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会议业需要经历一次回归的历程。

近日在上海闭幕的第 52 届国际大会与

会议协会（ICCA）全球年会，将中国会议业

推向了全球市场的最前沿。尽管在 ICCA

的全球会员中，中国仅占 39 家，但这并不影

响中国会议业迎来大好机遇。

首次参加 ICCA 全球年会的中国会议

产业大会（CMIC，以下简称会议产业大会）

秘书长王青道，将此次参会视为一次难得的

与国际会议组织接轨的机会。王青道表示，

本次在中国上海举办的 ICCA 全球年会的

通用语言为英语，这意味着 ICCA 全球年会

的国际化程度毋庸置疑。

第 52 届 ICCA 全球年会选址上海，已表

明 了 中 国 会 议 业 在 全 球 的 地 位 。 一 如

ICCA 首席执行官马丁瑟克在致上海旅游

局的贺信中指出的：“上海举办 ICCA 年会，

将实现两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目标，它不仅

能让 ICCA 全球会员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

和巨大的商机，同时也将为中国本土会议产

业的专业人士传播更多的经验和技能。”

坚持国际化模式

会议业正在进入调整阶段，全产业链都

面临着新的市场结构。因此，2013 年的会

议产业大会将给予业界更多的期望。

自去年底，“新会风”出台后首次举办

的 第 六 届 会 议 产 业 大 会 将 是 怎 样 的 一 个

新起点？

“今年在会议产业大会的主题和服务上

将有更多的改进和提升。”王青道在接受《中

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坦陈，会议业只有接

轨国际，才有继续生存的空间和机遇。

王青道表示，参加第 52 届 ICCA 全球

年会令他学到了国际会议在服务上的很多

经验。但即将于 12 月 2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

开幕的第六届中国会议大会的升级，却是

在第五届会议产业大会结束后，就已经开

始了。

据王青道介绍，自本届起，国际化将被

确定为今后会议产业大会的发展方向。与

会嘉宾的国际化程度将再度提升，将有来自

于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0 名专家学者，以

及业界人士参会。

王青道强调，参会者数量的增长不是会

议产业大会的目标，搭建一个务实、高效的

平台，助力会议业的发展才是初衷。

本届会议产业大会的主题为“新探索·
新机遇、会议产业新未来”，意在探讨全球会

议市场的发展趋势。

会议业进入全新时期

在国际化的同时，中国会议业也迎来了

另一个机遇，即会议与奖励旅游产业正在进

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王青道表示，应该看清楚会奖旅游在会

议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挖掘中国会奖旅

游目的地的资源，本届会议产业大会期间将

进行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展播。需要关注的

是，会议与奖励旅游合作洽谈，将是本次会

议大会最大的亮点之一。

会奖旅游被看作是旅游市场中含金量

最高的部分，且具有消费水平高、价格敏感

度低、逗留时间长、团队规模大等特点，正是

由于会奖旅游档次高、利润丰厚、市场潜力

大、经济效益显著，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旅

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加入到这一市场的竞

争中来。本次会议产业大会将首次组织召

开全国旅游系统会奖旅游发展研讨会，深度

探讨中国会奖城市及会奖旅游未来的发展

方向和机遇，以及会奖旅游在城市经济中的

重要作用及地位。

与此同时，还将首次推出中国会奖旅

游发展论坛、会议与传播论坛、会议与展览

论坛、会议产业领袖圆桌会议、中国高校会

议教育论坛等。此外，除了继续举办北京

高端旅游与会议产业联盟年会之外，增设

的还有中国 12 家会奖旅游城市聚首会议

产业大会的中国会奖旅游城市联盟年会。

据透露，本次将有 180 个特邀买家带来新

的会议项目。

组织需创新形式

专业化已被公认为会议产业的重点发

展方向，特别是承办国际会议，更要体现专

业性。与其他服务业不同，会议业的服务在

组织创新上，只有用务实的手段才能搭建有

效的平台。

据了解，本届会议产业大会将以会议+展

览+洽谈+培训四位一体，以及现场对接洽谈

与预约洽谈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会议产业链

各环节诉求的不同，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顺应国际化会议的发展趋势，本届会议

产业大会将组织超过 30 场的专业论坛及活

动，解读中国会议市场的新机遇、新未来，在

充分参考欧美会议市场成熟的发展经验后，

此次组委会希望通过市场化、国际化、专业

化的运作模式，为与会的会议业界的人士提

供更多的资讯。

此外，今年本届会议产业大会还将首次

引进会议运营管理师（CCMP）项目，为会议

行业培养具专业性实际操作能力的管理层，

为中国会议产业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第 52 届 ICCA 全球年会期间，全球会

议界纷纷将目光聚焦到了中国，这表明，中

国 会 议 市 场 正 在 被 国 际 会 议 组 织 者 所 关

注。也就是说，中国会议业必须国际化、市

场化、品牌化、专业化，才能把握新一轮的市

场机遇。

会展传真

05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二
主编：周春雨 编辑：胡心媛 制版：何 欣
95013812345-1022 myhuizhan@163.com

会展大咖秀

会展关注

一段时期，会展人曾津津乐道于会展经

济 1∶9 的拉动效应，并以此宣传会展对城市

经济的贡献；甚至更有人将其形象比喻为

“ 举 办 展 会 就 像 一 架 飞 机 在 城 市 上 空 撒

钱”。对此，笔者认为：展会的作用不仅限于

此。展会更大、更重要的作用是在于其对产

业发展的助推和促进作用，亦即展会作为产

业发展风向标和加速器的作用。近日闭幕

的第八届中国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以

下简称北京文博会）就证实了这一点。

北京文博会创办于 2006 年，经过几年的

培育和提升，已成为集聚全国文化创意资

源，透视产业动向趋势，促进产业合作和产

品交易的平台。北京文博会组委会将其功

能总结为具备五大平台效应：全方位展示文

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果的宣

传推广平台；促进产业项目落地、文化投资

与贸易的交易服务平台；引领文化体验和文

化消费的消费示范平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

学术交流和资讯传播的信息发布平台；深化

文化创意产业境内境外交流合作的文化交

流平台。

创办北京文博会的意义首先在于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消

费结构转型，引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发挥

产业发展风向标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

趋势的加快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创意产

业正在成为 21 世纪全球最具商业内涵和价

值的朝阳产业。中国政府 2006 年 9 月发布

的《“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手抓、两加强”的

发展思路，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因耗能低、附

加值高和发展潜力大而倍受重视。北京市

委九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了将文化创意

产业作为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进

行重点扶持和发展，并确立了重点建设全国

八大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发展战略。北京

文博会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因

此，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了“打造文化新引擎，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使命。基于这样的定

位，北京文博会自创办伊始就确立了服务国

家发展战略，引领文化创意产业潮流的指导

思想。每一届北京文博会的活动策划都紧

扣时代主旋律，把握发展新趋势，确保整体

活动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切中社会经济发

展的迫切需要，使文博会成为整合文化创意

产业资源，对接社会各方需求，推动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的有效平台和风向标。

创办北京文博会的意义还在于利用首

都文化资源优势，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发挥产业发展加速器作用。北京文博会强

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人的创意

智慧相结合，关注延伸文化产品价值链和提

升文化产品附加值，注重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和引导文化消费，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做

大做强。在活动策划中，文博会立足于北京

文化创意资源要素禀赋，发挥了首都文化科

技教育人才集聚的独特资源优势和市场辐

射力，通过集聚中央和全国的文化资源，吸

引国外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端技术和产品，打

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力的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交流交易盛会，有效地助推了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北京文博会对于推动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升北京文化创意

产业地位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博

会在北京举办，加快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

聚区的建设步伐，促成一大批项目落户北

京。据有关数据显示，2005 年至 2010 年，北

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速达到 20.2%，高

于其他产业的发展速度。时至今日，北京文

化创意产业产值已超过万亿元，在地方经济

中的比重已超过 12%，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

第二大支柱产业。

展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展会更应该

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和加速器。唯有发挥

好展会风向标、加速器的作用，展会才能可

持续，才会更具生命力，更有发展前途。

（作者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理论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导）

展会应引领产业发展潮流

会议业回归市场 顺应国际化趋势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 储祥银

第八届文博会中国影响力

企业品牌文化论坛在京召开

本报讯 近日，第八届北京文博会中国

影响力企业品牌文化论坛在京举行。论坛

邀请了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

代表、媒体人士，重点围绕品牌与经济、品

牌与文化、品牌与市场等话题展开了研讨。

本届论坛以“文化铸就品牌，梦想腾

飞中国”为主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

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经济日报》

原总编辑冯并、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

所所长陈淮等分别围绕活动主题进行了

主旨演讲。

此外，论坛还举行了“中国国际品牌

战略研究中心”成立的揭牌仪式。与此

同时，中国人民大学与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也 联 合 有 关 权 威 专 家 机 构 发 布 了

《2013 中 国 品 牌 文 化 影 响 力 500 强》报

告，该报告为国内首次发布。

据悉，“2013 中国品牌文化影响力

500 强榜单”主要是从品牌年龄、知名度、

美誉度、效益水平、发展潜力等方面对企

业进行了评价。海尔、国家电网、联想、宝

钢、中国平安、工行、同仁堂、阿里巴巴、贵

州茅台、凤凰卫视位列榜单前十强。

与会人士认为，该活动通过积极开

展品牌示范工程，以榜样的力量促进我

国从商标大国向品牌大国、品牌强国快

速转型，为增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努

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做出了贡献。（杨颖 霍玉菡）

云南国际博览事务局成立

本报讯 近日，在昆明国际会展中

心，云南国际博览事务局揭牌成立。该局

将致力于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昆明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打造成为中国与其他国

家和地区经贸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时整合

会展资源，培养会展人才，将会展产业培

育成云南省一个新兴的特色产业。

据了解，云南的邻省区四川、广西，

均成立有国际博览事务局，这些机构的

级别均为正厅级事业单位，负责各类国

际博览会的策划和实施。

云南国际博览事务局的成立，是云

南省贯彻“桥头堡”战略的重要举措和成

果，标志着云南会展事业经过 20 多年的

探索和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统筹服务云

南会展产业的专门机构，助推云南省改

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宗 赫）

2013长沙科交会开幕

本报讯 日前，2013 中国（长沙）科

技成果转化交易会在长沙高新区麓谷会

展中心开幕。

2013 科交会以“ 产学研金一体化，

创新创业在长沙”为主题，共设立国家

“863 计划”重大成果展（长沙展）区、长

沙 市 重 大 科 技 产 品 展 示 区 等 12 个 展

区。展出总面积超 1 万平方米，共 512 家

企业的 1269 件实物展品参展。开幕式

上还分别签署了长沙市政府与俄罗斯、

意大利国际技术转移合作协议和产学研

金合作重大项目合作协议。

2013 长沙科交会现场聚集了来自

海内外各界的嘉宾代表、留学生、学者，

科交会的举办就是为海内外的科技人

才、科技成果、科技项目和科技创新创业

的汇集交融、交流、对接提供一个良好的

平台。 （李 慧）

第四届中国调味品新配料

技术论坛将在粤召开

本报讯 11 月 28 日，第四届中国调

味品新配料技术论坛将与 2013 中国（国

际）调味品及食品配料博览会同期（简称

“CFE2013”）在广东举办。CFE 是由中

国调味品协会主办的全国最专业的调味

品展会，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

展会期间，将有参展商 300 余家，参

观观众 2 万余名。除招商、展示、洽谈外，

一系列围绕调味品行业科技创新、技术探

讨、营销交流的配套活动将同期举办。而

由中国调味品协会调味食品配料专业委

员会主办的品牌性配套活动——调味品

新配料技术论坛，自 2010 年以来，已成

功举办三届。论坛不仅展示了行业前

沿食品科技以及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同时也促进了配料新技术在调味品产

业的推广。 （平 和）

近日，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

会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本届文博会期间，签约

总额达 1190.36 亿元人民币。其中，文化创意产品

贸易成交额 317.66 亿元，投资类项目协议总金额

872.97 亿元。

据介绍，本届文博会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

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与往届相比，本届文博会

中，文化贸易如广播影视节目、网络游戏研

发制作、出版发行、版权贸易、设计创意等

项目成交增长明显；平台类、产业联盟

类合作项目亦有增加，利于产业资

源 整 合 和 产 业 环 境 完 善；文 化 与

经济融合愈加深入，文化、科技、创意

融合的新兴文化产业项目较多；文化产

业园区、集聚区投资类项目规模大，产业集

聚和带动性强。

本届文博会分别组织了展览、推介交易、论坛、

创意体验等分会场活动。其中，以文化创意产业投

融资、文化产品交易、产业合作、文化产业园区和基

地入驻、艺术品授权、艺术品拍卖为主要内容的 60

多场项目推介交易签约活动，吸引了海内外 1.2 万

客商到会洽谈。

图为观众在展会现场体验光影技术。

本报记者 周春雨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