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不是‘六方会谈’，但对中国会展业上下

游产业来说，毕竟是六方首次聚在一起的沟通和

交流。”日前，在郑州举办第七届中国国际会展文

化节期间的“中国会展六方对话”环节上，主持人

中国贸易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范培康的开场白，概

括了会展业首次六方对话的现实意义。

这是中国会展业第一次将会展的管理方、

主办方、搭建商、运输商、场馆方以及教育院校

方，就会展产业链的发展进行六方对话。范培

康指出，中国会展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10年前

存在的无序状态，并没有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而

得以改善。换句话说，10年的老问题仍然是当

下谈论的焦点和热点，这亟需引起政府相关管理

部门的关注，并切实地出台相关协调管理机制。

业界人士担忧，如果中国会展业混乱的

现状不尽快得到改善，未来在全球会展市场

东移之后，中国的会展企业将因此错失发展

机遇，错失更好的利益。同时，也将因为不

规范，将机会拱手让给已经进入中国并对中

国会展市场觊觎许久的外资展览机构。

中国会展业的症结在于，带病疾走却无

根治良方。于是，一场会展产业链的六方对

话，沦为一场“诉苦”大会。

管理方：我们一直很努力

被业界人士称为“老爷子”的各地会展管

理办公室，一直被会展业界寄予厚望。但直

到今天，仍是备受业界指责的地方管理机构。

目前郑州会展业建立完善了组织结构，并

且完备了一些政策体系，建立了一个高效的协

调机制，另外，还建立了会展业的扶持基金。

作为此次会展文化节的主办方之一，郑州市会

展工作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亚平表示，郑州会

展办起着指导、协调、督促、服务的作用。

他表示，郑州需要会展主办方办出更多的品

牌展会，同时，展馆方也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浙江义乌会展管理办公室主任刘金土透露，

3月，义乌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十个义乌国际贸易

综合改革试点。这为义乌会展业的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国务院在批复改革试点方案时提出，

要把义乌打造成为重要的、国家级的会展平台。

当前义乌会展业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

面是人才的制约。另一方面是会展市场化、

专业化、国际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南京会展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夏鸣介绍

说，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各地成立的会展管

理机构超过了 60 个，业内认为，这一现象表

明地方发展会展业的目标，但同时也面临着

新的挑战。挑战就是各会展城市之间，对展

会项目，对展会成效的竞争将空前激烈。

据悉，2005 年，全国有会展管理机构的

城市不足 10 个。

成都博览局副局长刘淑华认为，作为会

展管理方，首先必须要抓宣传，营造大的环

境。其次，政府要为企业做好服务。近年来，

为了为会展业提供便利的办展环境，成都博

览局为展会主办方提供一站式服务，可同时

协调 30 几个部门，协调会在 20 分钟内结束。

主办方：警惕线上展对实体展的冲击

实体展会是线上展会的最终体现。这

话听起来虽然有意味，但也对实体展会敲响

警钟。

“雏凤清于老凤声”，法兰克福展览（上

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慰平认为，“80 后”、

“90 后”正在成为会展业的后备力量。赵慰

平指出，“80 后”和“90 后”是网络的一代，他

们之间很多联系都是通过电脑和网络完成

的。再过 10 年后，他们将很大程度通过网络

成交业务。但实体展览会有它独特的优势，

这个独特的优势就是面对面的交谈。德国

人对于网络经济对于展览会的冲击有一句

名言：“现在年轻人都实行网恋，通过网上去

谈恋爱，但网恋的最终结果就是要面对面。”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会长何继红表示，一个

展览项目，需要多方的协助。大家都需要互相

包容，互相理解，和谐、共赢，这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方向。中国的会展业，不管是哪一环节，

都承担着商贸、物流的重要责任和义务。

同时，何继红也指出，尽管中国会展业

的服务体系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令人欣

慰的是，一些专业组展企业已经具备了强大

的客户群体和专业组织能力。

雅森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宇认为，中国

会展业目前最难的是，高级会展人才、专业服

务水平的与国际相比，还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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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乱局依旧，会展六方首次对话成“诉苦”大会
■本报记者 兰 馨

会展传真

会展关注

近日，2012 年韩国丽水世博会

中国馆组委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

布会，首次对外公布了丽水世博会

中国馆的主题、设计方案、标示和

吉祥物等。

在新闻发布会上，2012 年韩国

丽水世博会中国馆组委会副秘书

长、丽水世博会中国政府代表赵振

格介绍说，中国馆以“人海相依”为

主题，展出将围绕人与海相互依存、

和谐发展，向世界展现中国致力于

科学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建立

人类与海洋和谐共生关系的不懈努

力，这将进一步树立中国作为负责

任的海洋大国的形象，凸显中国的

和谐发展理念。

“中国馆是韩国丽水世博会面

积最大的外国场馆。”据赵振格介

绍，位于太平洋展区的中国馆面积

约 1241 平方米，将划分为海之波展

区——海豚活力剧场、海之源展区

——重点介绍中国的海洋环保事业

和发展理念、海之恋展区——讲述

中国的海洋科技工作成就和面向未

来的科技发展理念。其中，海豚活

力剧场是中国馆的核心展项，设计

独具匠心，是由两个影院和位于影

院中心的表演舞台组成一个双面剧

场 ，中 国 馆 的 主 题 影 片 将 在 此 上

映。中国馆预计每天可以接待观众

6400 人次，展期可接待总人数约为

60 万人次。

赵振格指出，中国馆选取有“海

上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白海豚作为

贯穿展馆的线索，海豚是典型的中

国符号，它将成为人与海之间的纽

带。中国馆标识以海豚造型为主要

设计元素，图案中欢快跳跃的海豚

在海洋中追逐嬉戏，形成一个活泼

的圆形，表示着海洋生态系统的彼

此关联和相互作用，强调了保持海

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同时，标

识图案选取的四种颜色又各具意

义，蓝色代表海洋、黄色代表陆地，

绿色代表自然万物，红色代表人类，

巧妙传达了主题理念。另外，中国

馆吉祥物、主题影片也将以中华白

海豚为原型。此外，中国馆吉祥物

海豚宝宝是一只正在跳跃的海豚，

海豚精灵则代表着中国馆热情欢迎

四海宾朋。

“中国馆的展示设计方案已经

通过社会公开招标产生，中国馆市

场开发工作也已全面启动。”赵振格

表示，中国馆组委会下一步工作重

点包括深化中国馆展示设计、拍摄

主题影片、制作核心展项和细化省

区市活动方案等。

据 悉 ，中 国 馆 馆 日 活 动 定 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举行，当天将举行

中国馆馆日官方仪式和富有中国海

洋文化特色的文化演出。2012 年 5

月 12 日至 8 月 12 日，以“生机勃勃

的海洋及海岸——资源多样性与可

持续发展”为主题的韩国丽水世博

会 将 在 韩 国 丽 水 市 举 办 ，预 计 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

展，接待观众约 800 万人次。

受国务院委托，作为参加国际

展览局和世博会工作的主管单位，

中国贸促会高度重视代表国家参加

韩国丽水世博会的工作，根据此次

世博会的主题，与国家海洋局共同

成立了中国馆组委会。中国贸促会

会长万季飞担任组委会主任，国家

海洋局副局长陈连增和中国贸促会

副会长王锦珍担任副主任。截至目

前，2012 年韩国丽水世博会中国馆

组委会已组织召开两次组委会会

议。自 1982 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先

后 13 次代表国家组织中国馆参加

了历次世博会。

近来，“政策依赖症”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流行病。而这

种病在中国会展业界已存在很长时间了。日前，在郑州举办的

第七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上，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总经理刘海

莹率先提出了中国会展业患上了的“政策依赖症”的观点。

而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秘书长魏

建国在主旨发言中也直指中国会展业“政策依赖症”的病症所

在。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中国展会举办主体对政策的依赖性

过强，经营能力不强。许多展会习惯于依赖政府的信誉，迫使

各级政府越来越多地卷入展会的举办活动中 。

没有政府政策的扶持就不会举办展会了，还是没有了政

府政策的扶持就无法吸引流动展会的落户？笔者忍不住多问

一句：是没有政策上的扶持就真不能举办展会？还是有了政

府的扶持政策，主办方才愿意去主办展会？美国商务部数据

显示，2011 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调整后为 1.9%，大大低于

2010 年 第 四 季 度 的 3.1%，在 历 次 经 济 复 苏 周 期 中 属 较 低 水

平。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经济学家肯·戈尔茨认为美国经济

当前是“阶段性疲软”。何为“阶段性疲软”，就是政策不给力，

经济就疲软，这恰恰说明了美国的“政策依赖症”确实已经是

病入膏肓了，当造血不成时，大量输血恐怕是唯一的选择。这

才是问题的实质。

今年 6 月，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全体董事

会上，通过了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陈

先进担任 2013 年国际展览业协会主席的提议，这是国际展览业

协会 86 年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主席。同时，国际展览业

协还为中国大陆地区安排了 5 名董事的席位。这一切不仅表明

了国际展览业协会对中国展览业飞速发展的认可，也表达了世

界各国展览界人士期待更多的中国同行积极参与国际展览业

协会的各项活动，取得共赢、多赢的结果。

在会展文化节开幕式上，陈先进向全体参会代表表态，他

将借助国际展览业协会 86 年构筑的网络，为中国的会展组织企

业、场馆运营企业、会展服务企业，以及各个会展行业组织提供

服务，同时，也将致力于在国际展览业协会搭建一个平台，进一

步推广中国展览业的品牌。

笔者注意到，陈先进在此提及的无论是“会展组织”、“场馆

运营”，还是“会展服务”，强调的都是“企业”。因为，只有企业

才是市场的主体，市场化才是中国会展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否

则，就一如刘海莹提醒的那样，有些地方会展业搞得好，会说得

益于当地会展政策好。于是，会展业发展的不甚理想的城市就

有了借口，因为政策不好，所以会展业搞不起来。政府会因此

背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就像刘海莹和魏建国指出的那样，发展初期依赖政策扶持

没有错。如果要以依赖的方式生存下去就不现实了。另外，政

府也不要以输血的方式供养会展业，免得培养出“会展业富二

代”来，就与发展会展经济的初衷大相径庭了。

会展业扶持政策宠坏了谁？
■ 伊 宇

快语时评

2012年韩国丽水世博会
中国馆传达

“人海相依”主题理念

■ 本报记者 叶灵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