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AI 时代已来，

数字化人才正在成为会展主

体的核心竞争力。当下，熟

悉数字化运营的人才欠缺，

是会展主体面临的困局，也

是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破

局”所在。作为鲜少未被互

联网冲击过的领域之一，会

展数字化转型迎来发展机

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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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新说

3月 1日，莫干山下，在德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中国会展业数字化
创新大会暨德清会展业发展大会（CEIDIC 2024，以下简称“大会”）被看作

“会展业的‘莫干山会议’”。此次大会上，业界的共识是，2024年是会展数
字化转型关键年。

在业界人士看来，随着人工智能（AI）的渗透，会展数字化生态已具有
雏形，如何将数字会展转为数字资产、进入市场交易，将是会展业的一次
重大变革。

数字资产已经发展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新型要素，正在加速促进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与此同时，数字资产完成了“从0到1”的原创
性突破，正进入“从1到100”的颠覆性跨越发展阶段。

有业界人士认为，AI正像阳光和水一样，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
一部分。

 新质生产力

“AI时代，会展业的数字化资产才是新质生产力。”中国会展经济研究
会会长曲维玺表示，在AI技术与数字会展的发展趋势下，会展模式创新更
加依托于数字化平台建设。客观评价会展数字化在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
机遇和挑战很有必要。会展数字化将在服务大市场中继续发挥不可或缺
的促进作用，也将在会展企业“出海”中形成竞争力。

业界人士表示，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的“新质生产力”，将改变社
会生产力效能和增长方式。会展业应该通过数字化转型，从客户数字化、
服务数字化中产生的大量数据中形成洞察，反过来，也可以此指导业务流
程、业务模式的发展变化。

今年1月，国家数据局等17部门联合发布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
计划（2024—2026年）》提出，“提升数据供给水平”“完善数据资源体系，在
科研、文化、交通运输等领域，推动科研机构、龙头企业等开展行业共性数
据资源库建设，打造高质量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数据集”等更加具体的措
施方案。

 数据资产入表

2024年 1月 1日起，数字资产正式入表，2024年由此被看作是数字资
产新纪元年。会展数据资产也是此次大会探讨范围的重点之一。

2023年 8月 21日，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
定》，开启“数据资产入表”的序幕，数据资产入表成为释放数据价值极为
重要的第一步。时隔四个月，2023年12月31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数
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对数据资产管理进行引导规范，促进数据合规
高效流通使用。

“随着数字资产入表，会展业将发生一场重大变革。”中国会展经济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姜淮如是说。

“数据产品、服务质量，取决于对有效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水平。”分析
人士表示，可以从产业入手，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流动，构建统一的
管理机构与平台，集中收集、整理、存储和维护行业内各类数据资源，消除
数据孤岛，提高数据治理水平和效率。预计2024年数字资产市场将开启
新的万亿市场。

此次大会期间发布的《中国会展主办机构数字化调研报告（2024）》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4年，是会展业数字化收入元年。

 数字化生态已成雏形

“会展数字化生态已成雏形。”姜淮表示，当前数字会展从技术到模
式、从工具到平台、从应用到生态、从企业外向企业内转变，与业务模式深
度融合。数字会展成为推动行业创新、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之一。

姜淮提出，会展数字化转型不是着眼于数字化和数字工具本身，而是
一场全方位的范式革命，需要会展主体尽快提出路线图和时间表。

需要指出的是，会展企业实现数字化收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企业
通过提供增值服务、数据分析服务、在线广告等多种方式创造新的收入
来源。

在姜淮看来，会展主办机构是切入点，项目是转型的起点。现阶段，
数字化的价值转换和变现能力较低，2.5%至10%成为主流。

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米奥兰特国际会展（以下简称“米奥兰特”）的
会展数字化收入占比近 20%，这一数据超过英富曼会展集团 2024年数字
化收入占比10%的预期目标。

 数字会展的进化

“会展数字化是将蛋糕做大。”31会议CEO、AMT咨询联合创始人万
涛表示，在AI驱动下，人类将更珍惜同种类的直接联系，如社交、游戏、聚
会、比赛、会议、展览会等成为人类直接交流的不可替代的形式。但不可
避免的是，会展生产流程依然面临AI的赋能和替代。

近期，31会议将发布第一个与AI结合的新产品AI Enabled 。作为一

个通用型应用，这一产品根据业务属性继续深化技术研发、拓展场景融
合。31会议通过AI红利为客户提供符合运营模式的产品。

作为AI时代的会展数字产品供应商，万涛看到了会展业对转型数字
化的迫切需求，也感受到多数会展企业在数字化运营方面存在的人才制
约。31会议同样存在这样的困境。而拥有高端产品经理、开发人员、项目
经理，是生产高端产品和服务的保障。

在万涛看来，多数会展企业的数字化推进中遇到系统不集成、不方
便、使用代价过高的困扰，一方面是需求侧尚未理顺运营模式，另一方面
与供应侧缺少创新性解决方案有关。纵观会展数字化转型，数字会展从
新基建、数实融合、一站式平台一路走来，现在应该且有能力为会展主承
办方供应集成度高、易用性好、性价比高的平台级产品。

在AI变革时代，没有哪一方是做好了万全准备而迎头赶上的，所有的
群体都是在快速反应下选择与时代共舞。

 数字化收入趋于理性

《报告》显示，2023年会展业在疫情后迎来复苏，多数会展主办机构
展会营收超过 2019年水平，但利润增长未能与营收同步，反映出成本上
升和市场竞争加剧双重压力。在创新实践上，75%的会展企业认为数字
化转型是趋势。总体而言，会展主办机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使用上
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文案和内容占比最高（占 43%），其次是翻译和语
音识别。

会展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才挑战逐年俱增。同时，对商业模式的探
索仍然在路上，占比高达64%，比2023年提高10个百分点。此外，尚未找
到成熟的商业模式，占比提升至54%。

《报告》还显示，受访的会展主承办方中55%预测，2024年数字化收入
会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低于2023年的75%。

记者注意到，《报告》显示，2024年会展主办方获得更多数字化收入成
为首要目标。业界人士表示，这表明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商业模式转型，
即数字化必须与主办方的业务模式进行深度融合。

 实现数据驱动

“会展数字化的核心，是实现数据驱动。”米奥兰特董事长潘建军表
示，会展企业发展需要通过流程变革推动数字化，实现流程与 IT双轮驱动
企业数字化转型。

米奥兰特于 2023 年在海外实现会展数字化战略落地。去年，米奥
兰特出境展升级，由原有的综合展升级为建材展、纺织服装展、家居展等
八个专业展同档期举办。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米奥兰特到展会现场
买家超过 23万人，平均每场买家数超过 1.4万人和每场提单买家数超过
3000人。

米奥兰特以数字化赋能出境展传统模式项目，开启“数据驱动”增长，
展现出比以往更大的竞争力。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净利润达1.6至2.2
亿元，同比上一年度上涨345.16%至512.09%。

新冠肺炎疫情三年期间，米奥兰特根据其出境展市场及行业资源，以
共创共建共享模式，在波兰、阿联酋、土耳其、日本、印尼、越南、巴西、墨西
哥、南非、德国10个国家举办境外线下自办展，实现全球化布局与扩展。

在米奥兰特方面看来，抓住机遇风口、顺势而为，迎来属于米奥兰特
等中国企业的“黄金时代”。

姜淮认为，数字会展在会展出海中处于C位，是会展国际化战略的重
要工具。

 全链路智能内容营销

“会展业将迈入AIGC驱动的‘全链路智能化时代’。”迪思传媒集团副
总裁、AIGC创新研发中心负责人江忠锋表示，会展业从1.0传统媒体时代
走到 2.0PC 互联网时代，再步入 3.0 移动互联网时代，当下进入了 4.0

“AIGC+”，经历广告营销、整合营销、数字化营销，到了全链路智能内容营
销阶段。会展业实现了共创实时交互创博、动态数据驱动有效决策、满足
客户个性化定制服务。

AI应用将呈现超级入口、多元创新应用、多模态能力、AI Agent、轻量
化模型、AI视频突破等八大趋势，传播营销行业也将进入由AIGC驱动的
全链路智能内容营销时代，优质的个性化内容将被精准触达目标用户，用
户将获得更加智能的沉浸交互体验。

在AI背景下，展会不再只是买方、卖方交流平台，而是融合上下游产
业链，形成闭环生态。

“互联网的未来是产业互联网，应当形成产业生态。”首都会展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会展”）总经理周一炜表示，首都会
展数字化转型由规范级到场景级，升级到领域级、平台级，最终将实
现生态级。

“要以产业矩阵思维打造会展生态。”智海王潮传播集团总裁谌立雄
提出，在AI时代，会展主体转型是一个从平台到生态、从赚钱到值钱、从实
体到互联网、从规模到资本的过程，也是实现数字资产的过程。

几乎任何一个行业在历史时
间的节点上都有一个变革的机遇，
以便重新做一次。随着技术迭代
以及市场化的应用深入，同时经过
数十年的电脑通识教育，技术生产
已经在人员迭代过程中进行了更
新与自我进化。2 月 16 日，Open
AI 发布了第一款文生视频模型
Sora。作为人工智能（AI）模型，
Sora 能够通过文本提示生成逼真
且富有想象力的一分钟模拟真实
环境与多条件下的视频。一场关
于文生视频的热潮由此席卷全球，
AGI 通用型人工智能降临的时间
节点提早了。笔者曾在 2020 年撰
文时说：想象力与创造力是最稀缺
的资源。每一个行业在发展的前
期都是一个绝对性的蓝海市场，这
是市场给予创新的奖励。随着时
间的推移，更多的工具会出现，奖
励就会被均摊掉，甚至“内卷”也会
随之而来。古典写实的绘画在欧
洲贵族圈一直很盛行。这一局面

在 1826 年因法国人成功地照了一
张相片而发生变化。这个照相装
置将客观图像忠实地记录下来，
1910 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电影。
然而，这并不代表电影代替了摄
影、摄影代替了写实油画。底层逻
辑是蛋糕做大了，消费者的人数变
多了，原本单一的技术被细分了很
多的需求，这才出现了细分的挂在
卢浮宫展厅墙壁上的大师级作
品。看历史中的技术底层应用，是
为了更好地反思当下商业细分路
径的选择。

笔者不认同“打不过就加入”
的逻辑，因为当下是一个不需要重
复制造工具的时代。人类从原始
人进化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直立行
走之后的解放双手，进而更好地使
用工具，这是文明进步的第一步，
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工具的创造
和使用，不仅能够满足人类的日常
需求，还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类
的创造力和科学探索的欲望。所

以当我们面对Sora的时候，应当清
楚地意识到，通过不断进行商业场
景变现和创造新的工具应用于消
费者端是创业者不再焦虑的核心
点。经历了数次行业的沉浮、技术
迭代，创业者怎么捧起Sora带来的

“金饭碗”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
下几个行业来看如何做大蛋糕。

用人成本永远是亲子行业最
大的成本占比，从业者都在思考如
何在提高服务的水准与水平的同
时，不增加成本的支出。好的内容
永远有且只有依靠头脑风暴、策
划、设计、制作、输出、迭代，同时需
要做好服务消费者的培训工作，最
终才能够投入到消费者接触到的
市场中，这就是成本之所以高的原
因，流程繁、人员多、工种杂，最终
消费者可付费的能力有限，还面临
获客成本高昂的问题。所以，“花
了 100 块钱的成本、收了 1 块钱的
效益”是目前大多数线下亲子场景
现状。Sora 类型的工具可以为我

们解决诸多过程性输出问题。毕
竟你只需要将你的逻辑讲清楚，工
具就会为你生成框架、示意、视频
等所需要的运营工具，我们还能够
模拟更多的消费者使用场景来进
行训练，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进
行不同的方案规划。在此逻辑基
础上，拼格团队做了一项尝试。年
前，拼格在广东惠州、梅州开业了
两家以数字化为核心的儿童科技
探索乐园，希望消费者在下沉市场
中感受科技带来的市场中的全新
魅力。

亲子文旅沉浸式行业从业者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工具包”来生
成针对不同客户群体的逼真的虚
拟环境内容。在文旅项目创造定
制化的、故事性的沉浸式场景，例
如打造以亲子互动为核心的虚拟
与现实乐园，提供基于传感器等的
识别设备为基础的独特的故事线
和角色交互，每个消费者体验的场
景视觉以及故事线索都不一样，这

就是通过关键词生成的世界故事
模拟器产生的效果。利用 Sora 的
视频生成能力，在场景里面开发
AR（增强现实）或者 Vision Pro 空
间中的内容，让小孩子通过手机
或设备参与虚拟互动，这一方式
尤其适合开发寓教于乐的亲子教
育活动。拼格探险者中心为亲子
游客模拟人类对于天空的向往、
生植物学探险与宇宙星球的沉浸
式探索场景，让孩子在安全与愉
快的环境中学习并享受乐趣。同
时，与户外的知识结合起来，产生
良好体验。例如，面对浙江遂昌
湖山乡的夜晚，用户通过天文望
远镜可真实观测宇宙星空，将远
在天边的月亮“拉入”眼前，与沉
浸式的探险者中心相呼应，一真
一虚，这是虚拟与现实的完美结
合、寓教于乐的亲子文旅体验。
另外，持续的内容更新与迭代中
的应用也是营销宣传中的重要环
节。由于 Sora 能够高效地创作新

的内容，相关行业企业可以根据
节气时令、特定节日或热点事件
快速推出新的沉浸式体验项目，
保持产品和服务的新鲜感，让消
费者快速感知，从而达到商业的
变现闭环。

技术变化之快，远赶不上企业
商业闭环打通的速度，人与商业之
所以能够打通闭环，是因为企业能
够更好地适应与共存，并找到那一
个合适的节点。总之，只要运用得
当，我们在效益与技术的平衡中可
以实现效益更大化。

（作者系2050自愿者、中国美
术学院拼格创意媒体奖学金发起
人、拼格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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