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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预警看会展教育的结构调整 

尤红斌 

【内容摘要】 

上海会展专业的正规教育起步于2000年，并经历了由低到高、由中专到大专再到本科的发展过程。十多年来，上海会展专业已为社会培养了

11509位毕业生，为会展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本科毕业生1442人，大专毕业生8019人，中专毕业生2048人。最近，“会展经济与管

理”本科专业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实施预警，会展教育面临结构调整。随着会展业的发展，会展教育需要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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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对2012年度部分本科专业发出预警。原因是这批专业连续3年以上签约率低，且在各高校中布点较多。被预警的专业

共18个，“会展经济与管理”赫然在列。[1]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需求的增加，会展业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会展业无烟、环保，能拉动一个地区的经济，符合现代城市的发展方

向，故特别受到一些大城市的青睐。上海2010年成功举办的世博会，影响深远。规模巨大的国家会展中心已落户上海大虹桥地区，正在紧锣密

鼓地建设。上海“十二五”规划首次把会展业列为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会展产业春风频吹，好事连连，会展专业却

受预警影响，寒意丝丝，使人顿发春寒料峭之感。 

会展业方兴未艾，是朝阳产业，而与之配套的会展专业，怎么却沦为夕阳专业了？照理说，专业是为产业服务的，专业的命运和产业是连在一

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夕阳产业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参与，相关专业必定受到牵连，报考者寥寥。而会展业，在中国，在上海，正如旭日

之初升，好日子还在后头。会展业大发展，肯定需要大量人才。现在会展业刚起步，难道会展人才市场已经饱满？会展专业毕业生没人要了？

会展专业的前途如何？预警的钟声已经响起，大家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一、上海会展教育概况 

除了会展从业人员的培训，上海会展专业的正规教育起步于2000年，并经历了由低到高、由中专到大专再到本科的发展过程。目前有37所学

校设有会展专业（其中3所高校兼有本科和大专），主要有会展营销管理和会展艺术设计两大门类。 

1.中专教育 

主要培养会展实际操作性人才。 

2000年，上海曹阳职校首开会展专业，第一届学生40人。属于首吃螃蟹者。2001年，曹阳职校会展专业招了第二届学生，也是40人。由于前

景不明，还是小心翼翼的。2002年，也许对专业前景比较乐观，曹阳职校会展专业扩招了。这一届学生80人，翻了一番。2003年，曹阳职校

会展专业第一届学生毕业了。看来销路不错，其他2个学校也开始跟进。专业学生162人，又翻了一番。到2007年，上海开设会展专业的中专

学校已发展到11所。[2] 

图1  上海开设会展专业的中专学校 

 

从2000年到2011年，上海中专学校会展专业毕业学生2048人。2010年在校学生663人。 

 

图2  上海中专学校会展专业历年招生人数 

 

从图中可见，中专招生人数峰值出现在2006年。2007年招生的学校虽然新增1所，但招生人数已开始徘徊不前。2008年，招生人数回落。

2009年后，更是大幅回落，有4所学校停招。2010年，停招的学校增加到6所。 

一般中专学制3年。上海经济管理学校学制4年，第一年通识教育，第二年和第三年专业教学，第四年顶岗实习。 

2.大专教育 

以民办学校为主，主要培养对象为会展企业管理及技术设计人才。 

2002年12月，在摩洛哥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大会上，经投票决定，中国上海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受此影响，会

展专业突飞猛进。2003年，有8所大专院校抢占高地，同时创立了会展专业。2004年，又有6所院校跟进。至2008年，共有20所大专院校办起

了会展专业。（见图3） 

 

 

 

图3  上海开设会展专业的大专院校 

 

大专教育起步比中专晚，但实力雄厚，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人数众多的生力军。从2003年到2011年，上海大专院校会展专业毕业学生8019

人。 

2010年在校学生3356人（上海会展协会统计为3296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2008级60人未计算在内）。 

图4  上海大专院校会展专业历年招生人数 

 



图中可见，大专和中专一样，招生人数峰值出现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招生的院校虽然新增2所，但招生人数已开始萎缩。2009年和

2010年，有5所院校停招，招生人数大幅回落。 

3.本科教育 

本科反应较慢，2004年才有5所院校办起了会展专业，其中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双管齐下，本科和专科同时起步。2005年，又有2所院校加盟，

其中上海大学是“211工程”重点大学，复旦大学是全国名牌大学。2007年和2009年各有1所大学加盟，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 

图5  上海开设会展专业的本科院校 

 

从2004年到2011年，上海本科院校会展专业毕业学生1442人。 

2010年在校学生1871人。 

图6  上海本科院校会展专业历年招生人数 

 

图中可见，本科和大专中专不一样，招生人数峰值出现比他们晚一年，2007年最高。之后，居高不下，一直停留在400多人。2010年甚至还

有小幅反弹，与大专中专近两年的大幅回落形成明显反差，形成此消彼长的局面。是会展人才需求由中低端向高端发展了，还是本科教育对市

场的敏感度低了？ 

二、上海会展教育的结构问题 

1.会展专业本科、大专和中专毕业生比例 

从2000年起，上海会展专业已为社会培养了11509位毕业生，为会展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本科毕业生1442人，大专毕业生8019人，中

专毕业生2048人。 

图7  本科、大专和中专毕业生比例 

 

目前在校的2010级学生中，本科生468人，大专生993人，中专生111人。 

图8  2010级本科生、大专生和中专生比例 

 

从图中可知，大专生比例变化不大，仍是会展专业的主力军，中专生萎缩了，本科生增幅较大，由13%上升到了30%。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会展人才的需求正在由低端向高端发展。 

2.招生人数最多时和近年的比较 

图9  招生人数最多一届和2010级的招生人数比较 

 

大专和中专招生人数最多的是2006年，可能与2010年世博会需要大量人才的预期有关。2006年招生，2009年毕业，2010年世博会正好派上

用场。2007年，大专和中专招生人数开始萎缩。到2010年，大专减少了36%，中专减少了76%。 

本科招生人数最多的是2007年，到2010年，也就减少了10%。 

大专和中专试水时间早，已有6届、7届的毕业生，对人才市场敏感。本科最早的只有4届毕业生，有的学校还没有毕业生，尚不知市场冷暖。 

一般大专和中专学制3年，“船小掉头快”。本科学制长，要4年后才毕业，对人才市场的反应慢，所以上海市教委要出示黄牌警告了。 

3.本科专业的差异 

同属会展专业，培养方向和目标不一样。 

从招生简章里可以看出，不管是称专业，还是称方向，上海9所本科院校的会展专业共分3种：（1）“会展艺术与技术”（上海大学和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2）“会展设计与策划”（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3）“会展经济与管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华

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和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这次上海市教委预警的是“会展经济与管理”，而不是所有与会展有关的专业。这6所院校“会展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每年的毕业生也就300

多人，从绝对数字来看，并不是很多。上海会展业近年都是以年均17%的增速在发展，区区几百人还消化不了？问题是“会展经济与管理”专

业，本科有，大中专也有，互相抢跑道。 

自然，同样的“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本科的层次要比大中专的高，但是否高到足以让用人单位动心？市场讲究性价比，同样的工作，如果

大专生、中专生能胜任，用人单位不一定非要挑高学历的。这次上海市教委给出预警的理由之一是专业连续3年以上签约率低。这值得大家反

思。不仅有关专业要反思，相邻专业也要反思。不仅本科要警醒，大中专也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热门专业不能一哄而上。不能因为会展

热，都来分一杯羹，有条件的上了，没有条件的创造不出条件也硬上。 

关键是教育质量。“大学生太多”是个伪命题，因为按人口计算，中国的大学生比率远远没有发达国家高。如果本科生的学识水平、动手能力

真的高出一筹，那也应该有一定市场的。竞争再激烈，有真才实学的毕业生也不会找不到工作。 

三、如何提高会展专业的教学质量 

1.存在的问题 

（1）师资匮乏  实战人士缺理论，高校教师缺实践，以前无这方面的储备，好多教师都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半路出家，道行不深。 

（2）课程设置不合理  有什么教师开什么课，不成系统。 

（3）教学研脱节  会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操练，需要实践。从书本到书本、从课堂到课堂是不行的。 

（4）领导重视不够  人力物力支持不足。一些重点大学，如果真的将人力物力扑上去，专业质量提高将很快。 

（5）与用人单位不接轨  学校与企业等联系少，学生学得杂，有的太虚；学得专，有时不对路。 

2.改进措施 

（1）给会展学教师提供实战机会。上海市有一个“高校教师产学研计划”，鼓励教师利用多种形式前往企业等实际部门参与研发、工作或实

习。在分配名额上，应向会展学等实践性强的专业有所倾斜。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将提升教师学术能力、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从而提高教学

质量。 

（2）调整、健全学科体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各种先进方法和手段，科学合理地设置课程。 

（3）建立较为固定的学生实习基地。让学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把书本上的学问变成活的学问。 

（4）与会展企业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和联络，了解用人单位缺什么、需要什么，而不是到学生毕业时才临时抱佛脚。 

会展教育的繁荣还有待于大家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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