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名称：2013 第六十五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

乘用车展览会

展会时间：2013 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13 日

展会地点：德国法兰克福展览中心

法兰克福汽车展览会是世界最重要和最全面

的汽车工业成就展，该展会每逢单年在法兰克福举

办法兰克福乘用车展（以下简称 IAA），目前已成功

举 办 了 六 十 四 届，2013 年 度 为 第 六 十 五 届 。 该 展

会由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主办。

2011 年，有 来 自 32 个 国 家 的 1012 家 参 展 商 在

面 积 为 23.5 万 平 方 米 的 会 场 上 展 示 了 他 们 的 产

品 。 183 家 轿 车 制 造 商 和 供 应 商 更 是 首 次 登 台 亮

相世界舞台。超过 92.8 万名参观者、1.27 万名记者

以及众多经济和金融分析人士从世界各地齐聚到

这里，共同见证了汽车世界长盛不衰的魅力。

不仅如此，与博览会同期举行内容丰富的系列

活动也使 IAA 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网络的中心。在

一 系 列 的 研 讨 会、讲 座 和 交 流 会 上，来 自 经 济、政

治、行业协会、汽车工业领域的专家们将针对未来

汽车工业的技术与实践等关键问题展开讨论。

为 了 让 博 览 会 更 加 丰 富 多 彩 ，IAA 组 织 了 各

类 表 演 和 活 动，让 广 大 参 观 者 既 能 心 情 愉 悦 又 能

有 所 收 获 。 博 览 会 上 的 新 车 模 型 和 概 念 车 不 仅

能 吸 引 各 个 年 龄 层 的 车 迷，也 使 得 各 汽 车 制 造 商

有 机 会 向 潜 在 客 户 展 示 他 们 对 未 来 汽 车 的 观 点

和 构 想。

该博览会涵盖范围之广使其成为无与伦比的汽

车博览会。没有任何一个博览会能像 IAA 这样聚集

如 此 全 面 的 汽 车 生 产 和 汽 车 运 营 的 信 息 和 咨 讯。

作为传统，普通轿车、定制车型、特种车型、拖挂车

以及汽车零部件、配件和车载通讯系统仍然是此次

展会的重点。工业领域的参观者们还将获得超过

600 家的大中型系统和模块制造商以及一级和二级

供应商的最新资讯。出席 IAA 的业内人士中，有三

分之一的人是为了跟踪和把握供应商领域的最新

市场动态。他们使 IAA 成为充满活力的 B2B 交易

平台。

许多专业领域也吸引了参观者的注意。诸如

改装产品、汽车音响、老爷车、特种车辆、修理厂和

车库装备以及导航系统等领域的供应商也在 IAA

上与其业务伙伴和最终消费者建立了联系。

（静 安）

中国企业参加出展已回归理性，在重视贸易交流的

同时，更注重企业形象的展示。

近年来中国的出展，在发挥以经贸促外交的初期功

能后，正在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发生蜕变。在这场蜕变

中，参展企业摇身变为“主角”，不再是依靠组展单位分

一个摊位、只是参加出展过程中被选择的一方，而是变

身为被服务的一方，由负责出展的组展单位提供个性化

服务。

但跨越这一步，中国企业历经了 60 年。

近日，由中国经济网组织的 2013 中国企业走出去参

展研讨会上，业界对出展有着一致的认识和理解。不可

否认，继欧美传统市场后，新兴市场也成为出展组展单

位的目标。与之而来的还有全球化市场竞争环境、秩序

与格局改变带来的挑战。

脱离保姆式服务

中国企业的出展可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新中

国 成 立 初 期 ，中 国 贸 促 会 承 担 了 中 国 几 乎 所 有 的 出

展任务。在当时，多数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

出 展 成 为 展 示 中 国 建 设 成 就 ，建 立 外 交 重 要 且 有 效

的手段。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

进，出展组织业务扩及中央直属的工贸公司、外贸公

司，以及中国贸促会行业分会、地方分会和支会等。至

此，出展进入了经贸交流阶段。

据西麦克国际展览公司（以下简称西麦克）常务

副总经理王稚曼介绍，那个时期的出展项目采用行政

手段，多是到海外举办国别展会或是组织企业参加其

他 国 家 举 办 的 综 合 类 贸 易 博 览 会 ，企 业 不 仅 乐 于 参

展，且对产品走出国门抱有极高的热情度。

王稚曼坦陈，那个时期，由于很多企业尚未拥有外

贸进出口权，几乎依赖于出展组展单位给其摊位和参

展机会，出展组展单位完全没有竞争对手。一些企业

由于对出展流程并不熟悉，一直没有脱离组展单位给

予协助的状态。

“出展的初期，组展单位只是将企业带出去参展，

提供保姆式服务。”米奥兰特国际会展公司（以下简称

米奥兰特）董事长潘建军如此解释那时的出展状态。

但随着外贸进出口权的放开，出展组展单位原来的

垄断资源优势也消失贻尽。出展市场已由此前的“蓝

海”变为“红海”，招展竞争日趋激烈。

与 此 同 时 ，企 业 跟 风 参 展 现 象 也 不 复 存 在 ，企

业 在 开 拓 国 际 市 场 的 同 时 ，开 始 根 据 需 要 ，选 择 性

地参展。

升级个性化定制服务

在失去“蓝海”后的出展市场，经历了“红海”的混乱

阶段，再次等来了机遇。只不过，这次企业对组展单位

的要求趋于个性化和国际化，竞争不可避免。

“近些年来，出展市场一直在增长。”潘建军表示，但

目前，随着外贸出口处于少量增长阶段，意味着出展市

场也到了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说，随着国际市场格局的

变化，出展必须转型。

潘建军认为，企业出国参展的第一境界是以贸易

成交为目的，但当其市场稳定后，则是出展组办单位

服务上升为品牌植入的最好时期，这也是出展企业转

型的新目标。

据 潘 建 军 透 露 ，西 麦 克 已 与 某 大 型 企 业 签 订 合

同，帮 助 该 企 业 在 海 外 参 展 期 间，进 行 市 场 推 广，塑

造 企 业 品 牌 。 简 单 地 说 ，出 展 组 展 单 位 利 用 原 有 的

展 会 平 台 ，为 一 些 企 业 提 供 个 性 化 的 定 制 服 务 。 而

服 务 的 品 牌 植 入 将 是 一 个 发 展 趋 势 ，也 是 展 览 行 业

转型 的 方 向。

出展“第二境界”

当全球国际化趋势不可阻挡时，企业可以自行订酒

店、订机票，根据需要到海外参加任何一个展会。出展

组展单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新的市场环境下，如何增

强聚合力。

仍然看好出展市场的潘建军认为，出展的品牌植入

是出展的转折点，也是出展的“第二境界”。

目前，出展组展单位不再将展览项目的数量作为比

拼重点，而是在数量上做“减法”。据潘建军介绍，2014

年米奥兰特的展览项目将从此前的 200 多个，压缩到 80

多个。

在潘建军看来，凡是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区域，也

符合出展主题、出展项目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尤其

到海外举办主题展，对国家有利，对展览项目有利，对企

业也有利。但这些出展项目需要有主题思想、有灵魂。

目前，中国出展主题展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已经发展相

对成熟的国内展览项目，首先，从主题策划、资源整合入

手，而买卖只是其中的要素之一。相比出展主题展还有

一段距离，还需一个历练过程。

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当出展组展单位还在为出展

主题的策划和资源整合费尽心思的时候，必需面对与

国际展览大鳄们同台竞争的压力。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中国展览企业没有“彩排”的机会。

据励展博览集团国际销售部（以下简称励展中国）

大客户经理郭荣介绍，励展中国 5 年以来，在出展方面

一直做增值服务，我们在现场为展商规划了很多商务

会议，这些方案并不需要花太多成本，也非常简单。比

如说线上推广活动，包括现场一些商务会议等。

布局新兴市场

继欧美传统市场之后，中东市场成为出展组展单

位间新的“操戈”阵地。在中东市场的争夺战中，中国

出展组展单位面临着真正的国际竞争挑战。

据介绍，西麦克和米奥兰特都涉足了中东市场展

览项目，与他们同台竞争的还有励展；而励展拥有全球

展览市场的数据库资源。

据郭荣介绍，近几年，中国企业更关注新兴市场，

励 展 在 巴 西、土 耳 其、印 度、印 度 尼 西 亚 都 有 展 览 项

目。新兴市场也是励展未来发展的重心。

郭荣表示，所谓的新兴市场，是由全球经济发展周

期决定的。随着传统市场的饱和，新兴市场作为未来

的趋势，为出展组展单位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重

要的是，新兴市场在产品生产上与中国差距较小，“中

国制造”在新兴市场有立足之地。

据悉，励展在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包括沙

特 都 设 有 分 公 司 ，其 看 中 的 就 是 新 兴 市 场 未 来 的 发

展潜力。

郭荣分析认为，目前，新兴市场的发展情况可以分

为几点：一是企业从传统市场向新兴市场的转移；二是

建立联系。未来，展览将从简单的展示向多元化发展，

并建立展会社区。励展的核心价值：展会应为所有的

参展人士提供一个内容分享的平台，与会客商在内容

平台上互通有无、互相了解，了解前言科技，以及资源

共享。

7 月下旬，在中国贸促会出展工作会议上，励展中国

推介其在新兴市场的战略布局：包括巴西东北部、摩洛

哥、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墨西哥、土耳其、俄罗斯和

印度等新兴市场。

由此不难看出，新兴市场已成为全球展览企业的必

争之地。中国出展企业参与其中，虽有压力，但仍存机

遇和发展空间。

编者按：当会展行业的转型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时，出国展览正面临着新的全球竞争秩序的挑
战。在这一轮竞争环境中，出展组展单位摸索出了一条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路径。至于，能走多远，

目前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的市场格局下，出展组展单位将参与到国际化竞争中去。那么，国内出展

组展单位将如何在国际化大潮中寻一隅立足之地，将直接关乎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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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市场环境 中国出展被迫升级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近日，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 2013 年全国出国

经贸展览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出展会议）在北京召

开，本次出展会议以“新市场·新业态·新增长”为

主题，来自全国 150 余家出国展览组办单位及国内

外会展业人士近 350 人与会，共同探讨出国经贸展

览业的发展。作为中国出国经贸展览的归口审批

单位，中国贸促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出展主题会议。

在本次出展会议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

珍做了《2011—2012 年度全国出国经贸展览工作

报 告》（以 下 简 称《报 告》）。《报 告》数 据 显 示 ，

2012 年，经 中 国 贸 促 会 审 批，全 国 108 家 组 展 单

位共赴 64 个国家实施办展计划 1536 项，比上年

增 长 11.7%，其 中 参 加 国 际 博 览 会 1466 项，占 项

目实施总量的 95%；举办单独展览会 70 项，占项

目 实 施 总 量 的 5% 。 全 年 出 国 办 展 净 展 出 总 面

积 69.3 万 平 方 米 ，比 上 年 增 长 14.5% ，出 国 参 展

企 业 近 5 万 家，比 上 年 增 长 18.6% 。 出 国 展 览 目

标市场表现出由欧美传统市场向新兴国家市场

转 移 的 趋 势，产 业 市 场 表 现 出 由 消 费 品 向 资 本

货 物，从 劳 动 密 集 型 向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业 拓 展 的

趋势。同时，出国展览项目中自主品牌展览效果

进一步提升，办展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呈多元化

发展趋势。

王锦珍指出，组展单位要转变思路，实现服务

创新，在今后两年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继续

深入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扩大国际

市场份额，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发展；促进贸易

结构优化调整升级，通过出国参展和自办展增强

我国高科技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和新兴产业商品

的出口能力，提高外贸产品竞争力，加快形成出口

竞争新优势，进一步为企业走出去做好服务；积极

实施品牌战略，努力培育并推广自主品牌展会，提

高出国展览的自主创新能力；重点挖掘中西部地

区外贸潜力，充分利用中央支持中西部发展的各

项政策和措施，结合当地地缘优势和产业特色，合

理布局，找准切入点，积极发展中亚、南亚、阿拉伯

国家、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展览市场，逐步发挥

中西部地区和边境口岸在推动全国外贸发展中的

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利用知识产权制度

来推动产品创新，提升中国商品在国际展会上的

形象。

据与会代表反映，本次会议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针对性强，对未来出国展览工作的开展有着

积极的指导意义。

本次出展会议上，表彰了 35 家 2011 至 2012 年

度出国展览工作优秀组展单位。

2013全国出国经贸展工作会议主题：
“新市场·新业态·新增长”

2013第六十五届
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乘用车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