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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会展产业发展对策探讨 

唐世海  丁萍芳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湖北，武汉  430056） 

【摘 要】会展产业是一种拉动效应很强的经济形式，各地都在竞相发展。湖北发展会展经济具有明显的区位、

交通、科技、工业、商业、旅游资源等优势，但发展明显滞后。当前湖北会展产业存在会展中心城市核心区域打造

力度不够、会展场馆配套设施不完善、品牌会展数量少、会展中心城市软环境较差、市场主体相对弱小，会展服务

水平不高、无序竞争等问题。本文从湖北会展定位、制定会展专项规划、提升省域中心城市的特色化现代化都市形

象、打造品牌会展、完善会展配套设施、会展策划、会展管理等方面入手，对湖北会展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湖北会展产业；优势；问题；对策 

会展产业是集展览、会议、节庆、奖励旅游于一体的产业形式，在我国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效应是1∶9，因此引起全国各地

的竞相发展。自上世纪50 年代至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曾是全国四大会展中心城市之一，名列北京、上海、广州之后。但是，

近20 年来，湖北会展业发展严重滞后，不仅落后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川等省，而且面临被河南、湖南超越的危险。

为了振兴会展产业、促进湖北跨越式发展，湖北省人民政府即将颁发《关于促进湖北省会展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湖北省

及武汉市具有发展会展产业的比较优势，省政府也非常重视会展产业，湖北会展产业必将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一、湖北发展会展产业的优势 

1、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湖北位于我国的中部，以省会城市武汉为原点，以1200 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圈，中国最主要的城市都在其中。武汉是全国

的经济地理中心尤其是中部的经济地理中心，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同时又是全国的水陆空枢纽城市，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武

汉乘动车北到北京、天津，南到广州、深圳，东到上海、杭州，西到成都、重庆只需4—5 小时，交通十分便利。优越的地理位

置和便利的交通为湖北会展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居于国内前列的场馆设施 

近几年来，湖北的会展场馆建设发展十分迅速，主要场馆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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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襄阳已拆掉诸葛亮广场会展中心拟建设襄阳国际会展中心，湖北省的地市州还分布了大量的小型会展场馆。此外，

武汉的洪山体育馆、武汉杂技厅、湖北艺术展览馆等非专业展览场馆，以及省内各市的体育馆，也时常承接小型展览会。随着

2011 年10 月展馆面积20 万m2 的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投入使用，湖北的会展场馆设施又重新回到了全国的前五位，国内一流的

会展场馆设施为湖北会展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科教发达，会展教育方兴未艾 

湖北科教事业发达，拥有数量居全国第三的高等院校，科教实力居全国第三位。光纤光缆、通讯、生物医药、激光、计算

机软件、新材料、水产等领域的研究领先全国，每年众多的国际、国内科技会议在武汉召开。湖北会展研究力量雄厚，有全国

知名的会展研究专家王重农、刘宗发、马敏、刘玉堂、马勇等，湖北1993 年就成立了湖北节庆研究会，会展节庆研究成果显著。

同时，湖北也是国内创办会展专业教育较早的省份。自2005 年以来，湖北共有23 所大专院校开设与会展业相关的专业，其中，

本科院校4 所，高职高专院校17 所，另有2 所中专学校开设会展专业。2011 年我省会展类专业在校学生近1000 人。科教的发

达，会展教育的迅速发展，无疑为湖北会展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4、文化极其厚重，节庆资源丰富 

湖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资源丰富。湖北是炎黄文化、神农文化、楚文化、三国文化、神话文化、孝文化、洋务文

化、辛亥文化、红色文化的发源地，围绕历史文化，湖北各地纷纷举办各种节庆活动，如武汉的辛亥革命100 周年庆典、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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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渡江节、武汉杂技节、武汉徐古的花朝节、随州寻根节、宜昌屈原文化节、恩施土家女儿会、武当道教文化节、陨西的七

夕文化节、黄陂木兰节、蕲春的李时珍文化节、孝感孝文化节。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提供了良好题材，从而

为湖北节庆会展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产业依托优势明显 

会展经济的发展需要以一定产业为依托，产业有优势、有亮点，就会发生晶核效应，获得参展商的亲睐，形成扎堆效应。

并且，展会观众对会展场馆的认同，也会带来纷至沓来的效应。2010 年湖北钢铁、汽车、石化、电力、食品、装备制造业、纺

织业等传统产业均超千亿元，优势明显。武汉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六大综合性工业基地，这是中部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

2010 年湖北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10.8%，2010 年武汉市高新技术产值达2564.6亿元，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开发区，中

国光谷正在这里建设，中国武汉光博会因此而成长壮大。 

6、商业发达，发展会展业的服务功能设施比较完善 

湖北地处中原，历来是商家必争之地，商业十分发达，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放开商业最早的区域之一，2010 年湖北第三

产业实现增加值5894 亿元。省会城市武汉自古以来商贾云集，明末清初汉口镇已成为“天下四大镇”之一，是长江中游的一大

商品中转和集散地。历史上武汉对外贸易额和工厂总数曾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号称“东方芝加哥”。改革开放以来，

武汉商业发展迅速，在全国百家大商场中，武汉占了10 家；在前10 位的超大商场中武汉有2 家。会展因商而聚，商业与会展

相得益彰。会展经济的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需要服务、交通、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为其提供便

利。据统计，湖北及武汉市共有五星级酒店61 家、四星级酒店165 家、三星级酒店229 家，其中饮食业规模在全国首屈一指，

各种小吃闻名全国，各种美食兼容并蓄，这些较完善的城市服务功能为会展经济提供了便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山川灵秀，会展旅游资源丰富 

湖北山川灵秀，旅游资源异常丰富。长江三峡是中国十大著名风景名胜之一，素有“山水画廊”美誉。神农架具有“雄、

秀、幽、野”的特色，是全国乃至全球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湖北境内古三国遗迹丰富，《三国演义》120 回中发生在湖北的有

70 多回，游历其中，使人仿佛又回到2000 年前战火纷飞、英雄辈出的年代。湖北境内有武当山、明显陵两处世界文化遗产。

清江是土家族儿女的母亲河，是土家族的发祥地和集聚地，“八百里清江，八百里画廊”。武汉是拥有830 万人口的内陆特大

城市，两江相汇，百湖镶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上城市。湖北是二、四方面军的发源地，红色旅游资源丰富。随着“十二五”

期间全长1139 公里的“环一江两山”交通线的建成，湖北的旅游资源将会珍珠串成链。会展离不旅游，旅游与会展是相互依赖

相互促进的关系，丰富的旅游资源能使会展宾客“进得来，留得住”，从而放大会展效应。 

二、湖北发展会展产业存在的问题 

1、会展中心城市核心区域打造力度不够，会展吸引力不足 

会展经济的发展与一个城市的现代化都市形象密切相关，离不开一个城市核心区域的建设。上海会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浦

东新区的开发和外滩核心区域的建设，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会展中心，离不开维多利亚海湾都市形象的打造。湖北“一主两辅”

中心城市武汉、宜昌、襄阳的城市核心区域打造力度不够，城市高度不够，建设特色不明，遍地开花，“散而乱”的状况没有

得到有效改变，虽是历史文化名城、三峡名城、三国名城，但称不上现代化都市形象名城，会展产业吸引力大打折扣。武汉“两

江交汇、三镇鼎立”，具有发展会展经济良好的自然风光。历代文人墨客无不赞叹武汉风光，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沉浸于历史自

然风光，会展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具有现代化都市形象的武汉。武汉“两江四岸”开发严重滞后，汉口滨江文化区没有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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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保护和现代高楼大厦建设的关系，汉口江滩缺乏神韵，“汉正街”地区杂乱无章，“南岸嘴”地区处于原始生态状态，

武汉“大而乱”，缺乏现代化都市形象的核心区域，严重影响了会展经济的发展。 

2、会展场馆配套设施不完善，制约会展产业发展 

随着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主馆2011 年10 月的建成，湖北会展场馆设施又重新回到全国的前列，但现有场馆交通、酒店、餐

饮等配套体系尚不完善，将会严重制约湖北会展产业的发展。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缺乏配套设施，前临高架桥，后靠轻轨，

交通繁忙，每次大型会展开幕式都必须实行交通管制，随着停车场改为副馆，停车难问题突出。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除展览面积

达12 万平方米的展馆外，其他设施尚在图纸上。凡按政府要求去新馆的展会，无不担心交通问题，成本绝非小数目。而武汉全

城四处挖坑建设的地铁线，竟无规划到新馆。这些问题不得不使人们担心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初期会遇北京国博交通瓶颈同样的

尴尬。 

3、品牌会展数量少，拉动经济影响有限 

国家贸促会将3 万平方米以上的展览会列为大型展会，湖北几乎没有。2010 年湖北省展览毛面积3 万平方米的展会有中国

（湖北武汉）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华中国际汽车展、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中国食品博览会暨交易会，湖北8 成以上的

展会面积在1 万平方米以下，近半的展会面积在5000 平方米以下。湖北会展不仅规模小而且品牌会展少。国际展览协会（UFI）

认证的大陆展会有20 个，湖北尚无一家；商务部重点支持的31 个，武汉仅一个（机博会）；科技部重点支持的11 个展会中，

武汉仅一个（华中车展）。而同为中部省会城市的郑州有“全国农机展”（秋季/10 万平方米）、“中国药机展”（春季/6 万

平方米）、“全国糖酒会”（秋季/ 6 万平方米）落户；合肥有“全国农机展”（秋季/ 室内外10 万平方米）驻足。近五年来，

武汉先后举办了国际植物园大会、国际柑桔大会、世界湖泊会议、世界油菜大会、国际牙医协会大会。国家级协会、学会在湖

北各地召开的年会或专业性会议也有增加。但与成都相比，湖北及武汉的会议业还没成气候。国内的协会、学会和境内外企业

在成都举办的非官方会议，数量多、规格高，数百人至上千人参加的会议几乎每周都有。到2010 年，湖北依托产业、自然资源、

历史文化优势举办的制度化现代节庆达100 多个，但具有全国影响的节庆不多，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初衷很好，但许多节庆

活动政府主导严重，市场化不足，甚至有些地方举办的节庆活动蜕变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赔本兼吆喝。2010 年成都共举行各类

会展节庆活动达382 个，实现会展业直接收入32.39 亿元，拉动消费272.87 亿元，而湖北武汉2010 年品牌会展数量少，拉动

消费仅130 亿元，拉动经济影响有限。 

4、市场主体相对弱小，会展服务水平不高 

湖北省及武汉市贸促会均从事展览会组办工作，湖北省及武汉市相关部门也自行组办展览会。截至2010 年底，武汉市从事

展览业务的公司有128 家，其中，展览公司37 家，展览策划、展示工程公司91 家。在展览公司中，国有公司2 家，中外合资

公司1 家，其余为本土民营公司。省内其他城市组办展览会的多为非专业性公司。湖北的会展公司规模小、注册资本金少、人

员少、策划能力有限，招展能力和管理能力有限，除香港讯通公司外，鲜有境外会展公司参与湖北的会展工作，各类展会的参

展商也鲜见境外大企业参加。2011 年9 月23 日在汉开幕的第12 届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参展企业多是国内机电企业和中

外合资企业，真正的原产国外的机电产品和国外公司不见踪影，国际化严重不足。由于市场主体相对弱小，湖北的各类展会专

业管理人员较少，大量展会管理人员是临时招聘的不专业人员，会展的物流、信息、餐饮、接待、展场管理等服务的精细化水

平与先进会展地区差距很大。在第12 届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期间，主办方临时招聘的大学生兼职服务人员将一般观众都当

作专业观众登记，其信息有用性大打折扣，展会的第三天，参展商竟然还未领到已印好的具有参展商信息的会刊，参展商的交

流大受影响。 

5、无序竞争，缺乏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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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会展业发展资源分散，无序竞争。各组办机构为追求会展短期效益，只要经济效益好，同一个主题、同一个时间段争

相办展、重复办展，房产展、汽车展尤为严重。从而使得本来有限的会展资源相对分散，最终形成不了会展品牌，更难以成就

大展、名展。二是会展业的发展缺乏有效管理。针对目前湖北省会展业市场竞争无序、无证办展、主题冲突、虚假广告、知识

产权等问题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来负责，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监督。 

三、发展湖北会展产业的对策 

1、科学定位湖北会展产业，制定湖北会展业发展专项规划 

湖北发展会展经济的优势十分明显，但这一优势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湖北应下定决心将会展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

支柱产业来抓，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中部地区的会展强省，将武汉定位为中部的会展之都，将武汉、宜昌、襄阳、咸宁、十堰打

造成国内国际会议目的城市，其他各地市州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节事节庆活动。湖北省人民政府应组织专门

班子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湖北会展产业“十二五”规划，对湖北会展的发展目标、发展布局、发展对策和措施等进行统一

的布署和安排。例如制定发展目标，到2015 年，全省力争每年举办各类相关会展活动300 个以上，引进或培育国内外5 个以上

知名品牌展会落脚湖北，会展硬软件设施建设基本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同时，力争引进3—5 个国内外知名会议落户武汉。湖北

会展产业如果像湖北旅游产业一样制定“十二五”专项规划并付诸实施，其必将在“十二五”期间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2、提升省域中心城市的特色化、现代化都市形象，增强湖北会展经济的吸引力 

会展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会展中心城市的形象建设。宜昌是水电之都，城市建设要考虑水电特色；襄阳是三国之城，城市建

设要考虑三国特色；武汉是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建设应打造核心区域，提升国际化、现代化都市形象。武汉的城市核心区域可

以考虑为汉口滨江历史文化保护区（长江二桥汉口一侧—江汉关—中山大道）、汉口江汉关—汉口江汉一桥的“龙王庙汉正街”

地区及南岸嘴—古琴台地区。在汉口江滩地区，建设中华神话故事园、世界文化雕塑园、武汉码头文化雕塑园、武汉抗洪文化

雕塑园，利用江滩上一些现有建筑在不影响行洪的前提下修建武汉开埠蜡像馆，打造文化江滩、绿色江滩、科技江滩，增强江

滩神韵；在长江二桥至江汉关及洞庭街以南区域，严格保护和恢复历史文化建筑，严禁建设高层建筑，新修建筑要考虑与现行

建筑的融合，着力打造创意产业和休闲产业；在洞庭街以北，应考虑建设彰显城市形象的高层建筑（100 米以上），发展江景

住宅区、高级商务区和现代金融区。这样就形成了长江、江滩、历史文化建筑、现代高层城市建筑的图画，既保护了城市天际

线，又凸显了现代化都市形象。迁建后的“汉正街”区域应重点规划建设高层建筑（100m 以上），建设高级商贸区、总部经济

区、银行经济区，使其成为与上海浦东相媲美的区域，向“曼哈顿”看齐。在“南岸嘴”区域前端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处，建设

体现武汉城市精神，类似于“自由女神铜像”的城市雕塑。可以想象，随着武汉国际化、现代化城市形象的提升，武汉会展经

济必将迎来一个大的发展；随着宜昌、襄阳的特色化城市形象的提升，宜昌、襄阳将会成为颇具实力的国际国内会议目的地城

市。 

3、加快会展场馆配套设施建设步划，促进湖北会展跃上新的台阶 

会展配套设施不完备是湖北会展产业发展的瓶颈，湖北应加快会展场馆配套设施建设步划，迎接湖北会展再现辉煌的时代

到来。武汉国博中心应加快二期三期的建设，尽快修建国博专用快速道，规划和建设国博地铁站，以最快的时间搞好交通、物

流、酒店、餐饮、停车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湖北会展在过去十几年已经慢了半拍，武汉国博中心是振兴湖北会展的希望所在，

应抓紧完善配套服务。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应抓住精武路改造的契机，在精武片区修建商务中心、酒店、停车场、餐饮等配套设

施。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武汉可借鉴上海豫园、南京夫子庙的发展经验，把精武路打造成武汉的鸭产品、鸭文化生产经营一条

街，与吉庆街、户部巷遥相呼应，将精武路改造为汉口的小吃中心、特产中心、礼品中心，放大会展效应。武汉科技会展中心

应整合周边的光谷广场、光谷体育馆联合办展，以克服自身展馆的不足，同时注意周边酒店、餐饮、物流等服务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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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造品牌会展，做大做强湖北会展产业 

湖北会展长期以来没有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品牌，打造会展品牌刻不容缓。展览业可分为产地驱动型、需求驱动型和环

境驱动型三种，湖北应依据产业优势打造产地驱动型品牌会展，依据区位和市场优势打造需求驱动型品牌会展。在未来5—10 年

内，湖北应力争将已有的机博会、光博会、食博会、汽车展、农博会打造成品牌展会，还应积极利用区位和市场优势引进全国

图书展、全国日化展、全国农机展、中国医疗器械展、全国小商品展等全国性展览落户湖北。要下力气引进国外的参展商参展

提升已有会展的国际性，也要尝试引进国际性的品牌会展进驻湖北。湖北会议业应利用专业优势把武汉打造成专业性国际国内

学术会议目的地，品牌会议方面在做好东湖论坛、华创会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在武汉召开每两年一次的“全球最具发展潜力城

市论坛”，力争将其打造成像海南博鳌论坛、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那样的国际会议。节事节庆方面，应下力气在未来五年内打

造10—20 个节庆品牌，走品牌化道路，湖北会展必将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5、加强会展策划工作，繁荣湖北会展经济 

湖北的展览、会议、节庆策划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会展项目策划、营销策划、专业观众组织策划、会展设

计、活动策划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欲做大做强湖北会展产业，策划工作亟待加强。一方面要加大培养和引进会展策划人才尤

其是会展项目策划人才的力度；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每年应安排一定的经费拟定若干个会展项目尤其是节庆项目向全国乃至全球

进行招标策划，从而提高湖北会展策划水平，促进湖北会展的发展。 

6、采取措施扶持会展产业，优化会展管理和服务，保障湖北会展跨越式发展 

湖北会展大多数项目处于成长期甚至投入期，政府在展位补贴、会议补贴、节庆补贴、会展税收优惠方面应采取措施加以

扶持，使各类会展项目逐步成长起来，进而市场化。大力培育会展企业，壮大和完善市场主体。积极鼓励各类经济实体成立专

业化的会展公司，引导现有会展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鼓励现有会展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收购、兼并、联合、参

股、控股等方式组建股份制会展企业集团或会展联盟，壮大企业规模。通过跨地区、跨部门的战略重组，培育一批规模较大的

会展企业集团。加快制定湖北省会展业管理办法和促进措施，建立会展业服务标准体系，规范会展经营行为，提高会展服务水

平。建立组展商、服务商、参展商、专业观众和消费者纠纷调解与仲裁体系，维护会展主体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逐步形成符

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行业运行机制。尽快形成商务、海关、检验检疫、公安、消防、工商、交通、城管、卫生、知识产权等会展

服务部门一站式服务模式，为湖北会展业发展开辟绿色通道，从根本上实现会展管理规范化、部门协作程序化、服务标准化。

扶持、管理、服务措施的落实，必将保障湖北会展实现跨越式发展。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湖北会展业现状调查及其发展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课题编号：

2011jyte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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