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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当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业已成为当今国内外高度重视的一个新兴产业。2023年是中国全

面恢复线下展会的第一年，随着疫情的全面放开、国民经济的持续恢复、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强、国

际交往的不断恢复，2023年中国展览业呈现了全面复苏向好的局面。我国中东部地区会展经济的发展在

影响力、参与度以及会展企业吸引力等方面均远超其他地区水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仍是全国热

门展览区域。不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中东部地区展览业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

高层次人才匮乏、企业发展规模较小、品牌化程度低等。因此，研究中东部地区会展业的发展现状，提

出促进会展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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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service industry, exhibition industry has become a new in-
dustry highly valued at home and abroad. The 2023 is the first year of the full resumption of of-
fline trade fairs in China. With the full liberalisation of the epidemic, the sustained recove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strengthening of policy support and the resump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
tacts, the 2023 Chinese exhibition industry is enjoying a broad recove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economy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of our country is far supe-
rior to that of other regions in terms of influen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attractiveness of conven-
tion and exhibition enterprises. Hebei, Tianjin, Yangtze and Pearl River Deltas are still popular 
exhibition areas in China. However,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 also faces many problems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such 
as lack of high-level talent, small-scal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low degree of branding, etc.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nd east of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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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以来，由于疫情的肆虐，全球会展业惨遭冲击，随着疫情逐步放开，世界渐渐远离疫情困扰，

全球会展业逐渐进入了复苏通道[1]。2023 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总展览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比首届

总展览面积提高了 25%1。从区域分布来看，2023 年我国经贸类展会分布显现出比较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

东部地区会展经济率先恢复发展，举办经贸类展览项目数量和面积均大幅度领跑全国，全国占比分别为

68.26%和 73.53%2。 

2. 发展现状 

2.1. 展会承办 

2023 年国内举办经贸类展会 3923 项，总展览面积为 1.41 亿平方米，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不
含港澳台地区)。2023 年，中国经贸类展览数量和展会面积相较于 2022 年水平均实现了大幅增长，并且

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2]。2023 年，中国经贸类展览数量同比增加 117.1%，展会面积同比增加 153.3%；

同 2019 年相比，2023 年经贸类展览数量增加 10.6%，展会面积增加 8.25%3。见图 1。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https://www.hainanexpo.org.cn/aboutus/4.html  
2数据来源：中国贸促会展览公共服务网，https://exhibition.ccpit.org/about  
3数据来源：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http://www.cces2006.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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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economic and trade exhibitions in China 
from 2019 to 2023 
图 1. 2019~2023 年中国经贸类展览数量变化图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参考标准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4 四个区域对 2023 年中国经贸类展会的

区域分布进行分析[3]，从展览数量看，2023 年我国东部地区举办经贸类展览项目最多，共 2678 项，占

全国经贸类展览总数的 68.26%；中部地区经贸类展览数量为 476 项，占比为 12.14%，西部地区经贸类展

览数量为 487 项，占比为 12.41%；东北地区展览数量为 282 项，占比 7.19%。见图 2。 
 

 
Figur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domestic economic and 
trade exhibitions in 2023 
图 2. 2023 年国内经贸类展会数量的区域分布 

 
从展览面积来看，2023 年我国东部地区举办经贸类展览面积达 10,385 万平方米，占国内经贸类展览

总面积的 73.53%；中部地区经贸类展会面积为 1468 万平方米，占比 10.39%；西部地区经贸类展会面积

为 1670 万平方米，占比 11.82%；东北地区经贸类展会面积为 601 万平方米，占比 4.26%。见图 3。 
 

 

 

4 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标准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信息，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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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economic and trade exhibition 
area in 2023 
图 3. 2023 年国内经贸类展览面积的区域分布 

2.2. 上市展览公司 

2014 年，中国会展企业开始独立上市。在会展企业上市公司中，A 股上市的公司 5 家，新三板上市

的公司 16 家，在上市公司中，公司注册地东部地区有 17 家，中部地区有 2 家，西部地区有 2 家。 
其中，从事展示工程业务的公司有 12 家，从事会务服务业务的公司有 6 家，从事展览主办的有 3 家，

从事会展科技的公司有 2 家，从事展览全产业链的有 1 家，分别占上市展览公司总数的 57.14%、28.57%、

14.29%、9.52%和 4.76%。 
以会展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及挂牌公司在 2022 年及 2023 年前三季度的收入总规模整体上升。根

据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四家 A 股上市公司的收入规模如下，见表 1。 
 

Table 1. The revenue scale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unit: 100 million yuan)5 
表 1. A 股上市公司近五年收入规模(单位：亿元)5 

序号 上市公司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年 1~9 月 

1 华凯易佰 4.12 13.51 20.75 44.17 47.50 

2 风语筑 20.3 22.56 29.4 16.82 18.41 

3 兰生股份 - 29.82 9.25 7.73 9.63 

4 米奥会展 4.26 0.94 1.82 3.48 8.35 

2.3. 政策支持 

在中央层面，2023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指出，推动国内线下展会恢复，支持企业境

内境外积极参展。2023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首条意见指

出聚焦展览作用，要求“优化重点展会供采对接，推动国内线下展会全面恢复，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点展会”。2023 年 7 月 31 日，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要求促进文化旅游娱乐体育会展消费；积极

 

 

5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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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各地方政府加大对商品博览会、展览消费会、产品交易会、购物娱乐节、民俗展出节、品牌展览、

特色市场集会庙会等活动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会展消费。 
在地方层面，2023 年各地区政府积极出台展览业支持政策，促进我国展会发展，涉及发展方针、资

金补贴、产业促进、行业准入标准等多个方面，为各地展览业恢复线下展会提供了有力支持。大多数地

区将展览业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北京、上海、湖南、武汉、苏州等地均出台了推动本地

展览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4] [5]。见表 2。 
 

Table 2. Government support policie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in 20236 
表 2. 2023 年部分中东部地区政府支持政策 6 

地区 时间 政策 

福州 2023.2 《福州市关于加快打造东南会展高地的若干措施》 

广州 2023.3 《广州市品牌展会认定办法(暂行)》 

厦门 2023.5 《厦门市进一步促进会议展览业发展扶持办法》 

雄安新区 2023.5 《关于雄安新区促进会展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上海 2023.6 《上海市推动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国际会展之都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湖南 2023.8 《湖南省推动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苏州 2023.8 《苏州市关于推动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苏州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济南 2023.8 《济南市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北京 2023.9 《关于促进本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郑州 2023.9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加强会展引领作用、支持会展业优先发展的若干意见》 

武汉 2023.10 《武汉市推动会展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会展中心城市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 

3. 发展中的问题 

3.1. 市场供需矛盾突出，时空分布不均 

我国展览业作为朝阳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各地区省市在展会数量和展出面积等指标上均表现出较

明显的差异特性。在区域结构上，东部沿海地区因为地理环境较为优良，营商氛围浓厚，因此作为经济

开放的第一线，其会展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规模均远超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因其交通欠发达，营商氛围不

足等因素，会展业的发展水平较为落后[3] [6]。 
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依旧是我国热门展览区域[7]，2023 年仅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区域

举办的经贸类展览数量占全国比重为 57.35%，三大区域总展览面积占全国比重高达 63.27%。其中，京津

冀地区 2023 年共举办经贸类展会 474 场，总展览面积为 1387 万平方米，全国占比分别为 12.08%和 9.82%；

2023 年长三角地区举办经贸类展览数量为 1031 场，总展览面积为 4398 万平方米，在全国占比分别为

26.28%和 31.14%；2023 年珠三角地区举办经贸类展览数量为 745 场，总展览面积为 3150 万平方米，占

比分别为 18.99%和 22.31%7, 8。见图 4、图 5。 

 

 

6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7数据来源：中国贸促会展览公共服务网，https://exhibition.ccpit.org/about  
8数据来源：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http://www.cces2006.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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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economic and trade exhibi-
tion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in 2023 
图 4. 2023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经贸类展览数量占比 

 

 
Figure 5. Propor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exhibition area in Bei-
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in 
2023 
图 5. 2023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经贸类展览面积占比 

3.2. 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展览教育需改进 

会展的产业人才主要来源于高校毕业生，而高校毕业生与行业适用型人才的要求有距离，我国会展

业急切需要能完成项目规划等高素质专业人士[8]，目前会展从业人员对所办展览主题理解不全面，不能

深刻思考供需双方对展览会的真实需求，对展览内涵停于表面，进而在办展过程中效果不佳，影响了会

展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9]。一方面，由于我国会展教育起步较晚、会展专业尚属于一个新兴专业，我国

以会展方向为专业背景的教授学者较少，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论知识专业性不足等问题[10]。另一方面，

会展专业作为实践性较强的专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大部分高校均仅停留在

理论教学层面，没有任何的前置性训练及校企实习的对接[11]。 

3.3. 企业发展规模比较小、品牌化程度低 

我国很多城市掀起了推进会展经济建设的浪潮，但是普遍存在着发展规模不足、品牌建设专业性不

强等情况[12]，我国会展建设起步晚，线上线下展览等新业态发展的数量较少，发展规模主要为小规模企

业，导致展会特色不突出、规模不显著、吸引力较弱[13]。没有形成推行开放型经济的有效促进机制和整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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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合力，导致会展转型升级新动能不足，对经济的带动和引领作用不足，从而使其缺乏综合竞争力，难

以在国际会展市场竞争中成功立足并取得优势地位[14]。 

4. 发展对策 

4.1. 统筹好展览区域协调发展 

未来要持续优化全国展览格局，根据各区域当地实际情况来做好展览业统筹规划工作，实现各区域

之间的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展览业应持续打造知名展览会，走国际化展览、品牌化展览的路线，吸取发

达展览业国家经验，争取展览水平要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中部地区要发挥到东部与西部地区展览业

交流与发展的沟通桥梁的承接作用，要通过中部崛起战略实现自身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

里得到迅速的发展，人群消费潜力巨大，利用好政策的引导作用，传播展览服务城市的相关观念，地方

政府要根据当地特色创新展览机制，在展览特色化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办展的专业化水平。 

4.2. 加强高端人才培养，加强会展人才队伍梯队建设 

建立会展人才职业资质认证与职业能力评价衔接机制。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及企业迫切需

要意识到专业人才对会展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实施招才引智计划，鼓励各地将会展人才纳入人才招引考

核体系，促其人才质量不断提升，增强其自身的竞争力，为会展经济实现新的突破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支持。支持省内相关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加强会展业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加强对物流、营销、展会

等会展领域实用型人才培养。各地商务、人社部门要以会展岗位所需的职业技能和素质为导向，积极组

织辖区内会展企业开展会展技能相关的脱产、脱岗培训，帮助会展人员熟练掌握会展技能，进一步扩大

会展人才专业队伍。 

4.3. 加强品牌建设，培育会展品牌群 

以信息咨询、市场推介、法律援助等服务为抓手，加快打造国内特色展会服务平台，同时，积极借

鉴国内外其他成熟地区经验，加强与国内外服务展览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充分挖掘本地企业的发展潜力。

提高会展企业的信息化投入，完善“线上展览标准服务平台 + 线下会展综合服务中心”的会展服务体系

建设，向会展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综合代理服务，帮扶企业合规合法拓展业务领域、提升自身出

海能力。 
鼓励各地出台会展企业培训工作计划，依托会展主体培育平台建立常态化会展培育机制，强化智库

外脑作用，设立会展企业培训专家库，聘请专业人员和导师，针对会展企业起步、发展、壮大不同阶段

以及会展行业的规则应用等，提供专业咨询和培训方案，帮助会展企业相关人员及时掌握相关会展技能

和知识，助力会展企业精准进行决策布局。 

4.4.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中国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展览市场的竞争之中，鼓励和支持会展龙头企业以合作、自建等方式，在“一

带一路”沿线等重点市场建立营销网络和服务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引入知名国外展览商的展会项目，鼓

励本土展览企业和外国展览商进行沟通合作开发项目，鼓励国外展览业协会来我国设立展览项目办公司。

另一方面，中国展览业既要做好素质提升也要加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吸收外

资龙头展商经验，提升对外竞争实力。代表国家出国举办展览是中国贸促会的重要职责，2023 年中国贸

促会恢复组织企业线下出国展览，把出国展览工作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开拓多

元化市场等有机结合，重点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战略性新兴领域参展办展，多措并举助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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