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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以创新驱动会展名城建设 

夏  鸣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论述了南京市发展会展业必须深化改革、突出创新的思路，强调了努力建设会展名城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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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伴随着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大环境，我国会展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从宏观经济环境来

看，会展业发展再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会展业健康发展。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全球会展业的重心日渐东移，也非常有利于

我国会展业的发展。“十二五”期间，一是我国展会项目数量持续增长，有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会展国。二是全国办展城市的数量

将增加25%，展会面积大幅增长。三是展会组织者的收入占GDP比重将达到0.1%以上，可望超过德国。四是会展场馆建设势头不减，“十二

五”末面积将翻番，但利用率不会有大的提高。五是全国性的会展行业协会可望成立，并将逐步制定出台国内统一的行业标准。六是全国会展

产业布局进一步扩大，除传统的三大会展经济带外，西部、中部、半岛区域和海西区会展经济带将逐步形成。七是政府主导型展会项目市场化

转型将进一步发展。八是会展业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将呈现常态化局面，并将由项目合作、品牌营销逐步进入资本运作领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京会展业的发展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存在着很多挑战。挑战主要表现在外部竞争的加剧和内部某些条件和问题的制

约。因此，按照市委、市政府“三争一创”的目标要求和全市国民经济“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战略部署，要把南京建设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

的会展名城，我们仍需不懈努力，扎实工作，特别是要深化改革，以体制机制的创新来驱动会展名城的建设。 

一、强化会展体制机制的建设。 

首先要理顺会展管理体制，确立会展办的权威地位，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形成整体合力。“十一五”末，全国有42个城市成立了会展办或类似

管理机构，而今年这个数字已接近60个。这些会展管理机构大部分都是单独设立的（如杭州市、西安市），也有少部分设在政府办公厅、商务

局、贸促会内部，但基本都做到了政府正式定编、正式挂牌。成都市力度更大，去年在省会城市中第一个成立了博览局，成为当年全国会展业

十大新闻之一。南京在这方面还需要深化改革，把会展办正式定编、挂牌，把整个行业发展的关系理顺。其次要充分发挥会展行业协会的作

用，开展市场繁育、行业自律、企业代言、交流合作和人才培训等工作，为政府和企业搭建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从而优化市场对会展资源

的基础配置。 

二、重视会展自主品牌的培育。 

南京的展会项目基本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内的流动性展会项目，这是需要去招揽和争取的。另一部分是由本地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和会展

公司自主举办的本地展会。这两部分构成了南京展会项目的整体，缺哪一部分都不行。从全国范围来看，办展会的城市越来越多，场馆越来越

多，都存在如何扩大展会规模、提高场馆利用率的问题。而国内流动性展会的数量毕竟有限，据全国城市商业联合会统计只有150个左右，其

中展览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的不到20个，因此竞争十分激烈，即使能招过来数量也不会多，展馆很难吃得饱。同时，自主品牌展会立足本地的

组展商、服务商，能够带动整个会展产业链上的企业的发展，壮大我市会展业的主体，并在税收和就业方面为南京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直接的贡

献。所以，我们在积极招揽流动性展会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自主品牌展会的培育，要把自主品牌展会的培育放在和招揽流动性展会同等重要

的位置来考虑，给与同等的政策扶持，培育出真正在全国叫得响的、代表城市形象的大型品牌展会。 

三、加大对会展企业的税收扶持。 

目前南京直接从事会展的企业有138家，大多数注册资金比较少，其中会展组展的企业数量更少，组织的会展项目也不是很多。要培育壮大会

展主体，就要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政策扶持和服务，特别是给予税收方面的支持。今年市政府出台政策，对会展组办企业实施差额征税，税收

得到了一定的减免，平均税负从原来的6%左右下降到了2%左右。但是，组展企业在会展企业中占比较小，只有10多家，其他100多家企业特

别是会展服务企业，仍然是全额征税，享受不到政策的优惠。最近国家决定在上海进行增值税改革的试点，总体考虑就是把服务业企业现在所

缴纳的营业税转变成增值税，减少服务业企业在产品和服务当中的重复征税现象。当然，这一阶段还是试点，试点的城市也非常有限。建议在

新的增值税还没有在全国正式实施前，对其他会展企业按照文化创意产业征收营业税，使企业税负由目前的6%降到3%左右，真正使这项政策

惠及广大企业。 

四、整合现有会展场馆运营模式。 

南京现在有两个政府出资、国企运营的场馆——国际展览中心和国际博览中心。它们都是国有资产，分属不同单位管理，在实际经营中存在着

过度竞争、难以协调的问题，不仅影响全市的会展形象，也直接影响场馆的经营效益。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欧美会展发达城市的经验，对场

馆的运营模式进行改革创新。欧美会展发达城市的会展场馆均由政府投资，从法律上都规定为非盈利的性质。其运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公

助民营，即把场馆交由一家民营公司进行运营管理，政府在财税和营销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且运营方必须达到所承诺的条件。此模式在重

庆、郑州尝试过，结果并不成功。一是公有托管。即把一个城市中政府投资的所有会展场馆及设施，配套以部分政府投资、盈利状况好的酒

店、游乐场、发电厂等商业资源，整合打包后托管给一家专门成立的委员会进行运营和管理。这个委员会实行董事会的管理制度，成员由政府

指定。这种模式在没有改变所有者权益、没有改变管理主体的情况下，实行内部的收益平衡，维持了场馆的日常运营。南京也可以借鉴这种方

法，成立一个国资的会展产业集团，对政府投资建设的场馆、会议中心、会议酒店及相关商业设施进行整合，集群化开展运作。这样，一方面

可以提高现有场馆设施的使用效率，获取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又能提高整体经济效益，避免会展所带来的收益发生外溢，从而打造南京会展业

的龙头企业，增强南京会展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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