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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主导型展会概况与比较研究 

杨  斌 

【内容摘要】 

政府主导型展会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展览业展会运作的重要模式之一，围绕此种模式优劣势的争论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鉴于德国展览业是介入

我国展览业最早和最深的外资展览业，因此了解德国政府介入展会运作的具体模式对于我国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

义，本文尝试以德国政府型展会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我国展览业可以借鉴的相关的观点。 

【关键词】 

德国；政府主导型；展会 

政府主导型展会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展览业展会运作的重要模式之一，围绕此种模式优劣势的争论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作为展览业世界头号强

国的德国是否也存在着政府主导型展会的运作模式？对此业内一直没有能够系统的了解，基本停留在德国政府在资金投入和场馆建设上大力支

持展览业发展的宏观认识层面，对德国政府在展会具体运作层面的介入模式了解甚少。由于德国在国际展览业界处于重要地位，德国展览业也

是介入我国展览业最早和最深的外资展览业，了解清楚德国政府介入展会运作的具体模式对于我国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

考意义。 

一．德中两国政府介入展会运作的背景分析 

德国政府如何介入展会的具体运作？与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模式相比有哪些异同？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注意三个背景：德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程

度；德国展览业的发展阶段；德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模式。 

两国所处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德国处于完全的市场经济状态，十分强调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政策体制中的作用与地位，同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完全法律化的经济体

制，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体系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作为一种公共社会资源如果直接参与到展会的具体运作层面，一方面会在一定程度

上破坏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另一方面在完全的法制化环境和完备的信用体系的前提下，政府也完全没有必要直接介入展会的具体运作层面。

相比之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体系的建立还不够完善，政府的公信力优势使其如果介入到展会主办层面

会大幅度提高展会的竞争优势，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展览业并不存在各级政府直接作为主办或者承办单

位的展会项目。 

两国展览业的发展阶段不同 

德国展览业走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从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贸易类展会到现在不过20余年的历史，两国展览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完全

不同。德国政府在一战和二战后对于本国展览业的恢复和发展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深度的参与。随着战后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崛起，德国展览

业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上世纪末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在德国展览业目前处于高度发达阶段的时候，德国政府如果还去介入展会项目

的具体运作层面，其意义和必要性何在？ 

两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同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由16个联邦州组成，政府实行联邦、州、地方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各级政府分别对各自所属区域的议会负责。德国联邦政

府并没有被赋予管理展览业的职能，更不允许参与展览业的具体运作。2005年，德国社民党（SPD）当政时期，时任联邦总理施罗德在德国

联邦众议院回答基民盟/基社盟（CDU/CSU）议会党团有关德国展览业发展的众多质询问题时，也曾经明确表示：德国联邦政府不会参与任何

展览场馆和展览项目的具体运作，也不会给予直接的财政支持。在德国联邦政府层面，与展会事务直接相关的只有一个部门，即联邦德国经济

技术部展会政策与国外展会参展业务部，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德国政府世博会的参展事务，同时为德国中小企业在国外的参展提供支持。因此我

们所指的德国政府介入展会的具体运作，这里的政府一定是德国的州一级或者市一级政府，不包括联邦政府。相比之下，我国有很多国家部委

一级甚至中央政府直接挂名主办的展会项目，这也是由于两国行政管理体制不同而形成的差异。 

二．德国政府主导型展会三种运作模式例证分析 

由于德国绝大多数展览公司都是展馆经营型的国有展览公司，即展览公司既是展馆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同时也是众多品牌展会的主办者，而其

展览公司所在城市或州的地方政府是该公司最大的股东，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绝大多数品牌展会的最终拥有者都是德国地方政府，但展

览项目的具体运作事务由国有展览公司负责，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展览项目的具体运作。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德国政府是否直接介入了部分展会

的具体运作？回答是肯定的。根据介入方式和介入的目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即政府支持型、政府发起型、政府运作型。这三种

模式的政府参与程度是逐渐递进的。 

政府支持型 

政府支持型展会是政府给予了该展会特殊的优惠政策，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特殊的倾斜。此类展会一定是属于当地展览业的旗舰级展会，具

有非常强的品牌拉动效应，一定不仅允许专业观众入场，也同样允许普通公众入场，一定能够充分起到城市营销的作用，利用该展会在某个行

业或领域为该城市定位。有时，该类展会的所有权不一定属于当地政府。 

案例一：纽伦堡玩具展（Spielwarenmesse）：积极实现世界玩具之都的定位 



作为全球最大的玩具行业的展览会，纽伦堡国际玩具展迄今已经举办了62届，在“享受，在玩具展会城市”（Enjoy Toy Fair City）的主题

下，纽伦堡市为所有玩具博览会的观众提供了从购物到餐饮，从夜生活到文化活动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商业、旅游和文化项目。从展会主办方

为为期六天的展会专门制作的厚达56页的活动目录手册就可以感觉到，所提供活动项目的丰富程度。 

为了给玩具博览会的观众在展会期间提供周到的城市服务并且营造祥和的气氛，在纽伦堡市政府的统一协调下，来自包括纽伦堡工商业联合

会，纽伦堡市酒店业联合会，餐饮业协会及各自的会员单位联合为展会活动进行积极筹备，各界联合开展的城市营销活动充分实现了“享受，

在玩具展会城市”（Enjoy Toy Fair City）的主题初衷。 

1）门票在手，增值服务多多 

★持有效的展会门票可以乘坐纽伦堡市区范围内的任意公共交通工具 

★持有效展会门票，在展会期间，可以在购物，文化和旅游等各项活动中享受特殊的优惠 

★展会期间，在纽伦堡老城区开辟临时的纽伦堡市特产专柜，持有效门票的观众在此处可以以20%的折扣享受纽伦堡当地特产，比如纽伦堡小

香肠，啤酒，各类蛋糕和葡萄酒 

2）统一协调，全民参与 

在纽伦堡市政府的统一协调下，纽伦堡市各界都在展会的主题下联合起来共同筹备各项活动，不仅是展览公司，甚至酒店经理、出租车司机、

媒体记者以至于全市人民积极地参与到玩具博览会的筹备和服务中来。 

3）营造气氛，提升形象 

从各项专门为展会开发的促销活动到各类优惠措施，以至到展会举办期间每天晚上的城市焰火无不给人以“享受在玩具展会城市”的切身感

受，这些举措无疑在增加展会相关收入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纽伦堡国际玩具博览会参与者的忠诚度，在此基础上，提升了纽伦堡国际玩具博览

会及举办地──纽伦堡市的形象和知名度。 

虽然纽伦堡市政府或者该市所在的拜仁州政府均不对纽伦堡国际玩具展拥有产权，但纽伦堡市政府依然发挥政府的统一协调优势，调动城市各

界广泛参与，共同营造气氛，以展会带动旅游，以旅游促进展会发展，实现了城市营销与展会营销的完美融合，将纽伦堡打造成世界的玩具之

都。 

点评：该展会项目具有政府支持型展会运作模式的所有特征，纽伦堡市政府在该展会中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支持是其他在纽伦堡举办的展会项目

所不能比拟的。 

案例二：莱比锡书展（Leipziger Buchmesse）：文化及政治目的并重 

莱比锡书展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国际书展，都是起源于19世纪初叶的德国莱比锡书展。莱比锡从18世纪起就是德国的文化中心，云集了当时

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成为最重要的出版基地。战后，德国分裂为二，莱比锡书展在东德时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德国统一后，莱比锡图书奋

起直追，从单一的书展发展成为集图书业、出版业、图书馆管理和旧书古籍业于一体的国际性书展，成为德国仅次于法兰克福书展的第二大书

展。其与法兰克福书展不同的地方在于：专注于“阅读”以及作家与读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法兰克福书展相比更加强调普通读者的参与。 

莱比锡书展特别力推东欧作家及中欧及东欧的出版社，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给予大力宣传，现已成为东欧国家出版社参展的最佳平台。 

两德统一后，莱比锡书展作为作家的展览会，在莱比锡市政府的倡导及大力支持下，在展会期间，特别举办“莱比锡朗读”（Leipzig 

Reads）文化节。每届文化节期间，都有数千位作家云集莱比锡，数以万计的观众聆听了他们朗读作品。展会期间，莱比锡市政府还参与“新

欧洲的莱比锡论坛”的筹办，共同探讨欧盟各国的文化融合。 

点评：莱比锡市政府大力支持书展有两个重要的目的，其一是文化目的：利用书展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为城市积极进行高品质的文化定位。

其二是政治目的，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及与东欧国家历史渊源的优势，利用文化纽带，积极将自己塑造成东西欧交汇的最佳平台。 

案例三：CeBIT：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 

汉诺威国际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随着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在上世纪末如火如荼的发展而一路狂飙，一度成为德国展览业旗舰

级展会。从2006年开始，该展会开始逐渐萎缩，但仍旧是汉诺威的名片式展会。汉诺威市政府及该市所在的下萨克森州政府对该展会采取了不

遗余力的支持态度，除了人力和物力支持外，还直接提供资金支持。 

2005年11月，三大行业巨头企业声明退出2006年CeBIT的风波未平的时候，又从CeBIT的主办方-----汉诺威展览公司传来另一个消息，2006

年的CeBIT展会门票将不再是汉诺威地区公共交通车票，所有展会观众必须自行购买公共交通车票往返汉诺威展览中心。 

汉诺威展览公司当时向媒体宣布：鉴于每年其需要向汉诺威地区公共交通公司支付100万欧元从而换取观众可以在CeBIT展会期间免费使用汉

诺威地区公共交通服务，该项费用所造成的财政负担过于沉重，所以尽管在公共交通公司今年承诺给予展览公司20%折扣的情况下，汉诺威展

览公司仍然决定与该公司解除已经执行7年的合同。从2006年开始，汉诺威展览公司准备不再为CeBIT观众买单。一时间舆论哗然，很多媒体

和观众都极力反对该项决定，在CeBIT展会期间，汉诺威市区的公共交通每天将在日常客运量的基础上至少增加运送21万观众和展商往返于展

览中心和汉诺威城市各区域，取消门票作为车票的决定将会导致汉诺威的城市交通趋于混乱，也直接影响到观众的参观秩序和参观质量，绝大

多数观众不得不在售票窗口或者自动售票机前排起长龙。每年CeBIT期间，汉诺威公共交通公司将会临时开通从汉诺威机场直达展览中心的临

时火车，而2006年因为汉诺威展览公司取消了合同，该临时火车也将取消，届时，所有从机场赶来参观展会的观众不得不辗转抵达展会现场。 

CeBIT作为汉诺威展览公司的拳头展会，同时也成为汉诺威作为世界一流展会城市的象征，汉诺威展览公司此举所造成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

无论是展会的品牌形象还是汉诺威作为世界展览名城的形象都将因此受到影响。在这种展会形象危机的关键时刻，政府果断出手， 

决定由下萨克森州政府、汉诺威市政府和汉诺威展览公司三家共同出资承担该笔费用，其中汉诺威展览公司承担20万欧元，汉诺威市政府承担

19万欧元，下萨克森州政府承担剩余的大部分。 

点评：德国政府在涉及重量级展会项目运作的关键时候一定会进行干预和影响。 

政府发起型 

政府发起型展会是指该展会最初的创建是政府意愿或政府行为，主要以促进本地区宏观经济和贸易的全面发展，或者定向提高该地区某些具有

优势的特定产业的发展为目的。从目前德国此类展会的分布情况看，综合性展会在政府发起型展会中占一定地位。此类展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

德国在二战结束后，即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为了加速恢复经济发展而创立的展会项目，此类展会大多以展会主办地的城市名称命名，展

会名称中大多不体现行业属性。 

案例四：汉诺威工业博览会（Hannover Messe）：德国的“广交会” 

作为汉诺威展览公司当家两大展会之一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另一大是CeBIT）无疑是汉诺威乃至德国展览业的旗舰展会，该展会在最高峰

（1999年）时候，展商数量高达7689家。追溯该展会的历史，从1947年创办至今已举办过64届，该展会的历史只比汉诺威展览公司的历史短

两天，第一届展会在1947年8月18日开幕，8月16日，汉诺威展览公司刚刚完成商业注册。当时的德国尚处在盟军分割占领时期，汉诺威属于

英国占领区，当时的占领区当局决定通过举办展会来促进德国国内经济的快速恢复。当时还没有专业贸易类展会的概念，综合类展会仍然是展



会模式唯一的选择，因此建立之初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实际定位为：德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与10年之后于1957在中国广州开始举办的广交

会的定位是一致的。事实上，直到1977年，当时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一直沿用综合类展会的模式，不仅包括工业类产品，也包括消费类轻工产

品，包含的产品题材相当广泛。当时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为德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经济的快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从1978年开始，轻工业消

费品从当时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中分离出来，展会定位为工业类产品贸易展，逐步形成了今天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点评：追溯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发展史实际就是在追溯德国战后出口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该展会的创立、举办及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政府

行为烙印，德国社会及德国政府对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情感。时至今日，每年四月举办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开幕式的主席台

上一定会有德国联邦总理的席位，这在世界品牌大展云集的德国是少见的。作为德国历史上的“广交会”，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最具典型性的

政府发起型的展会实例。 

案例五：萨尔国际博览会（Saarmesse）：德国地区性国内展会中政府发起型模式的典型案例 

1950年开始举办的德国萨尔国际博览会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61届，但由于仍然属于主要服务于德国最小的联邦州—萨尔州的德国地区

性国内展会，因此，中国国内对这个展会并不熟悉。但该展会可以作为德国地区性国内展会中由德国政府发起的典型案例。 

战后，目前德国萨尔地区在当时的主权归属不明确，德国和法国均声称对其拥有主权，当时的自治当局同样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发展而发

起创建了萨尔博览会，该展会的创立为萨尔地区经济的快速恢复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由于当时萨尔区主权归属待定，法国官方曾经组织大

批法国企业参展。1957年，萨尔通过全民公决后正式确立了作为联邦德国一个州的法律地位，因此从1957年开始，该展会流失了大批法国展

商。萨尔区逐步纳入了德国的经济体系，当时的萨尔州经济总量和规模均很小，德国联邦政府给予了相当幅度的经济资助，其中包括对萨尔博

览会的支持，时任德国外长根舍亲自担任萨尔博览会组委会的名誉主任，亲自参与萨尔博览会的推广和营销，使得萨尔博览会的规模作为区域

类综合展会逐步壮大，时至今日，已经发展成为每届展会拥有来自近20个欧洲国家600家展商参展，超过17万观众参观的综合性区域博览会，

很好的服务了萨尔区经济的发展。 

点评：德国展览业在二战前就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二战后，德国政府大力运用展会工具促进经济恢复和增加国内产品的出口。因此德国政

府在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经深度的介入过展览业的恢复和发展，也曾经发起创办了很多今天在不同行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展会项

目。时至今日，萨尔布吕肯市政府（萨尔博览会的举办城市，同时也是萨尔州州府）仍然作为萨尔博览会的名誉主办单位。即便是名誉主办单

位，在德国展览业，这样的模式也是极少见的，由此可见在萨尔博览会这个具体的展会项目上，政府发起和参与的力度。 

政府运作型 

政府运作型展会首先是政府发起型展会，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组建具有其背景的商业公司间接参与展会的具体运作，此种模式的展会运作可

以称为政府运作型展会。该类型展会与政府发起型展会的重要区别是：发起创建展会的地方政府在组建德国展览业常见的当地的展览场馆运营

型国有展览公司的同时，也并列组建了一个不具有场馆运营职能的非场馆运营型展览公司，这类公司的法律形式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名称有两

种较为常见，第一种是“经济旅游和展览有限公司”，第二种是“经济促进有限公司”，其中尤以第二种叫法较为普遍。第一种叫法明确界定

了公司的任务是促进本地区经济、旅游和展览业的发展。第二种叫法更为概括和笼统，但其实涵盖了第一种叫法所赋予公司的任务。无论哪种

叫法，整体功能定位大致类似于我国香港旅游发展局和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联合职能。 

此类具有展览业务的非展馆运营型经济促进有限公司与常见的展馆运营型展览公司的共同点是：公司的大股东均为当地政府，政府各部门的高

层官员同时是该公司监事会成员。政府运作型展会一般拥有两个主办单位，第一主办单位是经济促进有限公司，第二主办单位是展馆运营型展

览公司，实际上是将展览项目的运营和展览场馆的运营分开，但两个公司均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将展会运作独立出来单独受政府管理的展会运作模式目前仅限于德国中小展览城市。大型展览城市的地方政府并没有使用

这种展会运作模式，依旧是由具有展馆经营型的国有展览公司直接负责展会的具体经营。 

案例六：德国国际太阳能展（Intersolar）：政府发起并运作的针对专业市场的展会模式 

德国国际太阳能展是1991由德国弗莱堡市政府控股的弗莱堡经济旅游和展览有限公司发起并主办的针对太阳能及光伏行业的专业贸易类展会，

该展会最初的举办地是弗莱堡展览中心。德国弗莱堡是世界闻名的太阳能之城，拥有全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开发利用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了太阳

能研究所、太阳能企业、供货商和服务部门一体化的太阳能经济网络。当时弗莱堡政府立足该市所具有的优势行业，开发并直接运作了当时的

弗莱堡国际太阳能展。作为新能源行业，太阳能行业在本世纪头十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具眼光的弗莱堡市政府早在1991就瞄准了这个

展会题材，使得该展会的规模迅速壮大，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太阳能行业的头号展会。到了2008年，原来的主办地，弗莱堡展览中心和弗莱堡

市，无论在场馆规模还是城市的酒店、餐饮和交通等硬件设施上已经无法满足展会规模快速增长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展会从弗莱堡转移到

慕尼黑举办，慕尼黑展览公司只出租展览场地给展会的主办方：弗莱堡经济旅游和展览有限公司。慕尼黑展览公司本身并不参与任何展会的主

办工作。 

案例七：德国胡苏姆风能展（HUSUM WindEnergy）：与德国国际太阳能展有异曲同工之妙 

德国胡苏姆风能展的发展背景和过程具有几乎与德国国际太阳能展完全相同的模式。由德国胡苏姆市政府控股的胡苏姆经济促进有限公司于

1989年在胡苏姆展览中心创建了每两年举办一届的胡苏姆国际风能展。与弗莱堡市具有太阳能产业资源优势相同，胡苏姆在风电领域同样具有

完整的产业链。风能作为清洁能源之一，同样在本世纪头十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与德国国际太阳能展完全类似，胡苏姆风能展的规模也在近年

来得到了迅猛的扩大。2008年，汉堡展览中心同题材展会项目---汉堡国际风能展（Wind Energy）寻求与胡苏姆风能展的合并，经过双方谈

判，最终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共同主办合并后新的胡苏姆风能展，举办地点仍在胡苏姆展览中心，胡苏姆经济促进有限公司作为第一主办单

位，汉堡国际展览公司作为第二主办单位。创造了小型展览公司吞并大中型展览公司同题材展会的新模式。 

案例八：不莱梅渔业博览会（fish international）：通过展会做大本地区优势产业的又一例证 

不莱梅渔业博览会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渔业贸易博览会之一，是由不莱梅经济促进有限公司于1988年在不莱梅展览中心创办，每两年举办一

届。作为德国第二大海港，不莱梅市政府充分利用不莱梅国际渔业博览会打造自己在德国和欧洲渔业产业中心的地位。 

点评：案例五、案例六和案例七均体现了以下特点：德国地方政府发起并利用自己城市的展览硬件设施，通过自己控制的城市经济促进有限公

司直接运作在自己具有优势产业资源的展览题材上的专业展会项目，一方面确立自己该产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中心地位，同时进一步推动本

地区该行业产业链的发展。 

案例九：巴登地区家居及生活用品展销会（BADEN MESSE） 

巴登地区家居及生活用品展销会是每年9月在德国弗莱堡举办的面向普通公众的家居及生活用品展销会，不属于专业贸易类展会，是面向终端

消费者的区域性综合展销会，展会于1961年创建，由弗莱堡市政府控股的弗莱堡经济旅游和展览有限公司发起并主办，旨在推动所属行政区域

内的贸易发展。每届展会为期9天，有600家展商参展，吸引了来自德国、法国和瑞士的超过8万名观众入场参观。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有

超过83%的到场观众在展会上进行了交易。展会主办方通过地方媒体及时并全面的为该展会进行各类形式的广告投放。 



案例十：不莱梅家居消费品展销会（HanseLife） 

与案例九所示展览题材完全相同，同样是面向终端消费者的大型家居生活用品展销会，由不莱梅经济促进有限公司于2007年在不莱梅展览中心

创建，每年一届，为期9天。2009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展会吸引了600家展商参展，近7万名公众参观。 

点评：案例九和案例十的定位完全相同，政府背景的展览经营公司不仅要打造具有本地区产业优势的专业贸易展，同时也要通过展会工具促进

区域内综合贸易的进行。 

三．德中主导型展会运作对比及借鉴 

德中两国政府主导型展会在具体模式上表现出四方面的主要差异： 

形式上存在间接与直接的区别 

德国政府主导型展会是政府间接动用政府资源为当地展览业及展会项目的发展服务，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是政府直接出面，直接动用政府资

源，直接涉足展会具体项目的运营。 

市场规律是展会运作的底线 

无论是否是政府主导，德国展会的运作必须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底线，德国存在政府介入具体运作的展会运作模式，但不存在中国很多政府主导

型展会中运用行政命令摊牌展位，不论盈亏，都有政府兜底以及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情况。德国政府运作性展会的模式是德国地方政府将

展会项目交给由自己控制的经济促进有限公司具体运作，该展会运作方的法律定位是有限责任公司，政府在该公司成立之初进行必要的资本投

入后，该公司的运作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运作，同时承担可能的市场风险，政府不会也不允许反复给该公司进行“输血”。 

专业化展会和综合性展会的选择 

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在展会形式上倾向于更多选择跨行业综合类的展会运作模式，德国在选择专业贸易类展会和综合类展会上较为均衡，并更

加注重专业贸易类展会运作模式的运用。 

展会运作团队的专业化程度 

中国很多政府主导型展会是由政府成立临时机构或组建事业单位作为主办方，展会运作团队的专业化程度无法有效保障，展会的一线操作人员

较缺乏专业化背景和操作经验。相比之下，德国在专业团队的市场化选择方面更胜一筹。 

综上所述，双方差异较大的地方也正是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应该考虑进行借鉴和参考的地方。我们不妨打个形象的比喻，德国政府用无形的手

引导和间接参与到德国展览业和展览项目中来，中国政府用有形的手直接参与中国展览业及展览项目的发展。我们最终做到的应该是有形中见

无形，至少目前开始考虑给这只有形的手戴上手套，这样，既能确保它实际地参与，又避免他直接的接触，即政府既起到主导的作用，又必须

按照市场化的规定去运作，为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合理和公平的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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