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营改增”改革将

全面推开，营业税或将退出历史舞台。

会展业对于“营改增”并不陌生。早在第

一批试点工作中，会展业因属现代服务业被

列为改革“营改增”的先遣部队。但前期改革

成效不尽如人意，会展业实际税负不减反增，

主要原因之一是会展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改革

步伐不同步。“营改增”全面铺开后，乐观估

计，第一轮试点中没尝到甜头的会展产业链

“上游”将享受到期盼已久的减税红利。

这种红利是否能惠及到产业链中下游还

不好枉然判断。笔者仔细研读了《关于全面推

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 号)，文件中对于“会议展览服务”的界定与

之前相差无几，是指为商品流通、促销、展示、

经贸洽谈等举办或者组织安排的各类展览和

会议的业务活动。如此以偏概全的释义，让我

们这些处于会展产业链中下游的服务商备受

冷落。对会展业的片面理解也反映出了会展

业的行业地位。仅以会展场馆为例，作为排除

在“会议展览服务”之外的会展业中坚力量，该

归属哪个行业纳税呢？目前猜测最多的是归

属不动产租赁，税率为 11%（会议展览服务适

用6%的税率）。若真如此，确有偏颇。且不说

扣除进项税额后税负是增是降，会展场馆租赁

不同于其他不动产租赁，现场服务必不可少，

不能抵扣的人工成本是支出大户。同时，劳务

公司成本的增加也有可能转嫁到场馆。且随

着用户服务体验诉求的加强，场馆的服务成本

只会越来越高，用“不动产租赁”一概而论当然

不妥。又或者我们可以借鉴水路运输对程租、

期租业务区别征税的经验。所有这些均为猜

测，尚无定论。回到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需

要有行业机构为企业代言，需要掷地有声的行

业“强音”。当然，也需要企业赴机在速。

准确地说，“营改增”不仅仅是税收计算

方式发生了变化，要想真正享受到“营改增”

的改革红利，企业必须学会在新“游戏规则”

下生存，将新税制和企业实际业务结合起来。

第一，企业管理者要意识到“营改增”绝

不仅仅只是财务部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企业

运营的方方面面。各部门务必通力合作，分

析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研究涉税业务类型

及税率高低，共同找寻合适的应对路径。第

二，要完善财务制度，考虑专人专岗。增值税

“以票控税”是所有税种中最为严厉的，管理

不当会造成严重的涉税刑事风险。有必要制

定并完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明确领

用、保管、开具、抵扣、核销环节的职责。第

三，企业管理要应时而动，比如从价内税到价

外税，价格策略是否需要调整？相应的信息

系统的设置是否需要更新？从普通发票到增

值税专业发票，是否需要重新筛选考核供应

商？此外，还有预算的问题，编制 2016 年预算

时，相信很多企业都是按照营业税的套路来

的。现在增值税来了，又该如何应变？

“营改增”，任重而道远，笔者抛砖引玉，

只是想唤起行业共识，未雨绸缪，戮力合心，

以望共享政策红利。

（作者系国家会议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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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关注

会展传真

近日，2016 长沙贺龙（春季）车展展台倒

塌事件再次引发会展业内关于展览搭建工

程门槛低、行业间低价竞争的讨论。

长期以来，一旦发生展台倒塌事件，展

会安全瞬间就会受到高度关注。但事件过

后，展会安全又像流行性感冒一样被忘记

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作为会展产业链下

游的展览工程搭建施工方，对安全防范的认

知存在差异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其中有

场馆方管理的因素。

针对这一现状，广东现代会展管理公司

副总经理、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姜

淮认为，会展行业组织的缺位造成了展会安

全管理上的空白。

保险产品分类多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场馆

方会以年度为时间单位，购买公众责任保

险。该险种又称“普通责任保险”或“综合责

任保险”，主要承保被保险人在公共场所进

行生产、经营或其他活动时，因发生意外事

故而造成的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

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会 展 业 内 人 士 表 示，公 众 责 任 险 可 适

用 于 工 厂 、办 公 楼 、展 览 馆 等 各 种 公 众 活

动 场 所 。 无 疑 ，这 是 适 合 场 馆 方 的 保 险

产 品。

一位不愿具名的场馆方人士强调，参展

期间如发生展品丢失，场馆方要进行赔偿，

具体的赔偿最高额度则与场馆方的参保数

额多少有关。

如展品因展台倒塌而损毁，搭建方需负

一定的责任，这就牵涉到另外的保险产品。

此外，还有展品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丢失、损

毁等现象，就要由展品运输公司进行赔付。

据了解，一些运输方也为其负责运输的展品

购买货物运输险。

据一位曾在多个城市举办过展会的组织

方负责人介绍，没有谁要求其必须购买展会

保险，他也没有为展品购买过保险产品。

亟须提升安全意识

“目前，场馆方对展会期间进场搭建展台

的施工方的要求也不一致，有的场馆方强制

性要求进场施工方购买展会保险。”北京唯美

创意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毋喜丰

介绍说，针对展会保险的产品，其公司目前只

在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购买，还没有发现

其他保险公司有适合展会保险的产品。

据毋喜丰提供的展会保险合同显示，作为

展览工程搭建方，为某个展览项目购买保险，保

险合同中明确要求，必须具体到某一个展厅。这

与场馆方的公众责任险有着明显的不同。

现阶段，由于部分场馆方没有强制要求进

馆施工的展览工程搭建方必须购买展会保险，

导致部分中小型搭建企业没有形成购买保险

意识，甚至有些中小型企业心存侥幸，认为展

会周期短短几天，不会发生意外。

毋喜丰指出，购买展会保险产品是一笔

不小的支出，不排除有的中小型企业存在能

省则省的心理。

姜淮也指出，多年前，地方政府对展会

管理流程进行过明确的设置，但地方管理部

门对展中的监督不是很到位。现在，行业协

会应该通过出台标准，对展前、展中、展后环

节进行监督，将展会安全纳入一揽子安全范

畴。只有行业管理组织的安全意识提升了，

行业的安全才有保障。

行业管理需强化

姜淮表示，业内对展会审批的放开有一个

错误的理解，以为政府取消了对展会的监督。

姜淮认为，在政府管理逐步弱化时，这恰好

是行业协会发挥功能的时候。针对展会安全，

可以由行业协会出台强制性标准，并进行系统

化管理。

多年来，业内人士将展会安全防范意识

薄弱归因于全国性会展行业组织的缺位，直

接影响了展会上下游产业链流程的条理性。

但随着地方会展经济的发展，为了提升会展

品牌，有些地方出台了会展管理规定。

据姜淮介绍，目前，厦门市成立了“会展

项目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厦门会展业

协会、厦门会展局、展览项目主办方、场馆方

组成，对展前、展中、展后环节进行监管。其

中，厦门会展业协会担任主任单位。与其他

城市不同的是，厦门有会展专项资金的支持。

姜淮呼吁，为了避免上述安全问题的发

生，地方行业组织要进行干涉，要帮助行业

形成自律意识。地方行业组织应该建立一

种机制，对展会上下游产业链进行干涉或监

管，提升展会的安全性和国际影响力。

总的来说，对于展会管理，政府要思考的

是如何将有形的手转为无形的手，支持行业

组织加强自律，出台行业规范标准，强化行业

组织管理的角色定位。

展会安全由谁保障
■ 本报记者 兰 馨

“营改增”给会展场馆带来的尴尬
■ 刘海莹

本报讯 日前，首批“昆明市博览基地”

在云南民族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紫云青

鸟·云南文化创意博览园举行授牌仪式。今

后，昆明市博览局将分批次逐步设立若干博

览基地，搭建更多的会展业发展平台。

云 南 民 族 大 学 在 昆 明 市 博 览 局 设 立

“云南民族大学高等职业教育实践教学基

地”，昆明市博览局在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

术学院设立“昆明市博览基地”，双方就会

展人才培养、民族文化传播等相关领域签

订合作备忘录。

昆明市博览事务局与昆明经济技术开

发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办公室合作，通过在

经开区设立“昆明市博览基地”，把紫云青

鸟·云南文化创意博览园作为双方合作的首

个项目进行培育，充分发挥会展业的平台优

势，为文创产业的“走出去”拓宽渠道，促进

会展业与园区内文创产业的共同发展。

昆明市副市长孟庆红在致辞中表示，在

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中，提出将昆明建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

的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面临这样的发展机

遇和挑战，会展学术研究、会展人才的培养和

输出显得尤为重要。

首批“昆明市博览基地”将充分运用高

校优质教学和科研资源推动会展业发展，开

展切实有效的合作，共同培养符合社会需求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同时，还将进一步拓

展会展业与经开区内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深化会展与产业的合作。

下一步，昆明市博览局将围绕“188”重

点产业进行产业融合、产业联动发展，深化

与会展产业的合作，进一步促进昆明市会展

业及社会经济发展。 （缪亚平）

首批“昆明市博览基地”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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