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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关注

会展传真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重庆市会展业

今年将突出五大重点：一是实施品牌带动。

重点打造中国（重庆）国际投资暨全球采购

会等 20 余个品牌展会；指导各区县办好“一

区一品牌，一节一特色”；跟进全国糖酒会、

全国药交会等大型展会，争取落户重庆。二

是促进会展消费。围绕一批消费类展会，有

效刺激消费需求，实现保增长目标。三是注

重人才培养。开展校企合作，举办“全国会

展策划管理师认证培训”、“专家巡讲”等活

动。四是完善配套设施。重庆国博中心将

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和场馆智能化建设，鼓励

在建和新建五星级酒店增加会议设施，提高

大型国际展会承载能力。五是优化发展环

境。以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信息化、市

场化为导向，推进全市会展业市场化率达

85%以上，会展总面积达到 780 万平方米，直

接收入 120 亿元，长江上游地区“会展之都”

建设框架基本完成。 （商 伟）

重庆市会展业今年突出五大重点

从恒大海花岛看会议旅游综合体的前景
■ 王青道

通过大量的电视广告及楼宇广告，很多人知

道了海花岛，知道了恒大集团在海南建设了一个

大型的会议旅游综合体设施，里面有18个业态，

你能想到的与旅游、娱乐、度假、购物、美食等有

关的功能应有尽有，当然还包括会议和展览。

大型综合体设施就像万花筒一样，从不同的角

度看，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对于家庭与个人来

说，它就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好去处；而从公务的

角度看，它是一个会议展览目的地，只不过配套

设施十分丰富而已。那么对于设施的创建者

来说呢？构建及运营良好的综合体设施，就

像操作一台高速运转的“赚钱机器”。

建设综合体设施，恒大并不是首创，但

把这么多业态都装进去，在国内还真是头一

回。有人会问，综合体设施的好处在哪里？

将来到底能“综合”到什么程度？前景如何？

从国际上看，设施的综合化的确是一个

重要的发展方向。这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是功能的集中化
换句话说，就是综合体设施会变得越来越

“综合”——可以成为一个目的地，也可以演化

成为一个中小型的城镇。那么，往这个“大篮

子”里装东西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们

的消费需求——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着人的

消费需求展开的，包括个人和机构两大方面。

随着综合体内设功能的进一步增加，给

综合体命名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前，综合体

的功能比较少，其中的一两项功能会比较突

出，那么就以这一两项突出的功能命名好

了，比如“ 会议综合体”、“ 娱乐综合体”等。

现在，综合体的命名就只能各显神通了。

另外，综合体功能增多了之后，产品与

服务之间的边界不仅会变得模糊，甚至会完

全“坍塌”。比如“咖啡”，综合体内部可以围

绕“咖啡”展开的服务有很多——它既提供

喝咖啡服务，也卖咖啡类产品，还提供咖啡

DIY 服务，甚至更有咖啡相关图书的阅读及

销售、咖啡知识的介绍，没准儿还会组织咖

啡社群、咖啡主题旅游、咖啡游戏什么的。

国外专家从消费、市场、社会等角度对

综合体设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美国著名社

会学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就是其

中之一。他把这种将消费者集中在一个空

间内的综合性设施称作“新消费工具”——

一种允许、鼓励甚至强迫我们去消费其中的

大量商品与服务的场所。强烈的时空压缩，

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效率。

其二是功能的专业化与极致化
新型综合体设施瞄准的是中高端消费

群体，投资方希望通过把其中的一项、多项

或者一系列功能从专业角度做到极致化的

方式，来营造一个“具有魅惑力的世界”，进

而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

对于综合体设施而言，个人需求与机构需求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也不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矛

盾。相对于个人及家庭的需求而言，机构的需求

相对复杂些——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机构本身

的需求，它需要通过会议、展览或其他活动来完

成；另一个就是机构中的个人——他们在公务活

动之外与其他客人并没有什么差异。

为什么要在综合体设施中添加满足机构

需求的功能呢？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会议是工作与旅游结合的最好方式——以财

政资金举办的会议除外，让机构里的人在参

加会议的时候“顺便旅游”，是国际上通行的

做法——因为让雇员“心情愉快”对工作顺利

开展有好处。对于综合体设施的拥有者来

说，增加会议展览功能，一方面可以吸引高质

量的商务客人群体，另一方面可以使客源结

构多元化，让综合体良性运转起来。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建设一个高水

平的综合体设施，并使其进入良性运转状

态，还面临很多挑战：

一是功能的统筹与把握
综合体设施是为“未来的消费者”而规划

设计的，如何判断未来的消费者到底需要什

么，产品与服务的功能该如何增减，各个功能

之间的动态平衡该如何把握，仅靠专家的几

句话或者老板本人来拍脑袋，是远远不够的。

二是专业化与极致化
没有人傻到不知道专业化的意义有多

大，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美丽的无用之物”，在我们国家并不少

见。如果说把一两个功能做到专业化和极

致化还比较容易的话，那么在很多方面乃至

整个综合体都做到这一点就困难多了，尤其

是在满足机构需求这方面。

三是运营管理与服务能力
当今中国有能力以超常规速度搞出一

大堆建筑，而且豪华程度不输给发达国家，

我们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相对于在

硬件设施上所下的功夫，我们在软件方面所

付出的努力就太少了——炫目的外观设计

及华丽的装饰与低下的运营管理及服务水

平之间往往会形成强烈的反差。

（作者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会议》杂志总编辑）

去年，包头会展业长足发展，在展会

的数量、规模、质量和影响力等方面均取

得突破。会展业正成为包头这座城市的

一张闪亮名片。

岁末年初，包头国际会展中心热闹非

凡，举办的跨年车展吸引了众多包头市民，

赏车、购车、了解汽车文化，乐在其中。如

今，每年上下半年各一场的车展，已成为会

展中心的一个固定节目，许多包头市民就

是从车展开始，熟悉并喜欢上这里。

回顾 2015 年，包头国际会展中心共举

办展会 40 场，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展会数量

同比增加90.5%。吸引参展商2960家，同比

增长 118%。展出面积突破 24 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 30.8%。展会运营收入实现 916 万

元，同比增长 52%。平均 9 天举办一场展

会，使会展中心成为包头的一个焦点所在。

这 40场展会特色鲜明、亮点纷呈，如制

造业博览会、牛羊肉展、中俄蒙论坛等堪称

国际性大型展会。特别是中俄蒙国际论坛，

成为包头建市以来外宾人数最多、国外企业

参与最多的一场盛会。期间，5 场投资贸易

高端论坛先后举办，签署经贸合作协议 20
项，签约金额达 40 亿元。另外，达成合作意

向36项，合作金额达18.5亿元。展会取得了

良好的国际声誉和经济效益，包头的城市魅

力在国际友人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除了国际性大型展会，包头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的其他展会同样丰富。这里不

仅有重型装备、农业机械等专业性展会，

还有服装食品、珠宝玉石、婚庆博览等生

活类展会。参展企业除了涵盖国内各省

市外，还有来自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巴西、蒙古等国。

为了让展会更加公益化、亲民化，包

头国际会展中心取消了国际车展、3D 魔

幻等展会的门票，社会各界为之点赞。去

年，该会展中心收获了“中国十佳会展中心”、“中国品牌会

展场馆 TOP 50 强”、“中国品牌展会 50 强”等荣誉称号。

抱着充分整合上下游资源、做大做强会展产业的想

法，包头国际会展中心启动了国际会展文化产业园的建

设。建设工程于 2014 年年底开工，主要对原有会议中心

的功能进行再完善，现已完成公共区域装修，为会展文化

企业的入驻和发展提供优质的硬件设施。

目前，国际会展文化产业园项目已通过内蒙古自治区

文化厅验收，正在申报国家级文化产业园。为了把企业招

商、引凤入巢工作做扎实，包头国际会展中心借鉴上海、杭

州、济南等文化会展业发达地区的经验，为产业园制定了

详实的发展规划。如今，北京弘正、新思维等 10 多家相关

企业已经入驻，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日前，四川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十

三五”期间，成都平原城市群新增一两个区

域会展中心城市，川南、川东北和攀西城市

群各打造一个区域会展中心城市。

5 月 11 日至 15 日，中国西部国际丝绸博

览 会（以 下 简 称 国 际 丝 博 会）将 在 南 充 举

行。有专家认为，南充会展经济将借国际丝

博会的举办更上一个台阶。

相伴成长 丝博会助推南充经济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次国际丝博会就是

当年南充丝绸节的延续和创新。上个世纪

90 年代，南充相继举办的好几届丝绸节，在

助推南充经济发展、提升南充知名度等方

面，发挥的作用影响至今。

当年的南充丝绸节与如今的国际丝博

会，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先不说规模与档

次，单说前期的造势，就远胜当年。比如，

2015 年 8 月下旬，南充市参加四川省组织的

商贸活动，就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刮起一股

“南充商品”旋风。不仅如此，南充市在此次

活动中还特地推介了国际丝博会，引起当地

业界极大关注。

目前，南充高速公路突破零纪录，并迅

速规划、在建、建成高速公路达 15 条；达成、

兰渝铁路建成通车，川东北交通枢纽地位凸

显，助推南充企望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

再图发展。国际丝博会的即将举办，无疑将

再次撬动南充会展经济的杠杆。

搭建平台 让“南充造”远销海内外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部会展经济带通过

不断发展，现已形成了成都的西部国际博览

会、重庆的高交会、西安的东西部洽谈会等

品牌展会。

2014 年，南充“法国周”活动举办了中法

特色商品展，交易额达 1100 多万元。仅其中

一天，法国红酒的现场成交额就超过 500 万

元。去年 9 月，南充市举办的啤酒节活动日

成交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

据南充市商粮局主管会展经济的副调

研员李芳林介绍，这些年来，南充市政府设

立了专项资金，每年用于商贸业发展，支持

会展经济。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积极

主导各类展会，让“ 南充造”通过这一平台

远销各地。南充的名特商品，诸如丝绸、桑

叶茶以及调味品、有机农产品等也是通过

这一平台，走出南充、走出四川、走向全国

及海外。

潜力巨大 扛起川东北会展经济大旗

南 充 谈 会 展 经 济 的 底 气 从 哪 里 来 呢？

《中共南充市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 十三

五”间，南充将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并创新发

展会展经济、论坛经济。而四川省政府出台

的《川东北经济区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南

充作为“双核”之一，将引领川东北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因此，扛起川东北会展经济大

旗，南充责无旁贷。

就会展经济而言，南充眼下又处于全省何

地位呢？业内人士认为，从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指标考量，南充近几年一直位于全省前列。

2015 年，南充市销售总额达到了 698.82 亿元，

位列全省第三位、川东北首位。从经济学角度

来看，这一指标正是会展经济的基础。

南充是四川除成都之外的第一人口大

市。南充市有多个百万人口的县，比如南部

县人口数量达 130 余万，仪陇县人口数量为

110 多万，营山县人口数量破百万。 这么多

人形成的巨大消费量，不是个小数目。李芳

林因此直言，南充会展经济潜力巨大。

抓住机遇“硬伤”也能变成发展优势

李芳林分析认为，缺场地、缺专业公司、缺

人才是其主要原因，而这中间最大的硬伤就是

没有场地。由于没有场地，南充市近年来举办

的各类展会选择的场地无一例外地为广场。今

年的迎春商展活动，依旧以西山广场为场地。

这些年，关于会展中心的规划与建设，南

充市不可谓不重视和不关心，但仍需努力。

李芳林说，这几年，南充市对会展经济

十分重视，打造会展中心的设想一直没有放

弃。去年，相关部门萌发成立博览事务部门

的想法，但这一切还有待推进。

“如果能借助国际丝博会这股东风，抓

住机遇，就能将南充市会展经济发展的‘硬

伤’变成优势……”业内人士认为，虽然南

充 没 有 会 展 经 济 赖 以 壮 大 发 展 的 会 展 中

心，但对南充会展经济发展的前景来说，也

是一种机遇。因为南充在会展场馆布局、

品牌展会布局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依托

新兴产业、优势产业链及上下游企业之间

跨界整合，健全展览产业链，为南充会展业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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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丝博会品牌

南充争当川东北会展经济龙头
■ 吴奉天

本报讯 近日，山西省政府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快展览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全

省专业展馆面积达到 15 万平方米以上，年

展会数量突破 150 场（次），年展览面积突破

100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的

展会达到 10 个以上；展览业直接收入达到 5
亿元。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

完善、竞争有序、发展均衡、专业化和国际化

程度较高的现代展览产业体系。

《意见》要求，抓住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一

体化、环渤海合作发展和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机

遇，积极对接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知名会展

城市，承接与产业转型升级关系密切的品牌展

会。加强与国际组织、国家部委和行业协会联

系，争取更多国家级展览来晋举办。 （靳 雯）

山西展览业力争抓住中部崛起机遇

2 月 13 日，参展商们在进行春节庙会的最后促销活动。
当日，北京市旅游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春节 7 天假期，北
京接待旅游总人数达 918.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旅游总

收入 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传统庙会特色鲜明、人气飙
升，而出境旅游人数同比下降逾一成。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传统庙会特色鲜明人气飙升

本报讯 日前，励展博览集团大中华区

在中国再次崭露头角，其针对展览业专业人

士的国内首个市场营销认证计划圆满完成。

励展博览大中华区市场营销认证计划

于 2015 年 3 月份正式推出，旨在为营销人员

提 供 相 应 的 教 育 与 认 证 。 贯 穿 整 个 2015
年，在励展北京、上海和深圳办事处，励展博

览大中华区市场营销认证计划就近 30 个与

展览会相关的主题，在市场营销专业技能方

面为营销人员提供了指导，并且在 12 月份

开 展 了 综 合 技 能 考 核 评 估，评 估 结 束 后，

2015 年励展博览大中华区市场营销认证计

划正式宣告圆满结束。该计划毕业班包括

40 位励展全职员工，他们的职业通道层次

各不相同，从营销助理到高级营销经理不

等。2016 年 1 月，北京、上海和深圳办事处

分别为这些毕业生举行了毕业典礼。

顺利毕业的员工获得了公司对其出色

工作的认可，并将被公认为“认证市场营销

专员”。此后，他们将顺利参加 2016 年更高

级别的课程。 （梅鸣洙）

励展通过中国首个市场营销认证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