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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会展场馆的概念、 属性和作用

一、 会展场馆的概念

（一） 会展场馆的定义

会展场馆作为会展经济发展的载体， 被誉为会展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一般

来说， 会展场馆是举办会议、 展览会等场所的总称， 是指进行会议、 展览及节

事活动的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 以及相配套的设施设备和服务， 它由硬件和软

件两部分组成。
场馆中的 “场”， 是场地， 一般指室外区域； “馆”， 即馆所， 一般指室内区

域。 因此， 会展场馆可以分为室内的会展和展览中心， 以及露天的会议和展览

场地。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场馆的设施和功能日趋多样、 丰富。 现代会展场

馆是由展览馆、 会议室、 停车场、 餐厅、 休息场所及通信、 娱乐、 新闻、 商务、
住宿、 其他临时办公场所等服务设施组成， 以满足客户多种需求的商业性的综

合建筑设施。

（二） 会展场馆概念的基本内涵

（１） 它是一个建筑物或者由多个建筑物组成的接待设施。
（２） 它必须能够提供会议或展览设施， 也能够提供其他相关的服务设备。
（３） 它的服务对象范围包括会议主办方、 与会者， 参展商、 参观者， 以及

其他活动的发起者与参加者， 等等。
（４） 它是商业性质的， 所以使用者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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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展场馆的属性

（一） 会展场馆是一个经营性企业

会展场馆和其他各类企业一样， 是利用多种生产要素， 如土地、 资金、 设

备、 劳动力等， 在创造利润的同时承担风险， 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

管理手段进行生产、 经营、 销售等活动， 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经济组织。
会展场馆拥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能够对本场馆的各种资源， 包括人力资

源、 物力资源、 信息资源、 资金资源等行使支配和使用权， 运用先进的技术和

管理手段， 通过科学的决策开展经营活动，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
会展场馆的经济效益就是以市场的观念进行会展场馆的经营和管理运作，

有效控制会展场馆的运作成本， 拓宽会展场馆的经营渠道， 追求更高的经济

利益。
会展场馆的社会效益就是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 还要体现一定的服务社

会的职能。 除了为会议和展览提供场地外， 还要考虑到社会对场馆的需求， 对

非商业活动进行支持， 提高社会知名度， 塑造健康的公众形象等。
会展场馆的环境效益就是在场馆的规划和发展过程中重视环境效益， 使会

展场馆能作为一种标志或象征与环境融合， 为当地的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二） 会展场馆是一个综合性服务企业

会展场馆是一个以提供服务为主的综合性服务企业。 从本质上讲， 其生产

和销售的只是一个产品———服务。 服务， 是指以各种劳务形式为他人提供某种

效用的活动。 会展场馆服务是以提供会议和展出服务的方式向观众提供交流、
参观、 欣赏、 娱乐、 购物、 交易和休息等劳务服务的综合性服务。 会展场馆服

务是提高会展场馆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重要措施。

三、 会展场馆的作用

会展业的发展能够改善城市的产业结构， 提升城市的形象， 是构成城市竞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展场馆在会展业的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会

展场馆可以决定举办哪些展览和什么时间办展， 其运营模式甚至可以决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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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行业的整体发展。 归纳起来， 会展场馆对城市会展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能够大力推进会展产业的发展

一个城市所处的区域的产业基础、 市场规模等因素能够推动当地会展产业

的发展， 但先进适用的展馆条件无疑更是举办展览的硬件基础， 会展场馆经营

的准确定位是推进会展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
例如，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的建成并投入使用， 使大连会展业 “一鸣惊人”；

深圳会展也曾因 “深圳国际展览中心” 的建成而客商云集， 但是后来因展览面

积过小， 致使 “国际家具展” 等品牌展览离开深圳， 异地举办； 自 １９９９ 年以

来， 高交会展览馆的建成和高交会的成功举办， 给深圳会展业带来了发展的契

机， 并逐步形成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期。

（二） 能够积极培育城市的展览品牌

会展场馆不仅仅是为会议和展览提供场地和相关服务， 其经营策略还关系

到城市展览品牌的培育。 品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差异化手段。 只有场馆的品牌

形象和品牌内涵都与竞争场馆品牌形成差异， 场馆品牌才具有生命力。 按照国

际惯例， 展馆存在着六个月内不承接相同题材展览的行业惯例。 接哪些展、 不

接哪些展， 对展览品牌的成长甚至生存至关重要。 如德国的汉诺威、 慕尼黑、
杜塞尔多夫在上海投资建设展馆和办展， 不仅加剧了上海展览场地方面的竞争，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整个城市展览业的发展方向。

（三） 能够提高会展业的市场化程度

会展场馆的市场化运作有助于会展业的市场化经营。 会展业市场化经营的

主体主要包括展览公司， 展台搭建公司， 展品运输公司， 酒店、 餐饮、 礼仪服

务公司等。 如果会展场馆采用垄断性经营模式及提供垄断性展览服务， 那么行

业内的展览公司、 装修公司、 运输公司等经营主体就无法获得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及发展空间。

（四） 能够适度调控会展业的市场运作

政府对会展业的宏观管理主要体现在展览项目审批方面。 目前， 改革的发展

趋势是由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变， 并最终取消展览的审批手续。 在城市会展业的发

展过程中， 特别是对发展尚未成熟的中国大中城市来讲， 政府对产业的宏观指导

及调控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通过展览经营， 能够给需要予以扶持培育的展览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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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的空间，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会展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宏观调控作用。

（五） 能够大力培养会展业人才

作为会展市场主体之一的会展场馆， 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 以

保证场馆管理、 展览服务等专业化工作的圆满完成。 例如， 香港会展中心有正

式员工 ８１７ 人， 大部分是从世界各地招聘和自己培养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因

此， 会展场馆的经营和运作， 可以为城市会展行业吸引大批高素质、 高水平的

专业人才， 并培养大量本土的专业化人才。

（六） 能够强化城市的服务职能

会展业具有极大的产业带动效应， 除直接产生经济效应外， 还对城市的社

会和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催化作用。 会展业作为一个城市服务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 对强化城市的服务职能有积极推动作用， 其中， 会展场馆的带动作

用不能低估。 强化和提高会展场馆的服务水平、 服务质量， 可以推动会展业的

发展， 同时， 可以对完善城市服务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节　 会展场馆的类型

一、 按照会展场馆的主要用途划分

１． 博物馆

博物馆是指对有关历史、 自然、 文化、 艺术、 科学、 技术的实物、 资料、
标本等进行收集、 保管、 研究， 并陈列其中一部分供人们参观、 学习的专用建

筑。 例如， 杭州除了有西湖等旅游名胜以外， 还有位于龙井的中国茶叶博物馆、
与同仁堂齐名的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 展示丝绸发展史的中国丝绸博物馆、 南

宋官窑博物馆等。
２． 展览馆

展览馆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指展览专用建筑物； 另外一种是指从事展览馆

业务的、 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或企业单位。
３． 美术馆

美术馆是指以陈列展出美术工艺品为主， 主要收集有关工艺、 美术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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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版面陈列和工艺美术陈列等的建筑物， 有的也设立美术创作室。 例如，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朱屹瞻艺术展” 在杭州西湖美术馆开幕。

４． 纪念馆

纪念馆是指为纪念具有历史意义的事迹或人物而建造的建筑物。 例如， 江

西省吉安县文天祥纪念馆兴建于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９２ 年对外开放， １９９６ 年被命名为

“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座建筑面积 ２２００ 平方米， 具有民族建筑风

格的纪念馆， 是京九线上的一处重要旅游景点。
而在上海的鲁迅纪念馆， 曾展出一幅长 ２６ 米、 高 ２ 米的大型国画 《轩辕旧

事图》， 该画作者李连仲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

任、 教授， 辽宁省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
５． 陈列馆

陈列馆是指一般为了单纯的陈列展出， 或设于建筑的一角， 或成为独立的

建筑的场馆， 其中多陈列实物以供人们参观学习。 例如， 陆仰非诞辰 ９５ 周年画

展暨 《陆仰非纪念文集》 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常熟博物馆陆仰非艺术陈列室

举行。
６． 会议中心

会议中心主要是指为各种会议活动提供专门场地、 设施设备和服务的场所。
它一般以承办接待国际、 国内会议及展览等其他大型活动为主要经营项目。 一

般来说， 会议中心具有最新的视听和通信技术装备， 能够提供专业的会议视听

服务， 还配套提供餐饮、 商务、 信息咨询、 票务、 旅游等服务及视听、 办公等

设施设备的出租服务。 会议中心的场地和设施应符合实用性， 与公共装置、 绿

化、 步行道、 停车场等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会议中心的室内， 温度、 湿度、
采光、 音响、 交通等应符合以人为本的需要。

７． 展览中心

展览中心是指有固定场馆来进行展示陈列及举办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临时

性展览会、 博览会的场所。 展会主办者为了一定的目的， 提出一定的主题， 按

照主题要求选择相应的展品， 在展厅或其他场所， 运用恰当的艺术手法， 在一

定的材料和设备上展示出来， 以进行宣传、 教育或交流、 交易。 展览中心既有

认识、 教育、 审美、 娱乐等作用， 又有传递信息、 沟通产销、 指导消费、 促进

生产等多方面功能。
例如，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 （今上海展览中心），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开工，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竣工。 该工程由中央大厅、 工业馆和东西两翼的文化馆、 农业馆及电影院 ５
个项目组成， 建筑面积 ５ ８ 万平方米。 大厅顶部的镏金钢塔标高 １１０ ４ 米。

８． 体育场

体育场是指为开展群体性体育活动而设置的用于体育活动教学、 训练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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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的公共体育场所， 有单项的， 也有综合性的。 体育场设有专职或兼职的技术

指导和管理人员， 负责日常工作。
９． 体育馆

体育馆是室内体育运动场所的统称。 大规模的体育馆包括篮球、 排球、 乒

乓球、 羽毛球等的比赛馆和练习馆。
１０．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是指面积广阔的文化场地和场所。
１１． 文化馆

文化馆是国家设立在县 （自治县）、 旗 （自治旗）、 市辖区的文化事业机构，
隶属于当地政府， 是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组织辅导群众艺术 （娱乐） 等活

动的综合性文化部门和活动场所。 文化馆的展览用房占总使用面积的 ｌ０％ ， 由

展室、 展廊等展览空间及储藏间组成。
１２． 城市规划展示馆

城市规划展示馆是供人们进行传授、 学习或增进知识等活动的公共建筑。
它要求幽静的环境、 必要的设备、 适宜的空间和充足的光线等。 如上海城市规

划展示馆， 建筑面积 ２ 万平方米， 主体结构高 ４３ 米， 地上 ５ 层、 地下 ２ 层。
１３． 剧院

剧院是指用于戏剧或其他表演艺术的演出场所。

１４． 剧场

剧场是指供演出戏剧、 歌剧、 曲艺等用的场所。

二、 按照会展场馆规模划分

会展场馆按照会展场馆规模可分为大型会展场馆、 中型会展场馆、 小型会

展场馆和临时会展场馆 （因规模较小， 故不在表中列示）， 如表 １ － １ 所示。
表 １ －１　 会展场馆规模大小划分

规模类型
占地与建筑面积

（平方米）
所在城市等级 业务范围 典型场馆

大型会展场馆 ５０ 万， 数十万以上 重要大城市
重大 国 际 会 展

业务
汉诺威展览中心

中型会展场馆 ３０ 万以上， 十几万 区域中心城市
国际和区域性会

展业务为主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

中心

小型会展场馆 ３０ 万以下， 数万 地方中小城市
多为区域性会展

业务

广州锦江展览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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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会展场馆规模庞大， 一般举办大型的国际性会议和综合性的展览活动，
如广州国际会展中心、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等。

中型会展场馆规模比较大， 一般举办区域性的国际会议、 大中型的行业会

议和行业性的展览活动， 如西安国际会展中心、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等。
小型会展场馆规模较小， 一般举办地区性的会议和地区性、 专业性的贸易

展览活动， 如广州锦江展览中心、 广州百越展览中心等。
临时会展场馆是指不是专门用于会展的临时性会展场所， 一般不会经常性

举办会展活动， 如广东国际大酒店等各种大型物业的展览馆。

三、 按照会展内容划分

会展场馆按照会展内容可分为综合型、 展览型、 博览型、 会议型。
综合型会展场馆是指可同时和分别举办会议和展览活动的场所， 如上海国

际会展中心、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等。
展览型会展场馆一般只举办各类产品和信息的展览活动， 一般不举办交流

会议， 如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东莞）、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等。
博览型会展场馆是指举办各种画展、 花卉展、 艺术品展、 文物展等博览性

活动的场所， 如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广州花卉博览园等。
会议型会展场馆是指主要举办国际会议、 行业会议等大型会议的场所， 如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等。

四、 按照会展场馆性质划分

会展场馆按照会展场馆性质可分为项目型、 单纯型和综合型。
项目型会展场馆是指不是专门用于会展， 只是偶尔举办会展的场所， 如白

天鹅宾馆展示厅、 广东国际大酒店展览馆等。
单纯型会展场馆是指专门用于展览某种产品、 展示某个行业或举行某种会

议的活动场所， 如广州花卉博览园、 中国农业展览馆等。
综合型会展场馆是指可以举办各种商贸展览和交流会议的活动场所， 如上

海光大会展中心、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等。

五、 按照会展场馆功能划分

现代会展场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大型展览中心、 大型会议中心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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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心。
大型展览中心和大型会议中心的功能较为单一， 主要就是举行各类的展览

和会议， 如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香港会议中心。
会展中心又可分为会展建筑综合体和会展城。 会展建筑综合体是当今较为

流行的一种会展场馆类型， 包含了展览、 会议、 办公、 餐饮、 休憩等多种功能，
如加拿大大厦、 墨尔本国际会展中心、 上海世贸商城、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会

展城指超大规模的会展中心， 如英国国家展览中心、 德国汉诺威会展中心等，
我国尚未具备建设此种规模的会展场馆的条件。

虽然会展场馆的类型多样， 各自的功能与特点都不相同， 但本书着重讲述

的是展览场馆与会议展馆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会展场馆的经营与管理。

第三节 　 会展场馆的特点及我国会展场馆的
发展

一、 现代会展场馆的显著特点

（一） 规模宏大

规模宏大是现代化会展场馆的重要标志。 当前国外新建的会展场馆占地面

积一般都超过 １００ 万平方米。 例如， 巴黎北维勒潘特会展场馆的占地面积高达

１１５ 万平方米。 会展场馆的建筑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 一些会展场馆的展馆面积

达 ２０ 万平方米， 并且出于前瞻性的考虑， 国外新的会展场馆均有一定比例的预

留地， 以便将来增建场馆。 如德国汉诺威展览中心经多次扩充， 已达到占地面

积 １００ 万平方米， 内有 １ 万至 ２ 万平方米的巨型展厅 ２４ 个， 其中， 好几个是多

层展厅； 室内展出面积共达 ４７ ９ 万平方米， 露天展场 ２７ ８ 万平方米， 还配备有

功能齐全的会议中心。 汉诺威现代化的展览馆成功地经受住了 ２０００ 年世界博览

会的考验。

（二） 设施齐全

现代化会展场馆不仅有展馆， 还有会议中心、 餐饮服务等设施。 现代化会

展场馆既可以展览、 开会， 又可以进行文艺表演、 体育比赛等活动， 因此， 是

完整意义上的会展场馆。 会展场馆的建设必须考虑到 “停车难” 的问题，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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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建有大面积的停车场， 如德国慕尼黑会展中心就建有可容纳 １００００ 辆车的停

车场。

（三） 智能化水平高

高科技在现代化会展场馆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会展场馆

基本上都配备了智能化程度很高的网络系统， 如观众、 参展商电子登录系统，
电脑查询系统等。 此外， 多媒体、 手机短信等多种通信手段也在场馆内得到了

应用。

（四） 规划设计 “以人为本”

１． 场址选择

现代化会展场馆的选址一般都选在城乡结合部， 并将交通、 环境和地形条

件作为选址的三大要素进行论证， 同时， 场址选定后， 仍要与市政规划相吻合。
２． 内部布局

会展场馆内部合理布局， 可使会展场馆内部管理有序， 方便参展商和观众，
提高工作效率。

３． 展馆设计

现代化场馆展厅基本上都是单层、 单体， 面积约 １ 万平方米， 高度为 １３ ～
１６ 米。 这一设计具有科学的依据。 单层、 单体、 面积约 １ 万平方米的场馆， 正

好是长 １４０ 米， 宽 ７０ 米， 处于人眼的正常视觉范围内， 观众不容易迷失方向；
而高度 １３ ～ １６ 米是基于展台特殊装修设计的要求， 它更加适合于布展作业。

（五） 经济实用

现代化的会展场馆占地规模虽然大， 但在总体规划上却要做到不浪费一寸

土地， 达到既经济又实用的目的。

（六） 政府支持

现代化会展场馆公益性很强， 因而从规划到建造都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

持。 有些城市在建设会展场馆时， 政府不仅在土地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
而且还为场馆建设提供了资金和人才。

二、 我国会展场馆的发展特点

（一） 我国会展场馆的数量分布情况

随着会展业在我国的发展， 会展场馆的建设也与日俱增， 至 ２０１２ 年底， 全



第一章　 会展场馆基础知识
０１１　　　




国已有 ３９０ 个展览场馆， 如表 １ － ２ 所示。 就场馆数量和室内展览总面积而言，
长三角地区以 ５４ 个会展场馆、 １８１ ４５ 万平方米的室内展览面积占据全国第一的

地位， 环渤海、 珠三角、 西部、 中部、 东北依次排列其后。 就各大会展经济区

的场馆规模而言， 长三角仍然名列第一， 珠三角紧随其后， 环渤海、 西部、 中

部、 东北、 海西、 海南依次排列。
表 １ －２　 我国现有的展馆数量

地区 个数

北京市 ５５

上海市 ２５

天津市 ９

重庆市 ７

广东省 ４５

福建省 １２

浙江省 ２７

江苏省 ４０

山东省 ３０

辽宁省 １６

江西省 ５

四川省 ５

湖北省 １３

河南省 ７

河北省 ９

山西省 ８

地区 个数

内蒙古 ７

吉林省 ６

黑龙江 ７

安徽省 ７

湖南省 ５

广西 １１

海南省 ３

云南省 ６

贵州省 ３

西藏区 ２

甘肃省 ４

宁夏区 ３

青海省 ２

新疆区 ４

香港区 ３

澳门区 １

台湾省 ３

全国总计： ３９０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ｘｐｏ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随着会展场馆数量的不断增加， 会展人才的供给也不断走向市场， 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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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办展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 这些场馆大都由政府出资建立， 虽在管理上

存在不足， 但同时产业带也在逐步形成。
根据 《中国会展中心城市发展蓝皮书》 的统计， 中国的会展业发展呈现出带

状发展模式。 中国正形成四大会展经济地带， 分别是： 以香港为龙头， 以广州为

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会展经济地带； 以上海为中心， 沿江沿海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

会展经济带； 以北京为中心， 天津为两翼的京津会展经济带； 以沈阳、 大连为龙

头， 边贸为支撑的东北会展经济带。 这给会展场馆建设资金需求及人才管理方面

造成了巨大压力， 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的经营管理模式打破目前的局限。

（二） 我国会展场馆的发展特点

１． 总体规模偏小， 国际影响力差， 市场容量有限

先进国家的会展场馆大多规模庞大并具有国际影响力。 如德国汉诺威展览

会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展览场地。 总占地 １００ 多万平方米， 是世界展

览会的发源地， 已有 ８００ 年举办展览的历史。 以室内展出面积 １０ 万、 ５ 万、 ２ 万

和 ０ ５ 万平方米为划分标准， 将展馆区分为超大场馆、 大型场馆、 中型场馆和

小型场馆几个层级。 根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中国会展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

分析报告》 的数据显示， 我国小型以上的会展场馆共有 ２２５ 家， 室内展能面积

７４７ ７５ 万平方米， 馆均面积 ３ ３２ 万平方米， 分布在除台湾地区以外的 ３２ 个省

市区。 其中， 超大场馆 １６ 个， 占会展场馆总数的比重为 ７ １１％ ； 大型场馆 ２９
个， 占会展场馆总数的比重为 １２ ８９％ ； 中型场馆 ７７ 个， 占会展场馆总数的比

重为 ３４ ２２％ ； 小型场馆 １０３ 个， 占会展场馆总数的比重为 ４５ ７８％ 。 目前， 我

国会展场馆以中小型为主。 国内会展场馆与世界展览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

距， 首先表现为场馆分散， 展览面积普遍偏小。 我们从图 １ － １ 和表 １ － ３ 的统计

数据可以了解国内主要会展场馆的规模状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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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　 不同规模会展场馆占比情况①

① 资料来源： 前瞻产业研究院会展行业研究小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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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３　 国内部分主要展览场馆的规模情况

单位： 平方米

会展场馆 规模状况

香港国际会展中心 建筑面积 ２４ ８ 万， 可租用面积 ６ ４３ 万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一期工程） 室内展览面积 ４ ５ 万， 室外展览面积 ２ 万

上海展览中心 占地面积 ９ ３ 万， 建筑面积 ８ 万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展览面积 １ ２ 万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室内展览面积 ６ 万， 室外展览面积， ０ ７ 万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场馆 总建筑面积 １７ 万

重庆技术展览中心 占地面积 ２４ ４ 万， 建筑面积 ４ ５ 万

天津国际经济贸易展览中心 展馆面积 １ 万

陕西国际展览中心 建筑面积 ４ ７ 万

西安国际展览中心 占地面积 １３ 万， 室内展览面积 ２ ６ 万

苏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展馆面积 １ ５ 万， 展览广场 ５０００

昆明国际贸易中心
建筑面积 ９ 万， 室外面积 １ ２ 万，

室内面积 ７ 万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展览面积 １０ ３ 万， 室外面积 ５ ６ 万，

室内面积 ４ ７ 万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建筑面积 １０ ８ 万

深圳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展览中心
占地 ７ ７ 万， 建筑面积 ５ ４ 万，

展览面积 ３ ６ 万

大连星海会展中心 展场面积 ２ 万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国内其他地区主要会展场馆的实际展场面积达到 １０
万平方米的较少， 且地区分布不均， 但近几年来大型场馆蓬勃发展。 在欧洲，
中等规模的展览场馆一般在 ２０ 万平方米左右， 加上室外面积， 有 ３０ 余万平方

米。 德国与意大利的会展场馆建设十分典型， 我们从表 １ － ４ 中可以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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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４　 德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展馆规模

单位： 平方米

会展场馆 基本情况

德国汉诺威博览会展馆 展览馆面积 ４７ 万， 室外展场面积 ２１ 万

德国法兰克福展览馆 室内展场面积 ２９ ２ 万

意大利米兰博览会 展览面积 ３７ ２ 万， 会议报告厅面积约 １ ４ 万

意大利维罗纳展览中心 展览面积 ２０ ３ 万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展览业缺少 “航母级” 的展馆， 展览面积十分

有限。 目前， 上海的七大场馆展览面积几乎都在 ２ 万 ～ ３ 万平方米 （上海浦东新

国际博览中心除外）， 展览总面积有 １５ ３８ 万平方米， 主要位于浦东、 虹桥、 徐

家汇三个区。 对于一个 ４ 万平方米以上的展览会， 必须分散到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场馆才能举行。
２． 场馆设施不配套， 相关设备不健全

会展是一种复杂且高效率的社会活动， 要求有齐全的设施、 先进的设备才

能保证会展的顺利进行。 由于我国的展馆建设普遍存在 “重建设、 轻管理” 的

现象， 造成展前接待、 展中运作、 展后服务设施不配套、 设备不齐全的特点。
３． 展馆建设政府性强， 市场化水平低

中国粗放式、 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中国会展业走的也是一种政府

建设、 行政管理的道路。 这种发展模式追求的是绝对数量的增加， 而不是经济

总体效益的提高， 导致我国的会展场馆收益水平和市场化水平的低下。 目前，
我国每年举办近 ２５００ 个展览会， 会展活动规模已经很大， 但会展效益差、 产值

低， 每年仅为几十亿元人民币。
４． 会展场馆科技含量少， 智能化水平低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对会展场馆进行智能化设计，
创造舒适、 安全、 便捷的展览环境， 已成为会展场馆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

势。 在当前的国内会展场馆设计中， 科技含量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网

络通信服务设计为例， 它是会展场馆科技化与国际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然而在

中国内地， 到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才首家推出电脑上网宽带接入 ＦＴＴＢ
＋ ＬＡＮ 业务。 在 ２００１ 年汉诺威 ＣｅＢＩＴＡｓｉａ 亚洲信息展上， 汉诺威 ＣｅＢＩＴ 设有一

套很好的电脑查询系统， 但该系统要求整个场馆都是联网的， 而上海光大会展

中心当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很遗憾未能使用。 因此， 今后国内在新建会展场

馆时， 预先就应将计算机端口与宽带网布局纳入设计规划中。
值得注意的是， 其他场馆设计必须进行充分的可行性分析， 如果一味地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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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或不切实际地追 “大” 求 “全”， 往往会造成设备利用率的低下和相当程度的

浪费， 而且将大大降低智能场馆的投资回报率。 此外， 设计者还应熟练掌握设

计标准， 避免出现场馆建成后智能化系统集成性差、 监控点配置不合理、 控制

不方便、 操作不方便、 系统应用效果不理想等一系列问题。

三、 我国会展场馆的发展进程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 会展业在我国逐步壮大， 成为近年来我国最具活力的

产业之一。 中国的会展业在 “十五” （第十个五年计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期间

取得了超过 １４％ 的增幅。 就展览项目数而言， 中国仅落后于全球第一的美国，
而展览场馆数量则居世界第三， 排在美国和英国之后。 会展经济作为新兴的朝

阳产业， 已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 上海、 广东、 北

京、 浙江、 江苏、 福建、 山东、 辽宁等省市会展业发展较快， 已初步形成了以

上海、 北京、 广州三大会展城市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 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

区会展产业带。
会展场馆是会展经济发展的载体， 被誉为会展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是会展

业发展的基础， 没有具有相当规模及配套设施齐全的会展场馆， 就难以催生具

有影响力的品牌展会。 一段时期以来， 随着我国各地一批新型展馆的建设及投

入使用， 现代风格的展览馆成为一个城市体现经济快速发展的 “名片”。 同时，
会展场馆作为会展行业发展的硬件设施， 其地域集中程度是会展业发展的风向

标。 一般而言， 会展场馆集中的地区往往也是会展业发展的中心。 我国会展场

馆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过程。

（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我国会展场馆建设的起步期

１． 国内第一个规范的现代化会展场馆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北京为举办亚太地区国际贸易博览会， 规划建设了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 （以下简称北京国展）， 这是我国为举办国际性贸易博览会而兴建的一个大

型会展中心。 该中心规划总占地面积 １５ 公顷，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完成一期工程； １９８９ 年

建成综合楼； １９９１ 年中央主馆投入使用。 目前， 总建筑面积达 １７ ６２ 万平方米，
其中， 展览面积 ７ 万平方米， 室外展场 ７０００ 平方米， 停车场 １ 万多平方米， 海关

监管仓库 ７０００ 平方米。 北京国展在设计上参考了国外的先进经验， 相比以往的展

览馆， 其建筑结构不仅更加合理， 更能符合国际展览标准， 配套设备也更加精良，
并增设了会议中心， 能够满足国际展会 “展中有会， 会中带展” 的要求。 自 １９８５
年成立以来， 北京国展已举办国际展会约３５０ 个， 这些展会大多在国内外有较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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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包括国际知名的汽车展、 化工展、 电信展、 计算机展等。
北京国展是北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十大建筑之一， 在设计上强调 “适用、 经济、

美观” 的原则， 是传统与现代建筑理念有机结合的产物。 它无论在展览规模、 展

览设施还是建筑设计上都已具备现代会展建筑的特征， 代表了我国改革开放形势

下会展建筑的全新形象， 为国内会展建筑的建设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但由于经验

较少， 在规划设计上也留下了一些缺憾， 如在确定选址方案时缺少长远考虑： 北

京城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迅速扩张， 北京国展目前已处于北京市的中心繁华区，
交通流量极大， 周边道路容量严重不足， 且规划时预留的发展用地经多年变迁早

已易作他用， 交通问题成为国展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每当大型展会举办时，
周边道路严重拥堵， 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北三环地区的交通， 因而不得不实行交通

管制。 当时的展厅形式和规模都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单个展厅规模较小， 空间容

量不足， 同时， 配套设施已经陈旧， 已不适应现代展会的要求。
２． 地方会展建筑建设的启动与发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各地逐渐认识到会展业对繁荣地方经济、 促进贸易发

展的重要作用， 于是纷纷开始兴建会展场馆。 随着城市的发展， 一些会展建筑

充分利用城市本身固有的高密度、 高效率的优势， 集中多种功能， 向综合化发

展， 逐渐出现各种不同风格的会展建筑； 同时， 开始引入外来设计力量， 给会

展建筑注入了新鲜活力， 国内会展建筑设计开始与国际接轨。
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于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动工， １９９０ 年竣工， 是一大型综合性

商贸会展综合体， 具有办公、 居住、 酒店、 会议、 展示、 购物、 娱乐等多项功

能。 占地面积 １２ 公顷， 总建筑面积 ４３ 万平方米， 总投资 ４ ５ 亿美元； 其中， 展

览大厅 １ 万平方米， 由 ３ 个展厅及序厅组成， 内设两个小型会议室。 建筑构图主

次分明， 将简单的几何形体稍加变化， 在严谨中求变化， 色彩凝重， 体现出现

代建筑的庄重气氛。
天津国际展览中心于 １９８６ 年建成， 是一座包括展厅、 写字楼、 酒店和公寓

的综合性建筑。 总建筑面积 ２６４６０ 平方米， 其中， 展览面积约 ８０００ 平方米。 由

高 ２９ ７ 米的服务大楼和高 １８ ９ 米的展厅组成， 服务楼 ２ ～ ８ 层为标准客房层，
第一层为中西餐厅， 健身、 康乐设施及商务中心。 展厅共 ２ 层， 每层净高 ６ ５
米， 分为 ６ 个 ２２ ８ 米 × ２２ ８ 米的无柱大空间。 大楼中部 ６ 层高的门洞和左右两

翼， 分别隐喻中国传统建筑的 “门” 和 “阙”。 平面采用对称布局， 序列空间的

安排体现了传统建筑中 “门堂” 的形制。
北京国贸和天津国展都是由海外建筑师设计， 给国内建筑师带来了一些新

的思路和经验， 是我国会展建筑开始与世界接轨的标志。
同一时期建成的还有广州科技贸易交流中心、 深圳国际展览中心、 广西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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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福建工业展览大厦等。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在内陆一

些发展较慢的地区也建设了一些会展场馆， 如内蒙古展览馆和宁夏展览馆。
３． 小结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是我国会展建筑的自我探索时期， 展览模式已向正规的

商贸会展发展。 由于经济上的局限， 会展业与会展建筑都没有与国际接轨； 但

国外建筑师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引入一些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技术优

势及丰富的设计经验。 由于对国际化的会展运作不了解， 会展建筑普遍规模较

小， 服务设施缺乏， 设备较为简陋。 同时， 对会展建筑的前期策划、 城市规划

选址方面认识不足， 缺乏系统的交通组织规划。

（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我国会展场馆建筑的成长期

１． 重点会展城市的会展场馆建设及扩充

１９９０ 年至今为国内会展建筑的建设高峰期。 据调研资料统计， 我国会展场

馆建设全面升温。 随着各地政府对会展项目给予的扶持资助力度不断加大、 规

范监管体系不断健全， 可以预计在未来中国会展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会有所改

善， “会展兴市” 的作用将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广泛的认可。
国内会展活动最发达的城市以北京、 上海、 广州为首， ２０００ 年国内举办各

类展会共计 １５００ 余个， 这三个城市就占了 ５０％ 。 在这三个城市早就建有会展场

馆，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建设和扩充。
北京国展于 １９９１ 年建成主馆， 总建筑面积 ５２５４１ 平方米， 地上 ５ 层， 局部

地下 １ 层， 总投资约 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 ～ ４ 层每层 ２ 个展厅， 共 ８ 个展厅， 每

个展厅面积近 ４０００ 平方米， 总展览面积 ３０４８３ 平方米。 采用矩形平面， 框架

结构。
２． 经济活跃城市的会展场馆建设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一些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经济贸易活动日趋活

跃， 包括边贸活动及一些地区性商贸活动等， 如 １９９２ 年创办的乌鲁木齐对外经

济贸易洽谈会 （简称 “乌洽会”）、 １９９３ 年创办的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 （简称

“昆交会”）、 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 （简称 “哈洽会”） 和厦门举办的中国投资

贸易洽谈会等。 另外如江苏、 大连等地区，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也产生了对会

展实施的需求。 这些城市为了经贸活动的需要， 开始建设自己的会展场馆。
南京在 １９９０ 年建成江苏展览馆， 建筑面积 ２ ５ 万平方米， 地上 ３ 层展厅，

展览面积 １． ８ 万平方米。 但其设计仍停留在国内会展建筑刚刚起步时的水平，
模式陈旧， 现大部分展厅已常年作为家具展销和办公之用。

１９９６ 年建成的大连星海会展中心位于星海湾商务中心区北端， 是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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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会展建筑。 该会展中心的建设与运营有效地带动了该

地区的整体发展， 星海湾一带由荒凉的废弃地一跃成为大连市的繁华商务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至今， 更多的经济活跃城市加入到了建设会展中心的

热潮中来， 其中， 展览规模 ５ 万 ～ １０ 万平方米的大型会展建筑有福州国际会展

中心 （１９９８ 年）、 成都国际会展中心 （２００１ 年）、 沈阳国际会展中心 （２００１
年）、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２００１ 年）、 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２００２ 年）、 厚街广东

现代国际会展中心 （２００２ 年）、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２００３ 年）。 展览规模 １ 万 ～
５ 万平方米的中型会展建筑有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２００５ 年）、 深圳高交会展览中

心 （１９９９ 年）、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１９９９ 年）、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２０００ 年）、
温州国际会展中心 （２００２ 年）、 长沙现代农业博览会展中心 （２００２ 年） 等 ３０
余个。

２００２ 年建成的宁波国际会展中心是宁波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大型现代化会展

场馆， 它地处宁波市 ６ 个区的中央位置， 交通十分便利。 一期工程占地面积

３７ ７公顷， 总建筑面积 ８ ２６ 万平方米， 总投资 ７ 亿元。 它集展览、 会议、 商贸

洽谈、 餐饮、 仓储等功能于一体， 是一座大型智能化现代会展中心。 共设 ６ 个

单层展厅， 其中， 主展厅高 ３５ ８ 米， 其余展厅高 ２１ ３ 米， 空间宽敞， 设施完

备。 主入口前面设有 １２． ３ 万平方米的大型广场， 环境优美舒适。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的钢结构吊装已建设完成。 据了解，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以超越国际大型会展中心建设标准的施工方案修建， 室内展

馆使用面积 ２０ 万平方米， 共设 １６ 个展厅， 多功能厅、 会议厅、 酒店等配套齐

全。 展览中心钢结构部件总重量超过 ２． ５ 万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底全部完工。
中国·哈尔滨国际农业博览中心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项目竣工后， 成为中国农业

总部基地、 会展总部基地和永不落幕的世界农业食品博览会。 中国·哈尔滨国

际农业博览中心项目是由华鸿集团、 红星美凯龙集团投资建设的世界一流、 亚

洲最大的国际农业展会项目， 位于哈尔滨长江路与南直路交汇处， 总建筑面积

１１０ 万平方米， 总投资约 ８０ 亿元， 预计可拉动就业 １０ 万人。 据悉， 该项目由世

界顶尖设计团队———德国欧博迈亚公司担纲设计规划， 包括国际农业会展和会

展商务配套两大功能区， 整个建筑群由世界农业发展论坛永久会址、 世界农业

科技馆、 世界农业展览馆、 世界农业发展大厦、 世界农业金融大厦和办公楼、
公寓、 配套住宅等组成。 其中， 世界农业发展大厦总高度达 ２２８ 米， 建成后将

成为哈尔滨城市级标志性建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展览面积达 ５０ 万平方米的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在上海青

浦徐泾正式开工兴建， 这是目前世界最大展览设施， 总投资 ２００ 亿元， 将在

２０１５ 年初建成投入运营。 这一会展 “巨无霸” 将成为上海建设亚太会展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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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重要抓手， 有力地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进而推动 “四个中心” 的

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 还有更多的城市正在筹划建设自己的会展中心， 已有会展

中心的城市则在计划着更新与扩建。 一些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也将发展会展业

列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不久的将来， 会展建筑将同城市广场、 图书馆、 博物

馆、 音乐厅、 体育馆等设施一同成为城市基础公共设施的组成部分。
３． 超大型会展建筑的建设

在 ２０００ 年以前， 我国仅有广交会展馆的展览面积超过 １０ 万平方米， 随着会

展热的升温， 会展设施的建设在国内全面开花， 国内也开始筹划建设新的超大

型会展建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至今， 我国建设了一大批高标准、 现代化的会展建筑，

其中， 很多都是直接由国外建筑师设计， 吸取了很多国外的先进经验。 由国外

建筑师或事务所设计的代表作有：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美国）、 广州新国际会

展中心 （日本）、 深圳会展中心 （德国）、 山东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英国）、 厦

门国际会展中心 （加拿大）、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法国）。 国内设计院也更多吸

取了国外的先进经验， 在设计上趋于成熟。
４． 小结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我国会展业努力与国际接轨， 吸取国外的先进经

验， 同时， 也兴建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会展建筑。 一些会展建筑直接由国外有

经验的建筑师或事务所设计， 并参考国外的经典模式， 这同时促使国内的设计

者从空间布局、 交通组织、 室内空间、 设施配合等方面进行多方位、 多层次的

探索。 国外展览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对我国会展的管理运作水平也有很大

的带动作用。

四、 我国会展场馆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各地政府对会展项目给予的扶持资助力度不断加大、 规范监管体系不

断健全， 中国会展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有所改善， “会展兴市” 的作用将受到社

会各界人士广泛的认可。
目前， 我国场馆建设仍处于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垄断建设管理的阶段，

它首先要体现政府某些部门的行政意志， 而不是按市场规律进行经营。

（一） 场馆利用率普遍偏低

在我国，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在个别城市， 会展场馆沦为一种形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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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摆设。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 我国会展场馆的使用率偏低， 部分超过 ３０％ ，
而多数在 ２０％左右。

以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辽宁工业展览馆、 沈阳农业展览馆和沈阳科学宫会

展中心四个主要会展场馆为例， ２０１１ 年四家会展场馆共举办展会 １０４ 个， 其中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１８ 个， 辽宁工业展览馆 ４１ 个， 沈阳农业展览馆 ３ 个， 沈阳科

学宫会展中心 ４２ 个。 假设展会平均持续天数为 ３ 天， 则四家会展场馆的利用率

分别在 １５％ 、 ３４％ 、 ２％ 、 ３５％左右。 从数据分析来看， 沈阳会展场馆目前面临

的问题是： 展览面积大的场馆利用率低， 而像农业展览馆这样的展馆由于场馆

面积太小又承接不了大型的展会， 导致了场馆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 前期规划与后续开发问题亟待解决

从沈阳的主要会展场馆来看，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处于城市的边缘， 与高速

公路、 火车站及桃仙机场之间的交通比较方便， 但是与城区内部相连的公共交

通欠便捷， 从而导致国际展览中心虽然规模大、 设施全， 但利用率偏低。 而位

于城区的几个会展场馆虽然交通便捷， 但在前期规划中缺乏准确的规模定位，
面积偏小且没有预留地规划， 导致一些大型的会展活动无法在这里举行， 沈阳

国际会展中心就是由于这一原因，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份面临拆除的尴尬境地。
同时， 沈阳会展场馆的后续开发问题也很突出。 以农业展览馆为例， 农业

展览馆的展览面积与工业展览馆的展览面积相差无几， 但是从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来

看， 农业展览馆仅仅举办了 ３ 个展会， 其余的时间则没有展会选择在这里举办，
造成了场馆资源的浪费。

（三） 市场化水平低， 盲目竞争、 重复办展情况严重

会展场馆建设所需资金庞大， 因此， 政府往往在场馆建设和经营的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沈阳会展场馆的建设过程中， 政府也同样占据主导地位，
场馆建成投入使用后， 政府并没能及时进行角色转换， 规范管理 “缺位” 和经

营管理 “越位” 现象严重， 会展场馆运营的市场化水平低， 管理效率和服务水

平低下。 盲目竞争、 重复办展的情况在沈阳会展场馆运营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２０１１ 年沈阳共举办家居装饰及建材类展会 １２ 个， 古董艺术品展会 ５ 个， 药品、
医疗设备类展会 １５ 个， 汽车及汽车用品类展会 ９ 个。 由于场馆利用率低、 后续

经营不善等原因， 会展场馆各自为政， 为追求短期经济利润最大化而盲目办展。
场馆管理方有展就接， 没有长期规划， 脱离市场实际， 盲目竞争， 不管展会规

模与行业口碑如何， 以能提高展馆利用率为基本目的， 最终造成了城市资源的

浪费、 参展商和观众总体评价低， 对场馆后续的可持续发展极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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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场馆综合服务功能较差

会展场馆的综合服务包括场馆本身提供给公众的服务和场馆周边配套服务

设施所提供的服务， 沈阳会展场馆目前在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 就会展场馆本

身而言， 场馆缺少会展设计师、 会展项目策划、 会展销售和项目经理等专业人

才， 难以保证服务的专业性和高水准。 就场馆周边配套设施而言， 沈阳工业展

览馆和科学宫会展中心位于城区内部， 难以满足快速集散大量人流的要求； 沈

阳国际展览中心周边的道路体系建设、 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 酒店、
餐饮等商旅配套服务系统仍需改进， 服务效率仍需提高， 由于周边还没有建设

成一定规模的贸易集聚区， 因此， 不能完全满足参观者娱乐、 欣赏、 购物、 交

易和休息等综合性服务的需求， 无法充分发挥会展业的带动效应。

（五） 缺乏整体规划， 地区发展失衡

目前， 国内会展场馆不仅分散， 并且软硬件设施水平参差不齐， 地区分布

严重失衡。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 一方面是受制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 很多

内陆城市缺乏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 国内还没有统一的会展管理协会， 缺少相

应的规范与标准， 各地场馆建设、 会展举办都缺乏相互间的协调， 经常产生重

复， 造成资源浪费、 恶性竞争。 国内近期出台了 《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划分及

评定标准》， 预示着国内会展正在向标准化、 规范化过渡。

（六） 展馆建设政府性强， 市场化水平低

中国粗放式、 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中国会展业走的也是一种政府

建设、 行政管理的道路。 该模式追求的是绝对数量的增加， 而不是经济总体效

益的提高， 导致我国会展场馆的收益水平和市场化水平低下。 目前， 我国会展

活动的规模已经很大， 但会展效益差。

����

会展场馆作为会展经济发展的载体， 被誉为会展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一般

来说， 会展场馆是举办会议、 展览会等的场所的总称， 是指进行会议、 展览及

节事活动的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 以及相配套的设施设备和服务。 会展场馆的

实质是提供综合性服务的经营性企业。 会展场馆在促进会展业的发展中起着积

极的作用， 它能够大力推进会展产业的发展， 能够积极培育城市的展览品牌，
能够提高会展业的市场化程度， 能够适度调控会展业的市场运作， 能够大力培

养会展业人才， 能够强化城市的服务职能。 会展场馆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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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多种类型。 现代会展场馆多具有规模宏大， 设施齐全， 智能化水平高， 规

划设计 “以人为本”， 经济实用和政府支持等特点。 我国目前已建成的会展场馆

有 ３００ 多座， 展览面积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我国的会展场馆单个场馆规模大多

不大， 利用率普遍偏低， 区域发展不平衡， 市场化水平低， 场馆前期规划和后

续利用问题亟待解决， 场馆综合服务功能较差， 国际影响力低。

��	��

１． 会展场馆的属性和作用是什么？
２． 会展场馆的类型有哪些？
３． 会展场馆的特点有哪些？
４． 我国会展场馆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

����

我国会展场馆规模效益不高

近日发布的 《２０１２ 会展蓝皮书： 中外会展业动态评估年度报告》 公布的我

国场馆展能情况引起了社会关注。 报告在对全国 ２２５ 家会展场馆进行研究的基

础上， 以室内展出面积 １０ 万、 ５ 万、 ２ 万和 ０ ５ 万平方米为划分标准， 将展馆区

分为超大场馆、 大型场馆、 中型场馆和小型场馆几个层级， 并从区域分布的角

度出发， 总结出我国三大会展城市群、 三条会展城市带和两个会展城市圈中会

展场馆的实力分布与未来预测。
目前我国会展业已率先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基础设施较完善、 第三产业

较发达且以北京、 上海、 广州为核心的城市群当中快速崛起， 逐步形成了以北

上广为核心的环渤海、 长三角、 珠三角三个会展城市群。 随着 “西部大开发”
“东北振兴” 和 “中部崛起” 国家战略的逐步实施和内陆开放的迅速发展， 分别

形成以成都、 重庆， 大连、 沈阳， 武汉、 郑州等城市为核心的西部、 东北、 中

部三条会展城市带。 此外， 以福州、 厦门和海口、 三亚为内核， 海峡西岸经济

区和海南国际旅游岛 （简称海西、 海南） 两个会展城市圈正浮出水面。 以上三

大会展城市群、 三条会展城市带和两个会展城市圈构成了中国会展经济的基本

框架。 相信再假以时日， 我国将逐步形成平等互动、 均衡协调、 各具特色、 梯

次发展的中国会展经济大格局。
据统计， 我国小型以上的会展场馆共有 ２２５ 家， 室内展能面积 ７４７． ７５ 万平

方米， 馆均面积 ３ ３２ 万平方米， 分布在除台湾地区以外的 ３２ 个省市区。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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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场馆 １６ 个， 大型场馆 ２９ 个， 中型场馆 ７７ 个， 小型场馆 １０３ 个。 就场馆数

量和室内展览总面积而言， 长三角地区以 ５４ 个会展场馆、 １８１ ４５ 万平方米的室

内展览面积占据全国第一的地位， 环渤海、 珠三角、 西部、 中部、 东北依次排

列其后。 就各大会展经济区的场馆规模而言， 长三角仍然名列第一， 珠三角紧

随其后， 环渤海、 西部、 中部、 东北、 海西、 海南依次排列。 从 ２０１０ 年八大会

展经济区新增会展场馆数量来看， 各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其中长三角在

一年内新增会展场馆 １１ 家， 居于榜首，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势头很猛， 新

增会展场馆各 １０ 家。
报告指出， 我国展览场馆以两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会展场馆为主， 共有 １０３

个。 单就场馆展能而言， 我国会展场馆数量众多， 总规模似乎已是会展大国，
但称不上会展强国。 因为我国许多会展场馆规模效益不高， 场馆利用率不及会

展业发达国家。 德国、 美国等会展业发达国家， 其场馆利用率大多可以达到

４０％以上， 而我国会展场馆的利用率除北京、 上海、 广州几个城市能达到 ４０％
左右外， 其他大多数城市的会展场馆利用率都在 ２０％ 左右， 全国会展场馆的平

均利用率不足 ２５％ 。
报告对比了八大会展经济区会展基础设施的分布情况， 发现京、 沪、 穗等

中国会展一线城市之间， 市场竞合正拉开帷幕。 作为场馆设施最发达、 发展经

营最成熟的三个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各具特点， 凭借其自身良好的产业基

础与地域优势， 培育诸多品牌会展场馆。 中国会展二线城市多表现出功能特征，
它们往往因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优势产业的集中形成城市特有的产业功能， 不仅

是商品的生产地， 还是商品的交换地。 批发贸易发达成为会展业较为突出的功

能特征。 这类城市主要由制造业重镇、 旅游城市等组成， 尽管彼此间差异显著，
但仍体现出共性特征， 如青岛、 宁波、 大连、 天津、 义乌等会展城市。

案例思考：
１． 目前我国会展场馆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２． 结合材料说明， 如何促进我国会展场馆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