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会展业的成绩有目共睹。会展
场馆是会展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建起第一代场馆以来，经
过几十年发展，已将会展场馆演进至第
六代。

第一代和第二代：
注重展示国家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在苏
联的帮助下建起第一代场馆，即四座苏式
风格展览馆（北京苏联展览馆、上海中苏友
好大厦、广州中苏友好大厦、武汉中苏友好
宫）。这些场馆外观具有明显的苏式风格，
内部结构更像是博物馆，适合展览陈列，前
广场以举办庆典为主。

1954年 10月 2日至 12月 26日，在新落
成的北京展览馆（当时称苏联展览馆）举办
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1955
年4月和1956年10月相继举办了捷克斯洛
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和日本
商品展览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事业的发展，北京展览馆成为我国接待五
大洲几十个国家、地区和我国举办各种展
览、交流活动的场所。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是上海市50年代建
造的首座大型建筑，1984 年正式定名为上
海展览中心。作为上海市主要的会议中
心、著名的展览场馆和对外交流窗口，上海
展览中心主办、联办和承办的各种类型的
国内外展览会、展销会、博览会和各种科技
文化交流活动每年达 50多个，对上海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在广州对外交流文
化史上曾占据过重要地位。武汉中苏友好
宫也在加强同外界经济、文化、科技交流方
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
献礼，展示工农业发展成果，第二代场馆
应时而建，如全国农业展览馆、辽宁工业
展览馆场馆。该类建筑以体现中国风格
为主调，整体外观及展厅布局均采用园林
式建筑，占地面积大，但可用展览面积相
对较少。

总体来说，第一代和第二代会展场馆
的功能更多在于展示国家形象和成果，市
场推广和营销能力建设涉及较少。

第三代：对外贸易的联接平台

现代会展业需求对场馆升级换代提出
了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接轨
的需求呼唤现代化的新型场馆诞生。为了
打造对外开放的展示平台和对外贸易的联
接平台，国内许多城市在市区兴建会展场
馆。新一代会展场馆开始具备真正意义上
的场馆功能——具备专业化和现代化的规
划设计，电气化布局较为完整；室外展览面
积较为规范，适合进行大型器械展示。如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1982 年 10 月 26 日，中国贸促会、外交
部、对外经济贸易部联名向国务院报送《关
于贸促会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在北京联合
主办第四届亚太国际贸易博览会的请
示》。在该请示中，确定博览会的地点设在
中国贸促会正在筹建的国际展览中心。在
国务院批准后，修建国际展览中心成为一
项重要工程。

1985年 10月 11日，中国贸促会举行了
庆祝展览中心一期工程落成大会。从
1985 年建成并承办第四届亚太国际贸易
博览会开始，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展览业蓬
勃发展的序幕自此掀开。北京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有力带动、促进了我国展览业的快速
发展，尤其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国内外经济
技术交流、贸易往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日益完善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拥有8个展馆，
室内面积超过 6 万平方米，室外面积 7000

平方米。 经过 30余年的培育与发展，每年
举办近百场各类展会与活动，成为受国内
外主办商欢迎、出租率极高的专业展览场
馆。自 2008年新馆（一期）建成使用后，两
馆强化了统筹协调、专业化管理与一体化
经营，老馆也发挥了向新馆培育输送大型
展会的孵化器作用。

第四代和第五代：
大体量的现代化建筑

随着全球经济中心东移，我国各行各
业蓬勃发展，展览规模不断增长。2000 年
以来，会展场馆开始进入大体量、现代化建
筑的第四代，特征是位于远郊区，场馆功能
以展览为主，电气化布局完善。如北京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一期竣工 10.6万平
方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一期 10.35万平
方米、广州琶洲展馆一期竣工13万平方米。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德国会展业快速
扩张，和我国会展业界的交流持续加强。
建成于这一时期的第四代会展场馆烙上了

“德国印记”——以展览为主的场馆功能布
局，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并不断扩展，
所处位置也由市区移至郊区。由于展馆功
能配置以展览为主，因此，场地租赁、交通
物流、展品仓储、电气接驳等与展览相关的
纵向管理能力较强，而与之相匹配的会议、
餐饮、住宿等横向管理能力较弱。

2009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投入运营，
中国的会展场馆进入第五代——整体开发
的城市会展综合体。场馆建设不再是单纯

展览规模的扩展，而是均衡配置会议、展
览、餐饮、酒店及写字楼等设施。除电气化
布局和智能化程度持续提升外，场馆开始
注重绿色环保设计及功能，运营方面也注
重精细化管理。

第六代：营造“会展场馆平台化生态”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频繁、话语权增强、
影响力扩大、综合实力发展迅速、体验经济
和共享经济崛起、会展融合趋势加快，场馆
建筑风格、功能布局、服务能力等各方面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 年，因接待 G20 杭州峰会而投入
运营的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创造了第六代

“大平台”会展场馆，除了传统的会议和展
览，旅游、文创、体育及娱乐等其他业态被
引入场馆，会展业边界就此突破，成为与以
往截然不同的“会展场馆平台化生态”。北
辰时代会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国际博
览中心总经理唐雪提出，第六代会展场馆
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应该有所革新。

一是从物业管理到空间运营。传统会
展中心功能单一，收入主要源于展览场地的
出租。随着会议、展览、餐饮、酒店、商业、写
字楼、旅游、文化演艺等多元化业态的综合
会展场馆的兴起，促进多元业态的协同发
展、可持续发展成为场馆运营的关键要务。

二是从聚焦会展到跨界思维。新一代
会展场馆应该成为线下流量的价值洼地，
借助多元业态间的集成和协同，通过会展
场馆会员体系的建设等方式，吸引客户从

一次性消费到多点消费再到多次重复性消
费，建立依托会展辐射全领域的产业生态，
从而实现客群流量变现价值的最大化。

三是从社会效益到经济效益。会展场
馆投资焦点将会回到经济规律上，还应该
着眼创新业务，通过空间运维理念的落地
或跨界思维的运用，盘活会展场馆的存量
资产，将会展中心的流量价值发挥到最大，
在传统的收入模式基础上注入新的经营理
念，创造新的盈利空间。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将从空间运维、价
值变现、智能体验等方向入手，打造新业
态、挖掘新动能、培育新优势，塑造第六代
会展场馆的旗舰品牌。

中国会展场馆实现多重转变

纵观中国会展场馆的演进史，可以发
现，从以成果展示为主且颇具苏式风格的
第一代场馆到业态功能丰富且收入结构多
元的第五代场馆，再到打造新业态、挖掘新
动能、培育新优势的第六代场馆，会展场馆
经历了从政府行为到市场行为、从德国模
式到中国特色、从成果展示到商业运作、从
功能单一到业态复合等多重转变。

国内六代场馆并存，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投入应用，新生代
走入行业，新模式浮出水面，业界对会展的
认知程度不断加深，会展业的新生态正在
逐步建立。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展场
馆会带来更大的惊喜。

（本报记者 谢雷鸣）

看，中国会展场馆如何华丽转身

7 月 3 日，“百年风华，进博文脉——
2021 年进博文化艺术周”将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开幕。其中，百年会展部分将通
过图文形式再现中国会展业 100年的发展
进程，并重点展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十
年建设运营成果以及过去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的高光时刻。

透过时光的隧道不难发现，中国会展
发展史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史，更是大
国担当、畅通世界经贸平衡的发展史。

当时间回到 20世纪 50年代，在广州举
办的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
广交会），为全球搭建了不可或缺的、来自
人口大国——新中国的商品采购平台；
2012年5月，全球首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在北京向全球发出
了“采购”服务的“宣言”；2018年11月，全球
首个进口博览会在上海虹桥开幕那一刻，
不仅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更加展现了
中国作为大国对世界经贸平衡的担当；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今
年5月在海口如期举办，集聚全球消费领域
资源，打造国际消费精品全球展示交易平
台……这几十年来，一个个共享机遇的经
贸合作平台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经贸事业
既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不懈努力，
也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广交会：潮起珠江，广交世界

近日，一部《美术经典中的党史》邀观
众走近国画《广交会》，将大家的记忆带回
1957年。当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
交易会，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了冲破西
方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打开通向世界大

门的重要窗口。
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领导并部

署制定对外贸易工作方针，以及反“封锁禁
运”的斗争策略。广交会的前身是广州
1955年到1956年举办的几次小型物资进出
口交流会。1956 年，时任外贸部驻广州特
派员严亦峻看到这一情景后，主张举办一
个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1956年9月，国务院批准以中国贸促会
名义主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会址定在
广州，广交会便从此登上了风云际会的世
界贸易舞台。

1957 年 4 月 25 日，广交会在广州中苏
友好大厦开幕，为期一个月。来自 19个国
家和地区的 1223 位采购商到会，盛况空
前。广交会成交额达到 1754万美元，其中
农副产品及手工艺品的出口占比达到
63%。当年，广交会举办的春秋两届均取得
超出预期的成果，出口成交总额达到 8686
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总额的20%。

2006 年 10 月 15 日，在第 100 届广交会
开幕式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自
第101届开始，“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
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此举是为了
更好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扩大进口、增加
出口，推动进出口贸易协调发展。

时间来到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令全球会展业暂停。广交会首次整体搬
上“云端”，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数字科技大显身手。广交会让人们看
到了中国发展的信心与实力，看到了中国
为稳定世界经济所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
献，也向世界发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
开放的积极信号。

服贸会：优化结构，创新服务

近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执委
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服贸会是
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展会平台。作为全球
首个服务贸易领域综合型展会和中国服务
贸易领域的龙头展会，服贸会是我国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有效路径，是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是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
要平台，是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有力抓手，
有利于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和世界经济复
苏、提振全球发展信心。

2020 年，中国贸促会作为服贸会组委
会成员单位，主办了“跨国公司视角下的服
务贸易便利化”高峰论坛、“一带一路”服务
贸易合作论坛、区块链+创新服务与产业应
用大会、文旅产业项目推介会、中国服务贸
易标准化论坛、网络与数据安全论坛等5场
配套活动。

中国贸促会表示，举办服贸会是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的重
要举措，对推动优化外贸结构、加快我国服
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稳步
升级，推动服务贸易发展进入快车道。初
步估算，预计到2025年左右，我国服务型消
费支出占比将超过50%，服务型消费将成为
城乡居民消费的主体。到 2025年，预期服
务贸易总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占外贸总额
比重将达到 20%左右。我国消费结构升级
的趋势仍在持续，服务型消费占比还有比
较大的提升空间。

进博会：更大开放，更高质量

2020年11月5日，第三届进博会如期在
上海开幕，为疫情下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信心
与动能。在与会参展商看来，如期举办的第
三届进博会是一场意义重大的国际盛会，体
现了中国助推全球贸易复苏的积极努力。

令参展商惊喜的是，进博会不仅未因
疫情暂停举办，各项筹备反而更加周密和
细致。此外，第三届进博会的规模更大，设
立公共卫生防疫、节能环保、智慧出行等专
业展区，并引入“云签约”“云路演”等方式，
充分展现线上线下融合的新趋势。

进博会一改从以输出“中国制造”为
主，向实施更积极的进口政策、促进进出口
平衡发展转变。引进来，从以吸引外商来华
投资为主，向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口联动转
变。走出去，从以开拓海外市场为主，向兼
顾海外市场和本国市场需求转变。进口形
式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
易协调发展转变。进口的目的从以满足工
业生产为主，向同时满足产业升级和消费升
级转变；进口的对象从以发达国家和原材料
出口国为主，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
发达国家并重转变；传统的“两头在外（原料
和市场在海外，生产在国内）”模式正在发生
快速重构，新的“两头在外（原料和生产在海
外，市场在国内）”形态将愈发常见。随之而
来的是，“在中国制造”和“为中国制造”，“卖
全球”和“买全球”将同步发生。

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内
需消费市场正不断崛起，要求更加高效地
运用全球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进一步发挥进博会投资促进、消费升

级、产业升级、开放升级、贸易升级、影响力
升级等各方面的促进作用。

消博会：畅通循环，提升消费

5月10日，首届消博会在海口闭幕。本
次展会规模达 8 万平方米，来自 70 个国家
和地区的 1505家企业、2628个消费精品品
牌参展。各类采购商和专业观众超过 3万
人，进场观众超过24万人次。

这是继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之后的
第四个国家级展会，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的又一重大举措。作为全球消
费精品展示交易的平台，消博会联通国内国
际市场，汇集国内外优质消费品资源和全球
买家卖家，不仅有利于优化国内市场供给结
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
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
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畅通国内大循
环，也有利于推动全球消费资源和要素顺畅
流动、高效共享，实现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
口协调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
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建设消费
和投资需求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

据进博会组委会最新公布的消息，截
至 6 月 30 日，第四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签
约展览面积达到 36万平方米，按期实现预
定目标。参展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数量达到去年规模。据悉，第四届进博会
将于 11月 5日开幕。这场全球经贸盛会令
人期待。 （本报记者 兰馨）

从广交会到消博会：

让世界共享中国开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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