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随 着 2016 年 二 十 国 集 团 领 导 人 第 十

一次峰会（以下简称 G20 峰会）举办地落户

杭州，一时间，杭州成为关注热点。

那么，杭州凭借什么得到承办如此高

规格国际会议的机会？

有关方面表示，在新常态下，杭州获批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在推进自主

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先行先试、

探索经验、作出示范。从这一层面说，杭州

发展战略与明年的 G20 峰会主题有着较好

的契合。

2016 年 G20 峰会以“ 构建创新、活动、

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将于明年

9 月 4 日至 5 日举办。

有业界人士认为，G20 峰会选址杭州，

是对杭州国际化程度的一种认可。

杭州优势所在

早在几年前，杭州就提出了打造国际

会 议 目 的 地 城 市 口 号 。 而 这 一 目 标 随 着

G20 峰会的落户，会更大程度地得以实现。

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不仅以其

秀美的湖光山色闻名于世，更以其悠久的历

史、璀灿的文化被列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

礼仪之都”，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著

名的风景旅游城市。这都是杭州打造国际

会议目的地的有利条件。

事实上，2008 年，“城市国际化”战略就

被列为杭州城市发展“六大战略”之一；2012

年，杭州提出将城市国际化作为推动发展的

两大主抓手之一；今年 5 月，《杭州市加快推

进城市国际化行动纲要（2015-2017 年）》正

式公布。

与此同时，今年，杭州被列为国家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这是目前中国唯一的

电子商务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这一重要

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在杭州落地生根，杭州

进一步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步伐。

杭州市市长张鸿铭表示，要把国际化的

理念和要求贯穿到城市发展的各类规划中。

路网建设提速

随着以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更加开

放的姿态主动融入全球化战略的提出，杭

州启动了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杭州的城市

建设将随着 G20 峰会的筹办快速发展。根

据 建 设 规 划，杭 州 提 出 主 城 区 要 建 成“ 四

纵 五 横”的 快 速 路 网 。 目 前，环 城 北 路 地

下通道、秋石高架、中河上塘高架、德胜高

架等都已建成，在主城区内形成了一个 40

公里长的“内环”。

根据杭州的建设“两美浙江”示范区行

动计划，85 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已全部开

工建设，其中有 73 个项目将力争在明年上

半年完成。

有 关 方 面 认 为，G20 峰 会 筹 备 助 推 城

市 发 展 ，杭 州 包 括 快 速 路 网 建 设 在 内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还 将 进 一 步 提 速 。 届 时 ，

杭 州 将 拥 有 四 通 八 达 的 快 速 路 网 ，交 通

更 便 捷。

国际化大格局

杭州方面表示，杭州正向国际化大格

局转变。

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前三

季 度，杭 州 实 现 GDP 增 速 10.2% 。 杭 州 全

年 GDP 有望突破万亿元大关。

需要提出的是，全球知名的互联网企

业——阿里巴巴根植于杭州。因此，信息

经济发展被列为杭州的“ 一号工程”，互联

网之风在杭州劲吹。以阿里巴巴、华三通

信、海康威视为代表的智慧经济，发展速度

超快，开启了信息经济的澎湃时代。“ 一号

工程”是杭州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在杭州互联网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创

新型企业和领袖企业家。

杭 州 的 远 景 目 标 是 ，到 2050 年 ，杭

州 城 市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主 要 指 标 达 到 发

达 国 家 水 平 ，经 济 繁 荣 、科 教 发 达 、旅 游

兴 旺 、产 业 布 局 和 结 构 优 化 、人 民 生 活

富 裕 ，成 为 钱 江 两 岸 功 能 高 度 融 合 、结

构 布 局 合 理 、生 态 环 境 良 好 、城 市 景 观

优 美 、各 项 城 市 设 施 完 善 的 现 代 化 国 际

风 景 旅 游 城 市 。

会展关注

■ 沙克仲

“会展互联网+”是业界同仁和媒体近

期感兴趣的话题。本月初，笔者在廊坊参加

了有关“会展互联网+”的沙龙活动，总的感

觉是，关于“会展互联网+”的讨论主要还是

集中在对未来趋势进行研判和预测上，有启

发性的信息和观点比较少，能够把“会展互

联网+”到底是指什么、其盈利模式如何这

些最关键的问题说清楚的更是几乎没有。

参加沙龙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想要从展

会服务商，比如门禁和观众登录服务公司那

里得到组展机构感兴趣的关于“会展互联

网+”的信息和观点，是比较困难的。原因

很简单，我们假设，如果“会展互联网+”一

定要围绕参展商和专业观众进行，那么有前

瞻性的展览组织机构对“会展互联网+”的

思考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因为展览组织机

构服务的对象是参展企业，他们才是最了解

行业及企业的。而展会服务商服务的对象

是展览组织机构，他们对行业和企业的了解

程度相比之下远远低于展览组织机构。

对于“会展互联网+”这个话题，笔者不

揣冒昧，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没有结论，希

望能够真正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最接地气的“会展互联网+”

互联网与任何一个传统行业融合，其作

用都会体现在效率的提升、交易成本的降低

上。当我们谈论“会展互联网+”的时候，最

容易想到的是利用互联网这个工具提高展

会的营销、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如果这可

以看作是“会展互联网+”的话，那么它应该

是最接地气的“会展互联网+”，它非但不遥

不可及，而且早已融入到会展业各个环节的

工作之中。诸如展会的营销、登录和门禁系

统、客户关系管理、现场运营、客户行为数据

收集等多个方面，会展行业都在最大限度地

使用互联网这一工具。对此，笔者曾在较早

的文章中有过相对详细的介绍（参见《拥抱

互联网时代 会展业不遑多让》），在此不再

赘述。从实践来看，这种“会展互联网+”最

接地气。

虚拟展会是最容易想到的模式

有一句关于“风口上的猪”的名言。实

际上，不但猪想借风口之力实现飞翔的梦

想，而且雄鹰也愿意借风口之力飞得更高。

我们必须承认，仅仅把互联网作为工具难以

实现转型和腾飞的梦想，这不能算是真正意

义上的“互联网+”。倒是虚拟展会，似乎更

符合许多人想象中的“会展互联网+”。

在探讨“会展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首

先要反思一个问题：我们搞“会展互联网+”

的目的是什么？“会展互联网+”是要作为现

有展览会的补充，为展会客户提供增值服

务，要在现有展览之外寻找一个新的增长

点、可以独立成长的新业务模块，还是“摸着

石头过河”，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

其实十分重要。

如果把虚拟展会作为线下实体展会的

补充，或者说作为向参展企业提供的增值服

务，那么首要问题是，参展企业对此服务是

何态度？此服务对他们来说是否有价值？

价值有多大？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投入

产出比又如何？据笔者了解，对于许多参展

企业而言，这种增值服务似乎可有可无。在

需求方面没有得到落实的前提下，组展单位

进行比较大的投入是否经济？另外，在企业

对虚拟展会评价不高的情况下，把虚拟展会

当成独立的业务来运作是否可行？这里不能

不重提那些认为虚拟展会能够替代线下实体

展会的观点。对此，两个方面的情况可以给

我们提供参考：一是虚拟展会模式目前还没

有成功的案例；二是实体展会每年仍在增长，

相关数据不支持实体展会被取代的趋势（相

关分析参见《唱衰传统展会没有依据》）。

总之，把一个线下展会搬上互联网，这

是最容易想到的“会展互联网+”，但同时也

有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之嫌。

电子商务之路

关于“会展互联网+”，我们能想到的第

三种方式是会展与电子商务的融合，比如

所谓的会展 O2O。

虚拟展会模式之所以缺乏说服力，除

了需求、投入产出比这些因素之外，内在的

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它解决的只是展示的问

题，最多只能解决信息流层面的问题。而

O2O 则力图解决信息流之外的问题，特别

是要解决交易“闭环”的问题，只有这样才

能打造可行的盈利模式。

对 B2C 消费类展会而言，从线下展会

成功进入到线上平台的可能性比较大，比

如汽车展的主办机构可以挖掘线上卖车业

务，因为其对行业了解得比较深入，又具有

一定的客户资源，搭建网上电子商务平台

有便利之处。另外，B2C 网络平台成功的

案例比较多，充分证明了 B2C 电子商务平

台具有可行的盈利模式。而对 B2B 专业贸

易展览会来说，开展电子商务的难度就大

得 多，原 因 在 于 贸 易 具 有 相 当 的 复 杂 性。

越是复杂的交易，通过线上完成的难度就

越大。也正是因为如此，B2B 电子商务平

台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即便是国内知名的

B2B 网络平台如阿里巴巴 1688、慧聪网等，

实 际 上 也 很 难 介 入 客 户 的 大 宗 交 易 环 节

中 。 相 对 于 淘 宝、京 东 之 类 的 B2C 平 台，

B2B 网络平台近年来发展缓慢，始终无法

破解复杂交易的难题。在阿里巴巴集团内

部的业务板块中，近年来风头十足的还是

淘宝、天猫、支付宝，而致力于 B2B 的阿里

巴巴“诚信通”业务收益则始终没有大的突

破，甚至呈下降走势。因此，对专业贸易展

览会来讲，“ 会展互联网+”往电子商务这

条路上走，前途会十分坎坷。

“会展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融合的另

一个障碍是，B2B 平台素来有赢者通吃、大

平台覆盖小平台的规律，单行业平台如何

在与阿里、慧聪这样大平台的竞争中生存，

更是令人担忧。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展会本身就

是平台，所有的展会实际上都是“行业+展

览”，而“互联网+”的的实质是“行业+互联

网”，展会平台和互联网平台是并行的。“会

展互联网+”如果是线上线下两个并行平台

相加，其模式必然是虚拟展会，完全不同于

以行业为依托的“互联网+”。

回到上面提到的关于“会展互联网+”

目 的 的 问 题 。 如 果“ 会 展 互 联 网 +”是 指

O2O 电 子 商 务 的 路 子 ，那 么“ 会 展 互 联

网+”对于会展公司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全新

的业务，也就意味着会展公司将不再是会

展公司，而转型为互联网公司，其实质是回

到了“互联网+行业”，也就谈不上“会展互

联网+”。这是其中无法回避的悖论。

从事实业的人都会知道，上述转型对于

任何企业而言都将是一种颠覆性的变革。

谈到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国

外知名展览公司很少谈到“互联网+”、O2O

这样的业务模式。因为一旦这种模式成立，

成为公司发展的目标，展览公司也就不能称

其为展览公司了。对于这些大的公司来说，

否定目前的盈利模式，实现战略转型，进入

未知领域，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会展互联网+”是不是指搭

建行业平台，走电子商务的道路？会展组织

机构需要好好问一问自己。

还有什么模式？

最后，还有一个“会展互联网+”的模式想

必大家都有所关注，就是搭建一个针对会展

行业的网络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预

订展位，实现展位搭建的标准化和流程化定

制，还可以完成如展品运输等参展相关工作

的网上预订，从而实现参展的便利化，最终达

到降低参展成本的目的。这种模式是不是也

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会展互联网+”？但是在

这种模式下，展览主办机构根植于行业的客

户资源将很难被派上用场，它显然也不是我

们诸多主办机构感兴趣的“会展互联网+”。

说到这里，我们只能回到根本问题上

来：既然如此，“会展互联网+”到底是什么？

许多人仅仅是朦胧地感觉到，传统的

线下会展需要注入互联网线上的元素，而

“ 会展互联网+”到底是指什么，恐怕很多

人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个与商业模

式相关的大问题，也许并没有公认的结论

和 答 案 。 笔 者 倾 向 于 认 为 ，“ 会 展 互 联

网+”应该首先根植于主办机构的行业资

源，也许可以是线上平台，也许可以是行业

和客户资源的大数据应用，关键是把展览

资源用在展览以外的业务上，才可能称之

为“会展互联网+”。至于这种业务是为现

有参展企业提供增值服务、为企业提供多

层次的全面营销解决方案，还是开拓全新

的业务板块，也许只有在具体实践中才能

找到答案。“会展互联网+”是什么、到底怎

么开展，这才应该是“ 会展互联网+”沙龙

和会议之类的业务研讨活动的内容焦点，如

果能从今后的研讨活动中引发出有价值的观

点，那正是笔者这篇拙作想要引出的“玉”了。

（作者系北京圣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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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互联网+”到底怎么加

昆明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

会展中心城市

本报讯 记者从近日举办的昆

明市“ 十三五”会展业发展规划讨

论会上获悉，《昆明市“ 十三五”会

展业发展规划（2016—2020）》讨论

稿已经出炉，确立了打造全国性会

展 中 心 城 市 和 面 向 南 亚 东 南 亚 会

展中心城市两个目标。

讨 论 稿 提 出 ，昆 明 会 展 业 的

总 体 定 位 是 我 国 面 向 南 亚 、东 南

亚 的 国 际 性 中 心 城 市 ，性 质 定 位

是 中 国 消 费 性 会 展 中 心 ，内 容 定

位 是 以 云 南 民 族 特 色 性 会 展 为

主、兼顾综合发展。

讨 论 稿 还 围 绕 专 业 化 、国 际

化、品牌化、信息化、市场化、绿色

化 等 提 出 了 具 体 目 标 。 在 国 际 化

方面，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力争实现

会 展 业 总 收 入 约 占 GDP 的 0.1% ，

力 争 实 现 大 型 国 际 会 展 活 动 境 外

参展商平均达到 55%，初步形成以

国际性会展、全国性会展、地方特

色会展共同主导的发展格局，影响

力和辐射力扩展到全国及南亚、东

南亚。

“ 昆 明 有 影 响 力 的 会 展 基 本

都 是 政 府 在 主 导 ，亟 须 培 育 专 业

化 的 市 场 主 体 ，扶 持 专 业 会 展 企

业做大做强。”昆明市国际物流与

金 融 学 会 理 事 长 刘 金 鑫 说 ，应 该

鼓 励 会 展 企 业 通 过 收 购、兼并、控

股 等 形 式 组 建 会 展 集 团 ，培 植 一

两家会展龙头企业，实行多元化、

跨 地 区 、扩 行 业 和 国 际 化 经 营 。

正因为如此，讨论稿提出，到 2020

年 专 业 化 率达到 70%，初步形成以

行业组织、专业展览公司、普通公

司为主体的会展组织格局。

昆 明 市 博 览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将 在 充 分 听 取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对 规 划 作 进 一 步 修 改 完

善 ，规 划 内 容 以 最 终 发 布 的 版

本 为 准 。

（殷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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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G20相约西湖 杭州会展格局或将生变

日前，2015 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及装备展览会在北

京举办。记者从此次展会上了解到，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轨

道交通市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里

程达到 2331 公里。2015 年后获批建设轨道交通的 28 个城市，计划建

成 87 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总里程超过 2500 公里。到 2020 年，约有

40 个城市会发展轨道交通，总里程预计将达到 70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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