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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钻石模型的成渝会展业合作发展探析


赵　驹，梁　正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会展业是衡量一个城市国际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成渝经济区的构建与发
展，为成渝会展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本文以双钻石理论模型为基础，从生产要素、需求市场、相关支

持性产业、会展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及政策机遇等方面分析了成渝会展业合作发展潜力，并与西安、武汉和上

海会展业进行比较分析，阐释了成渝会展业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从会展人才、展会类型、产业联动及

市场主体等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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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我国会展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加强各

会展城市间的交流和互动，促进区域会展合作，积

极面对行业内的有序竞争，是会展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必然趋势和迫切需求。２０１１年国务院正式批复
《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标志着成渝经济区区域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成渝经济深化合作奠定了良

好基础，也必将促进成渝两地会展业迈向新的台

阶。由此，本文结合双钻石理论模型，深入分析成

渝会展业竞争力状况，探索成渝会展业合作发展

道路。

近年来，随着我国会展业加速发展和竞争加

剧，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区域会展业合作发展的重要

性，并尝试探究会展业合作发展的渠道与模式。邱

治国（２００６）认为随着我国加入 ＷＴＯ过渡期结束和

ＣＥＰＡ的全面实施，我国会展业面临着显著的机遇
与挑战；并在初步总结我国会展业发展历程的基础

上，着重从合作形式与合作对象两方面指出了我国

会展业合作发展模式。刘松萍（２００８）以 ＣＥＰＡ的
签订与实施为背景，阐释粤港澳会展业联动发展的

动因，并构建了广东产业与港澳经营服务结合发展

和粤港澳会展联盟发展两种合作发展模式。刘建

寿和刘宛洁（２０１０）则从粤港澳会展业发展的现状
分析出发，重点分析澳门发展会展业的必要性及存

在的问题，并采用ＳＷＯＴ分析方法对澳门会展发展
概况进行分析，从政策支持、人才培养及错位发展

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粤港澳会展一体化的相关政策

建议。肖轶楠等（２０１２）将分析对象扩展至珠三角
地区，在探索并确定珠三角城市会展业吸引力影响

因素的基础上，以城市吸引力理论和模型构建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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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为核心、深圳和珠海为次核心的珠三角会展业的

区域合作机制。

除珠三角地区外，研究者们也对长三角地区会

展业合作发展问题给予关注。葛月凤（２００９）总结
了长三角地区会展业存在的各自为展、缺乏合作、

无序竞争等现象，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会展业与其

它地区会展业的发展差距，认为长三角会展业亟须

联动发展和有序竞争，并从管理机构、运作机制、发

展规划、人才培养及发展机遇等方面提出了区域联

动发展渠道。胡施展（２０１１）以上海世博会成功举
办为背景，结合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展馆现状，从

合作机制、合作观念、合作方式等三方面探讨各成

员城市会展业的合作发展模式。

蔡礼彬和李颖（２０１２）结合山东半岛城市群会
展业合作发展的基础及发展现状，采用博弈论方法

分析其会展业合作发展的典型问题，认为山东半岛

城市群应借鉴长三角与珠三角的会展合作模式，各

城市根据产业优势和会展实力，实行双核心合作发

展模式，并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定位，实现差异化发

展和会展资源优化配置。

随着成渝两地会展经济的持续发展，研究者们

开始探究两地会展业合作发展问题。高宁（２００８）
认为竞争是成渝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合作是成渝

经济共同发展的最佳选择；根据竞争与合作特征和

双核空间结构理论，两地应建立并探索成渝“哑铃

共同体”发展模式，“哑铃共同体”发展模式的关键

在于加强各方的协调与合作，错位发展。谭晓兰和

毛艳华（２００８）首先通过对微观经济学中的埃奇沃
斯盒状图进行改造，阐述了会展资源丰缺程度不同

的两城市通过合作可以使双方的会展收益都得到

提高；然后结合成都和重庆两地的相关数据，运用

灰色关联理论、最小二乘估计法等方法建立起计量

经济学模型，论证了成渝双方会展合作具有经济溢

出效应，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最后，在此基础上，

提出成渝两城市应走“会展资源互补型”的合作发

展模式。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会展

业的合作发展问题，对成渝会展业联动发展关注相

对较少。同时，在上述针对沿海发达地区会展业合

作发展的研究中，具体分析了地区会展业的优势与

不足，这对成渝会展业合作的研究有所启示。此

外，上述研究多集中于现状分析，结合理论展开研

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从钻石理论角度分析成

渝两地会展业合作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双钻石模型理论内涵

双钻石模型由单一的钻石模型演变而来。１９９０
年，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

波特（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ｒｔｅｒ）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
出钻石模型，用于分析一个国家如何形成整体优

势，进而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运用钻石模型

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从以下

四个基本要素展开讨论：一是生产要素，指一个国

家在特定产业竞争中有关生产方面的表现；二是需

求条件，即本国市场对该项产业所提供产品或服务

的需求情况；三是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即这些产

业的相关产业和上游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四

是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指企业在一个国

家的基础、组织和管理形态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对手

的表现。四个基本要素两两之间相互作用并构成

菱形结构，类似钻石形状。此外，在国家环境与企

业竞争力关系上，还有“机会”和“政府”两个辅助要

素。机会是无法控制的，政府政策的影响则不可忽

视。波特钻石理论的思想是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

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它强调不仅一国的所

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而且要形成国家整体

的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四

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

随后，鲁格曼和克鲁兹（１９９３）在分析加拿大
的国家竞争优势时，发现加拿大本国的钻石模型

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情况，日益

紧密的加拿大—美国贸易决定了北美钻石模型更

适合解释加拿大的竞争力情况。于是两人提出双

钻石模型，将加拿大钻石模型和美国钻石模型联

系在一起。

鲁格曼和克鲁兹的双钻石模型从加美国际合

作和优势互补的角度来考察跨国经营，这对于探讨

成渝会展业合作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效应具有极

强的启示意义。近年来成渝两地现代服务业快速

发展，各自的会展业竞争力也得到提升。成渝经济

区的建立，将有助于成渝两地会展业的人才、物资、

信息互动整合，行业竞争力得到提升。参照北美双

钻石模型，可构建成渝会展业的双钻石模型（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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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成渝会展业双钻石模型

　　此外，本文根据地域以及办展规模选取三个城
市与成渝进行对比，分别是西安、武汉和上海。西

安与成渝同属西部地区，具有相似的区位地理条件

及文化底蕴；武汉是中部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其会展业的发展对成渝会展具有借鉴意义；上海会

展业作为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领头羊，各方面对成

渝会展都起着示范作用。与这三个城市的会展业

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探索提升成渝会展业竞争力

的方法和途径。

三、成渝会展业合作的竞争力要素分析

１．生产要素
人力资源方面，成渝两地会展业的快速发展，

吸引了大量其他行业的从业者转入会展市场，会展

行业人力资源规模增大。随着两地会展专业人才

培养的起步与发展，会展辅助型人才和支持性人才

不断充实，会展从业人员质量逐步提升。

场馆设施方面，目前成都建成的展馆总面积

２３．７１万平方米，主要展馆有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成都国际会展中心、天府博览中心等；重庆

自悦来展览中心建成之后，主城现有场馆总面积达

５８．７万平方米，另外还包括重庆国际会展中心、重
庆展览中心、重庆环新会展中心等展馆。西安、武

汉的现有场馆面积分别为１７．６、１９．６４万平方米，场
馆支撑能力相对较弱；上海为５２．９３万平方米，在场
馆建设方面仍属于佼佼者。

知识资源方面，目前成都有７所院校开设了会
展专业，其中本科１所，专科６所，分别是四川大

学、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等；重庆则有１１所开设
了会展专业，其中本科３所，专科８所，分别是重庆
文理学院、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等。从开展会展教育院校的数量来比较，成渝两地

的会展教育资源比西安（５所）要丰富，但比起武汉
（１３所）还有差距，比起上海（２３所）差距则更加
明显。

展会品牌方面，成都的西博会、糖酒会、药交会

等大型展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重庆的高交会、渝

洽会、摩托车博览会等会展项目的影响力也在不断

增强。西安欧亚经济论坛、西洽会、制博会，武汉的

机博会、电博会、食博会等都是当地政府重点打造

的展会，在国内的知名度在也不断提升；上海华交

会、家具展、服装展等多个大型展会在中国会展行

业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

２．需求市场
会展集商品展示、交易、信息咨询、投资融资、

商务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在经济合作、技术交流、信

息沟通等诸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日益显著。近年来，

成渝两地会展业发展迅速。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成渝两
地展览数量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１１．７９％和
２０．８％，直接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２６．２２％
和５６．７％，市场需求旺盛。

在２０１２年 ８月首次公布的“中国会展指数”
中，成都位居首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的建成，也将促使重庆会展业迎来爆

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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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成渝两地会展经济指标情况

项目（单位）
成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重庆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展览活动（个） ３２０ ３８２ ３９８ ３２６ ４０９ ４７５

展览总面积（万平方米） １７０ １９０ ２３３．１３ ２２９ ２９１ ３８２．８

直接收入（亿元） ２５．５２ ３２．３９ ３９．６９ １８ ２５．３３ ４３．５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重庆市会展行业协会资料整理而得

３．支持性和相关产业
会展业的发展涉及诸多产业，其相关性和支持

性行业范围广泛，辐射效应明显。

２０１２年８月，成都会展联盟正式成立，首批会
员单位涉及会议中心、宾馆酒店、餐饮等２０多个行
业。作为国内首个跨区域联合、全产业链覆盖的会

展业服务机构，成都会展联盟涵盖会展业管理部

门、专业服务机构、场馆酒店、旅游服务、会展教育

及研究机构等主体，会展产业链整合初见成效。重

庆重视引导现有会展企业集团化、联盟化发展，发

挥产业联动效应，但目前尚未形成相关会展联盟。

作为会展业的相关行业，宾馆酒店、餐饮服务

等行业对成渝会展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以宾馆酒店行业为例，２０１１年重庆共有星级饭店
２６３家，其中三星级及以上饭店 １９８家，占比
７５．３％。此外，具有一定规模和品牌的经济型饭店
达８０家。２０１１年，成都设有星级饭店１２５家，其中
三星级及以上饭店９９家，占比７９．２％。

表２　２０１１年五个城市星级饭店数量统计

城市 星级总数 五星级 四星级 三星级 二星级 一星级

上海 ３０３ ５１ ６３ １２０ ６７ ２

重庆 ２６３ １９ ５６ １２３ ６４ １

武汉 １５３ １９ ３７ ６８ ２８ １

成都 １２５ １３ ２７ ５９ ２４ ２

西安 １２０ ８ ２４ ７５ １３ ０

　注：数据来源于各城市旅游局或旅游行业协会

除宾馆酒店、餐饮服务等基础性行业外，成渝

两地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会展、文化及旅游等行业融

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截止２０１１年末，重庆共
有各类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１０９个，其中３Ａ级及以
上景区达８１个，占比７４．３２％，自然旅游资源丰富。

作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成都人文、自然旅

游资源富集，Ａ级景区达５６个，其中３Ａ级及以上景
区为４１个，占比７３．２１％。

４．会展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会展之都”，成

都将重点发展会议、展览、节庆三大会展业态，并致

力于构建会展核心功能区和会展特色功能区，推动

会展业品牌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重庆则依托

会展经济核心区、中心区及特色区，规划于２０１５年
基本建成长江上游地区“三都”（会展之都、购物之

都、美食之都），形成“一核心三中心六特色”的会展

业空间布局。

会展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会展业发展的骨干

力量。２０１１年，成都市已有８０多家注册会展企业，
但注册资本超过５００万的仅６家，年累计办展规模
超过１０００个展位的会展公司仅２０家。同时，２０１１
年重庆年收入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会展企业也仅 ２
家。成渝两地会展企业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整体

规模偏小，市场结构有待优化。

成渝两地会展业的发展，面临着来自国内外一

线会展城市以及同区域城市的竞争。“十二五”期

间，西安、昆明、武汉等城市的国际化大型场馆的建

成并投入使用以及相关会展业政策的出台，对重大

会展项目的吸引力大大增强，给成渝两地申办项目

带来较大压力。而成渝两地趋同化的展会结构，更

突出了两地会展业合作发展的紧迫性。

５．政府政策和机遇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新兴产业，会展业受到各级

政府的重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构

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展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

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亦表示要“促进广告、会展

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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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２年成渝两地主要展览馆展会类型分布

排名
成都

展会类型 数量

重庆

展会类型 数量

１ 化工／能源／环保 １９ 工业／机械／加工 ２５

２ 建筑／装潢／五金 １８ 建筑／装潢／五金 ２３

３ 工业／机械／加工 １７ 汽车／交通工具 １３

４ 通信／通讯／电子 １２ 玩具／礼品／工艺品 ７

５ 食品／饮料／酒 ７ 通信／通讯／电子 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会展网（ｗｗｗ．ｅｘｐｏｃｈｉｎａ．ｃｏｍ）的相
关数据整理而得

此外，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尤其是成

渝经济区的启动建设，为成渝两地会展业描绘了更

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明确

提出充分发挥成渝地区商业发达和会展品牌的优

势，提升商贸会展业的发展水平，建设西部地区重

要的商贸会展中心。

同时，为实现既定的会展业发展目标，成渝两

地从地区会展业现状出发，从行政效能、扶持政策、

规范管理等多方面优化会展业发展环境，力推会展

经济跨越式发展。重庆以会展经济核心区、中心区

和特色区建设为重点，重视打造多层次、多元化会

展品牌，培育龙头会展企业，引导会展业差异化发

展。成都则以城市文化资源、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

为基础，重视会展场馆设施建设，积极培育和引进

会展品牌，注重培养市场主体，稳步推进会展业与

文化、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四、跨区域比较分析

近年来，成渝两地会展业方兴未艾，展会数量、

展览面积、会展质量、经济绩效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２０１１年，重庆展览面积达３８２．８万平方米，居全国
第４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而在２０１２年８
月首次公布的“中国会展指数”中，成都位居首位，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地持续扩大的会展市场，也

暴露出会展业发展的短板，如场馆设施、专业人才、

会展企业及会展品牌等。作为成渝经济区的“双核

心”，成渝两地在发展会展经济方面各具优势。相

比而言，重庆在场馆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走

在前列，良好的政策环境及交通运输条件进一步增

强了其对相关展会的吸引力。而成都鲜明的城市

特色和富集的旅游资源，为引导各类会展活动特别

是高水平会议、节庆等活动的进驻提供了优良的条

件。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研优势，以及创新性的会

展业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升成都会展经济加速发

展。由此，成渝两地会展业具备合作基础，通过优

势互补和强强联合将实现成渝经济区会展业的长

足发展。

与上海相比，成渝会展业在国际化、专业化和市

场化等方面都无法企及。无论是在交通运输条件、专

业人才等钻石要素方面，还是在展会质量与数量、配

套支持行业等因素方面，成渝会展业都与其差距明

显。然而，成渝两地会展业政策优势明显，对相关展

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成渝两地可以将上海作为标

杆，寻求机会跻身我国会展业第一梯队。

尽管与上海存在较大差距，成渝两地会展业较

之武汉和西安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就武汉而言，

现阶段成渝两地会展业办展数量与经济效益高出

武汉。但是随着武汉会展场馆设施、配套和支持产

业的完善与发展，附加交通运输优势和区位优势，

武汉会展业市场将逐步扩大，给成渝会展业持续发

展带来直接的竞争压力。

此外，同属西部地区的西安尽管存在场馆规划

建设滞后、专业人才匮乏、市场活动有待规范等问

题，但是该市将会展业作为其现代服务业先导产

业，积极完善相关配套设施，鼓励会展企业发展壮

大，并利用欧亚大陆桥区位优势大力打造会展品

牌，对成渝会展业市场形成一定的挤压。

表４　２０１１年五个城市会展业概况统计

项目 上海 重庆 成都 武汉 西安

展览数量／个 ６７４ ４７５ ３９８ ３５２ １５１

展览面积／万平方米 ９５３ ３８２．８ ２３３．１３ １３９．５９ １７８

展馆面积／万平方米 ５２．９３ １５．９ ２３．７１ １９．６４ １７．６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发布的《２０１１年中国展览数据统计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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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此，成渝会展业既面临内部发展需要，也
面临着外部竞争压力。发展中的成渝经济区会展

业要实现既定目标，紧随上海、广州等一线会展城

市，同时保持和拉开与周边会展城市的差距，必须

协作发展、共荣共生，整合场馆设施、人才等会展资

源，通过有序竞争和差异化发展增强成渝经济区会

展业整体实力，培育会展品牌，合力拓展会展市场，

积极引导高端展会落户成渝经济区，提升两地会展

经济水平（赵驹，２０１２）。

五、成渝会展业合作对策

１．加强人才培养，建立跨区域会展人才
交流机制

一要抓好院校会展学科建设。鼓励更多的高

等院校开设会展专业，着重培养会展策划师、展台

设计师、高级翻译人才等急缺专业人才。支持高校

聘请国内外会展实践丰富的会展从业人员，为在校

学生提供实践性教学。此外，要大力推动校企合

作，引导和促进院校与会展企业建立合作机制。

二要强化会展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可在高

校、职业学校开设在职培训班，建立和完善会展业

人才培训体系。加强与国际展览管理者协会

（ＩＡＥＭ）、国际展览联盟（ＵＦＩ）等国际会展组织或机
构的合作，开展会展高级人才培训。

三要打破行政壁垒，建立有效的跨区域会展人

才交流机制。一方面，成渝两地在办展时综合利用

会展人才，提高办展质量；另一方面，结合成都丰富

的办展经验和重庆的会展教学资源，培养一批高素

质的会展人才。

２．完善管理制度，两地错位办展
首先，成渝两地会展主管部门共同制定会展业

管理制度，对会展业的准入、主办者的资质、展会的

知识产权、展览企业的税收等问题都要有明确、详

细、具有可操作性和权威性的法规条例和相关政

策。整合成渝会展资源，对那些规模小、效益低、带

动能力不强的会展进行整合，减少会展资源的浪

费，提高会展的质量和影响力。

其次，成渝两地可共同制定跨区域会展业发展

规划，根据区域资源承载能力状况、现有会展场馆

资源分布及区（市）县会展业发展基础情况，统筹考

虑现有会展业发展格局，进行错位办展，避免恶性

竞争。进一步提升糖酒会、西博会、高交会、渝洽会

等大型品牌展览的品牌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

并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推动节庆发展，打造成都国际

桃花节、清明放水节、三峡国际旅游节、山水都市旅

游节等区域性节庆品牌。

３．完善会展产业链，组建跨区域会展
联盟

成都方面，继续优化会展服务联盟机制，促使

配套服务企业为会展主办方、参展商提供优质服

务，带动交通运输、通讯、餐饮、住宿、翻译、金融、保

险、零售等相关行业发展。

重庆方面，尽快组建会展联盟。以会展场馆为

中心，以企业自愿为前提，以会展活动业务内循环

为特征，以成员共同受益为基础，动员和组织会展

中心、专业会展公司、展位搭建公司、广告策划公

司、餐饮企业、酒店、旅游企业等相关企业，组建会

展联盟。

此外，成渝两地可尝试组建跨区域会展联盟，

整合两地会展资源，促进全产业链联合、整合、竞

合，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服务品质，依托西博会、

渝洽会等品牌，共同提升成渝国际会展功能。

４．壮大市场主体，提高主体竞争力
第一，培养壮大本地会展企业。博览局、会展

行业协会可进一步提供会展业发展的相关支持性

服务，激励中小型会展企业发挥专长，扶持和引导

会展企业通过资产重组、上市经营、参股控股等形

式，组建综合性大型会展企业集团。加快会展企业

国际质量标准体系认证步伐，提升会展企业专业

化、标准化、规范化服务水平。

第二，积极引进知名会展企业。利用优势资

源、优质会展企业和会展活动项目、场馆经营权等，

采用嫁接、合作等方式，吸引国内外知名会展公司、

策划公司、广告公司等各类专业化机构在成渝两地

设立分支机构、代理机构和合作机构，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和理念。

第三，鼓励本地会展企业“走出去”。引导和支

持实力较强的大型会展企业到国内外会展城市设

立办事处，建立招展网络和招展代理。鼓励他们到

会展发达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性会展，学习先进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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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驹，梁　正：基于双钻石模型的成渝会展业合作发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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