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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组稿 本报记者 范丽敏 兰 馨

编者按编者按：：近年来近年来，，尽管中国的会展业发展引发全球注目尽管中国的会展业发展引发全球注目，，中国有望成为全球会展业的领导者中国有望成为全球会展业的领导者，，但由于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但由于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因因

此此，，难免在发展过程中经历成长的疼痛难免在发展过程中经历成长的疼痛。。本报在本报在《《会展周刊会展周刊》》创刊创刊1010周年之际周年之际，，截取了截取了20022002年至年至20112011年间中国会展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年间中国会展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

机遇与挑战机遇与挑战，，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为了阅读方便为了阅读方便，，此次按照时间顺序编辑整理此次按照时间顺序编辑整理，，希望能对中国会展业的发展梳理出一个清晰脉络希望能对中国会展业的发展梳理出一个清晰脉络，，也希望也希望

我们的回顾能对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历程有一个详实的记录我们的回顾能对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历程有一个详实的记录。。

★2002年 会展业管理坚冰告破★

年度重点：政府审批制一直是中国会展业非市场化

运作的集中表现，中央有中国贸促会、国家经贸委、外

经贸部和科技部等部委审批，地方还有工商部门、经贸

部门审批。2002 年，国家经贸委、广东东莞先后宣布取

消会展审批制度。同年，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召开，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成功申办，昭示着中国会展业

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大事记

4 月，首届博鳌亚洲论坛在博鳌举办。

4 月 16 日，中国首个会展周刊——中国贸易报社《会

展周刊》创刊。

10 月，国家经贸委带头制定的《专业展览会的等级

划分及认定》通过专家论证，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会展

的评估标准。与此同时，国家经贸委正式取消国内展览

会的审批制度，实行展会备案制度。

★2003年 SARS重创亚洲会展业★

年度重点：2003 年中国的会展业，看上去还是一片

繁荣兴旺，上海工博会、厦门投洽会相继召开。然而，

2003 年的春季，稚嫩的会展业却遭遇 SARS 重创，京沪穗

3 地大型展会被迫延期，更多展会闻风而闭。中国会展

业经历了一个成长时期典型的“嬗变与洗礼”。

大事记

3 月 4 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正式成立会展管理

系，开设了会展概论、会展经济学、会展项目管理等专业

课程。

4 月 25 日，中国上海国际汽车展提前两天结束，从而

宣告中国会展业进入休眠期。同时，中国香港地区、中

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和马来西来等亚洲

国家会展业遭受 SARS 重创，欧洲和美洲也被波及。

10 月 30 日，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挂牌成立，标志

着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正式启动。

10 月，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启用，该展馆建筑面积 80

万平方米，规模堪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12 月 12 日，第 134 次国际展览局全体大会一致通过，

选举中国资深外交官、原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为国际展览

局新一届主席。吴建民是在国际常设组织中担任主席的

第一位中国人，也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席。

★2004年 大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年度重点：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进一步打

开了会展市场的大门，逐步形成了大开放的格局，会展

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大事记

2月18日，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宣布成立，其主要

职能是负责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建设、经营和管理工作。

4 月 15 日，第 95 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规

模创历史之最，成为继汉诺威通信及技术博览会和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展会。

7 月 1 日，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为中国

会展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12 月 2 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上海发布 10 种

新职业，会展策划师位列其中。

★2005年 中国会展市场资本化时代到来★

年度重点：如果说 2005 年是中国会展资本年，一点

也不为过。英国励展并购国药展览、法兰克福并购广州

光亚等一系列事件，进一步表明中国会展市场资本化时

代已到来。

大事记

1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会展经济

国际合作论坛上，中国贸促会首度公布了《中国会展经济

发展报告》，对中国会展业的发展首次做出了综合、全面的

评价，并对中国会展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7 月 8 日，在深圳举办的全国出国经贸展览工作会议

暨中国展览业法制化、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研讨

会上，中国贸促会提出了即将出台的《出国举办经济贸

易展览会审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与会代表广

泛征求意见。

8 月 29 日，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与励展博览集团宣

布成立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11 月 24 日，时任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助理巡视员

的吴宁燕宣布，由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商标

局、国家版权局 4 部委联合起草的《展会期间的知识产权

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已在网上进行公开意见征询。

12 月 1 日，在国际展览局成员国代表大会上，由中国

政府提交的《中国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注册报告》获

得了一致通过，这标志着世博会的“中国方案”终于得到

世界的正式认可和支持。

12月28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在北京顺义奠基。

★2006年 创新成为发展共识★

年度重点：2006 年，鉴于中国会展业尚属于粗放型、

专业化程度不高、资源节约性不高、文化含量不高的产

业，“会展创新”成为中国会展业发展的共识。

大事记

5 月 29 日，继《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颁布后，针对

会展知识产权保护的“蓝天会展行动”新闻发布会在京

召开。

6 月 12 日，中国机床总公司宣布，正式与励展博览集

团签订了共同发展中国国际机械装备展览会与中国机

床工具商品展览会的长期合约。

8 月 19 日，上海世博园区工程建设开工仪式在世博

会园区浦东举行，这标志着上海世博会基础设施工程全

面启动。

10 月 15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自第 101 届开

始，“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式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

11 月 8 日，国际展览业协会（UFI）第 73 届年会在北

京举行，这是国际展览业协会首次在中国内地城市举办

的重大活动。

11 月 18 日，北京国际车展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开幕，全球八大汽车巨头均将其视为全球 A 级车展。

★2007年 会展大国版图奠定★

年度重点：2007 年，是政府规划定位准确、区域布局

和分工合理、产能扩大、产业链条明晰、产业理论教育空

前发展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奠定了会展大国的版

图，为会展业实现从展览大国向展览强国的转变、从粗

放型经营向集约化运营方面发展夯实了基础。

大事记

1 月 1 日，商务部颁布的《商务部举办展览会管理办

法（试行）》正式实施，这是国内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会

展业管理政策。

1月11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向社会发布10

类新职业，其中会展设计师位列10种新职业的第一位。

4 月 4 日，中国贸促会出台了《大型出国经贸展览活

动管理办法》。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暂时进出境货物管

理办法》开始施行。

9 月 6 日至 8 日，世界经济论坛走出冬季年会的主办

地瑞士达沃斯，来到中国大连举办夏季年会。

9 月 28 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一期工程正式

封顶。

10 月起，上海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增会展策划与管

理（专科）专业，这是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自学考试在上

海市首次开设。

11 月，商务部出台的《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及前后

在北京地区举办全国性、国际性展览会的有关规定》指出：

将从严审批北京奥运会期间及前后拟在京举办的展览会。

★2008年 机遇与挑战并存★

年度重点：2008 年的中国会展业，在竞争和挑战中

走过，但这一年走得比较务实，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和上

海世博会即将举办的利好形势下，展会的规模和国际化

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中国会展市场的发展，再次引

起全球展览大鳄的高度关注。

大事记

3 月 28 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正式落成

并投入使用。

6 月 5 日，全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8 月 18 日，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会展酒店项目开工，该

酒店是国内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最大的度假及会议型酒店。

9 月 27 日，第二届新领军者年会在天津滨海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11 月 6 日闭幕的第 104 届

广交会成交额 5 年来首次下滑。

11 月 12 日，北京建工博海公司表示，国家会议中心

的拆除和改造工作将持续近 1 年。2009 年 10 月左右改

建成高档大型会展中心。

12月3日，网盛生意宝宣布计划投资1000万元在上海

成立会展公司，并将推出B2B产品和中小企业“暖冬计划”。

★2009年 中国会展业勇于担当★

年度重点：2009 年，对许多行业来说，都是充满艰难

和挑战的一年。而对会展业而言，更是不同寻常的一

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会展业不仅面临着应对

危机、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同时还肩负着促进

出口、扩大内需的使命。令人欣慰的是，在全球会展业

承受诸多压力的时候，中国会展业却为经济回暖搭建了

有效平台。

大事记

2 月中旬，商务部出台了《关于抓好商贸会展促进消

费有关工作的意见》，支持纺织等行业的 26 个大型展览

会，以促进消费。

3 月 3 日，在德国汉诺威国际信息及通信技术博览会

（CeBIT）上，中国在海外设立的首个知识产权服务站正

式启动，旨在为中欧企业在有关中国参展商专利、商标

以及外观设计侵权纠纷中提供帮助。

5 月 5 日，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授予广交会“全国

展会版权示范单位”匾牌。

7 月初，北京国际会议展览业协会宣布，今后对在北

京举办的国际性会议实行“差额纳税”政策。

8 月 12 日，励展博览集团携手其合资公司励展华博

（深圳）有限公司、北京群学展览有限公司在京宣布，由

三方合资成立北京励展华群展览有限公司。

8 月 18 日，四川博览事务局在成都正式挂牌成立。

12 月 9 日，全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

口的首个会展业国家标准《经济贸易展览会术语》（送审

稿）在北京通过审查。

★2010年 风景这边独好★

年度重点：2010 年，是会展经济概念正式提出的第

10 个年头。从会展经济起步到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的成功举办，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中国会展市场频

遭国际展览巨头们的觊觎。在全球金融危机阴影尚未

完全退却的背景下，2010 年的中国会展业，可谓是风景

这边独好。

大事记

4 月 2 日，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召开专家组会

议，对首批 20 个农业展览率先试行会展分类认定。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中国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

在上海成功举办。

6 月初，成都会展业发展办公室正式更名为成都市

博览局，这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尚属首次，也标志着成

都会展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2 月初，北京市政府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宣传贯彻

《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动员部署会，进

一步落实大型活动“谁承办，谁负责”的法定原则，全面

启动《条例》宣传贯彻工作。

★2011年 会议产业增势强劲★

年度重点：2011 年是不平静的一年，欧债危机给全球

经济笼罩上衰退的阴影，但中国会展业却成为局部的亮

点，其中会议产业尤其值得关注。随着会议业的快速发

展，其增长势头已经超过展览业，从而引发了会展市场格

局的转变。未来几年，中国会议业市场将备受瞩目。

大事记

1 月，根据商务部与上海市政府签署的共建框架协

议，落户上海虹桥商务区的国家会展中心建成后将成为

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会展中心。

6 月 19 日至 22 日，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董事会一

致通过了来自中国的陈先进继任主席，并将在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第 79 届 UFI 大会上自动成为 2012 至 2013 年度

UFI 主席的决议。

10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 2011 年第一批

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由全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负责技术归口的《会议分类和术语》、《经济贸易展览会

数据统计》、《经济贸易展览会分级与评定准则》和《展览

会观众管理系统建设规范》共 4 项国家标准获准立项。

12 月，商务部印发了《关于“十二五”期间促进会展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十二五”期间促进会展业

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是我

国会展行业第一个中长期指导性文件。

2010-2011年度，农业类展会分类认定数量增长1倍。

《民营/外资会展企业发展状况报告》

《中国展览会和博览会》

《中国展览年鉴》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号外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圆桌会议

这些年我们曾做过……

1010年历练年历练 中国掀起全球会展风云中国掀起全球会展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