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德会展中心城市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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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随着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上海的会展业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上
海的目标是要打造世界著名会展中心城市�深入而全面地分析城市会展业的发展状况�有
助于上海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本文运用专家咨询和ＡＨＰ方法形成一套会展业发展影响
因素的指标体系�包括会展核心体系、会展支撑系统以及城市宏观环境。本文以德国的两
个著名会展中心城市慕尼黑、法兰克福作为比较对象�重点分析上海与国际著名会展城市
在会展业现状、配套设施以及城市环境等方面的差距及其原因�最后结合上海自身特点总
结两个城市对上海的启迪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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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德国是世界第一会展强国�每年举办约150个大型国际展。世界上有三分之二最重要的展览
会在德国举办�世界十大展览公司中德国就占据五个。目前�德国已形成柏林、法兰克福、杜塞尔多
夫、汉诺威、莱比锡、慕尼黑、科隆、纽伦堡等一系列重要的会展中心城市。自1948年起�法兰克福
便一直是德国乃至全球展览业业绩最佳的城市之一�2007年销售额位居世界第二�带动经济增长
230亿欧元�成为提升法兰克福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砝码。慕尼黑一直是德国六大展览城市和世界
十大展览城市之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展览会的质量。

近年来�我国会展业迅猛发展�而上海会展业则以跃居全国会展城市之冠的态势吸引了人们的
目光。21世纪以来�上海会展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逐渐成为 “亚洲会展之都 ”。如今�无论是国
家级的 “上博会 ”、“华交会 ”�还是国际服装节、电影电视节、旅游节、文化艺术节等都展现了上海会
展业的实力�凸显了上海国际大都市的风貌。本文深入分析上海市会展业的发展状况�将其与慕尼
黑、法兰克福作对比并找出其中的差距�这对打造世界级展览城市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会展业的迅猛发展�国内学者对中外会展的对比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宋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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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总结了国外会展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指出了我国会展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并且提出
了我国会展业发展的对策思路；黄恺�徐一帆 （2005）、李志华 （2007）、杨群 （2007）、张燕 （2008）、李
智玲 （2009）将中国与德国的会展业进行了粗略的对比�描述性分析了德国会展业的情况、经验及
发展趋势等�并对中国会展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朱海森 （2004）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研究会
展业�以德国和香港会展业布局的经验为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会展业布局的条件和要
求；王起静 （2004）以德、法两国为例�从 “政府的角色不同�行业协会角色不同 ”方面对比中外会展
管理模式�并为我国会展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依据。但是以上研究或粗略对比两国的会展情况�或从
某一个特定角度对比两国会展业异同�分析比较笼统�缺少实际的数据分析�缺乏说服力。叶明海�
王巍巍 （2010）从展览公司和展览场馆以及展览会发展方面�对比分析了2002～2007年间法兰克
福与上海展览业发展情况�文章中运用了数据分析�与之前的定性分析相比更具有说服力�并且这
篇文章也开创了国内就两个国际城市的会展业进行具体定量对比研究的先例。本文选取上海、法
兰克福、慕尼黑三个城市的展览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各项具体指标数据�对比分析上海展览业与
国际展览城市之间的差距�有的放矢�这将对上海打造世界级会展中心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评价指标的确立
　　 （一 ）指标筛选和评价指标建立

本文采用胡平教授的课题《上海与国际会展中心城市的比较研究》中建立的指标。在此项课
题研究中�城市会展业指标体系由23位业内专家通过群决策�运用 ＡＨＰ方法选择、筛选、修改指
标�然后根据各个专家判断矩阵加权几何平均而形成。具体过程如下：确定系统的决策目标�搜集
信息；建立层级结构�系统分级；通过矩阵方法确定各层级元素相关度；计算各级元素对系统目标的
权重�以确定重要程度；根据分析计算结果�考虑相应的决策。这个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三级指标：一
级指标是会展业核心系统、会展业支持系统、会展业宏观环境系统�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又包含了众
多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 （详见表1、表2、表3）。文章重点分析会展业核心系统和会展业支持系
统�对于会展业宏观环境系统则只做简要概括。本指标体系建立过程严谨、内容全面、方法科学�为
各大城市间会展业竞争力研究与比较提供了参照标准与评价体系。鉴于此�本文根据慕尼黑、法兰
克福与上海的会展业发展情况以及数据最终的可获得性从中选取部分指标来进行分析。

（二 ）数据采集和比较结构分析
本文首先根据近年 （2006～2008年 ）相关统计数据从指标体系的三个一级指标的层面对慕尼

黑、法兰克福和上海会展业现状进行概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各项指标进行比较和分析�总结各个
城市的发展特点�找出上海会展业发展的差距并对差距产生的可能性原因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前面
的分析总结出对上海会展业发展的启迪和建议。

四、上海与慕尼黑、法兰克福会展业对比分析
　　 （一 ）会展业核心系统的比较

德国是头号会展强国�有着一流的硬件设施。下面从展览场馆、展览会和会展企业三个方面进
行比较分析上海与慕尼黑、法兰克福的会展业核心系统�如表1（见第93页 ）

1．展览场馆。 展馆是展览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展览业活动的舞台。表1显示�上海的展馆
总面积仅比慕尼黑少20％�比法兰克福少14％�可见上海展览场馆的面积正逐步接近世界级会展
中心城市的水平。在德国�有足够的展馆面积、合理的展馆结构�交通便利�通讯方便�同时辅以高
科技手段�如展台有通气、通电、通水、通宽带�从而帮助参展商取得最好的展示效果。以慕尼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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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慕尼黑、法兰克福与上海会展业核心体系指标比较
指标 解释 慕尼黑 法兰克福 上海

展览场馆 展览场馆的面积 主要场馆总面积 （万ｍ2） 44 41 35．24

展览产品

会展企业

展览面积 境外净租用面积比例 31．64 51．26 27．81
参展商数量 境外参展商比例 49．40 59．90 24．80
观众数量 境外观众比例 32．34 35 6．4

专业会展公司数量 个数 178 178 74
专业会展公司规模 人数 3121 3121 3700
会展从业人员数量 从业人员总数 （万人 ） 2 2 3

品牌展览会的数量和规模 通过ＵＦＩ认证的办展数量 19 15 17
注：部分数据为2006～2008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法兰克福官方网站、中德会展网、李志华：德国会展业给我国会展业的启迪、邓永成：试论国际会展中心的形成基
础、ＵＦＩ官方网站、上海会展行业协会官网、《中国会展经济发展报告2009》、《上海会展业发展报告2007》等。

览会为例：展厅没有柱子；整个会场可以自由分开使用；所有展区的使用价值均等；整个大厅内人们
可以找到自己要看的展台；配备优良的观众导看系统；预留充分的展品传送周转区；在场地东西两
个入口处都有地铁、高速公路联结�共113万个停车泊位；场地设有供参展商和观众体息的绿地。
德国的博览会都配备了会议中心�服务设施先进齐备。虽然上海的展览场馆面积正逐步扩大�但是
展览场馆的管理水平、运营能力及配套设施还亟需跟进。

2．展览产品。 展览业的国际化水平体现在展览会的境外净租用面积比例、境外参展商比例和
境外观众比例这三个指标上�比例越高�则国际化程度越高。上海的境外净租用面积比例分别比慕
尼黑和法兰克福少12％、46％�境外参展商比例分别比慕尼黑和法兰克福少50％、59％�境外观众
比例分别比慕尼黑和法兰克福少80％、99％�这说明上海会展业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同时也折射出
了上海城市本身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3．会展企业。 会展企业的发展情况是城市会展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从会展企业的人员、规
模和数量也可预测整个城市会展业发展的前景。表1中显示�上海的专业会展公司数量还不及慕
尼黑、法兰克福的二分之一�其中真正具备经营和竞争实力的更是寥寥无几�上海缺乏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国际大型会展企业。此外�上海乃至中国的会展企业起步较晚�普遍缺乏服务意识�经营理
念有待升级�而这些正是承办国际展会所必须具备的 “软实力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上海专业会
展公司的规模及其会展从业人员的数量却大于慕尼黑与法兰克福�上海通过ＵＦＩ认证的品牌展会
数目接近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这是均是上海会展业发展的优势。总之�上海应多向德国学习�引
入成熟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方法�加快本土会展企业的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上海在会展业核心系统方面同世界级会展中心城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场馆的
容纳能力、展会的国际化程度以及会展企业的综合实力都有待提高。造成这方面差距的原因是上
海的会展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二 ）会展业支持系统的比较
会展业支持系统包括教育培训、酒店接待、城市交通和行业管理四个方面�如表2（见第94

页 ）：
1．教育培训。 任何产业的发展必须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作支撑�严格、系统的人才培训为展览

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基础�这也是发达国家在展览业的竞争中始终占有绝对优势的重
要原因。表2中显示上海会展领域的本专科教育机构数量较多�甚至为慕尼黑和法兰克福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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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慕尼黑、法兰克福与上海会展业支持体系指标比较
指标 解释 慕尼黑 法兰克福 上海

教育培训

会展教育及研究机构的数量和
质量 本专科教育 5 5 9
会展专业培训机构的数量和质
量 从事会展职业培训的机构数量 45 45 32

酒店接待

当地酒店与客房数量 客房数 （万间 ） 4．20 6．08 5．89
当地酒店平均房价 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 （美元／

间 ） 490．9 459．8 192
当地餐饮设施数量 餐厅数量 1752 1037 32000

城市交通

城市内交通设施 年城市航空客运量 （万人次 ） 3311．0 5335．7 2494．3

城市间交通便利程度 机场客运量（年人次 ）20800000 28619427 52219412

行业管理 当地政府对展览行业的资金投入和扶持政策�展览的行业标准的制定及当地行业协会的评估、协调
和中介作用

注：部分数值为2006～2008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法兰克福官方网站、中国贸促会网站、上海统计网、《上海经济发展报告2008》、《上海会展业发展报告2007》、《上海会展业发展报告2008》等。

两倍�上海不少著名院校、研究机构都先后开展了相关的课程及研究。然而�上海从事会展职业培
训的机构数量却明显少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这说明上海的会展业教育尚处于以理论教育为主的
阶段�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体系尚不完善。全方位管理人才的相对缺乏已经普遍成为困扰上海会
展业进一步发展提升的 “瓶颈 ”�在日趋严峻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形成了 “软肋 ”。相比较而言�德
国的大专院校都设有展览专业�系统地向学员讲授展览理论知识�更有一些行业组织积极参与到会
展人才的培养中来。德国的ＡＵＭＡ等建立创造了一套系统完整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和内容。上
海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借鉴德国的会展教育模式�为会展业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

2．酒店接待。 完善的住宿及餐饮接待设施是一个城市会展业发展的有力支撑条件。表2显
示�上海的酒店客房数量和餐饮设施数量要大于慕尼黑与法兰克福�上海的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还
分别不及慕尼黑、法兰克福的二分之一�这些均是上海会展业发展的优势。然而在酒店接待这方
面�上海的硬件设施虽然具备了�但 “软实力 ”尚待提高。目前上海的酒店接待设施仅是数量充足�
价格优惠�但是服务水平与慕尼黑、法兰克福这样的顶级会展中心城市相差甚远�这与我国酒店业
发展所处的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

3．城市交通。 良好的交通运输环境是会展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之一。由表2可以看出�
上海的年航空客运量及机场客运量与慕尼黑、法兰克福的相比有较大差距�可见上海的航空运输业
欠发达。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的经济发达程度较高�二是德国的这两个
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欧洲大陆�周边国家较多�国与国之间距离较短�跨国旅行非常方便。这些
均表明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较低�这不利于上海成功承办国际大型会议展览、拓展海外会展市场。

4．行业管理。 行业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两个方面。在德国会展业的发展过程
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德国政府授权ＡＵＭＡ作为权威的协调管理机构�对德国每年举
办的国内外展会进行组织和协调。政府作为主要投资者大力支持会展场馆的建设�但是展馆一旦
建成之后便委托会展公司经营�政府只作为展馆的所有者存在。政府会展主管机构对会展业实施
行政管理�而会展协会则是以企业代表的身份�以企业为主体实行自我服务与自律�这是德国会展
行业管理的模式。而上海的政府会展管理机构还是以微观管理为主。上海已出台国内会展业的第
一个地方性法规�还应进一步完善上海的会展业地方法规�如加强会展相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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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立法和规范。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已成立�但其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影响力微弱。
从表2可以看出�上海的会展教育培训水平远远落后于德国�这一落差制约了上海会展业的大

力发展。虽然上海在酒店接待设施的数量和价格方面占据优势�但是服务质量却与一流的会展城
市相差很大。上海的国际交通便利度较差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上海开拓国外会展市场�承办国际
大型会议。近年来�上海在会展行业管理方面略有起色�但是依然差距很大。

（三 ）会展业宏观环境系统的比较
城市宏观环境会直接影响会展业的发展�良好的城市环境能为会展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纵观世界上一流的会展城市无一不拥有一流的城市环境。本文从城市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科技
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方面来比较分析三个城市的会展业宏观环境系统�如表3：
　表3 慕尼黑、法兰克福与上海城市宏观环境系统指标比较

指标 解释 慕尼黑 法兰克福 上海

政治环境
当地城市犯罪率 每万人犯罪发生件数 778 1737 253
城市三年内恐怖袭击数量 0 0 0

经济环境

城市人均ＧＤＰ水准 人均ＧＤＰ指数 0．645 0．644 0．106
城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年外贸进出口总金额 （亿美

元 ） 4042．39 4042．39 2274．89
城市拥有的金融机构及其服务 金融服务业指数 0．398 0．713 0．505
城市拥有的跨国公司数量 城市跨国公司数量 20 20 5

科技环境
城市拥有的专利数 国际认可专的专利数 1078 6088 3357
Ｒ＆Ｄ经费占ＧＤＰ比重 近年平均值 4．1 2．8 2．48

社会环境
城市人口数量 城市人口总量 133．7 66．1 1359．2
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 高等学历比例 27 25．2 18．1

自然环境

城市所在区位 社会区位指数 125 125 64
城市气候 年平均气温与理想气温偏离度

数 （逆指标 ） 11．8 10．4 2．5
城市空气质量 总悬浮粒子 （微克 ）逆指标 22 22 81
人均拥有绿地的面积 （平方
米／人 ） 人均拥有公园绿地的面积 53．73 40 40

注：部分数值为2006—2008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法兰克福官网、欧盟委员会官网、上海统计网、ＩＣＣＡ官网、上海知识产权局官网、国际知识产权官网、国家统计局
官网、国际统计年鉴、驻德国经商办事处等。

　　由表3可以看出�上海的政治环境、科技环境已经接近世界级会展中心城市的水平�然而经济
环境却还不足以为会展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加快经济发展仍是上海的重中之重。与慕尼黑、
法兰克福相比�上海的地理位置及空气质量成为了制约会展业发展的劣势。除此之外�上海还要继
续推进教育改革�加大城市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为会展业的发展注入新鲜的
人才血液。

五、研究结果对上海的启示
　　研究德国的慕尼黑、法兰克福两个会展中心城市的会展业发展�对比上海会展业存在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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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上海会展业的发展。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对上海会展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 ）扩大展馆的规模�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
上海展览场馆总面积较大�但是单个展馆的面积较小�而且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像德国这样的

展览大国�仅2007年一年�在展览馆的投入就将近4亿欧元�其中大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旧场馆的扩
建和翻修。而上海在目前供不应求的情势下�更应将对场馆投资的重点放在扩建和基础设施的改
善上�同时也要注意新建展馆的布局规划�增强各大展馆联合办展的能力�以吸引更多的大型国际
展览会入驻。同时�上海要提高展馆的经营管理水平�拓展场馆的功能�提高整体服务质量。

（二 ）设立统一的展览管理机构�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目前上海的展览活动大多由政府或半官方机构主导�从而出现了各部门多头管理�市场秩序混

乱�会展市场化程度低。在这方面�上海应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政府应由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管理�
建立统一权威性的展览管理机构�制定会展市场的准入机制和主办主体的资质条件�规范会展业的
发展。此外�上海会展行业协会除了应着力于通过制定行业规范、监督会展市场、加强信息交流、培
养会展专业人才等措施来维护上海会展市场的公正和透明外�还应加强信息调研和信息传播�增加
举办展会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定期对展会进行评估�发布具有较高诚信度的展会品牌。

（三 ）努力提高会展业发展的 “软实力 ”
通过文中的比较分析发现�上海会展业的硬件设施基本完善�但是 “软实力 ”与世界级会展中

心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会展服务水平的提升是增强 “软实力 ”一个重要方面�上海会展业需
要设立相关的服务商、法律咨询机构、专业观众检录系统�做好相关设施的配套工作�使得参会人员
能够享受到方便快捷的会展服务。此外�加强对会展人才的培训是也是提升 “软实力 ”的关键。上
海可以选择性地借鉴德国的会展教育模式：办学院校少而精悍�培养定位明确�产学研密切结合�并
且要加大实习分量、优化实习效果、促进产学结合。

（四 ）制定品牌化战略�鼓励会展企业走出去
目前�上海十分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会议服务和展览公司�一些操作较规范、规模较大

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也不高。上海的会展企业要树立牢固的品牌观念�认识到只有走品牌化的发展
道路才是中国会展业快速发展的唯一途径。只有树立了这样的品牌观�才会从场馆的设计、主题的
立项、展会的规划、展览的组织与管理等方面来实施会展业品牌化发展。另一方面会展企业应积极
加入国际性的会展组织�通过这些途径实现会展服务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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