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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能否成为会展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新途径 

王志扬 

【内容摘要】 

“十二五”期间，中国会展业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创意、新的尝试、新的途径去探索和寻求中国会展

的方式和方法，中国会展业的理论工作者应敢于和善于创造性的提出自己的新想法、新思路，供同仁们借鉴和思考，共同寻求持续发展和

发展之路。 

【关键词】 

产业融合；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会展业新尝试；新途径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科学发展是“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和主格调，中国会展业如何借鉴国际会展业160多年的历

展经验和优秀成果，如何借助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的强劲东风，谱写出“十二五”时期乘风破浪、乘势前行的新篇章，这是全国会

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 

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会展业，在促进信息交流、联系产销衔接、加强技术推广、推进各界合作方面，在促进中国的对外经济

对外经济贸易和外向型、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城市宣传推介的平

台，成为观测经济社会现状的重要窗口，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量。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进入“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会展业确实面临着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重大课题。我个人认为，不妨通

产业融合的方式，作为推动和促进中国会展业走向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一种尝试。 

所谓产业融合，是指在各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产生或形成

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的形式可以有多种，产业渗透、产业交叉、产业重组、产业结合都可以或可能形成新的产业融合，都可能

生或派生出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因为任何产业发展的过程，决不是单纯地、真空地运行和发展的，是与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文化、

史等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其相关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科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往来，任何一个产业在其诞生、成

长、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产业、行业、科技、信息等相联系、相交汇、相融通。因此，只要我们具有了产业融合的意识

了产业融合的路径，加上创新创意的元素，辅之以必要的政策支持，就有可能通过产业融合，源源不断地形成一些新的产业、新的技术

业态、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模式，也不推除，可能成为推进会展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新思路。 

会展业的产业融合首先表现在会展的外延不断拓展。传统意义上的会展业主要是指用于推广和销售各类产品的展销会和博览会，但是，

会经济的发展，会展业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或展示、销售的功能，其已经成为政治宣传、成果展示、社会生活，包括文化、体育、旅

游、休闲、演出、节庆节事活动等各种大型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载体，恐怕现在用广义会展业的展、演、会、节、赛等来概括也不可能

全部涵盖或包括。 

会展业的产业融合还表现在会展业在与其它产业的相互交叉、相互融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更为可贵和可喜的融合现象。比如，会展

化业的交互和融合，使文化产业更加展现出勃勃的生机，使文化会展业成为“十二五”规划中的热点之一。会展业与体育业的交互融合，使群

众体育、户外运动更加深入人心，引领社会群体活动，形成了中国群众体育的特色，更加彰显出“体育为人民服务”、“发展体育运动

人民体质”的根本宗旨。会展业与旅游业的交互和融合，使旅游会展和会展旅游更加成为会展业和旅游业界的共识，已经为近年来两业

透、互相融合、携手共进、共同发展的实践所证实，不但可以从世界各国以往的实例中可以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国内旅游会展的兴起、

旺、发展的实践中可以得到证实。可以例举的产业交叉和产业融合还很多，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和角度，看出了会展业的可塑性、包容性和

性。 

会展业的产业融合还表现在会展业越来越成为国内各级政府、各类社会组织和各行各业、各类企业宣传自我品牌、提高自我形象的重要途

形式，越来越成为社会大众乐于接受、喜闻乐见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全国各地各类节事节庆活动的创意举办，各式各类国际文化、体育活

赛事的举办，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对精神文明和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在要求和迫切愿望，也为会展产业日益与人民群众的衣食文化、社会

融合、所贴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可能。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农家乐、农家休闲、农业嘉年华活动和乡村休闲旅游活动，从南到北普遍

兴起的婚庆文化博览会和婚庆消费市场，全国城乡基本普及的文化下乡、科技下乡、文艺演出下乡等各类节事节庆和文化宣传、科技普及、文

艺演出等活动，日益与会展活动相融合，体现出越来越多的会展元素，形成了产业渗透、产业融合的新景象。 

认真研究和探索通过产业融合推动中国会展业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之路，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好中国会展业内涵的提升与外延融合的关系： 

产业融合固然可以成为推动和促进会展业外延发展、转型升级的一种尝试，但决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忽视会展内涵提升的借口。中

业内涵的提升，不仅包含会展内容的提升，会展主题和会展表现手段、形式的创新，更重要的是会展主题的提升，会展从业人员的素质

高，会展软件的更新换代，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服务理念及服务手段、方法的创新与发展，会展企业、会展场馆等会展主体和

体的与日俱进，这些是会展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和重点，这些关系到会展业发展的根基和未来。 

内涵的提升还包含在会展产业内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会议、展览和节事节庆活动的关系，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展会运作形式、模式、服

服务于需要展览或展示、研究或研讨、表现或表达的主题，通过高水平、有新意的策划与再创作，有机地组合起来，整合成为生动活泼

雄壮的现代展会，创办出更加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符合社会成长进步的现代展会。 

内涵的提升还包括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特点出发，根据中国不同地区、地域，不同规模的省、市、区和城市，不同经济发达

程度的城市和地区，而且各自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需求各不相同的实际情况，以及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发展程度的不同需要

来策划、设计、组织和实施不同规模、不同档次、不同主题、不同重点的不同展会，切记不可一刀切、一样化。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国会展业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中国会展业的诞生、起步与发展同国外会展业相比，迟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上，中国的国情也与国外不同，这就注定了中国会展业的

须走也必然走一条与国际会展产业完全不相同的路径。 



我们需要向世界学习，学习和汲取国际会展业中成熟的、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取长补短，少走弯路，但切不可不问三七二十一，照搬照套，一

味地“拿来主义”；我们需要学习和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会展业界已经形成的而且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的成功的模式和方法，给年轻的、成

的中国会展业以支撑和示范；我们需要继续和传承国际会展业和中国会展业在以往的发展过程和历史进程中已经得到证实是切实可行的，是符

合中国国情和现状的会展发展模式和成功做法，使中国会展业能够得到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在继承和传承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创新。所谓创新，就是要把那些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想法、思维和创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新的创

的发展。创新也不是孤立的、凭空而来的，创新一定是站在前人甚至是巨人的肩膀上，或是在前人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的经过持之以恒、

不懈的改革、改进、改变甚至是变革、创造才能获得进展、进步或成功的创新。创新也不是空中楼阁，创新一定是脚踏实地，密切联系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本国、本省、本地或本行业、本产业的客观实际出发的创新，才会是符合实际的、能够得到实践认可和检验的，能

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和可持续发展生命力的新成果。离开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优秀传统和优秀成果的继承和传承、任何创新也只能是一句空

话。 

三是正确处理好中国会展业理论研究探讨与会展实践创新的关系。 

从中国会展业发展的现状看，会展理论研究长期以来落后于展会实践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会展理论研究的兴旺和发展，

后于中国各地会展实践的兴旺与发展。中国会展业并没有能够真正通过会展实践的总结、提高、提升，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会展理论，

来，运用其理论来指导会展实践。在实际工作中，在中国会展业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会展实践走在了前面，不论是通过学习、借

模仿还是照搬照套，中国会展业的实践大大走在了会展理论研究的前面，实践先于理论，快于理论，也可以大大丰富中国会展理论研究的

涵。因此，在“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中国会展业理论研究探讨与会展实践创新的关系。一方面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围绕主题、大胆引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探索，通过理论探索，为中国会展业的

级、创新发展奠定理论基础，提供理论指南。另一方面，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勇于实

胆创新，努力在从事会展业实际工作的同时，在实践中探索、摸索中国会展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新途径，并善于在

过程中，进行理性分析和总结，不断上升、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思考和总结，通过展会实践和总结，创新和丰富会展理论。 

总之，把产业融合作为推动和促进中国会展业走好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一种尝试，在正确处理和对待、解决各种关系，在实践中不断

展，才能为中国会展业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健康发展之路。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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