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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指全国十强 志在打造会展名城

济南会展业还有多长路 要走

C04 C05

10月10日，2010

年秋季全国糖酒会
在济南举行了盛大

的开幕仪式。此次

糖酒会上，来自全

国各地的 20万人云

集济南，让大大小
小的宾馆酒店赚了

个盆满钵满。今年
以来，包括糖酒会
在内，已经有百余
个会展在这座城市
举办。

由于对相关产
业有着巨大的拉动
作用，在西方，会
展业被形象地称为
“城市的面包”。

济南显然已经看到
了这块“面包”的
价值，开始了紧追
慢赶。经过5年前的
全国秋季糖酒会、

煤炭会，以及之后

陆续拉开大幕的文
博会等大型会展活
动，济南人早已习
惯了两大会展中心
内的熙熙攘攘，甚
至随便哪个出租车
司机都能说说会展

的那些事儿。

那么在济南，

这块“面包”经历
了怎样的变迁？济
南 从 中 得 到 了 什
么？如果想继续做
大这块“面包”，

济南还有多长的道
路要走？

10月10日，“天下第一
会”开幕即闭幕，商家纷纷
收拾展品，准备离开。记者
采访了多家参展厂商，对
方纷纷表示，盼糖酒会常
常约会济南。

“作为国家级的盛会，

这届秋季糖酒会前来参加
的厂商和客户都很多，招
商效果比较好，目前在我
们展区登记留名的有200

家左右。”山东景阳冈公司
的曹先生表示，“希望糖酒
会常在济南召开，这样不
但能节省路费、运费，保证
参展的酒水品种更齐全，

还能提高山东酒业在全国

的知名度。”山东扳倒井集
团的孙先生认为，山东作
为生产、销售白酒的大省，

应多举办糖酒会，“总体来
说，这届糖酒会没有很大
的遗憾。”

山西紫林食品公司董
事长罗建纯对本届糖酒会
的评价是：“济南的整体接
待能力还是不错的，本届
糖酒会的客户数量，相对
成都糖酒会稍微少些，但
是有规模的客户，还是和
成都差不多的。”天津恒
安食品公司总经理魏印生
则说，济南离天津很近，

在这里召开糖酒会，企业

参展会很便利，“虽然有些
地方需要改善，但这次糖
酒会相比2005年那届，已
经进步了很多，我们还是
希望糖酒会常常在济南召
开。”

“糖酒会第二次在济
南召开，离上一次有五年
的时间了，间隔得有点儿
长。”山东三孔集团董事长
邱建飞告诉记者，“我们希
望糖酒会能常在济南举
办，至少能隔一年举办一
次。”邱建飞说，糖酒会的
举办能对酒企起到很好的
宣传作用，如果春季糖酒
会也能在省城举办的话，

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秋季商家要安排生
产、走访客户，春季则时间
更充裕。

不过，济南要想留住
糖酒会，还有很多有待改
善之处。“我这次租的糖酒
会展位，和上次在成都租
的差不多大，但价格却贵
了10万。”天津市恒安食
品公司经理刘义告诉记
者。北京颐和八宝酒业的
温先生也反映，本次糖酒
会场地相对较小、秩序相
对混乱，卫生条件也需要
改善。

见习记者 孟敏

从2005年至2009年五
年间，济南会展业拉动行
业收入增长81%。按规划，

到2015年，济南市全年举
办各类展会力争达到180

个左右，拉动相关产业收
入200亿元以上，在全国展
会城市中排名位居前十。

■1996年，济南的会
展业发展开始起步，但一
直处于平淡期

■2002年，随着舜耕
国际会展中心投入使用，

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2003年，济南市举

办展会45个，实现交易额
100亿元

■2005年，济南国际
会展中心投入使用后，举
办了秋季糖酒会等大型会
展，济南会展业进入飞跃

期
■2008年，舜耕国际

会展中心和济南国际会展
中心共同组建了山东国际
会展管理有限公司，对现

有两馆进行统一经营管
理，实现了品牌和资源整
合

■2009年济南市举办
展会130个，展览面积132

万平方米，吸引参会参展
人数513万人次，完成交易
额812亿元，拉动相关收入
104 . 2亿元

■2009年，济南市出
台了《关于加快会展业发
展的意见》，首次以规范
性文件为会展业的发展
指明方向，并成立了济南
市会展业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

■预计2010年济南市
将举办各类展会135个，拉
动相关行业收入预计突破
130亿元。根据济南市会展

业发展规划，到2012年，全
市将举办各类展会150个
左右，其中展位500个以上
规模的展会达到60%以上，

拉动相关产业收入160亿
元以上。

“把软硬件上的问题一一

解决了，济南市的会展业才能

真正驶入快车道。”而目前，济

南正在各方面一点点寻求突

破。

“首先要从硬件上解决。”

济南市商务局副局长张欣说，

济南市将在西区建设一处功

能完善，设施齐全，集会议、展

览于一体的超大型会展场馆，

场馆面积将达15万平方米，

2013年投入使用。与舜耕国际

会展中心和济南国际会展中

心不同，该场馆在设计之初就

完全按照国际化标准进行，并
充分考虑了周边商业街、酒店

等服务设施的配备。

济南市还将着手打造几

个叫得响的会展品牌。但专

家指出，品牌打造不能盲

目，必须要立足于自身的产
业优势。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李铁岗教授表示，会展

业发展应该围绕优势产业做

特定设计，让会展与优势产
业产生互动，“比如济南在

计算机高科技产业方面有优

势，就可以围绕这方面做文

章。不能想举办什么就举办什

么。”济南正在这方面做出努

力，根据济南市会展业发展规

划，会展业将依托交通装备、

机械装备、电子信息、冶金钢

铁、太阳能、重型汽车、农副产
品等优势产业进行，以期产生

理想的带动效果。

最近，有个消息让张欣非

常兴奋，现在省内一些高校已

经开设了与会展有关的专业，

“这将填补我们会展专业人才
的空缺。”对于未来，他充满了

信心。

格参展商心声

愿糖酒会常在济南办

最好隔一年举办一次

格相关链接

济南会展业发展回顾

这几天，在省城东部开

了一家餐馆的老吕忙坏了。

糖酒会开幕前后，来店里吃

饭的客人前脚搭后脚，让他

忙得团团转。忙归忙，老吕

感觉还是挺恣儿的，“哪天

不得多赚个几百块钱！”

让老吕兴奋的不仅仅是

糖酒会。这些年他明显感觉
到，来省城东部参加会展的

人越来越多，每当从门前经
过的车辆密集起来，他就知

道，又有会展了！

济南会展业的发展是从
2002年开始的。那一年，舜耕

国际会展中心刚投入使用就

举行了信博会和金秋洽谈会，

自此，济南会展业开始启程，

并于近年越发受到重视。

近年来，济南市提出要

将服务业打造成首位经济，

会展业就是其中重点培植的

十大产业之一。济南之所以

如此垂青会展业，是因为它

有着巨大的产业带动效果。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旅游

管理系主任王德刚说，会展

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能达到1：

9，也就是说在会展上投入1

元钱，将拉动其他行业9元甚

至更高的收入。因此，在欧

美国家，会展业被称为“城

市的面包”。

济南已经从这块“面

包”中获益。据统计，从
2005年至2009年，会展业快

速发展的5年间，济南市共举
办各类会展活动570项，拉动

相关产业收入350多亿元。

获益绝不仅仅停留在经
济数据上。济南市政府副秘

书长耿建新表示，会展的举
办对增强市民文明意识、加

大城市对外开放交流、拓宽

企业眼界都有重要作用。以
餐饮业为例，会展业的不断

壮大在给酒店带来大把钞票

的同时，也冲击了他们的经

餐馆小老板

细念“会展经”

尽管已进入较好的发展

时期，济南会展业要取得长足

发展仍需要迈过不少坎。

“济南市的会展经济发展

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

济南市商务局副局长张欣说，

根据举办会展次数、展位数和

企业营业收入等要素分析，北

京、上海、深圳等少数几座城
市属于一类展会城市，成都、

大连、西安、南京、沈阳、济南

等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属

于二类展会城市，济南在这类

城市中处于八九位的位置。

“总体来看，济南市在全国排

在第十二三位，属于中游偏

上。”

会展水平始终上不去，会

使会展业发展受到掣肘，甚至

会弱化会展对城市综合力的

推动效果。济南市展览行业协

会会长、山东国际会展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何元清举了个

例子：“同样是车展，到济南来

参展的以经销商居多，而到一
类展会城市去的就多是厂家。

厂家注重推出新概念车，经销

商则注重销量，一个引领汽车

潮流，一个光吆喝着卖车，层次

能一样吗？”此次糖酒会依然延

续了这样的“传统”，尽管专门开

辟了国际展区，但来参展的基本

都是境外酒品在国内的经销

商，“这样一来，国际化水准就

大打折扣了。”

张欣说，济南取得现在的

水平，是这些年下大力气发展

会展业后取得的，“2005年以
前估计得排在全国前20名开

同样是展会

层次有不同

汽车厂家注
重推出新概念车，

经销商则注重销

量，一个引领汽车

潮流，一个光吆喝

着卖车，层次能一

样吗？

每当从门前

经过的车辆密集

起来，他就知道，

又有会展了！

要迈进前十，济南还有

很多事情要做。中国糖业酒

类集团公司总经济师、全国

糖酒会办公室主任何继红表

示，会展业考验的是一座城

市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

包括展馆水平、城市管理能

力等多方面。不过，目前济

南市在不少方面仍有待改

进。

“首先是硬件水平差。”

张欣和何元清给出了同样的

答案。张欣说，济南市分别

于2002年和2005年投资近十

亿元建成了济南舜耕国际会

展中心和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两处大型专业展馆，此外包

括省科技馆等多个兼容性场

馆在内，可供展览使用面积

共十余万平方米，可搭建国

际标准展位近5000个，但这

显然满足不了会展业迅速发

展的势头。

此次糖酒会需要15万平

方米的展馆面积，济南尚没

有能承载这一规模的单馆，

只能同时启用两大会展中

心，并对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地下车库进行改造，临时增

加了4万平方米，这才满足了

会展需要。展馆内，为节省

空间，组委会不得不将特装

展位间的间隙安排得非常

小，一些参展商抱怨，“展

位离得太近，想来不想来的

人流都被‘挤’到展区里来

了。”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四

层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发展，“现在的会展中心

都 是 一 层 ， 哪 还 有 四 层

的？”何元清说，高层会展

建筑的楼层高度不足、上下

楼梯运送材料不便、高层承

重能力不够，这些都给布展

带来不少麻烦。

会展设施落后还只是硬

件不足的一方面，周边配套跟

不上也让不少参展商抓狂。在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周边，吃、

住、购等配套设施严重缺乏，

“就一个会展中心，光秃秃

的。”一些参展商上午参加会

展，中午还需要跑回市区聚

餐，“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

硬件跟不上还只是制约

济南会展业发展的一部分，济

南市在软件方面仍有多处需

要完善。“济南缺少一个真

正能够指导会展业发展的专

业机构。”何继红分析说，

会展业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和

一支服务队伍，他们不仅是

要想进前十

很多事要做

举行与农业

有关的展览就找

农业局，与旅游有

关的找旅游局，这

本身就是个问题。

格未来展望

西部将建大型展馆
省内部分高校也已开设展会相关专业

关

注

变

化

中

的

城

市
10日，2010年秋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预热多日后正式开幕。当天会展中心内数万人参

与盛会。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营和营销模式。济南烹饪协会副

会长李建国告诉记者，“外地人

来得越来越多，酒店就必须重新

考量自己的经营模式了，难道让

四川人来山东吃川菜、湖南人来

吃湘菜？有眼光的酒店都在琢磨

怎么打造特色，拿不出真东西，

谁会喜欢？”

济南市饭店业协会秘书长赵

军也表示，现在无论是品牌酒店

还是大众化餐饮，都在细化服务
规范，“例如，菜品的设计更加

多元化，按客人需求调整口味。

在正常经营的同时，一些酒店甚

至主动调整人员做会展团餐供

应。”

外。”但这显然与期望还有差距，根

据会展业发展规划，到2015年，济

南市力争挤进全国展会城市前10

名。

何元清认为，这个目标并不算

高，“凭山东经济的发展水平，进前

10并非不切实际。”不过，期望与

现实之间总有一段路要走。

“别看只是两三个名次，实施

起来并不容易。”张欣说，由于各城

市间竞争激烈，济南想前进哪怕一

个名次都非常难，“所以现在压力

很大。”

对展览进行微观操作，更重要的

是有一个宏观的头脑，对济南当

地如何发展会展业有一个长远的

战略目标和规划计划，并统筹考

虑会展业需要的设施，其他一切

工作都要在这个框架下开展，

“不能今天想办个科技展，明天又

想办个医药展，这样太零散。”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

国外著名展会城市，都设有会议

会展机构，专门负责对城市会展

的统筹，国内一些一类展会城市

也设有服务于会展业的博览局，

工作人员具有会展业的专业知

识，统一服务于整座城市的会展

活动。而目前在济南，不仅缺乏

会展人才，整体协调也存在问题，

“举行与农业有关的展览就找农业

局，与旅游有关的找旅游局，而

有些单位根本就没有办会展的经

验。”

本期策划 常新喜

稿件采写（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邢振宇

稿件统筹 吕华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