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中国展览市场任何蛛丝马迹的变化，都

牵动着全球展览巨头们的敏感神经。

日前，在昆明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会展

经济国际合作论坛（CEFCO 2015），吸引全

球展览巨头悉数到场。

在本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开

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珍指出，中

国展览市场日益受到世界展览业界的关注，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加快转型，国际市场和中

国市场的双向需求将推动世界展览业加速

“东移”。

2014年度《报告》出炉

作为世界第三大展览专业论坛，每年中

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期间发布的《中国

展览经济发展报告 2014》（以下简称《报告》）

已成与会中外展览业界期待的一道“主菜”。

可以说，每一年度的《报告》都显现出中

国展览市场格局的不同变化。在新常态下，

2014 年度《报告》的出炉更将关系到会展企

业的规划和市场布局。

根据《报告》显示，2014 年中国展览市场

总量延续了近几年的上升趋势，但相比前几

年超过 10%的年增量有所放缓。据不完全

统计，2014 年全国共举办经贸类展览会 2423

个，比 2012 年增加约 18.02%，比 2013 年增长

4.2% ；展 览 总 面 积 约 为 7110 万 平 方 米 ，比

2012 年 增 加 约 17.97% ，比 2013 年 增 加

2.6%。增速放缓的同时，中国展览市场正在

经历区域性调整。

据统计，2014 年共有 15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实现展会数量正增长，1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展会数量下降。增长的地区呈现

差异化态势，使得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展

览市场的差距逐步缩小。

与此同时，2014 年境外展整体规模稳步

提升，各主要指标进一步增长，西欧、北美依

然是境外展最大的目标市场。

《报告》指出，中国展览业办展水平日趋

专业化，品牌化进程加快，场馆建设方兴未

艾，会展教育持续发展。

2015 年，中国展览业将在保持低速增长

的同时进行优化和整合。中西部地区的展

览业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新兴产业、高附加值行业展会的比例将进一

步提升。

新常态下的驱动力

本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重在

探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寻求

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

针对会展业界关注的新常态下的市场

环境，王锦珍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全力推动改革创新，破除束缚创新

的壁垒，遵循市场规律，完善管理机制，加快

信息化进程，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

力，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

二是积极优化发展环境，要加快制定和

推广会展行业标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构建行业诚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引领、推动中国会展业走专业化、规范化的

发展道路。

三是不断放大会展功能，要将会展活动

打造成展示国家和地区形象的宣传平台、深

化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平台、促进对外贸易

与投资的开放平台、推动互联互通的连接平

台，充分发挥会展活动的多种功能和辐射效

应，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大局。

王锦珍强调，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

坛自创立以来，秉承“开放、合作、互赢”的宗

旨，致力于为中外会展业界、政府与非政府

组织间的广泛交流与合作搭建起一个高端

平台，促进业界信息沟通、文化交流和经济

合作，推进中国会展业法制化、专业化、市场

化、国际化发展。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

长吕继坚出席开幕式时表示，中国会展经济

国际合作论坛经过多年培育，为中外展览业

间的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

此外，与会人士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

应用”讲座上获知，中国会展移动互联终端服

务水平已领先于欧美，这是中国会展业使用

互联网技术进步的有力证明。

由资本到服务标准

2014 年，最大的场馆在上海落成以及

民营会展企业的上市，引发新一轮的市场

竞争。

本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的其中

两场分会议：“上市！上市？——会展企业的

融资之路”、“甲方乙方——参展方与主办方

的对话”，成为中外与会同行角力的“战场”。

在前一场分会议上，关于中国会展企业

的资本运作引发了一场争论：有业界人士认

为，会展企业体量小、产品单一，在资本市场

处于劣势。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展）董事长李琼在介绍上市

后企业的变化时表示，2015 年新三板融资将

出现一个活跃期。争论双方给会展业抛出

一个“无解”的问题。

长期以来，主办方和参展商之间被称作

甲方、乙方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彼此之间有着

太多的“恩怨情仇”。这其中，作为甲方的参

展商总是期望作为乙方的主办方在展会期间

给予更多支持，乙方也希望做到有求必应。

对此，第二场分会议的主持人——国家

会议中心副总经理许锋积极调动中外嘉宾

参与讨论，他们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其

中，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办事

处总经理赵慰平表示，根据国情的不同，乙

方需转变服务意识。

为 期 两 天 的“CEFCO 2015”筵 席 已 散

去，但关于中国会展业的话题仍在继续。于

是，与会的中外巨头们相约 2016 年在宁夏银

川召开的 CEFCO 再聚。

明年，中国会展市场又将出现怎样的变

数？我们拭目以待。

■ 姜 淮

记 得 去 年 3 月，有 感 于 民 办 公 助 的 办

会模式，曾提到“尾牙”和“春茗”的民间传

统，即兴起于台湾地区，每年岁末公司举办

年会，总结工作，答谢员工和客户。后这一

传统扩散到粤港澳地区各类企业、行业组

织和政府部门。岁月荏苒，盘点珠三角会

展市场，又到一年“尾牙”时。

近日，笔者受广东省江门市同道邀请，

出席其会展业庆典活动并于专家论坛上做

主题演讲。蓦然想起，在一月的时间里，笔

者出席并主讲了三场类似活动：一为惠州

市会展协会成立暨会展中心五周年庆典，

一为广东组展企业协会就职典礼，江门活

动 是 第 三 场 ，主 要 是 行 业 协 会 的 成 立 大

会。三场活动均配有专家论坛。

近年来，一般性行业庆典往往不再满

足于简单的传统流程，诸如领导致辞、荣誉

颁奖、文艺表演、抽奖活动等，而附之一场

专家论坛，体现其高大上。

看似偶然的背后均有规律可循：论坛

成了各类庆典活动的升级版。

依据《珠三角规划纲要》划分，珠三角

包括 9 个城市和顺德区。目前，珠三角会

展 业 发 展 的 总 体 格 局 是 广 州、深 圳、东 莞

“ 三 足 鼎 立”，引 领 区 域 会 展 经 济 发 展；中

山、惠 州、佛 山、顺 德 方 兴 未 艾，珠 海 异 军

突 起，江 门 意 欲 赶 追，肇 庆 尚 未 开 发 。 在

政策和管理体系方面，广州、深圳、东莞相

对 成 熟，先 后 出 台 了 发 展 意 见、奖 励 政 策

等，并 较 早 组 建 行 业 协 会 。 近 两 年 来，众

多城市纷纷开始组建行业协会，以期达到

整合资源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珠海在

一年的时间内，相继组建了珠海会展行业

协 会 和 珠 海 会 展 旅 游 协 会，坊 间 有 着“ 民

办”和“ 官 办”之 说 。 而 广 州 琶 洲 区，由 于

场 馆 云 集、独 具 特 色，进 而 组 建 了 会 展 经

济促进会，自去年起承办琶洲会展经济论

坛。在省级层面上，广东于本世纪初即组

建 起 广 东 省 会 展 行 业 协 会；三 年 前，珠 三

角“9+1”城市共同发起成立珠三角会展城

市联盟，目前运营良好；2014 年夏季，中国

第一家主办方行业组织宣告成立，即广东

会 展 组 展 企 业 协 会，半 年 来 风 生 水 起，在

业内掀起一股旋风。

珠三角会展城市联盟组建后，适时担

当起承接穗港澳论坛的重任，并于每年春

初借广州会展行业协会“春茗“之际举行研

讨会，为众多内地会展城市向粤港澳地区

推介搭建平台，发挥桥头堡作用。同时，珠

三角会展城市组团也已成为澳门投资洽谈

会（MIF）中的重要板块之一。

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自去年于《海

口宣言》提出“全国行、全球行、网上行”的

口 号 后 ，致 力 于 深 耕 珠 三 角 会 展 主 办 市

场。不久前，协会在珠海会展中心策划举

办“广珠会展产业升级发展研讨会”，一为

帮助珠海会展业扩大影响，一为办展公司

开发珠海市场，更为国家会展中心启动、南

北品牌项目汇聚上海，以及港珠澳大桥建

成、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后，传统会展龙头

城市——广州和新锐会展城市——珠海如

何升级发展建言献策。论坛举办的同时，

发起成立了广东省会展教育委员会，未来

计划以广东省主要会展院校师资为媒介，

充分挖掘会展项目实操经验，在项目组织

管理流程、外资会展项目会计核算、项目海

外精准推广、项目题材裂变组合等方面拓

展会展专才培训和题材。此外，协会还将

重组广东省会展标准化委员会，借鉴会员

企业管理样本，起草符合组展企业发展要

求的规范标准体系。

解决如此具有前瞻性的议题，只是借

助了论坛和研讨会的形式，而其本源则是

一 次 次 变 身 的 庆 典（“ 春 茗”）或 协 会 年 会

（就职典礼）。“会”与”展“在终极目标上实

现了殊途同归，即站在行业发展的前端引

领行业的发展。

“ 高 歌 猛 进 ”的 同 时 ，回 首 刚 刚 过 去

的 2014 年 中 国 会 议 市 场 ，仿 佛 一 地 鸡

毛。有曰：“ 2014 年是中国经济深度改革

的 关 键 一 年 ，市 场 成 为 调 节 资 源 的 主 导

手 段 ，政 府 逐 渐 开 始 进 行 角 色 转 变 。 中

国 会 议 市 场 在 2013 年 经 历 了 震 荡 期 ，面

对 全 新 的 行 业 发 展 环 境，会 议 组 织 者、会

议 场 所 、会 议 目 的 地 以 及 会 议 服 务 商 都

在寻求最佳的发展方式。”

一份资料显示，在中国会议市场，公司

会议占 54.1%，社团会议占 9.3%，政府会议

和事业单位会议占 36.6%。

以上判断与《中国贸易报》近期刊发的

《2014 年中国会议业：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

海水》一文的结论大体相仿，“2014 年会议

业在经历变革阵痛后，正逐渐适应新的市

场环境。这是会议业回归市场化、规范化

与国际化的必然”。

何为市场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从会

议类型看，商务会议是会议市场最主要成

分，社团会议是重点组成部分。我国与美

国、英国会议构成相比较，英美两国的政府

会议占整体会议市场的比重较小。考虑到

政府会议受政策影响大、随机性强、市场化

运作能力相对较弱，这部分会议的市场份

额应该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进而我们将会看到，“今后中国政府会

议、事业单位会议数量将进一步减少”，“企

业会议、社团会议仍有释放空间和潜力”。

事实上，这一结论还是过于保守，应当说，

未来中国的会议市场将在企业会议和社团

会议类别上释放更大的空间和潜力。

因为作为一种新型媒介来讲，会议形

式 有 着 优 于 传 统 媒 介 的 更 多 优 势 。 特 别

是 科 技、通 信 等 新 兴 热 门 行 业 的 崛 起，其

技 术 的 更 新 升 级 和 产 品 的 推 陈 出 新 都 需

要 借 助 于 行 业 峰 会、产 品 发 布 会、研 讨 会

等 对 外 发 布、展 示 。 近 年 来，市 场 不 断 通

过现场活动创新会议形式，吸引更多用户

亲 临 现 场，实 现 企 业 与 用 户 的 最 佳 互 动。

这 一 市 场 规 模 的 扩 大 对 会 议 产 业 的 进 步

及对会议企业的贡献都是不可替代的，而

这 一 类 现 场 活 动 都 将 通 过 商 务 会 议 的 形

式固话下来。

由此，上述“尾牙”式的庆典活动通过

华丽变身，为会议市场创新了更多形式，社

团会议的潜力将得到更大的释放。

（作者系广东现代会展管理公司行政

总监、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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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大咖秀

会展关注

世界展览业加速“东移”
全球巨头CEFCO取真经

会 展 传 真会 展 传 真

昆明会展经济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1 月 16 日，以“研究、探讨

新常态下昆明会展业的发展之路”为

主题的昆明会展经济研讨会在昆明会

堂举行。吴建民、陈先进、袁再青、储

祥银、刘海莹等全国会展业界知名专

家、学者受邀出席研讨会。

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在

研讨会上概述了昆明基本经济建设现

状，简要回顾了昆明会展业发展历程，

介绍了昆明会展所具备的优势，分析

了昆明会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昆明市博览事务局局长周燕向与

会嘉宾介绍了昆明会展基本情况，重

点对目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介绍和阐述。她说，昆明

市博览事务局成立一年多以来，致力

于加强会展产业的基础性工作，遵循

产业发展规律，逐步提高产业的专业

化、市场化水平。但是，昆明会展业在

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

有的问题还是昆明自身难以解决的。

她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用丰富的学识

和经验，为昆明会展业问诊把脉、建言

献策。

与 会 专 家 及 学 者 在 研 讨 会 上 表

示，不管是从国家宏观战略布局、大政

方针还是从区域发展环境方面考量，

昆明会展业都面临重大发展机遇。昆

明会展业发展基础扎实，昆明市建设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会展

中心的前景广阔而美好。

1 月 16 日是此次中国国际会展经

济论坛的最后一日。此次研讨会作为

昆 明 市 会 展 业 年 度 系 列 重 大 活 动 之

一，还吸引了众多企业家参加。

据介绍，研讨会希望借助全国会

展业界知名专家、学者的智力等各方

面资源，帮助昆明会展业理清思路，拓

展视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昆

明会展业步上新台阶。

会后，昆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将

认真总结分析研讨会成果，进一步加

强 会 展 政 策 研 究 ，加 大 会 展 扶 持 力

度，充分发挥资源区位、产业基础、展

馆设施和办展优势，坚持展览与会议

并重，培育与优化并举，积极整合会

展资源、优化会展环境、进一步规范

会 展 市 场 ，引 领 昆 明 会 展 业 健 康 发

展，大力集聚符合昆明市产业发展导

向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品牌展会，提升

会展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

化发展水平，将会展业培育成为现代

服务业的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努力将

昆明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

域性国际会展中心。 （蔡 宾）

“尾牙”转身社团会议趋势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