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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四大会展强国的“会展运作模式” 

国际会展业经过 150多年的发展，其运作模式已经很成熟。德国、法国、美国、新加坡

等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政府推动型、市场主导型、企业推动型和政府市

场结合型 4种成熟的运作模式，在世界会展业发展过程中占据绝对优势。剖析其会展业的运

作模式，对于促进我国会展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德国——政府推动型的垂直运作模式 

德国的展览场馆由政府投资兴建并进行经营，政府还将展览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

比如，德国联邦经济科技部每年都对出国展览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这种政府行政作用参与

其中、大型会展企业起主导、中小会展企业广泛参与的行业协会模式被称为“垂直运作模式”。

其突出特点是强调政府的推动作用，对内是政府机构，对外是民间团体。 

在德国，展览业拥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德国展览业协会（简称 AUMA）。政府部门和

行业协会只是展览业的治理者和协作者，不直接参与展览举办。德国的展览场馆由政府投资

兴建并进行经营，政府还将展览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比如，德国联邦经济科技部每年

都对出国展览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而且通过特定的组织或机构，组织德国企业赴国外参加

展览会。当地的会展公司拥有自己的大型会展场馆，由政府控股组建集体公司进行商业化运

作，实行企业化管理，而且会明确资助项目、制定官方参展计划等。 

德国之所以成为全球会展中心，是因为其会展业实行规模化产业化运作，举办的展览具

有专业性和国际性特点。据悉，德国每年举办约 300场展览会，其中国际展和国内展各占半

数，世界 2/3的顶级行业展览会在德国举办。 

德国会展业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组织模式和产业结构的成功。德国会展业在长期

发展中构建了以行业分工为主、地区分工为辅、面向全球的强大会展网络。德国展会设立的

首要原则就是行业细分市场明确。在行业分工明确的基础上，各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会展品牌。德国的汉诺威、法兰克福、慕尼黑等都是国际著名的展览城市，在这些大中型城

市中通常都为会展产业开辟出一个特定的地区，构建专门的展厅。会展的主要形式已不是综

合性的博览，而是带有浓厚的专业性质。 

美国——企业推动的水平运作模式 

美国会展业的管理主要依靠行业自律，属于企业推动型的管理模式，以企业自愿参加为

特点，具有较强的民间性，主要通过自律机制相对独立地承担管理责任。没有专门的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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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通过行政手段来直接管理会展业。任何商业机构和贸易组织都不需要特殊的审批程序就可

进入会展业，其会展项目基本不需审批。 

美国是世界会展业的后起之秀，每年举办的展会近万个。目前，拉斯维加斯、奥兰多、

芝加哥等已成为美国著名的会展中心城市，一些专业协会影响力也日益增加，如美国国际展

览管理协会（IAEM）、美国专业会议管理者协会（PCMA）等。 

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企业自主推动，会展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会出于维护

自身利益和市场秩序的需要，被迫产生组建行业协会的冲动，尝试着用行业自律的方式规范

市场秩序。 

行业协会为企业提供技术与信息服务，协调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实力

强劲的行业协会，如美国商会及美国制造商协会与联邦政府、议会都保持密切联系。当政企

发生矛盾时，这些行业协会组织寻求议会的支持与介入，按照长期以来美国人所推崇的对立

制衡原则处理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关系。 

美国政府对会展业提供间接支持，通过对展览会的质量和组展水平进行认证和监督，以

保证美国企业无论是出国参展还是参加国内展览都能取得较好的参展效果。由美国商务部具

体负责的贸易展认证计划对组织美国企业集体出国参展活动进行审核、监督并提供相关服

务。对审查合格者授予“贸易展认证” 证书，获得认证的组展单位可在招展材料和组展宣

传材料中使用美国商务部授予的贸易展认证 Logo；美国商务部通过其在国内外分支商务机

构宣传获得认证的展览会项目，并对企业参展和出口业务洽谈提供服务和支持。此外，美国

商务部通过实施“国际购买商项目”把大批高质量的专业观众带到展览会现场，使美国参展

企业不出国门就能有效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客户。 

法国——市场主导型的综合运作模式 

以法国为代表的“综合运作模式”是指在市场的推动下，政府参与管理。如展馆设施由

政府投资建设，组成国有场馆公司负责展馆的经营管理，不进行会展项目的运营。而展览公

司不拥有展馆设施，也不参与展馆经营，主要从事会展项目经营。 

对于这种业务划分方式，法国行业主管部门认为，这能促进会展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

也有利于场馆专心做好场馆服务工作。这种比德国模式更细的社会分工，有利于提高会展服

务专业水平。 

在整个运作模式中，法国会展委员会与德国 AUMA相同，行使宏观管理权，除制定有关

的管理制度、组织人员培训外，还负责会展经费的预算和支配，准备下一年度的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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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听取涉及国的大使馆经济处的意见和有关企业的意见，并向分管部长报告，在讨论全年

预算中拍板决定。 

新加坡——政府主导型的综合运作模式 

新加坡的会展业采取的是以政府为经营主体的发展模式。新加坡旅游局的展览会议署，

主要任务是协调、配合会展公司开展工作，在国际上介绍新加坡举办国际会展的优势条件，

促销在新加坡举办的各种会展。该署不是管理部门，只是协调配合展览公司开展工作，而且

不向新加坡的会展公司收取任何费用。在新加坡举办会展没有任何管理法规，举办展会也不

需要任何审批手续。 

亚洲会展业的规模和水平虽不及欧美国家，但一些亚洲国家凭借各自不同的优势，成为

该地区的展览大国，新加坡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新加坡已连续 17年成为亚洲首选会展举办

地城市，每年举办的展览会和会议等大型活动达 3200个，平均每年有 40多万国际游客赴新

加坡参加 4000多个国际性会议和展览展销活动，人均消费在 2000美元以上。 

发展会展经济，展馆建设是首要条件之一。新加坡博览中心就是有政府背景的新加坡港

务集团投资建立的，博览中心展览面积达 6万平方米，每年场地出租率达 45%。另一处非常

有特色的展览会场是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新达城），据了解，新达城建成的第二年

就卖出了两栋楼，收回了投资。该中心总层面积 10万平方米，每年在这里举办的各种会议、

展览等活动有 1200多个，许多国际高峰会议都在这里举行。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经济活跃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新加坡旅游局的展览会议署每年

都有计划地向世界各地介绍新加坡旅游会展方面的情况，并且在世界各地举办新加坡会展经

济方面的研讨会，让各国了解新加坡的优势。凭借自身发达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较高

的服务业水准、较高的国际开放度以及较高的英语普及率，新加坡连续 17年成为亚洲首选

会展举办地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