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会展业正处在明显上升期，未来

几年，将发展为全球领导者。”国际展览业人

士如此评价中国会展业。

今年 1 月，中国贸促会发布的《2011 中

国会展经济发展报告》认为，2011 年，受欧洲

主权债务危机及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影响，欧

美传统展览大国的展览经济形势欠佳，相比

之下，中国展览业仍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和

良好的发展态势。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为会展

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会展业地位获提升

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曾强调指出，近

10 年来，中国会展业发展迅猛。如何在竞

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提高大型场馆的利用

率，保持展览项目的长期持续发展，是值得

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为实现资源优化，确保

健康增长，中国会展业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文

化价值观指导下，加强战略规划，合理布局，

为行业的进一步转型创造条件。

万季飞认为，中国会展业需充分考虑未

来发展趋势和条件，继续加强区域协调，夯

实服务和管理基础，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知

识产权保护，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

次上参与国际合作。

在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会展业被列

入了国家的 5 年规划，在服务业体系中的地

位获得了提升。

按 照 现 行 的《 国 家 标 准 GB/T 4754

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民经济共有行

业 20 个门类，95 个行业大类，396 个行业中

类，913 个行业小类。其中，会议展览服务业

只 是 913 个 行 业 小 类 之 一，代 码 为 L7491。

显然，913 个小行业不可能全部写入国家 5

年规划中，会展业能够“入围”恰恰说明了其

重要地位。

华人首次担任UFI主席

近 10 年来，国际会展组织对快速发展

的中国展览业给予了高度重视。2002 年，

中 国 国 际 展 览 中 心 集 团 公 司 时 任 副 总 裁

陈若薇被任命为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副

主 席 和 亚 太 区 主 席；2011 年，上 海 市 商 业

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先进被任命为

UFI 主席，这些都表明 UFI 对中国展览业的

肯定。

在国际展览业协会 86 年的历史中，陈

先 进 是 担 任 UFI 主 席 职 位 的 第 一 位 中 国

人。从 2006 年起，陈先进担任 UFI 亚太区

主席。在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第 79 届 UFI 大

会 上 ，他 将 自 动 成 为 2012 年 至 2013 年 度

UFI 主席。

今年 2 月，2012 国际展览业协会亚洲

研讨会在深圳举行。这是 UFI 首次在亚洲

最大的展览市场——中国大陆举办亚洲研

讨会。

鉴于中国会展市场的重要性及规模，

UFI 在 中 国 的 会 员 数 量 已 经 超 过 全 球 其

他 地 区 。 目 前 ，国 际 展 览 业 协 会 亚 洲 研

讨 会 已 经 连 续 两 年 成 为 UFI 在 全 球 举 办

的会议活动中的第二大活动，仅次于 UFI

年会。

同时，中国会展硬件设施建设也随着会

展业的发展而升级。2011 年，商务部与上海

市政府投资 230 亿元的国家会展中心项目

落户上海虹桥，建成后将成为目前世界上规

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会展中心。

会议业发展前景可期

近年来，中国会议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会

展业的最大看点。2011 年首次发布的《中国

会议蓝皮书》统计表明，中国每年举办会议

高达几千万个，参加会议人数达上亿人次，

年均增长 20%。《中国会议蓝皮书》显示，承

办国际会议排名前 6 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

上海、成都、南京、杭州、大连。

在会展市场逐步细分下，高端会奖旅

游的发展也日益强劲，每年以 20%的速度

增长。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中国吸引了世

界的目光。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历史

怀有浓厚的兴趣，很想亲眼看看中国的巨

变。会议主办方也很顺应“民意”，越来越

多地选择中国作为会议举办地，以满足参

会代表的愿望。

近年来，中国积极申办国际性活动。国

际大型体育赛事如奥运会、世界田径锦标

赛、亚运会，国际大型活动如世博会、音乐

节，都能在短时间内把一个国家和活动举办

地的名字、口碑密集地通过媒体传播出去。

2010 年，上海举办了世博会，广州举办了亚

运会，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在天津和

大连举办，这些有影响力的大型赛事和财经

高端论坛都有助于国际会议主办机构加深

对这些城市的了解。

根 据 统 计 显 示，“ 十 一 五”期 间，中 国

会 议 业 发 展 态 势 良 好 ，硬 件 设 施 不 断 完

善，举 办 会 议 数 量 逐 渐 增 加，国 际 排 名 稳

步 向 前 ，会 议 业 收 入 屡 创 新 高 。 可 以 预

见 ，未 来 ，协 会 会 议 、企 业 会 议 的 主 办 机

构、会 议 数 量、召 开 频 率 和 会 议 预 算 都 将

呈现出向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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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本是沧海一粟。对中国会展业来说，过去这 10

年，有点不那么平凡。10 年前的 4 月 16 日，第一份专注报

道会展经济发展的周刊——《中国贸易报·会展周刊》问

世。在当时会展经济尚不被普遍看好的情形下，《中国贸

易报》成为内地首家开设会展周刊的平媒，曾引起不小的

关注。重要的是，随着本报创办《会展周刊》，以专业视角

报道中国会展经济的大幕正式开启。

10 岁 的《中 国 贸 易 报·会 展 周 刊》还 很 年 轻，才 刚 起

步。但过去 10 年的中国会展业，发展之迅速令全球瞩目，

尤其是各类专业展会规模快速增容，展馆建设方兴未艾。

从博鳌论坛到夏季达沃斯，从 2008 年奥运会举办到 2009

年国家会议中心启用，中国会议市场同样风生水起，吸引

了世界的目光。

在过去 10 年间，中国会展市场成为全球会展大鳄们

“跑马圈地”的“乐土”。从起初的“曲线迂回”、由港着陆、

项目合作，到现在的资本并购、战略扩张、区域布局，外资

展览公司在华完成了从展览到展馆的“集结”。2001 年 11

月，浦东建成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一期 4 个展馆，今年 2 月

15 日宣布展馆扩建 20 万平方米的总体规划全部完工。“展

览王国”德国展览集团主导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仅用 10

年就完成了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布局，作为长三角地区规模

最大的展馆，承接着中国规模最大的纺织面料展、上海国

际车展、机械工程展、橡塑展、汽车零部件展等，成为中国

内地档期最紧张的展馆。

就在 这 场 新 世 纪 的跨 国 合 作 过 程 中，中 国 会 展 业 的

“强震”不断。在保护自主品牌展会还是与外资合办展会

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国会展业界产生了强烈的分歧：“ 保

护派”认为引进外资办展是引狼入室、与虎谋皮；而“开放

派”主张与外资合作办展是快速提升中国会展业服务水

平的捷径。那是一场持续的争执战，虽没有结论，却有了

效果——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是，“开放派”精英纷纷出

任外资展览公司职业经理人，与自主品牌展会的“保护派”

一起，共同耕耘着中国的会展市场。

其 实 让 人 更 为 欣 喜 的 是 ，10 年 间 ，中 国 会 展 市 场

越 来 越 符 合 市 场 经 济 的 法 则，外 资、民 营 和 国 有 会 展 项

目 几 乎 三 分 天 下 。 近 年 来 ，会 展 项 目 资 本 运 作 热 潮 汹

涌，民营企业的动向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广州光亚法

兰克福展览公司的成立，被业界视为中外会展业合资并

购 的 经 典 案 例 。 不 少 握 有 自 主 品 牌 展 会 和 行 业 资 源 的

专业机构、协会，同样有着与外资合作的成功案例，如中

国纺织工业协会与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合作的面料展、家

纺展，都已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专业展会。

这 10 年间，《中国贸易报·会展周刊》以见证者和记录

者的身份，从客观角度、凭专业敏感，关注着中国会展行业

发展的每一步。10 年来开设的重点栏目，如《3800 展会过

剩之忧系列》（2006 年）直面中国会展业无序竞争的现状，

每期重点披露某一个行业展会重复办展的乱象，全年连续

调查采访并报道近 50 期，达 12 余万字；《关注会展城市系

列报道》（2007 年）深度采访会展城市，挖掘不同城市会展

经济的优势及资源，客观直陈当地之不足；《外资公司在中

国》（2008 年）直面外资资本运作高潮，重点报道其运作过

程中的焦点问题，引起了外资高管关注，赢得了他们对中

国媒体专业精神的赞许。10 年来的选题策划如《60 年，中

国会展业的成长年轮》、《2009 年，中国会展业勇于担当》、

《会展业专项扶持资金引发新一轮混乱》、《中国会展业标

准之争调查》、《中国展馆建设走在世界前列 近 10 年使用

率未增长》等，均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了业内专家、

学者的支持、肯定与鼓励，报道的问题引起了业界的高度

关注与警觉。

10 年来，无论是出版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与顺利开

幕的号外，还是联合中国经济网会展频道客观、公正地推

出年度中国会展十大新闻，以及与业界研究合作独家推

出《国 内 外 商 展 百 强 地 图》、《国 内 外 组 展 商 成 长 报 告》、

《中外会展业管理模式比较》等一系列深度调查，特约专

家学者刊出《理性看待国际会议》、《二三线城市国际会议

需“瘦身”》、《会议经济拉动系数揭秘》、《中国国际会议市

场解析》、《中国国内会议市场解码》等专题稿件，一再引

发会展业的阅读热潮。10 年来，我们还通过举办展会知

识产权保护圆桌会议、策划展会分类认定工作，专题调查

《民营/外资会展企业发展状况》，编辑出版《中国展览年

鉴》、《中国展览会和博览会》，与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同步

前行。

10 年，《中国贸易报·会展周刊》见证了中国会展业由

无序到逐步规范的发展历程，记录了从恶意竞争到理性合

作的一步步转变，也亲历了本土展会与外资展览公司日益

融合的历史瞬间。

10 年，《中国贸易报·会展周刊》每一个小小的进步与

成长，都凝聚了业界专家、学者们的鼓励与支持，承载着业

界广大读者与客户对我们的厚爱。

值此《中国贸易报·会展周刊》创办 10 周年之际，承蒙

业界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精英的关怀，拨冗题词赐墨，并

慨允担任本刊顾问，俾便我们百尺竿头，继续努力。10 年，

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将继续记录并见证中国会展

经济更快、更健康的发展，这是专业媒体的责任，更是专业

媒体人的幸运。

■ 本报记者 兰 馨

中国会议业这10年

遭遇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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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展馆总规模

仍是一本“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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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我们记录了中国会展业的那些事
——写在本报《会展周刊》创办 10 周年之际

■ 范培康

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中国将成全球会展业领导者

中国贸易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范培康中国贸易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范培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