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大区计划”发力
中法会展合作进入新阶段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法国将加快与中国会展业的深度合作。

日前，法国国际专业展促进会（以下

简称法国专业展促进会）和法国巴黎大区

企业发展局在北京举办主题为“成功在巴

黎大区：参加法国专业展，开拓国际商务”

的促进活动，推介巴黎大区的经济优势以

及全球知名的时尚类专业展会。而法国

驻华大使顾山的出席，令这场关于专业展

会促进的研讨会看上去没那么简单。

据了解，法国专业展促进会主席奥利

维·麦兰瑞、法国专业展促进会总经理卡琳

娜·莫罗、巴黎大区企业发展局局长萨宾

娜·昂佳白率领由巴黎大区经济开发负责

人、法国国际知名品牌展会负责人组成的

17 人代表团，携 23 个国际知名品牌展会参

加此次活动。其中，中法时尚创新交流会

作为正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时装周重要

活动之一，颇受中国企业的关注。

一段时期以来，法国与中国会展业的

合 作 较 为 低 调 。 但 事 实 上 ，法 国 的 纺 织

服装类展会是中国企业登上国际时尚舞

台的首选平台。

《中国贸易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

解 到 ，法 国 会 展 企 业 已 与 中 方 有 关 方 面

进 行 了 实 质 性 的 接 触 ，有 望 于 近 期 落 户

珠三角。

大巴黎计划

据 法 国 巴 黎 大 区 企 业 发 展 局 国 际 营

销和业务发展资深副总裁让-吕克·马尔

格-杜克洛介绍，巴黎大区推出的大巴黎

计 划 是 欧 洲 最 大 的 城 市 开 发 计 划 ，总 投

资 额 将 达 320 亿 欧 元 。 这 些 开 发 计 划 无

疑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海外投资发展的机

遇 ，巴 黎 大 区 企 业 发 展 局 将 为 中 国 各 行

业的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理想门户——

巴黎大区提供必要的支持。

奥利维·麦兰瑞指出，对中国企业来

讲，法国举办的国际性专业展不仅是其开

发法国和欧洲市场的商务平台，同时也是

他们进入非洲市场和中东市场的跳板。

数据显示，巴黎大区每年举办 400 场

展会，年均有 10 万家企业和 900 万观众到

巴黎参展参会。巴黎正在成为世界级会

展中心城市。目前，巴黎展览馆的室内展

览面积达 68 万平方米，居世界前列。

在 法 国 展 览 公 司 及 法 国 专 业 展 促 进

会 驻 华 代 表 团 的 努 力 下 ，赴 法 国 参 展 的

中国企业在 10 年内增加了两倍。

奥 利 维·麦 兰 瑞 认 为，过 去 20 年，法

国专业展促进会与中国许多行业展会和

机 构 建 立 了 密 切 的 合 作 关 系 ，但 中 法 会

展业间仍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和潜力。

此外，法国是首个提出对中国旅游实

行 快 速 签 证 的 国 家 ，有 关 方 面 将 对 赴 法

国参展的中方企业给予签证方面的更多

协助。

时尚诱惑

“此次‘成功在巴黎大区’研讨会的举

办是中法会展业的一件大事。”中国会展

经济研究会会长袁再青表示，近年来，欧

美 会 展 企 业 在 华 收 购 品 牌 展 览 项 目 ，激

活了中国展览市场的资本。法国拥有全

球 知 名 的 时 尚、食 品、航 空 类 品 牌 展 会，

这 些 展 会 将 成 为 中 国 企 业 进 入 欧 美 、非

洲、东南亚地区市场的高效平台。

“江南布衣在参加法国国际时尚成衣

和 配 饰 展 及 法 国 国 际 设 计 师 展 览 会（以

下 简 称 法 国 时 尚 成 衣 展）时 被 巴 黎 老 佛

爷 百 货 商 店 看 中 并 进 驻 该 店 ，成 为 具 有

竞争力的中国原创品牌。”中国服装设计

师 协 会 副 主 席 苏 葆 燕 认 为 ，巴 黎 作 为 时

尚、时 装 之 都，吸 引 着 全 世 界 的 目 光，而

参加法国时尚成衣展是中国服装企业走

向世界的有效途径。

法 国 国 际 时 尚 成 衣 和 配 饰 展 公 司 品

牌 策 略 和 国 际 发 展 总 监 波 瑞 斯·普 罗 沃

认为，对中国品牌来说，在巴黎时尚类展

会上推出中国原创设计作品意义重大。

据苏葆燕介绍，今年的法国时尚成衣

展将免费为中国提供创意展区，为年轻创

意人才创造一个国际化的展示平台。

波瑞斯·普罗沃认为，中国企业有实

力 到 巴 黎 的 法 国 时 尚 成 衣 展 上 展 示 产

品 。 但 他 建 议 ，法 国 时 尚 成 衣 展 的 平 台

也 是 很 挑 剔 的 ，中 国 企 业 去 巴 黎 参 展 一

定要有清晰的战略。

中国会展市场新格局

事实上，法国会展企业此前已经开始

了在中国的战略性布局。

据 法 国 高 美 爱 博 展 览 集 团（以 下 简

称 高 美 爱 博）农 业 食 品 部 总 经 理 瓦 莱

丽·劳 布 里 介 绍，2014 年，由 法 国 高 美 爱

博 展 览（上 海）主 办 的 2014 中 法 葡 萄 酒

设 备 技 术 展 览 会（以 下 简 称 中 法 葡 萄 酒

技 术 展）在 银 川 宁 夏 园 艺 产 业 园 会 展 中

心 举 办。

有业内人士指出，葡萄酒设备技术展

作 为 中 法 建 交 50 周 年 的 重 要 活 动 之 一，

将 宁 夏 推 上 了 国 际 舞 台 ，对 贺 兰 山 东 麓

葡 萄 酒 产 区 而 言 意 义 非 同 一 般 ，无 疑 是

一场中法两国葡萄产业合作、交流、共赢

的盛宴。

据了解，2015 中法葡萄酒技术展获得

了 OIV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赞助支

持，将组织高级别的专业会议，7000 名专

业 观 众 会 受 邀 参 会 。 此 外 ，今 年 的 展 会

内容将进一步扩充。

“ 近日，北京与巴黎大区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北京与巴黎大区将促进两地会

展业的交流。”据北京政府投资促进局副

局长高冰介绍，在大力转型发展服务产业

过程中，北京希望与巴黎大区为两地的会

展企业提供更多沟通考察的机会。

“ 巴黎大区推出的‘ 巴黎大区计划’，

欲进一步开拓与中国的合作。”法国国际

专业展促进会驻华代表团首席代表娄述

俞 介 绍 说 ，法 国 励 展 集 团 正 在 与 广 州 方

面 就 环 境 类 展 览 项 目 进 行 洽 谈 ，有 望 将

于近期落户广州。

■ 姜 淮

迄今为止，会展项目推广媒介的顺序

是：报纸、杂志、电视、邮寄、电邮、官网、短

信、微博、微信等。如何合理分配资源，多渠

道、多形式巧炒安排展会卖点，考量着项目

管理者的智慧：实际成效、成本投入比例等。

笔者任 2015 中国加工贸易博览会和广

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的宣传

推广专职顾问后，在反观多年来展会推广

的策略选择和各种运用手段中得出结论：

“融媒体”是打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通道的

有效方式。

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强调，要“把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

动的新兴消费搞得红红火火”，要“制定‘互

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

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

健康发展”。“互联网+”行动计划即是要发

挥互联网对生产要素的配置作用，这对办

展模式的创新同样适用，尤其为政府主导

型展会专业化拓展出一个新的接口，亦可

为商展提供相应的借鉴。

如何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

首先，需作客观的评判。简而言之，

传统媒体有其固有的优势，比如相对稳固

的受众、报道的深度和权威性、传统的影

响力、行业的针对性等。新媒体具有及时

便捷、碎片化、关注频率高、注重体验和场

景化、覆盖面广等优势。深圳一家专注于

打造会展全产业链的网络公司，在其项目

论证方案中对互联网风口下的展会作出

如此判断：“中国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

网用超乎想象的成长速度，强悍地扩张着

发展边界，颠覆了众多传统行业，成为当

今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和推动生产关系

变革的新力量”。究其原因，互联网的颠

覆作用在于改变了用户对会展信息的获

取方式，让信息壁垒逐步消除，会展信息

更透明、更广泛，获取成本更低廉，进而让

产业链关联方得到充分自由的连接、各取

所需。互联网加速脱媒的趋势，冲击着传

统展会的客户关系。

其次，需改变展会的组织环境。主办

方和服务商将成为合作伙伴，各方都希望

更多地挖掘会展的附加值，发动社会力量

办展已成趋势，要求会展的策划思维、营销

手段、市场推广、会展管理（即时效果掌控、

数据分析）等与互联网同步发展。

再 其 次 ，倒 逼 展 会 重 构 流 程 。 基 于

LBS、大数据和云服务的精准营销，传播触

点更多、更直接，传播面更广（没有互动的

单向传播遭遇困境），让用户参与感得以释

放，也便于主办方对会展效果进行掌控。

最后，亟须促进展会的整体创新。会

展 O2O 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让会展

产业链两端距离缩短，行业边界（持续时

间、区域辐射力、产业联动效应等）不断扩

展，推动了场景化应用的加速到来，会展的

盈利模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是贯通两者的

重要手段。由此，组建由办展机构、新闻媒

体和展会专业互联网技术人员参与的策划

团队成为展会推广的核心，可命名为“展媒

联盟”。相对于展前、展中、展后和招商、招

展的不同阶段，依据广而告之、重点关注、

及时提醒的新闻规律，策划相应的主题和

热点，进行脉冲式和波段式的推广。官网

承担着主战场的职责；微信、微博充当着急

先锋的角色，并且通过微信的二次开发（微

网站等）和不同受众微信公众号的相互联

动，充分发掘其技术传播价值；传统媒体如

同源源不断的大军，多角度、多层次地解析

和拓展主题的深度和广度。

与此同时，在众多媒介之间，可以策划

交互“反采访”活动，以微信为纽带，复合传

播、制造话题，不断挑逗人的眼球。为投桃

报李，主办方还可进行针对媒体的“造星计

划”，借助互联网技术，阶段性统计各类媒

体的报道情况，对数量、篇幅、版面、关注度

等加权评分，设置不同的星级，并给予多形

式的激励，调动媒体和采编的积极性。

展会运营的“奥秘”更多在于“不说，你

不懂；做了，大家都懂”。当一场展会呈现

在公众面前时，往往会得到“也就这样，展

会没什么高深”的评价，但展会成功的实质

却是“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当下，各

类传播媒介的匹配成为推广成效的关键因

素，相较于展会推广的微观层面，互联网技

术发挥了合理配置各类媒介要素的作用。

期待会展人作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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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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业将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受益

本报讯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

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

《愿景与行动》称，“一带一路”贯穿亚

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

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

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

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

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通道。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

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

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

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

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愿景与行动》表示，强化多边合作机

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

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

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

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

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

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

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

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

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

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

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南

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

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支持沿线国

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

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

动，办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倡议举办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辛 华）

香港将首次亮相
中国—东盟博览会“魅力之城”专题展

本报讯 3 月 29 日，记者从中国—东盟

博览会秘书处获悉，香港将首次参加今年 9

月在南宁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魅力之城”专题展。

据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副秘书长

杨雁雁介绍，今年是中国—东盟海洋合作

年，以“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创

海洋合作美好蓝图”为主题的第 12 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将于 9 月 18 日至 21 日在南宁

举办。有着“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今年将

首次出任“魅力之城”，向世界展示其作为

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

中心的独特魅力。

据介绍，“魅力之城”专题展是每一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具特色的专题展区，

旨在综合展示中国和东盟参展城市在旅

游、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商机。

今年博览会的 11 国“魅力之城”专题展将重

点展示这些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合

作中的巨大商机和城市特色。

此前，北京、上海、苏州、深圳、海南等

多个城市都曾代表中国参加过中国—东盟

博览会“魅力之城”专题展。 （熊红明）

厦门会议产业创新高

本报讯 近日，由厦门市会展局牵头编

写的《2014 厦门会展业统计分析报告》发

布，其中对厦门去年的会议业进行了详实

的统计和分析，并提出了发展建议。

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共接待 50 人以上

的商业会议 4177 场，比上年增加 31 场；规

模以上会议 113 场，比上年增加 18 场。其

中，国际性会议 49 场，比上年增加 17 场。

在全市举办的会议活动中，千人以上

会议 60 场。其中，万人以上的会议 4 场，比

上年增加 3 场；300 至 1000 人的会议 421 场；

其余是 300 人以下的会议。

报告认为，300 人以下的会议是会议市

场的主体，对这一市场的开发不容忽视。

在会议活动来源地上呈现多样化的态

势，涉及外国、中国大陆 20 多个省市和港澳

台地区。其中，北京最多，占 41.5%；厦门本

地占 34.5%，位列第二；上海位列第三，占

11.5%；广州以 3.5%排第四位。

报告显示，2014 年，厦门市会议业经济

效 益 为 142.18 亿 元，较 上 年 增 加 10.60 亿

元 ，增 长 8.1% 。 其 中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为

57.84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加 4.83 亿 元 ，增 长

9.1%；带动经济效益为 84.33 亿元，较上年

增加 5.76 亿元，增长 7.3%。 （张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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