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是重庆会展业历史上的一个

分水岭。

2013 年 3 月 28 日开幕的 2013 第十三

届中国金属冶金展览会成为重庆国际博览

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国博）的“首

秀”。自此，重庆迈入了与其他毗邻城市同

台竞争的新阶段。

重庆国博建成后的规模为 20 万平方

米，其规模不只是在西部居首，就是在全国

的展馆中，也跻身在硬件设施第一梯队。

与此同时，生存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随着重庆国博的启用，最直接感受到

压力的是重庆国博总经理石键。自诩不懂

展览的他，为了准时参加与展会主办方的

例行碰头会，中断采访后跑步去主办方设

在展馆的临时办公室。

重 庆 国 博 的 压 力 不 是 单 纯 的 生 存 问

题，它还将担负重庆会展业的发展规划，甚

至是未来的战略部署。

“会展新生”

“重庆的产业空间大，与此带动了会展业

的发展空间。”这是令石键颇感欣慰的，但难

题是，新的发展空间需绕开已有的展览题材，

同时还需处理好与现有展览项目的关系。

表面上看，开发新的展览项目是会展业

界面临的困境，但于重庆国博而言则更是压

力重重。因为，对于重庆国博来说，创新是

一种压力，不创新则是更大的生存压力。

而实施创新，对于重庆国博这个“会展

新生”来说，机遇或许多于挑战。

为赢得机遇，还在建设期间，重庆国博

便与新加坡展览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新展集

团）签署了《顾问服务协议》，重庆国博的业

务骨干到新加坡的新展集团进行培训。除

观摩业务流程外，还参与展会的搭建、交接、

撤展及会议筹备等，借鉴新展集团在展馆管

理和展会运营服务方面的理念和操作模式。

在国庆节期间，重庆市政府主办了规

模盛大的中国（重庆）商品展示交易会（以

下简称渝交会）。据重庆市商业委员会主

任助理、重庆市会展办主任孙华培介绍，本

届渝交会规模约 20 万平方米，启用了重庆

国博 15 个展馆及北区室外展场，成为重庆

国博首次启用全馆的展会。

石键表示，渝交会的举办为重庆国博

承接首个大型展会——第 46 届全国制药机

械暨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以下简称

药机展），提前进行一次演练。

10 月 25 日，药机展主办方中国制药装

备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赵琳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轻松地坦陈：“重庆国博满足了药机展对

大场馆的要求。”

这意味着，重庆国博通过了第一场“大考”。

承担使命

重庆国博的背后是重庆会展业。也就

是说，重庆国博与重庆会展业是共生共荣

的依属关系。

根据重庆行政区域划分，重庆国博所

处的悦来隶属于重庆两江新区管辖。近

期，在重庆市政府研究部署两江新区开发

职能中，将江北嘴、悦来、保税港区、港务物

流集团 4 家国企划交两江新区管理，即成为

重庆两江新区金融、会展、保税、物流四大

功能的重要载体。

按照部署，两江新区主要任务之一是打

造世界级会展中心，建设国际会展之都。“两

江新区将加大会展业的发展。”稍早前，重庆

两江新区新闻宣传办公室张科如是说。

据介绍，已成规模的重庆悦来会展新城

将在重庆国博的带动下，逐步发展成为集国

际商务、会议展览、文化创意、生态宜居和休

闲游憩功能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基地。

另据重庆国博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规划，悦来会展新城将围绕重庆国博建设

国内仅有的公园会展。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重庆全力打造“长江

上游地区会展之都，区域性商贸会展中心”的

提速，重庆国博需解决的已不是简单的生存

问题，还要实现重庆市会展产业的既定目标。

事实上，早在2012年，重庆市时任市长黄

奇帆在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重庆投资 8361

亿元开发主城十大片区。悦来会展新城以功

能定位、开发规模、综合价值居十大之首。

推动规划

会展的魅力在于完成一个项目后的那

种满足感。

石键表示，展馆方既是建设者，同时也

应该是区域产业的促进者。

在石键看来，作为展馆方，应具备综合

资源的协调能力。一方面，应协助政府有关

部门主动与品牌展会的主办方建立起良好

的沟通机制，并在保障主办方利益最大化的

同时，引进知名品牌展会落户重庆，进一步

提升重庆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需考虑到本

土产业发展的层面，因只有促进区域产业发

展，才有可能规划会展业的发展战略。

石键强调，在重庆国博的“四化”规划

中，专业是服务必备的前提和基础。比如，

与专业的展览工程公司合作，为主办方提

供有保障的服务。

事实上，石键有一个想法，希望通过尝

试将政府奖励会展业的优惠政策与展馆进

行资源组合，形成一个对展会主办方更有利

的奖励模式，进而初步形成政府协调、会展

办督促、展馆负责落实的一条龙服务体系。

据石键介绍，重庆国博运营的第一年，

出 租 展 场 面 积 达 80 万 平 方 米，全 馆 运 行

100 万平方米，是盈亏的平衡点（不包括折

旧）。根据计划，到 2017 年，期待场馆运行

达到 200 万平方米。至少要在 2015 年，可

以上一个更大的台阶。

据透露，目前已有知名的流动展会将

重庆国博纳为举办地。而石键的梦想是，

可以聚合多方面的资源，完成重庆国博的

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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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观察

本版话题

本报讯 近期，广东东莞厚街镇专门邀

请中国会展研究会开展课题研究，总结 15 年

发展历程，探索新一轮发展之路。

1999 年，厚街创办标志着会展业正式起

步的第一届名家具展，通过不断完善展馆设

施，坚持走产地办展之路，让市场发挥决定

性的作用。经过 15 年的锤炼，名家具展不仅

成功矗立于业界颠峰，厚街家具由此走向品

牌化和国际化。

如今，加博会、车交会、印刷展等近 30 个

大型展会每年在厚街轮番上演，形成鲜明区

域特色的会展经济，有力地拉动厚街酒店餐

饮、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传统制

造业由“简单加工”向“微笑曲线”两端迈进。

目前，该镇上下正围绕“一三五”新的发

展战略，努力实现高水平崛起。针对各地都

在加快会展业、厚街展馆配套待提升、会展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等情况，厚

街镇委、镇政府邀请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来

我镇开展课题研究，全面梳理厚街会展业发

展历程，总结成功经验，探索未来发展，进一

步做大做强会展业，将更好地发挥其产业转

型引擎的作用，加速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

（马辉波 程艳秋）

业内通告业内通告

东莞厚街：
借“脑”推进会展业实现新跨越

重庆国博：“梦想”照亮方向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重庆万州区商务局

获悉，截至目前，万州今年共举办各类会展

20 多次，会展经济交易金额已超过 10 亿元。

今年 12 月份，万州还将举办地方土特产商品

展、房地产展示交易会等。

据 了 解 ，今 年 以 来 ，万 州 在 会 展 活 动

中坚持“ 四个原则”，即坚持政府推动和市

场主导相结合原则，坚持自主培育和申办

引进相结合原则，坚持会展产业和重点产

业 相 结 合 原 则 ，坚 持 会 议 、展 览 与 节 庆 共

同发展原则，对加快会展业发展起到了积

极 促 进 作 用 。 从 今 年 3 月 起，万 州 开 始 施

行《重庆市万州区会展业管理办法》（以下

简 称 办 法），旨 在 规 范 秩 序 ，鼓 励 行 业 自

律 ，依 法 维 护 会 展 活 动 各 方 的 合 法 权 益 。

据万州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办法的

施行加强了对会展活动的管理，规范了活

动秩序，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会展业健康

持续发展。

据介绍，近几年来，万州会展业管理更

加规范，会展服务提档升级。如今，万州的

规模以上会展企业已达 10 多家，并且在政府

推动和市场主导下，开始走向全国。今年，

万州共组织 1000 多家企业参加包括台湾美

食周、全市冬季商品巡回展、宜昌会展等在

内的多个全国会展活动。 （汪佳 何平）

重庆万州今年
会展经济交易额超10亿元

五问广东会展之变
■陈明 阮元元 黄庭辉 占豪剑 陈治家

近日，2013 年中国国际果蔬、加工技术及物流展览会

在北京举办。作为国内果蔬行业规模较大的展会，本届

展会吸引了行业内外关注的目光，勾勒出未来行业发展

的趋势。

本届展会历时 3 天，展览面积 8790 平方米，参展商 168

家。同时，还吸引了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位果蔬进

口商、批发商、超市供货商到会参观。 （赵 冰 王京生）

还要不要“傍”广交会？

“一镇一展”还能撑多久？

展馆建设滞后怎么办？

追求“国际牌”，还是接地气？

市场化是“灵丹妙药”吗？

广东会展业在全国有着巨大影响，近

些 年 广 东 会 展 业 也 一 直 呈 高 速 增 长 态

势 。 根 据 商 务 部 服 务 贸 易 和 商 贸 服 务 业

司公布的《2012 年中国会展业发展报告》，

去年广东举办的展会场次居全国第三，展

会面积、场均展会面积均居全国第一。不

过，高速发展的广东会展业也面临着外来

客商稳定性下降、区域竞争激烈等诸多问

题的冲击。

大树底下好乘凉？

广交会是广东会展界毋庸置疑的老大，

因此广东会展界素有“傍”广交会之说。顺

德国际家用电器博览会、佛山陶博会、深圳

工博会等知名展会都曾高调地“傍”过广交

会。

2009 年深圳工博会开始举办时，春秋两

季的展期都与广交会同期。为了抢客，首届

举办的工博会参展商不仅不需要付展位租

金，主要承办单位华南城还为前 1000 名海

外买家提供三天两晚的免费食宿，并安排多

辆免费巴士接驳于皇岗口岸、罗湖火车站、

香港九龙塘、湾仔、广交会展馆以及深圳会

展中心之间。

凭借与广州毗邻的优势，佛山展会借助

广州展会的人气，吸引到了一批国际客商。

但是，当佛山开始将触角延伸至会展业等第

三方服务业上时，邻近的广州又被看作是竞

争对手，佛山会展界思索如何最大限度利用

广州展会的人气。

这还只是广东会展业内部竞争的一个

侧面。事实上，广东中小展会的竞争要激烈

得多。例如，广东家具业重复办展现象严

重。整个珠三角，有广州、东莞、深圳、顺德

4 个家具展，虽各有优势，但无论是通过行

业力量还是行政力量都无法整合。更为极

端的是，东莞甚至出现过 1 年举办 15 个服装

展的局面，就连茶业展每年都有 4 个，并在

多个镇街举办。

政府补贴欲断还难断？

国内大部分品牌展会都是政府搭台，

强大的行政资源是一个展会做出影响力的

保证，但市场化操作模式近年成了各地追

求 的 目 标。《广 东 会 展 业“ 十 二 五”发 展 规

划》就提出广东会展要“政府引导与市场化

运作相结合”。

东莞国际电脑资讯产品博览会（以下简

称电博会）于近年开始尝试政府“断奶”。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了东莞的电

子信息业。2009 年，东莞市政府曾出重金扶

持电博会，以期带动产业复苏。所以，2009

年是有史以来财政投入最多的一届，政府补

贴 了 约 700 万 元 ，展 位 费 也 有 全 额 补 贴 ；

2010 年，政府补贴 500 多万元，每个展位收

费 1000 元；2011 年，政府补贴降至 100 万元，

每个展位收费则升至 3600 元。

作为国内重要的陶瓷展览盛会，陶博会

起初一直由中国陶瓷城和华夏陶瓷城联合

承办。2006 年，陶博会引入“洋管家”，由一

家德国专业会展公司独立承办，此举被看作

是佛山会展业告别政府依赖，向市场化运作

模式转变的标志。不过，3 年后“洋管家”退

出，展会转而由一家本地民企承办。

据了解，虽然广东各市都把展会市场化

作为改革方向，但如何真正做到完全市场化

仍是难解之题。

好死不如赖活着？

东莞、中山等地，专业镇非常多，“一镇

一品”是其典型的经济特征。因此，每个镇

街都希望借由展会形成规模效应，一度出现

了镇镇办展会的现象。

不过，近年珠三角部分产业的走势影响

到展会的存续，如中山沙溪镇的休闲服装

展、阜沙镇的淋浴房展已经停办多年。各个

镇区建立的展览会场也导致了资源浪费。

每年展会屈指可数，使不少镇区的展馆大多

数时间都是丢空状态，办展收益甚至维持不

了场馆的维护费。

另外，一些展会的专业程度不高，挂羊

头卖狗肉的状况时有发生。笔者曾经多次

参加中山某个镇区的高科技装备展，发现展

区内居然出现了售卖菜刀和电动自行车的

展位。

据中山市经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中山市政府也意识到会展行业的相关问题，

并提出解决方案：对中山的会展资源展开整

合。以后，中山各镇的展览中心将逐步集聚

在中山博览中心、广东灯饰国际采购中心、

火炬国际会展中心 3 个设施较好的展览中

心。据悉，目前部分镇区的展览中心都正在

改造或拆除。

除了一些面临生存问题的展会外，更

多的是一些展会影响力在下降，只得苦苦

坚持。

展馆规模困境如何破解？

去年初，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全面落

成，室内外展览面积共计 30 万平方米，去年

底，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主体工程建设完工，

建筑面积达 60 万平方米。同时，商务部分

别与上海市、天津市共同建设的大型国家会

展中心项目也相继破土动工。

但在广东，除了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

面积达到 70 万平方米外，其他城市大型展

馆较少。其中，作为全国第四大展会城市，

深圳的展馆规模困境已持续多年。

深圳目前唯一的会展中心建筑面积还

不到 30 万平方米，而展览面积更是仅有 10.5

万平方米。据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

透露，现在的会展中心根本不能满足高交会

这样顶级展会的需要。

同样的问题佛山也存在。“佛山最大的

场馆面积 2 万平方米，而广州广交会一期展

馆面积就有 20 万平方米。”佛山会议展览业

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郑少明分析，同样的成

本，展 馆 越 大 摊 位 越 多，平 摊 的 成 本 就 越

小。而佛山一直受限于场地问题，展会的成

本普遍偏高。

为了解决展馆问题，佛山陶博会只能在

3 个地方同时举办。再加上本地会展公司

办展能力相对不足，在推广宣传、保护知识

产权等各个方面都相对较弱，局限了本地展

会影响力的扩大。

还要打“国际牌”吗？

广东会展业的一大特色就是“国际展”

非常多。笔者注意到，但凡在广东有些影响

的展会几乎都要打上“国际展会”的名头。

业内人士告诉笔者，珠三角经济以外向型为

主，展会即便没有多少国外客商，打“国际

牌”也并不奇怪。但国际金融危机后，珠三

角很多企业把目光投向了内销，“国际牌”才

逐渐受到了质疑。

在深圳，无论是文博会还是高交会，如

何增加外向型参会客商的数量，每年都是深

圳会展业热议的课题。笔者多年采访文博

会与高交会，发现国外客商并不太多，但这

并不影响深圳追求展会的“国际化”。

目前，深圳发展了不少依托于传统优势

产业的展会，由深圳各个行业协会为发起单

位，以深圳本土的行业、企业参与为主。有

会展专家表示：“这样虽然做得大，但不冲出

本地，展会难以获得更大的提升。”

“靠近香港也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发展

外向型展会。”也有专家并不认同深圳该常

打“国际牌”。“深圳不少知名展会是由行业

协会甚至是民营企业办起来的，如已经做大

做强的光博会、礼品展，它们可以吸引全国

客商来深，也可以吸引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客商参与，很接地气。而且只要具

备了核心展览要素，说不定越中国、越乡土、

越有特色，反而越世界。”该专家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