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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2000牟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分析重庆套展业现状，揭示其主要问题，提出发展重庆奢展业的对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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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Choagqing’s High-teoh Fruit Trade Conference in~XIO0，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c}10ng ng’s eflibition 

indust~．explores its existed probleam and puts forward s[Ⅺ1 corresponding cotmtenn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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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2000年“高交会”看重庆会展业现状及主要 

问题 

(一)20CO年重庆“高交会”成就 

1 直接经济效益明显 

2000年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共有展位470个，参 

展团42个，交易项目9 O00余项，4天共签约229项，成 

交金额 53 86亿元，其中合同金额 l6．76亿元，协议金 

额 37 lO亿元；97％的成交项目落户重庆，协议引进市 

外、国外资金 19 4亿元。 

本届高交会有外地来渝参展人数 1 683人，参观 

者 1 97万人，带动了交通、旅馆 、餐馆 、广告等相关产 

业发展，根据来重庆的交通方式和消费统计(《2(xⅪ 

[Mj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增加各种收入4 760 7 

万元。直接投入产出比约为 1：8 8(重庆市内各方投 

^500余万元，增加收入4 760万元)。 

2000年重庆高交会场馆面积为8 OGO平方米，因 

此，拉动 GDP和税收分别为，增加 l Ooo平方米拉动 

GDtK)．33％，增加 1 000平方米增加税收35万元。 

2提高市民素质，提升重庆形象，扩大重庆影响 

2000年高交会市民的参与程度为重庆历年来最 

高，到闭幕时，场馆内仍人山人海，会议期间的讲座场 

场爆满，普通市民带着子女参观，了解高科技知识；个 

别未能进展场的个体发明者借助场外空地宣传 自己 

的发明创造。许多人表示，没想到高技术离我们这么 

近。据现场统计，4天中有 l6万人次的市民到现场观 

展，并且被调查的市民中75．4％认为“扩大了视野 、了 

解了最新动态”，91．2％支持一年一届高交会，56％的 

市民认为有利于促进高技术成果转化，83 7％认为高 

交会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提升城市形象与知名度，说明 

举办高交会等为提高市民综台素质，培养全新消费观 

念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高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员副委员长以及科技 

部，国防科工委等各级领导来到重庆，包括中央电视 

台在内的各大媒体予以宣传报道，此外，42个展团中 

有一半是市外展团，占参展人数 38 2％的市外人群米 

到重庆，46．2％的人认为重庆高交会是西部地区规模 

最大的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61．5％表示遥会参加下 

届高交会，这样对宣传重庆，扩大重庆影响起到了一 

个很好的载体作用。 

(二)会展业问题突出 

尽管20∞年重庆高交会取得了丰硕成果．为重庆 

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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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届高交会也从另一角度反映出重庆会展业 目 

前存在的严重问题。 

对于 9．2O00年高交会存在的主要 问题，经惆查： 

55．5％的人认为“展会组织工作有待提高”，34．4％认 

为”辐射区域和行业不广” 33．1％认为“档次不高”， 

28．9％认为“展会缺乏主题和特色”，24．3％认为”宣传 

力度不够”，同时很多被调查者建议，场馆设施应进⋯ 

步改善，如展会的签约厅太少，停车位太小，配套设艟 

缺乏，展台区概念模糊．会展如超市等等，有很多工作 

需要改进。 

由~A／O0年高交会，反映出重庆会展业存在五个方 

面的主要问题 

l缺乏特色，知名度不高 

重庆会展业起步晚、规模小、档次不够、吸引力有 

限，尽管搞了几届三峡旅游节，投资贸易洽谈会和高 

过少，国际展国外参展商过少，远远没有办成象深圳 

高交会、广东广交会、成都糖酒会、昆明世博会等那样 

有影响的盛会。 

2．展馆建设布局不合理，规模偏小，服务配套设 

施落后 

尽管我市已有较专业的展览馆 7处(其中一处尚 

建设中，面积达 l9万平方米)．面积近 32万平方粑 司 

供展位4 CX)O余个。但分布在5个医，功能不齐全 不 

是在交通的主干道或高速路旁，就是在非商贸区 没 

有一个配套设施齐备，周围交通、餐饮、住宿、停车方 

便，面积达 3万平方米以上的场馆。使得重庆一年一 

度同时举行并有一定影响的投资贸易洽谈会和三峡 

旅游节(简称 “一会一节 )被肢解，研讨会在渝州宾 

馆，招商会在汽车展览中心，旅游节在人民广场，信息 

发布会在万豪酒店、雾都宾馆分别举行，令办展者和 

交会，但参展商家广泛性不够，全国展外省市参展商 参展者深感不便。 

表 1 重庆展场馆基本情况表 

3．办展重复，主题雷同，资源分散，办展过多过滥 

会展作为一种新兴产业，近几年在我市得到一定 

程度的发展。但各展馆之间以及各区县之间缺乏必 

要的沟通，各行其是。如 1999年解放碑某商场办电脑 

节，不久高新区电脑城又办电脑节；20∞年 4月地王 

广场举办重庆美足饰品博览会，5月某会展中心办化 

装品博览会；2000年l0月某区会展中心办重庆建筑暨 

房地产展览交易会，l1月另一区会展中心办重庆房交 

会暨经贸洽谈会，l2月某县又举办首届房地产交易 

会；2001年 1月某区举办重庆市都市旅游消费节，市 

里又在另一区举办第三届迎春展销会；同时另一区会 

展中心举办名优土特产产品展销会。这样展览活动 

办得过于频繁、雷同，导致参展物品数量少，档次低， 

降低了对厂家和商家的吸引力。 

4缺乏明确定位，会变商场，展览变零售 

会展本应着眼于未来的“售”而立足于现时的 

”展”。展览会的一切功能应围绕一个“展”字，其作用 

应该是通过举办各种展览会，开展商务洽谈活动，在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架设起商品流通的桥梁，以吸引更 

多的经纪人、商贸团体，其经营活动应该是订单而不 

是零售，而商场主要是以“卖”为主。办展览会是商务 

活动，而商场则是销售活动。但不少区县把办展览会 

与办大商场混淆起来，不但失去了办展的方向，而且 

还严重影响展览的质量，致使展览业难以形成规模。 

5管理制度不规范，缺乏统筹规划和组织管理 

据调查，重庆市几大展场每年举办的展会约 70 

个，平均每个展场每月的展会有 2—3个，时间一般约 

7天，都没有达到“饱和”。致使设施不完备，办展吸引 

力低，依靠政府，一般大型展览和会展活动由政府操 

办、贴钱，企业被动参与，后劲不足，参展与观展者不 

满意软环境，形成恶性循环。我市还缺乏高水平的会 

展人才队伍，没有培训基地，管理人员也多是“公关 

人员背景，办展缺乏经验．以办地方展为主，“小作坊” 

式运作。由此导致重庆近 100家会展公司中，只有1／3 

在运作。 

二、发展重庆会展业的对策建议 

(一)理清战略思路．促进会展业发展 

L发展重庆会展的有利条件 

(1)具有优异的地理位置和医位优势。重庆作为 

西部唯一的直辖市，是连接长江上游大片区域与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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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地区的重要枢纽，其影响和战略地位逐渐凸 

显，与东部相比具有资源南集，市场潜力大，劳动成本 

低的优势，与西部相比，拥有科教、人才、产业优势；又 

值中央西部开发的战略实施中，重庆起着承东启西的 

作用；加上又有长江横贯的黄金水道和三峡库区开 

发，长江黄金水道与长江经济带 一脉相通，辐射半径 

大，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使重庆在我国西部经济发 

展的格局中居于重要地位。综观世界上一些展览业 

较发达的城市，其最初往往是交通较便利的沿海、沿 

江城市开始，如德国汉堡等 

(2)逐渐完善发达的交通网络体系。近年来江北 

国际机场 沿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以及正在修建的 

城市轻轨、渝怀铁路，以及骨干公路网建设，形成西连 

成都，南下贵州至北海，东出湖北至上海，形成综合交 

通体系，成为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直飞德国、 

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3)具有较强的腹地依托。近几年来经济呈现良 

好的发展态势，形成了以汽车、摩托车为主的机械工 

业，以优质钢材、铝材为主的冶金工业．以天然气和医 

药化工为重点的化学工业，三足鼎立的支柱产业。 

GDP增长势头强劲，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商贸中心地 

位逐渐发展。 

重庆商贸业拥有十个“西部之最”，最大的零售商 

(重百)、最大的批发商(商社集团)、最大的超市(家乐 

福)、设施档次最高的商业机构【大都会广场)、最大的 

连锁企业(和平药房)、最大百货批发市场(朝天门市 

场)、最大的商圈(解放碑购物中心广场)。拥有科研 

机构 657个，科技人员56万人，人才科研集聚丰富，拥 

有国家级开发区三个。重庆已成为长江上游区域性 

资金、商品、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集散中心，而国际 

国内会展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往往同时也是现代化产 

业比较发达的城市。 

(4)展览场馆建设初具规模，城市功能逐步完善。 

目前，重庆已有办展览的专业场馆7家，同时有多家星 

级酒店和多幢完善的办公写字问，火车站年客流量达 

2 00O万人次。在主城区商业中 t3开展调查，人流中 

2o％来自于外省市及国外。全市国内旅游者 2 476．7 

万人次，国外 18．4q万人次，有强大的人流，这些都为 

会展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2发展会展业是把重庆建成一流贸易中心地位 

的需要 

根据《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 

划纲要》，2010年要成为长江上游的贸易、金融、科技 、 

文化、信息中 。 

贸易中心不仅仅是依靠各种业态的零售市场来 

支撑，而更主要的是依托贸易，发达国家的一些著名 

城市，如伦敦、巴黎 法兰克福无不以贸易为龙头，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也是如此。如果说目 

前国内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兴旺，主要依托以私营经济 

为主体的集市市场【如浙江的义乌、福建的石狮j，那 

么，区域性的大都市中心发展则要依托贸易，依托各 

种有形或无形的国家级的市场。 

展览是贸易的先导。发展会展业，可以促进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汇集，如粜重庆能 

做到西部各种国家级的展会不断，各种商品源繇不断 

地从重庆流人流出，成为商品集散地，扩大重庆商品 

的市场占有率，吸引大公司落白苇庆，形成“万商云 

集“的态势，激发连锁的集聚效应，那就具备了区域中 

心城市的基本特征。 

3．发展会展业是促进第三产业．带动相关产 业滚 

动效应的需要 

会展业是一门综合性行业，其发展能促进相关产 

业的发展，如宾馆、餐饮、通讯 、信息、广告、装修 、印刷 

等行业发展。 

会展业的发展还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业 

是当今世界很有前途的行业之一，而旅游业中的商务 

旅游要依靠会展来推动，重庆具有世界闻名的大足石 

刻、长江三峡等旅游精品，是着力培育的支柱产业之 
一

，需火力发展。而国际上 +些旅游城市．往往展览 

业也较发达，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二)加强规范协调，发挥聚合功能 

1设立综合协调领导机构．制定规划，协调发展 

为了适应会展业的发展需要，市政府应有一个整 

体规划，在城市总体规划布局和城市经济功能中应考 

虑和突出这一新兴产业。并成立相应的权威协调机 

构，将各种会议、商业展览、招商引资、旅游等作统一 

的规划协调管理，以利其共同发展。 

2．制订“游戏规划”，加强行业自律 

,F4-~合理的行政干预和权威有效的行业管理亟 

需到位，要尽快完善有关文件。如展览从业人员培训 

制度、展览组织机构资质等级管理制度，展览会组织 

的规范程序，展览会全过程的监控制度，明确会展市 

场的准八机制。工商管理部门对会展公司颁发会展 

许可证，规范会展业队伍，对会展公司实行优胜劣汰， 

政府有关部门对冠以全国性或国际性的会展要有严 

格的审批制度，实行预审和终审，即在搞市场调研．可 

行性分析报告，申办报告预批，到开展前 个月．列招 

展进行评估，达不到要求取消批文，保证会展业的健 

康发展，逐步从审批制过渡到标准制和登记制．走上 

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定期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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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宏观指导，兼以市场运作 

重庆的会展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若没有形成 

影响，若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会展业将寸步难行。 

据调查，大部分参展企业每年接到的同类展会邀爵有 

的达 20个，对与会越来越“挑剔”。大多数企业表示对 

展会的规格、知名度、同类参展商、主办者的名头、展 

览公司的资质等要素十分在意。如政府宏观指导，为 

企业搭台，既可减少企业开拓市场的成本，又可树立 

本地企业的整体形象，这方面如德国、韩国和我国大 

连有好的经验。 

政府指导、市场运作，讲的是政府宏观指导下市 

场经济中的商业行为，形成以会展企业为主，政府参 

与为辅的会展经济体制。以展示重庆地方建设成就 

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城市形象和发展远景为主 

的会展，口』由政府主办，只展不销。而对于其它商业 

性会展活动，政府只能搭台，由企业 自己按市场经济 

规律运作 

(三)依托产业优势，扶持特色展会 

目前部分城市已有特色展，如 1996年全国皮革服 

装展销会在有 2千多家皮革服装厂的海宁举行；1996 

年中国五金新产品博览含在有4万多家五金机电厂 

的永康举行；1996年中国服装面料辅料博览会在具有 

繁荣纺织业的绍兴举行；1996年中国小商品博览会在 

具有中国擐大小商品市场的义乌举行。博览会规模 

均在千家以上，参会人数都超过 l0万．成交额都超亿 

元，非常成功，这些在产业基础已非常强大的地方办、 

这些展会，效果很好。又如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 

周，北京国际车展，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海国际电 

视节目展览会，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深圳高交会，大 

连国际时装节，哈尔滨冰雪节，厦门中国投资贸易洽 

谈会，昆明国际花卉博览会等特色展，都有较高知名 

度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 

因此，对我市汽车、摩托车之类有明显优势的行 

业，应充分利用已具有一定影响的“一会一节”和“高 

交会”大打汽车、摩托车牌，不断创新，推出能代表其 

发展趋势的新款概念车及其配件，打出品牌，办出重 

庆特色。 

(四)规划展览场馆 ，提高服务质量 

1台理选址 

目前国际上对会展场地选址尚无具体预选条 

件，但从会展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看，除接待承办能 

力外，交通是首选要素。 

目前．重庆展览场馆总量已有 定规模，但已建 

的儿家展馆，面积都不超过 2万平力求，年能满足需 

要，而在建和规划建设的儿十场馆l如高新区汽车展 

览中心和南岸重康国际展览中心)尽管面积尚可．或 

位于交通主干道或远离中心城瓯．不尽如人意。因 

此，建议方案一：在现体育馆(已有 40余年，属危房) 

处修建一、二层楼的展馆，那里有高档希尔顿酒店 ， 

又有体育场，可停车，交通又方便，无疑为 ～好点。 

方案二，可以充分利用现朝天『_l广场下的约 5了j平 

方米的场地，投入一定资金加以改造(如新增会议 

厅，报告厅及其它附属设施)，此处交通方便，又有展 

示空间，周围配套设施也完善。 选好后可由政府 

投资或以优惠政策吸引有实力的企业投资，筹建符 

合国际会展标准要求的场馆： 

2．培养展览活动的主体 

目前重庆会展办得不尽人意，在除硬件设施外 ， 
一 定程度上与主办单位服务质量差、从业人员素质 

低有一定关系。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加快培养会 

展活动的主体，形成一批有优势 有实力的展览公 

司、会议旅行社等专业企业，按市场模式经营，也可 

以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展览公 司人渝经 

营 同时，要着手培养一批在会展活动的策划、运 

作、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加 

快与周边省市合作共同发展，加快与国际接轨，走出 

去，请进来，与德国等欧美国家交流学习，尽快提高 

办展质量和水平，以适应未来发展需要。再者，要注 

重配套服务，如办展可提供“推荐运输商”、”推荐展 

台搭建商”及“信息咨询服务公司”。后者可为企业 

进行准确的市场分析和全面的客户信息及观众情况 

分析，这也是现代展会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之一 

3．用高科技更新改造现有场馆 

展览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我市现有场馆不进行 

改造很难适应市场需求，建议对原有场馆展厅和配 

套设施引进光纤通讯技术，特别是 目前展览业服务 

商针对参展商开发了许多先进灯光音响、数码视频、 

广告新材料、新技术等，要有相应的对策，这样才能 

成为未来大型全国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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