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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市政府常务会议
原则通过促进会展业发展的相
关文件。2 日至 3 日，洛阳日报
报业集团组织举行我市会展业
发展研讨会，中国会展经济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陈泽炎教授出席
研讨会，并作了题为《中国会展
业形势分析与会展城市发展探
讨》的专题报告。

对于洛阳会展业来说，当前
有哪些优势和不足？如何迎头
赶上，带动洛阳服务业转型升
级？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
了陈泽炎教授，请他为洛阳会展
业发展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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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目前，市供销社系统共筹备各类
农资3亿元，全力保障春耕生产，包括各类优质化
肥11万吨、农药240吨、农用地膜320吨、小型农
机具5万件。

今年，市供销社系统将采取连锁经销的模式，
在提升11个县级农资配送中心的基础上，依托农
资超市发展连锁经营，从源头上保证农资商品质
量，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市农资协会还将督促会
员单位加强行业自律，采取延长营业时间、拆整售
零、送货上门等便民措施，方便农民购买。

（白云飞 张孝奇）

3亿元农资
保春耕生产

暖阳当空照，虽然不少人还没有脱掉棉衣，但
商场内已是“春色满园”，颜色鲜艳、面料轻薄的春
装成为商场服装专柜的主角。不过，与往年不同，
今年春装上市后，价格未见上涨，部分品牌的价格
还比去年便宜了一成左右。

近日，记者在万千百货内看到，颜色亮丽的针
织衫、轻盈飘逸的真丝衬衫、时尚前卫的雪纺连衣
裙等春季服饰已经占据了商场内各大潮流品牌的
主要展示区。

“目前春装的上柜率已达到50%，3月上旬新
款春装会全部到位。”南昌路丹尼斯某女装专柜的
销售人员小陈说。而该商场其他品牌专柜，也都
将上市的春装摆在了醒目位置。

“这几年的春装上市一年比一年早。”万千百
货相关负责人表示，洛阳的春季比较短，春装的销
售旺季也相对短暂，为了拉长春装的销售期，一些
商家在1月下旬就开始陈列春装新品了。

记者比较部分春装，今年的价格基本与去年
持平，一些品牌的价格还比去年便宜了 10%左
右。有的新款服装标价虽然与去年一样，但是上
市就打八八折。

业内人士张蕾分析认为，今年的春装没有
“涨价声”主要与棉价有关，前几年棉价波动较
大，但去年棉价回落后至今一直比较稳定。除了
成本原因，电子商务对服装业的冲击以及高库存
和市场需求减少的现状，也使得供应商对新品慎
言涨价。

记者采访中发现，今年的春装颜色鲜艳，以大
红、嫩黄、草绿、靛蓝为主；质地清凉，款式也偏向
夏装。张蕾说，这种款式既时尚又实用，消费者春
天可以搭配各种开衫，初夏时也能单穿，延长了春
装的使用周期。 本报记者 戈晓芳

春装上市俏
价格很“淡定”

洛阳发展会展业正当时
问：2002 年，国家统计局在其公布的

国民经济统计代码中，第一次给予“会议展
览服务业”一个行业代码。从此，会展业在
我国国民经济913 个小行业中有了“一席
之地”。那么，我国会展业发展到现阶段，
行业的基本情况如何？

陈泽炎（以下简称“陈”）：改革开放以
后，我国实体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在此背
景下，我国会展业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
正从会展大国向会展强国迈进。这种飞
跃，集中体现在展览馆增加面积上。我们
曾统计过，2006年至2011年，世界展览馆
增加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国家共有13
个，其中我国新增面积约160万平方米，名
列世界第一。

另据有关统计数据，2011 年，全国共
举办各类展览6830场，同比增长9.2%；展
出面积为812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5%；
直接产值为3016亿元，同比增长17.7%。

问：在全国会展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洛
阳会展业又处于什么位置呢？

陈：从2011年全国会议业统计数据来
看，当年全国共承办各种大型综合会议
1590多场，洛阳仅有4场，在被统计的98
个城市中排名较为靠后。

由此可见，洛阳会展业的名气还不够
大，至今尚未形成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展会

品牌，目前仍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我得知，
洛阳会展中心近期已经建成，日前洛阳市
又出台了关于促进会展业发展的一系列优
惠政策，鼓励做大做强做优会展业。随着高
标准硬件设施的投用，洛阳市会展业发展
的空间将更大，可以说发展会展业正当时。

问：对于刚刚起步的洛阳会展业来说，
您能否给出一些具体建议？

陈：对于洛阳这类会展业刚刚起步的
城市来说，发展会展业，首先要摸清自己的
实际情况，从调研和规划入手进行洛阳会
展业布局设计；其次，就是要在政府的支持
下，积极去吸引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展会品
牌参与进来，培育本土品牌；最后，就是要
自觉运用“大会展”理念，围绕牡丹文化节
这一成熟的节会品牌作为“母本”，着力发
展“大会展”，拉长会展产业链条，从而带动
整个城市服务业的提升。

会展业拉动城市经济的比
例为1∶9

问：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种重要载体，
当前，洛阳发展会展业需要挖掘哪些潜
力？如何带动整个城市营销水平的提升？

陈：前面讲到洛阳会展业刚刚起步，但
这个问题也必须辩证看待，虽然目前名气
不是很大，但也正因为名气不大，从而意味
着潜力较大。

洛阳发展会展业的最大优势，在于悠

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但作为新兴
行业，发展会展业需要专业人才来组织实
施，也需要培养一大批会展企业形成会展
业主体群，尤其要发挥龙头会展企业的带
动作用，逐渐把会展业的发展氛围营造起
来。只有这样，才能变文化资源和产业基
础为会展经济优势，最终实现洛阳会展业
的跨越发展、后来居上。

问：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如何通过会展
来赢得更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陈：会展业又被称为城市的名片，属
于综合效益高的“绿色产业”。城市会展
业的发展，势必带动城市知名度的提高和
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市民无疑也能成为
受益者。

会展业拉动城市经济的比例为 1∶9，
“1”即会展活动组织者的直接收益，“9”即
会展为其他服务领域带来的收益。现在全
国每年要举办约5400个展览会，如果没有
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支撑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次大型的展会活动，除了直接对经济的
推动、促进以及搭建信息平台外，展会对其
他服务业，比如交通、食宿、通信等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拉动作用。

此外，会展业能给市民带来更多最新
的信息资源和产品资源。目前很多会展都
是直接对老百姓开放的，如商品展销会以
及新兴的婚庆、旅游、教育和金融展览会
等，它们都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这种类

型的展览会，融汇了各种最新的产品和信
息资源，成为群众了解市场、了解产品、了
解项目的良好渠道，因此市民能直接从中
受益。

运用“大会展”理念，把牡丹
文化节打造成综合性会展品牌

问：洛阳的牡丹文化节已经走过了30
年，是否也可以借鉴您提到的“大会展”运作
理念，实现牡丹文化节品牌效益的最大化？

陈：目前，很多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
点、城市文化禀赋，举办各类有特色的展
览会，使不少展会都办出了名气和影响
力。洛阳的牡丹文化节其实也是一种会
展业的表现形态，下一步可以按照“大会
展”的运作理念，把牡丹文化节打造成为综
合性的会展品牌。可以通过与一些休闲产
业、商贸交流、行业论坛、城市营销等结合，
推动牡丹文化节逐步向综合化、产业化、市
场化发展。

问：那么，在会展业市场化过程中，政
府应该如何发挥自身行政资源优势？

陈：当前，从主办方的分类来看，政府
主办的会展占20%至25%，协会主办的大
约占 50%，其他主办方包括国内展览公
司、外国展览公司及一些媒体等。下一步，
政府举办的展会项目也应该进行市场化转
型，可以将大量展会工作进行服务外包，
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最终政府来购买
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会展期间提
供良好的安全保卫、交通管理、城市氛围营
造等服务，把会展作为“城市营销”的重要
途径。

问：目前不少媒体都参与会展业，您认
为媒体参与会展业有哪些优势？

陈：媒体与会展在本质上具有一致
性。媒体参与会展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
渠道、宣传等独有优势。目前，媒体参与会
展业正成为一种潮流。比如，在美国排名
前十位的会展企业中，大多与媒体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无独有偶，这种情况在国
内也正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比如，《经济日
报》《长沙晚报》和湖南广电等媒体集团，都
会定期举办一些会展。尤其在二、三线城
市，媒体可以对会展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
引领作用。
本报记者 李东慧 姜春晖/文 陈占举/图

——访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泽炎

会展业：拉动服务业发展的“引擎”

人物简介 陈泽炎，商务部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中国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原
副会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
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1
年参与组织机械工业扩大服务
领域展览会，1989年开始组织首
届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与技
术交流会；先后组织100多个来
华展和出国展项目；组织中韩机
械工业合作论坛、中国土耳其经
济 合 作 研 讨 会 等 会 议 项 目 。
2000 年以来，着重研究会展经
济，曾被媒体评为年度“中国会
展业十大理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