少

旅行社，携程网掀起并购潮的新闻也屡

见报端。另据报道，在今年三四月份这

一传统上是由淡转旺的旅游季节，上海

旅行社客流持续萎缩，不少旅行社被迫

压价并抱团自救；从今年初至今，徐州市

已有五六家旅行社注销，其中一家乐游

旅行社的老板更是彻底转行做起了米线

生意……

同样艰难度日的还有高端酒店。根

据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

今年一季度，全国五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

为 49.08%；平均房价为 678.31 元/天；单房

收益为 332.89 元/天。虽然在今年 5 月，全

国五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有所上升，微增

至 57.17%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也 提 高 了

3.2%，但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入住率低于

60%的酒店是很难保本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前几年，一些省市

为适应高端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都加

大了高端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之前，我

们这里的酒店设施不够，有过旅游旺季时

要求工作人员贡献自己家招待游客的现

象。可现如今很多设施建起来了，却没有

得到充分的利用。”国内某热点旅游城市

的酒店业孙姓工作人员说，在当地，不管

是酒店会议，还是住房需求等，都有不同

程度的减少，高端酒店的空房率也比往年

同期上升了不少。

“未来，在一些商务客流低的省级城

市，奢华酒店的泡沫会很大。”罗兰贝格

大中华区合伙人王荣指出，高端酒店的

客人大多是商务出差人群，个人旅游者

或旅行社的占比并不大。那些商务活跃

程度不高的二线城市，未来很可能遭遇

经营困境。

此 外 ，旅 游 地 产 也 感 受 到 些 许 寒

意。但是，正如世界旅游业理事会主席

佛伦泽尔指出的，中国旅游业，特别是中

国旅游市场正在迅猛发展。以商务旅游

为例，中国各类商务大军有 4000 万人，以

每年平均每人出行 3 次计，全国全年的商

务旅游人次在 1.2 亿左右。而且，商务旅

游大军的队伍每年都在以数百万人次的

速度在递增。

转型势在必行。近年来，不少企业已

经开始了自己的尝试，如推出更多细化、

个性化的产品；不断扩充版图，以连锁经

营保障价格优势；争取移动端市场等等。

不过，不管有多少花样翻新的产品、多么

诱人的价格，提供让顾客满意的产品才是

王道。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旅游中介提供

的服务和价格更加透明，消费者的比价能

力得到了客观提升，只有价格、服务、个性

兼具的商务游产品才可能受到青睐。而

通过沙里淘金，更多规范经营、有市场竞

争力的旅游中介机构会留下来。为适应

这一趋势，一些省市的旅游相关企业也需

重新明确自己的定位，通过有针对性的调

整来应对危机。

会奖客源骤减 旅游服务供应商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