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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话题

随着中国会展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强规

范管理、制定行业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在

全行业统一标准缺位的情况下，农业会展行

业率先组织开展了分类认定工作，对会展行

业管理的思路和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

供了建设性的经验。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

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秘书长、农业部农

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倪洪兴。

记者：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是在什

么时候开始萌生并筹划农业会展分类认定

工作的？又是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开展

该项工作有何意义？

倪洪兴：加入 WTO 以后，随着中国会

展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的加速发展，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大型农业博览会、交易会不断涌

现，但由于缺乏总体管理和引导，会展质量

参差不齐，重复办展、资源浪费与专业化、规

模化会展匮乏现象并存，制约了其健康发展

和功能的实现。商务部、中国贸促会等有关

管理部门曾尝试在会展全行业内开展统一

的认证评估工作，但迫于行业差别对分类标

准的影响，尚未形成统一的分类认定体系。

在农业部和中国贸促会的支持和推动

下，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于 2007 年底

着手筹划在农业会展领域率先开展分类认

定工作，组织成立了中国农业会展分类认定

工作委员会和专家组。2009 年初，该项工

作正式启动，发布了《中国农业会展分类认

定办法（试行）》和《中国农业会展分类标准

（试行）》两个文件。前者系统地规定了农业

会展分类认定工作的原则、对象、目标、工作

程序及成果的使用，后者为开展分类认定提

供了具体的指标体系。

在 2009-2010 年度的分类认定工作中，

首批通过认定的优秀农业展览项目共计 20

个。在此基础上，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

编印了《中国优秀农业会展指南》中英文版，

并寄发各国驻华使馆、商协会机构及各省市

区相关部门。2010 年 6 月，农业部办公厅发

出《关于推进农业品牌工作的通知》，进一步

明确了此项工作在打造品牌农业会展、发展

农业会展经济方面的功能和目标。

此项工作的开展具有以下三方面意义：

一是规范农业会展市场，为行业宏观管理和

市场调整优化提供科学系统的参照系；二是

扩大农业会展影响力和知名度，树立品牌展

会，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三是系统发布

农业会展信息，便利国内外农业企业寻求贸

易平台，促进农业贸易发展。

记者：在对农业类展会进行分类认定

时，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碰到了哪些困

难？有何经验可以借鉴？目前是否会对试

行的办法和标准进行修改？

倪洪兴：主要的困难和问题大致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会展数据信息的准确性有待改

善。二是分类认定的参与度有待加强。三

是认定结果的公信力有待提高。

为保证分类认定工作的有效性，中国贸

促会农业行业分会组织成立了专家组，对全

国农业会展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统计梳

理，编辑出版了首部农业会展经济研究的专

著《中国农业会展理论与实践问题》，今后将

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发布农业会展经济发展

的动态信息。

在创新做法方面，2010 年，中国贸促会

农业行业分会开发了中国农业会展分类认

定数据采集系统。下一步，将在此系统的基

础上开发建设“农业会展展商观众数据库”

和“农业会展项目信息发布系统”两个共享

性信息平台，整合农业会展行业资源，促进

行业总体组织服务水平的提升。

在总结分类认定工作经验和问题的基

础上，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将组织专家

组讨论并修订相关分类标准，进一步提高指

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并将会展业的

一般性指标与农业会展的特殊指标分开，以

更好地适应农业会展行业规范发展的要求。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会展业没有

统一标准的现状？结合农业会展分类认定

工作的体会，您对中国会展业制定统一的标

准进行认证管理有何建议？

倪洪兴：首先，树立行业发展的标准和规

范，开展认证管理是会展业实现行业自律和

规范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会展行业是一个

外部性效果非常显著的行业，会展行业的健

康发展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来支

撑。但从会展行业效率改进和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来看，市场化办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因此，会展行业的管理应是在政府支持和政

策指引下的行业自律管理，其有效的途径就

是加强会展认证，尤其是第三方认证工作。

其次，会展行业的认证管理应当在统一

标准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类别会展的特

性分类进行。这是由于会展经济作为一种

经济形式具有其运行的一致性规律，而不同

类别的会展活动由于其功能和行业特性的

差异在评估认证时往往不具有可比性。

最后，会展信息收集和数据统计是开展

会展行业管理和会展经济研究的前提。中

国会展行业目前尚没有专门的数据收集和

核验机构，大多数会展信息的发布都是基于

主办方或会展城市的统计，来源驳杂、口径

不一、缺乏理论依据的问题广泛存在。因

此，加强会展行业数据统计的规范性和权威

性就成为当前行业管理的首要问题。

目前，商务部、中国贸促会等机关政府

部门和部分会展发达省份的有关部门都已

提高了对相应领域会展管理的重视程度，并

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

过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和分工，会展行业的

自律和认证管理体系必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彰显其公益性的同时，不断提高会展业的

效率、效能和资源整合程度，会展产业将真

正步入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2010 年 4 月，杭州市西博办（会展办）以

世博会杭州案例馆为平台，紧紧抓住上海世

博机遇，借鉴世博会先进的办会理念、运作

模式和管理经验，创优工作举措，通过全面

参与、服务、共享世博盛会，进一步推进会展

产业转型升级，助推杭州会展业快速发展。

助推杭州会展业快速发展的背景和意义

杭州会展业快速发展是杭州会展业转型

升级的内在需求。随着杭州“十二五”规划的

开篇启程，要进一步保持杭州会展业的发展

优势，更好地发挥会展业在推动杭州城市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和

平台。以杭州案例馆为平台，杭州通过全面

参与、服务、共享世博会，推动会展业快速发

展，进一步推进了会展产业的转型升级。

杭州会展业快速发展是杭州经济转型

升级的重要支撑。杭州组建运营杭州案例

馆，使之成为杭州参与上海世博会的主要平

台和抓手，不断吸收各国先进理念和办会模

式，共享上海世博会的发展机遇和合作成

果，推进杭州会展业快速发展，为经济转型

升级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

杭州会展业快速发展是杭州打造国际

化城市的有效手段。一是借鉴世博办会经

验，提升杭州国际化办会水平。积极借鉴上

海世博会先进的办会理念、运作模式和管理

经验，全面提升了杭州会展业的国际化办会

水平。二是扩大会展项目国际化比例，助推

杭州会展业发展。以杭州案例馆为平台，引

进各国家馆会展、节庆活动项目，全面丰富

和充实了杭州会展业的国际化发展内涵。

三是加强与国际组织、机构的交流合作，提

升城市国际知名度。以杭州案例馆为平台，

积极引进更多国际项目、积极邀请国际组织

参与杭州会展业的发展等，以提升杭州会展

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四是加大

国际宣传推广力度，打造国际城市品牌。以

杭州案例馆为平台，积极组建和完善西博会

和杭州会展业的国际宣传营销网络，打造杭

州成为有一定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品牌

城市。

助推杭州会展业快速发展的创优举措

杭州紧紧抓住世博会举办契机，创优办

好杭州案例馆工作举措，不断助推杭州会展

业快速发展。

围绕推进杭州经济转型升级，助推杭州

会展业快速发展。一是组织企业参与世博，

提升服务理念。通过学习他国的先进管理

经验，加快杭州本地企业的成长。二是组织

企业服务世博，共享世博经济。部分会展企

业、制造企业等通过积极参与世博、服务世

博，推进杭州“3+1”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

三是推动企业机构互动，加大沪杭经济合

作。邀请上海的组织机构和知名企业参加

在杭州举办的相关展览、会议、论坛，加强多

层面的交流、互动，主动寻求接轨上海的新

的合作空间和领域，提升杭州本地企业的综

合竞争力。

围绕推进会展业转型升级，助推杭州会

展业快速发展。一是以杭州案例馆为平台，

创新组建了 5 个工作保障部，设立专业工作

团队，创新引进了 30 场以上的文艺活动，策

划举办了国际文化交流周、乍得画展等活

动，推进杭州城市节庆、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是以杭州案例馆为平台，创优引进举办了

“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世博会主题论坛，提

升了杭州国际化办会水平。三是以杭州案

例馆为平台，组织推荐创意、策划、广告、搭

建等相关会展企业参与世博会，全面提升杭

州会展业发展水平。

围绕提升会展业发展理念，助推杭州会

展业快速发展。一是以杭州案例馆为平台，

创新组建世博会参展城市联盟，进一步推进

杭州会展业快速发展。二是以杭州案例馆

为平台，创新举办世博合作日、国际会展沙

龙等活动，交流办展办会先进理念和运作模

式，提升杭州国际办会水平。三是以杭州案

例馆为平台，组织分发世博·杭州之旅消费

券 10 万余份，加强会展与旅游的互动，扩大

城市的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围绕提升会展业国际知名度，助推杭州

会展业快速发展。一是以杭州案例馆为平

台，构建完善了“世博会注册媒体+市外媒

体+市内媒体+内部信息简报”的立体宣传

推广网络，显著提升了品牌会展项目的国际

曝光率和关注度。二是以杭州案例馆为平

台，走访了 50 个以上的各国驻沪总领事馆、

国际组织等，有效提升了杭州会展业的国际

化水平。三是以杭州案例馆为平台，创优策

划举办“友谊日”等活动，提升了杭州会展的

国际知名度。

助推杭州会展业快速发展取得的成效

杭州市西博办（会展办）以世博会杭州

案例馆为平台，通过全面参与、服务、共享世

博盛会，积极实现杭州会展业快速发展这个

创优目标，在直接效应和衍生效应两个方面

均产生了明显的成效。

直接效应显著。一是引进世博中外游

客，国 际 游 客 显 著 增 加，经 济 效 益 拉 动 明

显。二是组织企业参与服务世博，产生经济

效益，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借鉴世博办

会经验，充分运用国际资源，提升西博会休

博会的办会水平。四是加强与国际组织的

联络，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国际化知名度。

衍生效应扩大。一是提升杭州会展业

发展理念。二是提升杭州城市品牌的美誉

度。三是推进杭州城市人文建设。

本报讯 近日，亚洲国际博览馆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处举办的

2010-2011 年度“ 饮食业安全奖励计

划”中荣获食肆组 (非中式餐馆)的安

全意识奖。

该奖励计划旨在加强饮食业雇

主、雇员和业内人士的工作安全意识，

向饮食业界和市民灌输良好的职业安

全和健康文化，以及奖励在工作安全

及健康方面有优良表现的食肆、管理

人员和工友。

亚洲国际博览馆管理有限公司首

席营运总监刘克华表示：“我们很荣幸

能够获得这项殊荣。博览馆在日常运

作 中 ，一 直 把 工 作 安 全 列 为 首 要 事

项。此次获奖反映我们对职业安全的

重视，并致力追求卓越的服务质素。”

据了解，参与此计划期间，博览馆

需接受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的评审，

包括由巡查队伍检查博览馆厨房的工

作环境，如整体设计、地板整洁、机器

设备，以及体力处理操作装备的安全

性等。

在获取参赛资格后，劳工处和职

业 安 全 健 康 局 代 表 再 进 行 最 后 评

审。除检查厨房的工作环境外，当局

代表也核查博览馆的安全管理制度，

如职业安全指引、安全规例及守则、

安全培训、紧急应变计划和安全工作

推广措施等。亚洲国际博览馆于各

项安全管理评审中均表现出众，因而

获此殊荣。 （刘佩佩）

农业会展管理模式提速行业标准建设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上海世博会给力 杭州会展业提气
会展观察

展会时间：4 月 19 日至 21 日

展会地点：日本大阪 MYDOME

展馆

展品内容：面料家纺：各类服装面

料、床上用品、装饰布、抽纱、刺绣、手

帕、无纺布等。梭织针织：各类针织外

衣、牛仔装、裘皮服装、休闲装、泳装

等。相关辅料：服装辅料、花边装饰、

时装配饰、领带、帽子、手袋、箱包和流

行饰物等。

展会概况：日本中国纺织成衣展

创办于 2003 年，以一年两届的频率至

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五届并快速成为中

国在日本举办的最为专业、最具规模

的展会之一，深得日本业界和中日参

展企业的信赖。

往届回顾：据有关 资 料 显 示，上

届 日 本 中 国 纺 织 成 衣 展 注 册 买 家

3500 人，实际到会观众超过 4000 人，

其中高层职务观众占 38.2%、中层职

务观众占 32.1%。据展会统计，平均

每 家 参 展 企 业 接 待 有 效 客 户 63 家，

其中新结识客户比例达 60%，有超过

95% 的 参 展 企 业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参 展

效果，成交和意向成交接近 90%，参展

企业对展会的满意率达到 90%。

展会优势：专业的代表性参展企

业：展会聚集了对日出口最为活跃的

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份的参展企业，

还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内蒙古、广

东、福建、安徽、江西、辽宁等省市区的

参展企业。另外，也有日本独资或合

资企业参展。

丰厚的专业观众资源：该展会现

拥有 4 万多份基础客户及 2 万多名核

心客户资源。到会的专业观众中有伊

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丸红株式会社、伊

势丹株式会社等 50 余家年经营额超

过 1 亿美元的大型商社代表。

有效务实的办展理念：日本中国

纺织成衣展不断丰富展会内涵，简约

时尚的装修风格和紧贴潮流的时装表

演已经成为该展会的特色之一，业界

的交流活动也开始被展商所欢迎。同

时，完备的展览功能和国际化的运营

模式都为展会树立品牌形象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 （方 凡）

亚洲国际博览馆
获饮食业安全奖

业内通告

外展推荐

第十六届
日本中国纺织成衣展

■ 本报记者 静安

日前，由德中联国际会展（北京）有

限公司主办的 2011 年会展人年会暨首

届会展资源对接大会在京举办。来自

上海、浙江、广东、河北等全国各地约 60

余家展览机构进行了现场招聘，掀起了

2011 年 中 国 会 展 人 才 对 接 的 首 个 浪

潮。记者在会展人年会现场了解到，会

展人才教育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依然

是会展行业存在的问题。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