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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德成  

   

（义乌工商学院， 浙江义乌 322000）  

   

摘 要：以义博会为龙头的义乌会展业快速发展，为浙中区域经济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
推动力。义乌会展业将从区域投资、交通旅游、就业、市  

场销售渠道的拓展等方面进一步黏合浙中区域内部经济资源，形成浙中区域经济的核
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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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Development of yiwu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of yiwu which regards 
the chinafair as core of all  will  afford  
new engine for deep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iddle zhejiang provinc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Yiwu will further conform the  
inside regional economic resource of central  zhejiang province from regional 
investment,  Transportation, tourism, employment  
and marketing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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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刚刚过去的2 007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实现展览交易总额首次超1 00亿元，达
10 8 .9亿，比上届增长15 .3%，成为继广交会、华交会后，最  

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小商品展会。以义博会为龙头的每年近80个专业展会的义乌会展业
规模，对地区经济贡献度日益加深。  

   

相对杭州、宁波、温州三大经济圈而言，浙中区域经济因缺乏中心城市的推动而发展
较慢，并出现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未来若干年内，浙中地  

区在产业整合的进程中，将面临如何开展板块内部产业分工和协作，达到区域内经济
发展互利互动、优势互补的共赢局面。目前的发展思路是  

形成“金－义主轴线”的发展格局，通过发挥两个城市的核心竞争优势，带动轴线两
边的城市共同发展。本文试图从义乌会展业的角度，谈谈  

如何利用会展业特有的粘合作用，促进浙中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浙中经济板块发展的动力诉求  

   

(一 )浙中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分析；  

   

地处长三角经济圈南部的浙中经济板块主要以金华市区为中心内核，涵盖义乌、东
阳、永康、兰溪、浦江、武义、磐安共四市三县，其中坐落  

着三大专业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康五金城和后发势头强劲的东阳世界贸易城。  

   

浙中经济板块由其中各城市有机联系而成，目前，其推动模式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可
分如下两种。  

   

1、地缘行政推动模式。浙中经济板块的最初形成离不开行政地缘纽带的推动。一方
面，由于行政隶属关系产生的一系列地域文化、通讯等，尤  

其是交通网络的紧密联系，将以金华为中心内核的各个城市串联。另一方面，各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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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大力支持是的板块内各个地区逐步形成区域特色  

产业体系和专业市场的原始推力。  

   

2、经济产业推动模式。板块内部则根据本地区传统优势形成区域特色明显的分工，而
这种分工又反过来直接进一步促进人才、资本、资源等成  

产要素在板块内部的二次分配。形成目前的各类专业市场。如永康形成五金产业核心
地带，东阳的服装工业和义乌小商品的制造和流通中心等  

。  

   

对于整个板块而言，这两种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交替演进。行政推动模式在城市群发
展的整个过程都是必须的。政府出台的决议在分配使用公  

共资源尤其在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显得相对突出，如浙中城市群形成的有形网络
基础所涉及的高速公路、城际快速交通、浙中信息港等无  

不首先由行政发起，为城市群的基本框架的构建打下基础。经济产业整合推动是城市
群纵深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力量。如李杰义（2006）认为，  

可以通过核心城市、核心企业带动的产业集聚和专业化分工来整合和推动浙中城市群
的发展。  

   

（二）浙中经济板块后续发展的新动力诉求；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构建浙中经济板块新的空间发展架构，即所谓的“两个发
展圈层，三大功能组群、四条经济产业带”，使浙中城市  

群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人口和产业密集的重要经济核心区，成为杭宁温之后的第四大
中心城市。2 006年，金华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达3384  

美元。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浙中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其整合推动模式也应
随经济环境不断更新，需要新的推动力来进一步整合经济板  

块内的资源。义乌会展业的强势发展对区域产业深化、制造业水平提升、生产要素合
理流动、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的良性影响为浙中经济板块  

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来源。  

   

三、义乌会展业与浙中经济板块的区域联动作用；  

   

日渐繁荣的以义博会为龙头会展产业对区域产业发展、制造业水平提升、生产要素合
理流动、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产生良性影响，并进一步推  

动浙中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国际市场的拓展，参与国际商品供应链，形成自身的竞
争优势。  

   

（一）内部整合效应；  

   

1、对经济板块内部的交通和旅游投资拉动效应；  

   

会展业是相对高收入、高赢利行业，会展投资的高回报性，引起会展产业新投资净额
的增加的同时，也会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和投资的  

增加影响投资乘数，形成乘数效应，这种效应经过产业辐射，将促进浙中经济的总体
发展。  

   

会展业的发展要求城市和区域的软硬环境都必须适应配套，客观上将促进区域内基础
设施等投资的增长。随着义乌会展规模的进一步发展，会  

展业相关的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服务、旅游接待、口岸联检、娱乐购物、
人员素质培训等软硬件综合环境形成的会展产业链将辐射  

至整个浙中及其周边地区。以会展旅游为例，义乌每年80多个展会吸引的全国乃至世
界各地的大量客商、游客为浙中地区的旅游业带来大量优  

质客源和发展契机，随着金－义为主轴线的半小时交通圈逐步完善，这种投资拉动效
应将日益明显。  

   

2、会展业为板块内产品销售流通提供重要渠道；  

   

会展作为一种流通媒介，其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使其越来越成为企业有效的营销方
式，目前已经和直接销售和电子商务销售模式相并列。义乌  

会展业正逐步成为浙中地区企业走向市场的重要窗口。一方面，浙中地区纷纷以义乌
展会打下的基础为舞台，将自己的产品和展会放到义乌，  

如浦江把第三届中国水晶及工艺玻璃博览会搬到义乌举行，借助义乌这个平台，把水
晶展办成一个知名的专业性品牌展会，提升整个水晶行业  

的档次和水平。另一方面，义博会每年会留出一定的展位给本地企业，20 05年义博会
本地企业4 16家参展，设展位772个，占展位的26。7％，  

20 07年义博会，本地参展企业为783个，展位数达1568个，占总展位的33％，为本地



企业提供良好的商品流通平台，许多企业就是通过展会来开  

拓市场，逐步壮大的。  

   

3、会展业为经济板块带来的就业效应；  

   

会展本身的就业效应非常明显，在区域整合的大背景下，其对整个浙中地区的就业机
会将带来很大的提高。义乌展会已经成为山海协作的重要  

载体。2004年实施“山海协作”以来，义乌为周边欠发达地区10多万农民提供了10亿
元左右的加工订单。2007义博会设山海协作专区，计116家  

企业共设立1 50个展位，在前三届义博会当中，“山海协作专区”共组织了35 0家欠发
达地区企业参展，实现成交额4 .08亿元，签订来料加工订  

单额2 .2 9亿元，签订合作项目44个，总投资达3 .18亿元。  

   

义乌市在给本地人民带来财富的同时，为周边欠发达地区10多万农民提供了10亿元左
右的加工订单。去年永康市举行五金博览会，义乌组织了  

近千名外商参加，仅韩国驻义乌商会组织的600多名客商就采购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
沙滩车、电动工具等产品。磐安经济相对落后，金华在市郊  

建起了金磐开发区，成为磐安县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市区借此加快
了城市扩容，解决了数千居民的就业问题。  

   

4、外贸出口效应；  

   

义乌会展业的高外向度带动了整个浙中地区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从贸易方式上看，
会展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贸易方式，既为买卖双方的相互  

接触和了解市场提供了平台，又为文化交流、增进友谊创造了条件。从20 02年开始，
仅义博会的外贸出口额均占义乌历年外贸出口额的六成以  

上，20 07年义博会外贸出口额为9 .8亿美元。会展业的外贸推动效应可以使得大量的
区域经济内中小企业可以更多参与外贸。域内中小企业虽然  

有其一定的产品、技术方面的优势，但总体规模偏小、资金、人力资源有限，再加上
高昂的开拓国际市场的成本，使得企业本身进入国际市场  

难度较大。义乌各种专业展会，企业多了一条相对低成本的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  

   

5、区域经济促进效应，加速浙中经济商圈形成；  

   

从专业市场到市场集群，从块状经济再到经济商圈。浙中经济商圈将国内外所有与浙
中区域经济主体和区域联合成分工协作网络，这个网络既  

包括产业链前端的销售，也涵盖了后端的产业支撑。其共同特征是以义乌会展业为基
础，以金－义为主轴线，以义乌市场为平台，直接或间接  

推销或采购区域内部产品，将区域内企业与市场紧密经济联系。  

   

四、结论  

   

通过发展会展业来拓展市场的发展空间，推进了义乌模式的变革。会展活动作为商
品、人员、信息、技术等短时间、大范围的交流与合作，为  

市场交流平台作用的实现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会展活动通过促进资
金、技术、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刺激本地企业采用更先进的生  

产技术、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展会所提供的各种资源来提高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以义乌为中心在金、台、温、丽等地区形成国际性的小商  

品产业带，促进了市场产业簇群式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市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
地位。另一方面，展会吸引了除义乌本地企业外越来越多  

外地企业的参展，拓展了市场品牌效应。以义博会为代表的会展经济日渐成为地区经
济发展的核心，对促进浙中区域经济内部资源的黏合，发  

展发挥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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