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知名的达沃斯论坛来中国挑选

举办城市时，考察的第一个城市就是青岛，

但最终因其会议设施不足而放弃；当青岛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中国（青岛）国际农业机

械展览会（以下简称农机展）时，周边道路

堵得水泄不通，打算参加开幕式的参展商

迟到了 3 个多小时；当青岛举办一些大型的

国际会议，需要同声传译的人才和设备，却

还要从北京、上海引进。近年来，伴随青岛

会展业快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题材展

会偏少、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专业化水平

以及发展平台不够等结构性问题确实开始

凸显。青岛会展经济发展面临哪些瓶颈？

又该如何破题？引起了业内深思。

政府扶持资金力度不够

“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青岛对本土会

展企业及展会品牌的扶持力度还不够”。采

访中，每当谈到青岛会展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时，几乎所有的业内人士都首先想到这点。

一位会展公司经理坦言：“作为一家民营企

业，为举办一个会展企业需投入大量资金，如

果能得到政府的资金扶持，那对我们而言，就

如吃了一颗定心丸。”

事实上，青岛市政府对会展业有扶持政

策和资金投入。为激励本土会展业的发展，

2011 年，市会展办与市财政局联合出台了

《扶 持 展 览 业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管 理 暂 行 办

法》。企业发展得到扶持后，青岛大中型会

展项目规模扩张明显，两年来增幅约 30%。

但相比国内同类城市，青岛市用于会展业

的扶持资金数量属中等水平。一位业内人士

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去洽谈一个展

会，登门拜访主办方时，对方问能给多少资金

扶持，他狠了狠心说出 30 万元，然而，济南的

代表也到主办方处洽谈同一个展会，他们直接

开价70万元。就这样，这个展会落在了济南。

在调查中，记者获悉，政府对会展业的

专项扶持资金，被政府主办展会占去了一半

以上，民营企业获得的扶持资金很有限。“一

个展会要举办下来，从策划到运作再到具体

执行，有租金、通信费、宣传费、人力费、团队

运营费等各种费用，公司每年的投入高达七

八百万元。而要打造一个成功的展会，没有

七八年是不行的。”青岛海展集团董事长贾峻

莱表示，如果只靠企业自己投入，很难坚持下

来，而申请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又很难，他认

为这至少说明资金扶持制度还不完善。

硬件跟不上，缺展馆综合体

硬件设施的缺乏也是青岛会展业发展的

一大短板。“目前，青岛虽有青岛国际会展中

心，又新建了青岛国际博览中心，但青岛还是

没有一个可以集会议中心、展览中心及餐饮中

心于一体的专业展馆综合体，。”贾峻莱表示，

综合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会展业的经验看，

一个大型的展馆综合体是会展经济发展不可

缺少的条件，但青岛目前还没有这么个地方。

随着各个城市新建场馆规模的不断扩大，青岛

也需要有一个几十万平方米的展馆综合体。

交通的问题也制约着青岛会展经济的发

展。今年 10 月份在青岛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的农机展，规模为历届农机展之最，同时也是

山东省历史上承接的规模最大的展会。然

而，一位参展商介绍到，展会规模很大，人气

很旺，但交通却堵得水泄不通。展会第一天，

参加开幕仪式的一些参展商，本应是早上八

点半就到展会现场，但就因交通拥堵，最终十

一点才到，在路上被堵了 3 个多小时，错过了

开幕式。这位参展商表示，按照国际规范，从

展馆到市中心的距离应该不超过 10 公里，公

交、地铁、轻轨、快速交通应该遍布，能四通八

达，但这一点，青岛目前还没做到。

人才缺口大，创新能力不足

“目前，青岛有了一些同声传译人才和设

备，但要举办大型的国际会议，还需要从北京、

上海等城市引进。”一位会展公司老总告诉记

者，精英人才主要集中在一线大城市，虽然青岛

各个大学包括职业教育，做得还不错，但在会展

有关方面专业的培训还不能满足需求。

从事了十多年会展业的贾峻莱也有同

感：人才难招，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难题。

“会展业作为青岛的新兴产业，会展设计师

也曾一度被列为发展前途最为光明的职业

之一。”贾峻莱说，然而，目前青岛会展行业的

专业人才缺口依然很大，尤其是像会展设计

师这样的高层次人才。“一个会展项目需要

20 多人专门负责，部分项目负责人的年薪甚

至高达 20 多万元，但依然招不到合适的人。”

机制不顺，市场化运作需加强

青岛会展业的机制运行不顺畅，政府相关

部门“胡子眉毛一把抓”的问题也广受业内诟

病。一位会展公司老总给记者举例说，国际时

装周、航海博览会、消费电子博览会等是在青岛

举办的知名的几个大型展会。但是，这些大型

的展会都是由政府主办，缺少市场化的运作。

“对于这些展会，政府每年都会投入大笔的资

金，如果把资金作为扶持资金给企业，由企业运

行，完全市场化操作。那么，这些展会绝对会比

现在做得好。”一位会展公司负责人说道。

“对于展会行业，政府应起疏导、引导作用，

保证整个会展业的市场环境健康有序发展，而

不是政府掏钱办展会。政府应尝试与知名的展

览公司合作，打造知名品牌展会。若政府管得

太多，反而不利于会展业的发展，因此一定要正

确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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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观察

本报讯 12 月 21 日，以“展会项目

诊断”为主题的第二期中国会展集训

营将在苏州举办。

据介绍，该活动以会展主办方、展

览会议场馆经营方中的中高层管理者

以及大专院校会展专业教师为对象，

每期确定一个专题，通过将集体研讨

和案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实现“智

库+学堂”理念。

据 中 国 会 展 经 济 研 究 会 统 计 ，

2012 年全国 90 个城市展会数量 7083

个 ，展 览 总 面 积 8466 万 平 方 米 ，较

2011 年分别降低 3.41%、提高 3.59%。

这说明，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中国展

会数量持续增长的势头已经减弱，但

展会平均规模水平正在提升。2012

年统计范围内的展会平均展览面积为

1.2 万平方米，反映出中国展会的平均

规模仍然偏低。数据分析表明，展会

项目的优胜劣汰虽是业界常态，但探

究项目发展的规律，提高科学决策和

经营管理水平,是会展主办方在中国

经济转型阶段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该集训营由中国会展经济研究

会 主 办 、米 奥 兰 特 国 际 展 览 公 司 等

承 办 ，并 移 师 苏 州 文 化 博 览 中 心 举

办 。 同 时 ，获 得 苏 州 市 会 展 业 协 会

的大力协助。 （章 帆）

@蓦然沉浮：会 展 工 作 真 是 辛

苦，用起早贪黑形容一点不过分。中

午 没 有 休 息，吃 饭 用 最 快 的 速 度 解

决，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加班更是

家常便饭，不停地回答、解决客户各

种 问 题，再 好 的 耐 心 也 难 以 真 诚 服

务，时间久了总会烦的，遇到不知道

的问题就瞎指挥。

业内通告业内通告

会展集训营移师苏州举办

微话题微话题

会展工作者的烦恼

青岛打造会展名城面临四大瓶颈
■ 连茂明 于 伟

“大转盘”转出会展财富图
■ 梁 敏

按照国际上展览业的产业带动系数 1∶9
来计算，即 1 元的会展业可以带来 9 元的其

他收入。用一句很形象的比喻，一次成功的

会展就像在城市的上空撒钱。

近几日，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展览

中心的工作人员马靖渊比平时还要忙，因为

他具体负责的 2013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

大会开展了。

今年以来，被称作“大转盘”的中国（太

原）煤炭交易中心展览中心的展会繁多，内

容 丰 富 多 彩，煤 炭 工 业 技 术 装 备 展 览 会、

2013 中国（太原）国际汽车展、国际啤酒节、

首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三届中国

（山 西）特 色 农 产 品 交 易 博 览 会 等 接 连 上

演。“大转盘”在会展财富的大拼图前分得越

来越多的“羹”。

工作人员忙并快乐着

2013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在当

日上午开展不到 2 小时，8000 张免费派发的

门票全部领完。根据组委会安排，当日下午

还将免费发放 4000 张门票。马靖渊一边在

场内巡视，一边和记者聊着。

马靖渊对这个“大转盘”两年来的运转

情况很熟悉。按照规律，展会旺季在每年 3

月至 10 月，进入 11 月，随着天气转冷，会展

业也相应进入淡季。但现在，传统意义上展

会淡旺季的界限已越来越模糊。比如以前，

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属展会淡季，可 2014 年春

节期间已经有会展商预订了场馆。而且，今

年以来，展会档期跟着周六、周日走，许多展

会排在双休日，经常一个连一个，出现“周周

有展”甚至“一日多展”的情况。马靖渊和他

同事的双休日、节假日都成了正常上班时

间。该展览中心经常收到会展商送来的锦

旗，对活动的组织筹备工作表示感谢和赞

扬，这让马靖渊感到很开心。

发展势头强劲

就在马靖渊忙得像个陀螺一样的时候，

他的同事秦迎军也没闲着。他俩从 2011 年

7 月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展览中心开业

至今，一直负责会展的营销工作。

秦迎军正在为 2014 年山西精品年货节进

行招商、招展工作。“2014年元旦到春节期间不

休息。正月里除了精品年货节，还要搞一些有

创意的活动。年货节不仅是年货采购，还要与

展览展销、民俗、文化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综合

性展会。”说这些话的空当儿，秦迎军已经接了

好几个会展商要求参展的电话。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展览中心运

行 时 间 不 长，却 表 现 出 强 劲 的 发 展 势 头。

2011 年，该展览中心共举行各类展会活动 12

场，包括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第二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

2011 中国·太原国际汽车展览会等。

2012 年，该展览中心共举办各类活动 38

场，场馆使用率达 19.35％。其中，展览类活动

15 场，包括 3 万平方米以上大型展会 5 场。今

年到目前为止，该展览中心已举办各类活动42

场，其中会展 24 场、商业活动 18 场。其中，光

汽车展就举办了 7 场。该展览中心在积极承

接各类展览活动的同时，充分利用自身资源，

多元化经营，举办了多场答谢会、发布会、晚

会、音乐会以及试乘试驾等大型活动，提高了

场地利用率，提升了运营水平。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数字。每一场会展

的成功举办，势必助推全省招商引资和经济

转型跨越发展。

山西欲打造会展大品牌

“大转盘”进入快速运转阶段。如何把握

这一机遇，为山西省会展产业再加一把劲？

山西省会展业起步于 2007 年的第一届

煤炭博览会。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该省的

会展业起步较晚，缺少政策支持。比如成都

市政府对当地会展业实行政策扶持，对达到

一定规模的展会，给予资金扶持或宣传推广

资助等。成都市一家私人展馆一年就有 90

场会展。近两年来，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

心展览中心虽然举办的会展较多，但以本省

会展居多。从单个会展的影响上，真正拿得

出手的会展不多，更别说具备国际水准、全

国性的、有规模、有影响的会展了。

据了解，会展有承办展和自办展两种。

展馆或多或少都会有空档期，但展馆的一个

主要盈利指标是使用率。使用率越高，利润

越高。所以，展馆要发展，单靠承接会展是远

远不够的，还要利用自身的展馆场地资源，寻

找适合本地发展的展览项目，大力发展自办

展。国内外很多展馆在承接外来展之余，都

会自主研发展览项目。展馆自行培育会展有

两大好处：一是增加展馆的经营附加值，为展

馆生存开辟新的增长点；二是培育自己的品

牌展。比如搞一些题材丰富的展览项目，或

使一些全国性的巡展项目落地，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打造属于山西的品牌会展。

山西省最具优势的会展是煤博会以及

与其相关的煤机、钢结构等专业展、特色农

产品展、晋商文化展、品牌展、旅游民俗文化

类节庆活动等。“会展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必

须讲效益，讲卖点，讲投入产出比。要办就

办有规模的大型展、品牌展，展览最好要有

连续性，每年定期举办。”说这话时，秦迎军

眼睛里充满渴望和激情。

太原市现有中国（太原）煤炭博物馆、山

西省展览馆、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3 个

场馆，基本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于针

对不同的用户群和不同的会展形式，3 个展

馆之间的直接竞争并不大，属差别竞争。“品

牌化、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将是中国（太

原）煤炭交易中心展览中心今后一个时期的

重点任务和中心工作。

Jenghiz von Streng 是瑞士籍投资分析

师，会展业专家。他认为，青岛欲发展会展

业，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从数以百计的城

市中脱颖而出，成功招来顶级的会议和展

览，在竞争剧烈的会展市场中争一席之地。

第一，青岛要专注发展其自身优势。

青岛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港口，同时也是

世界上最好的港口之一，可谓中国“蓝色经

济”的先驱。青岛的海洋工程、航运、造船

业、海洋化学和生物技术行业皆领先同

侪。此外，30%的中国海洋研究机构都设于

青岛，拥有中国一半的海洋科学技术领域

的专家，人才资源之丰富，绝非一般城市能

比拟。青岛拥有专业技术、人才资源，加上

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然会成为“蓝色

经济”会展项目的必然之选，要在国际上

独领风骚，也就指日可待。

第二，创新。在创新方面，应将青岛率

先打造成领先全国的“绿色”会展城市。环

保与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会展业算是一个

较新的概念，但随着中国企业对环保的日益

重视，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这将成为成

功会展的重要指标。青岛是一个美丽而干

净的城市，早已赢在起跑线上，至于能否成

功，则要视乎政府的推动和企业的自觉。

第三，若要让青岛会展业提升到一个

新的水平，最重要的是与世界知名的会展

主办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保青岛的会

展维持在一个高水平层次。天津和大连

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

范例。若青岛能找到一个类似的合作伙

伴，同时借助其自身优势，打造成“绿色城

市”，那么，青岛离中国领先会展城市的地

位，就只有咫尺之遥了。

外展推荐外展推荐

展会名称：2013 土耳其国际塑料

展览会

展会时间：12 月 15 日至 18 日

展会地点：土 耳 其 伊 斯 坦 布 尔

TUYAP 展览中心

展品范围：挤出机、注塑机、吹塑

机、造粒机、塑料胶膜、切袋机、染色

剂、聚氯乙烯、聚丙烯、天然色素等

展会介绍：

该展会创于 1994 年，距今已有近

20 年的历史，得到了土耳其塑料协会

的大力支持，具有 UFI 认证。该展在

当地乃至世界都具有很大影响力，目

前是土耳其唯一的塑料行业专业性展

会，是中国塑料企业进入土耳其市场

最理想的途径。

上届展会室内展览面积达 7 万平

方米，分 6 个展馆进行展出，来自全世

界 79 个国家的 898 家参展商到会展出

了各自的最新产品及技术成果，吸引了

3.0456 万名来自 79 个国家的专业观

众。 参展企业中，塑料机械设备展商占

45%，塑料成品及产品原材料展商占

25.6%，橡胶工业展商占 9.4%，包装工业

展商占 7.3%，模具工业展商占 5.2%。

其中分设中国、英国、德国、意大利、韩

国等展区。参观商中土耳其客商占

86.72%，其他国家占 13.28%，分别来自

伊朗、叙利亚、保加利亚、俄罗斯、希腊

等国家和地区。根据主办方统计，99％

的参展商对展会表示了肯定，并确认今

年将继续参展。来自土耳其及周边国

家的 3 万多名专业观众参观了上届展

会，其中 98.7%的参观者表示通过观展

实现了自己的采购初衷。

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地理位置

独特，与叙利亚、伊拉克、希腊等 8 个

国家接壤。商业辐射范围遍及欧亚两

大重要市场共 14 亿人口。土耳其塑

料市场极具吸引力，该行业在全球市

场具有相当大的竞争优势，占其全国

工业比重的 3.41%，为该国新兴工业

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静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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