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会展发展“中国国
际友好城市大
会”在蓉举行，
来自95个外国
城市和90个中
国城市的中外
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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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博览局
联络中国会展经济
研究会、《会议》杂
志社和成都大学等
四家单位，共同发
起成立成都会展经
济发展研究院。

第 十 二
届《财富》全
球 论 坛 在 成
都开幕，这是
财 富 论 坛 首
次 在 中 国 西
部城市举行。

2015 世界
机场城市大会
(亚太)在成都
开幕，成都是继
北京之后中国
第二个举办该
会的城市。

第 三 次
二 十 国 集 团
财 政 部 长 和
央 行 行 长 会
议 在 成 都 举
行，吸引着全
世界的目光。

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UNWTO)
第 22 届全体大
会在成都举办。
成都是继北京后
第二个举办该大
会的中国城市。

第十七届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
会开幕式暨第九
届中国西部国际
合作论坛在成都
开幕，并首次实
行“一城双展”。

第八次中
日韩领导人会
议在成都举行，
作为西南地区
经济重镇，成都
吸引日韩投资
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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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娣

进博会对成都会展发展的启示

会展经济能够在短期内快速聚集投资及贸易流量，拉动消费零售、餐饮文旅等现代服务业，在中长期对城市产业产生联动、溢

出效应，调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打造城市特色品牌。上海通过连续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在经

济发展、城市建设、现代治理、人文魅力、都市风范等软硬实力上实现更进一步，带动核心城市功能与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张裕鹏 张浩然

实践与探索
理 性 · 求 真 · 论 衡 · 求 是

第453期 2023年 4月 12日 星期三

07
联系电话

(028)86510705 86510200

电子邮箱

cdrbllzk@163.com

建设“国际会展之都”
本期关注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的“晴雨表”。会展作为链接国内外经贸对接合作不可或缺的服务平台，在联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国内外供应链、价值链

的同时还发挥着先导性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成为衡量城市活力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成都发力会展经济、布局会展产业和打造会展之都的步伐从未放松过。以全国糖酒会为例，其举办地从早些年的成都沙湾老会展中心到世纪城新会展中心，

再到如今的西博城，紧跟城市发展步伐一路南迁。今天开幕的第108届全国糖酒会首次实现成都市两个主要展览场馆面积满用，展览总面积32万平方米，再度刷新规模纪录。糖酒会会址变迁和客商云集的背后折

射了成都打造“国际会展之都”的步伐与雄心。

除了全国糖酒会，从《财富》全球论坛、G20成都会议，到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2019世警会，再到即将举行的大运会、世界科幻大会⋯⋯伴随着会展产业的提质增量和提档升级，越来越多的高

端国际资源正加快汇聚成都。展望未来，成都如何借鉴米兰、法兰克福和上海等国内外城市发展会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加快建设国际会展名城、打造“国际会展之都”？本期《理论周刊》约请专家学者深入讨论。

城市发展与大型会展如何双向奔赴

会展经济是以会展业为支撑，通过举办展览、会议和节庆活动，形成信息流、资金流、物流、

人流，从而创造商机，并带动若干相关产业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因其具有效益性高、联动性

高、导向性强、凝聚性好、专业性强、交融性大等特点，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助推器，被称为

“触摸世界的窗口”。会展行业是典型的都市产业，代表一座城市的现代化和时尚化水平。在

全球各地，不同城市利用其优势产业，打造国际性会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和与世界

经贸往来，并且还能成为展示国家和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目前，成都会展业对国际国
内优质发展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聚集力显著增强。迈上新征程，
成都需要通过五大路径提升成
都会展业聚集化、品牌化、国际
化、专业化发展水平，充分发挥会
展业在拉动消费、助推产业、服务
民生、扩大开放、营销城市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会展
名城、打造“国际会展之都”。

打造会展功能区，构建全域
会展功能。促进与会展产业链
相关行业的集聚、交流、合作，在
功能区内形成以会展产业为引
领的产业聚合平台。推动会展
载体产业与城市功能区、旅游景
区、各个产业园区的交流合作与
共享，组成有成都城市品牌特色
的有影响力的全域会展活动。

以城市支柱产业为依托，举
办相关产业的行业展会。成都

的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食品饮
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支柱、
特色产业具有强大的行业号召
力，以相关产业或企业为代表，
举办公开行业研讨会、展览会，
以此吸引行业内顶尖企业、高端
人才集聚，同时推动行业发展，
以产助会，以会促产。

依托两空港一陆港，积极进
行对外交流。结合“一带一路”
门户城市“蓉欧+”等对外贸易政
策，顺应会展全球化趋势，提升
会展产业的国际对外交流、交
往、交融功能，加强与国际会展
名城名馆的交流与合作。开展
全球化的推广和营销，提升展会
影响力，提高城市知名度，吸引
国际性大型机构和企业、资金、
人才聚集。

明确产业分工，建立专业的
运营模式。会展产业链上下游

产业具有明确的分工，为组展
商、参展商、观众提供高质量的
服务，才能推动产业链分工协
作，共同推动产业生态圈良性循
环。引进专业的会展管理公司
进行场馆运营，为组展商、参展
商、观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从
展会方案的实施到经营一体化，
最终形成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
的高效管理模式。

制定有效的引导政策，为相
关企业提供补贴扶持。政府为
会展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相关
服务，在会展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出台激励政策，引导会展市场有
序、高效发展，营造一流会展营
商环境。

（作者：张裕鹏，戴德梁行华
西区董事总经理；张浩然，戴德
梁行成都公司策略发展顾问部
董事）

五年上海进博会经验反映出，城市发展
与超大型会展活动之间具有双向奔赴、相互
成就的关系。积极建设国际会展之都、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展城市品牌，对于成都
全面提升城市产业和基建等硬实力、城市治
理和营商环境等软实力、国际交往和对话等
城市形象，不失为加速冲刺的重大机遇。

发挥溢出效应，培植城市发展持久动
能。通过高溢出会展经济，撬动高水平开放
经济、高流量贸易经济、高能级总部经济、高
端化服务经济、高密度创新经济的“五型经
济”发展，使成都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发挥对
人才流、商品流、资金流、数据流的集聚配置
功能；将每一次大型展会作为营商环境抢跑
快进的助推器，探索便利化、数字化、智能
化、精准化、集约化的服务保障新模式，将优
秀经验、政策、措施提炼固化进而有序推广，
把展会时期的服务要求变成常态化的服务
标准；借助展会平台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
供应链管理等新赛道领域引进和培育更多
高能级的贸易主体，扩大中资、民资、外资等
各类地区总部的集聚，培育具有成长性和创
新活力的总部经济。

拓展产业链条，以“会展+”赋能产业建

圈强链。积极探索“会展+商贸”“会展+文
旅”等发展模式，构筑商旅文展融合发展的
圈状发展新业态；锚定成都打造世界文创
名城的机遇，推动会展经济与文创产业两
大生态圈的“圈动发展”、相互赋能，以新理
念、新技术、新形式联动开发文创、会展两
大强 IP，依托各类展会持续性打造相关主
题的系列品牌活动，组织艺术节、音乐节、
嘉年华、休闲露营等文旅消费项目，开发文
旅、文创产品，兑现文化价值；结合展会和
文创 IP，谋划布局数字人等元宇宙产业，打
通从“展览”到“消费”、从“展品”到“项目”
的市场链，打造“会展+产业”的联动平台；
设立各类专业市场和技术转化中心，迅速
吸收消化再创造，借助展会平台拓展企业
资源、推进项目落地，使展品快速转为产业
发展推动力。

加速精细化治理，夯实城市数字底座。
依托大型展会强化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
推动城市治理数字化精细化转型。展会涉
及到海量大数据，为探索数字技术与社会治
理深度融合提供了丰富应用场景。将各类
大型展会活动作为“练兵场”对“城市智慧大
脑”进行精密调校，整合汇集政府、社会和企

业数据，在城市治理领域进行融合计算，不
断优化城市运行的生命体征感知、全局实时
分析、公共资源配置、宏观决策指挥、事件预
测预警和“城市病”治理等功能。持续提升
数据基础设施能级和算力能级，推动信息数
据互通、业务联动协同、精准管理服务，最大
限度提高政府服务保障展会的效率，打造

“精治数治”的城市样本。
构建开放平台，打造国家“会展矩阵”重

要一极。深化与国际展览局、国际展览联
盟、国际展览业协会等国际展会组织的合
作，积极争取更多高级别国际展会落户成
都；主动对标会展业国际一流标准，不断完
善国际营销网络体系，提升展会国际化运营
水平，提升成都作为展会城市的国际影响
力；大力吸引国际知名展会企业入驻、设立
总部或办公室，提升成都会展业总部经济的
实力和能级；大力推动现有国际展会活动成
为承载人文、对话等多元内容的国际公共产
品，在综合性展会框架内积极谋划高级别、
标杆性年度主题论坛，策划专业性论坛、常
态化沙龙、新锐先锋对话等活动，形成持续
热度和流量，壮大论坛经济发展规模；呈现
展览、论坛、人文、外交的多重交流功能性，
以交流拉近民心，以交流强化城市形象。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
研究员）

一说到会展，人们也许都
会 想 起 时 尚 、会 展 之 都 米 兰 。
这里先后诞生了米兰国际家具
展、米兰设计周、米兰时装周等
一系列展示世界顶级潮流与生
活方式的展会。米兰设计周创
办于 2000 年，是世界三大展览
之一，专注于服装设计、家居设
计 产 业 ，在 功 能 上 将 设 计 、会
展 、买 手 、论 坛 、旅 游 融 为 一
体。米兰设计周如今拥有举世
瞩目的地位，经历了好几十年
的发展。

一是突出意大利设计语言，
逐步扩大展会的影响力。以米
兰设计周的发展历程为例，其起
源于意大利家具协会主办的首
届意大利国际家具展，在展会后
续的发展中逐步延伸内容，先后
举办了厨房家具、灯具、办公家
具等展览，在米兰国际家具展原
有的基础上同时开始举办米兰

设计周；二是打造城市设计品
牌，营造全域参与氛围。米兰家
具展的会外展几乎囊括了城市
所有地区，让全城都参与其中，
由遍布米兰的各个展馆的不同
展览组成，包括了经典家具展、
家具配件展、国际灯具双年展、
国际办公家具双年展，举办无数
大大小小的活动，是名副其实的
全城狂欢盛会。

另一个全球性的会展之都
法兰克福，成为贸易展览会城市
的历史长达 850 年之久，而在现
代将其工业的科技创新与完整
会展的产业体系结合，发展成为
德国乃至欧洲交通、金融、会展、
科教中心。

法兰克福成为会展中心的
第 一 步 是 建 设 完 善 的 会 展 设
施。早在 1240 年，神圣罗马帝
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批准法兰克
福市举办集会的特权，开办了

第一个秋季展览会。自 1907 年
起，法兰克福就开始兴建举办
大型展览的多功能厅来承担展
览及文化活动需求，并于 1909
年建成，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
展馆之一。其他辅助设施如酒
店、交通枢纽也陆续建设齐全；
第二步则是成立专业的管理团
队。1907 年伴随多功能厅的兴
建，法兰克福市政府和黑森州
政府在 1982 年成立了法兰克福
展览公司负责举办展会。法兰
克福展览集团经历几个世纪的
发展，如今已成为全球首屈一
指的贸易展览主办方；第三步
是将法兰克福的主导产业与展
会结合，延伸产业链。法兰克
福将其重点产业——化工、机
械、汽车、医药和生物等发展成
了其代表型会展项目，促进了
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及对外交
流合作。

会展行业在我国发展了四
十余年，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
会展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即将
成为全球的展览大国。中国会
展业作为促进交流合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已成为构建现代市
场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
要平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由会展带
动的“会展经济”与旅游业的发
展，已成为城市宣传的一张名
片。因此，近些年来越来越多
的国内城市，开始认识到举办
城市会展的重要性，一些专业
展馆也逐步呈现。

由于会展经济对空间、交
流、互动的要求较高，过去三年
的新冠疫情对中国会展经济产
生了较大冲击。而从新冠疫情
中逐渐恢复的 2023 年，会展经
济 也 迎 来 了 复 苏 的 新 机 遇 。
2023年1月10日，全国会展工作
委员会牵头联合成都市博览局
等机构共同发起《2023中国会展
行业重振倡议宣言》，倡议行业
响应国家战略，促进国内国际双
循环，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会
展活动有序恢复，着力打造一流
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专

业性、市场化的中国品牌展会。
在会展业复苏的 2023 年，成都
已准备好完善的会展设施设备、
健全的会展政策与行动方案面
对新的挑战与机遇。

一是多措并举，指导成都国
际会展之都发展路径。2022 年
出台的《成都市“十四五”国际会
展之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了
成都会展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成都要立
足会展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优质
高效、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现
代会展产业体系，将成都建设成
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会展
之都。到 2025 年，成都市会展
业总收入要超过 1600 亿元，举
办重大会展活动数量超过 1200
个，展出总面积超过 1450 万平
方米。

二是“一城两馆，多馆协同”
为成都中长期会展经济发展提
供了充足的承载能力。成都作
为中西部首个拥有两个展览面
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超大型专业
场馆的会展城市，自 2017 年底
已开始大力推进国际会展之都
的建设。目前成都拥有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城、世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两个主场馆和国际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东郊记忆文
化创意产业园、中国天府农业博
览园、淮州新城国际会展中心等
副场馆，总建筑面积超过 280 万
平方米，使用面积超过 75 万平
方米，落户了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会、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成都
国际车展等 20 万平方米以上的
生根性展会。据了解，今天开幕
的第 108 届全国糖酒会首次实
现成都市两个主要展览场馆面
积满用，展览总面积 32 万平方
米，再度刷新全国糖酒会展览规
模纪录，也将成为 2023 年度全
球食品和酒类行业规模最大的
综合性展会。

三是发布成都会展产业合
作机会清单与成都《会展资源》手
册。为把握 2023 年会展产业发
展先机，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会
议产业周上，成都发布了2023年
成都市会展产业合作机会清单
125条，其中涉及场馆运营18条，
活动策划举办36条，活动承办27
条，合资合作44条。首届成都会
展资源展洽会发布了汇聚成都
会展业135家资源的《会展资源》
手册。

米兰和法兰克福如何成为全球性会展之都

2023年会展经济迎来复苏新机遇

成都通过五大路径打造“国际会展之都”

综合实力。举办进博会这五年，是上海
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实现城市能级大跃升的
五年：对外贸易上，2016年—2022年，上海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从 4338.05 亿 美 元 提 高
6093.85 亿美元，年增速超 7%；吸引外资上，
2016年—2022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实到金
额由 185.14 亿美元增加至 239.56 亿美元，再
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稳定在 200 亿美元以
上；提振内需上，2022 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到 1.64 万亿元，居全国城市首位。
上海口岸消费品进口占全国 40%，服饰、美
妆、汽车更高达 70%、41%、37%，汇集超过
90%的国际高端品牌，是全球第二大零售商
聚集地和首店首发的首选城市。

基础设施。上海以进博会保障为契机，围
绕市民感受最强烈、期盼最迫切的问题，不断
在城市硬件设施上补短板、提品质：每年 9
月，延安高架路和虹桥枢纽都会新披“花衣”，
被三角梅、亮金女贞等2万盆花卉装扮一新；
除了高架道路花卉更新以外，每年进博会综
合性交通整治提升工程还包括“四叶草”周边
道路整治、高快速路路面平整、桥梁隧道养护、

道路标志标线美化等工作；通过进博会，上海
全面消除黑臭河道和劣五类水体，主要河湖
成为“碧水清波”。通过进博会标准入社区，
越来越多居民在家门口、社区里享受进博会
等标的景致。通过打造微型演艺空间、休闲
经典、人文景观，“家门口”沉睡空间被唤醒。

城市功能。进博会五年间大量参展商变
投资商，进一步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开放
枢纽门户功能等核心功能，折射出上海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上海将营商环境优化创新经
验举措凝炼固化在《上海市服务办好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条例》《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
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
法规里。各区主动对标对表，争相打造最优，
比如，浦东新区出台《建立高水平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若干规定》《促进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创
新高地建设规定》等十余部法规，成功吸引一
批高能级企业入驻、加大投资、设立研发中心
和各类型总部。静安区以“全球服务商计
划”，直击总部企业发展关键痛点，推动跨国
总部“聚静安、在上海、为全国、链世界”。

产业升级。进博会使得上海成为众多

国际尖端技术、高端装备的集散地，为补齐
创新链、产业链短板打开空间：第五届进博
会前后，大量“3+6”新型产业外资项目落
地。例如，霍尼韦尔（Honeywell）与蜂巢能
源合作，建立以灯塔工厂物联网项目为原型
的工业物联网平台，打造蜂巢能源数字化工
厂；蔡司（ZEISS）半导体在上海成立两家投
资性公司，分别聚焦高科技与医疗产业；长
宁区“虹桥之源”在线新经济生态园进博会
期间引进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生命健康等
产业领域 8 家重点企业，投资规模约 45 亿
元，也成就了上海首座“百亿楼”。

城市治理。五届进博会为上海城市数
字化转型和精细化管理按下加速键：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和城区治理“多格合一”形成
全国首个超大城市智慧“体检”系统，通过接
入交通、公安、应急等 50 个部门 185 个系统、
1000 余个应用、1700 余万个终端，形成超高
效闭环响应处置模式。进博会期间，600 家
数字酒店让展商游客体验流程优化的在线
订房、自助选房、快捷入住、智能服务、快速
离店；全智慧停车预约系统让车位预约、导
航、支付、取票等环节省时“无痛”；“随申办”

“进博随申”专栏提供一揽子展位、美食、车
位、活动、出行、云展、云游等智能客控服务。

■成都如何借鉴进博会经验

■进博会赋能上海城市发展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成都市博览
局以全国第一的
速度印发了《统
筹疫情防控会展
活动管理规范》，
以保障大型展会
的举办。

2020年

《成都
市会展业促
进条例》正
式施行，成
都会展进入
法治化发展
新阶段。

2021年

《成都市“十
四五”国际会展之
都建设规划》出炉，
明确提出了“十四
五”会展业发展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和发展目标。

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