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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一

研究节庆产业
助推城市发展

陈忆戎博士所著《节庆产业与城市发展》是我近期所见一本颇

见功力的会展经济论著。承蒙他的信任，让我作序，深感荣幸。概

括而言，本书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值得称道。

其一，在全国会展节庆活动热潮迭起之际，会展界正需要这样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层面的深入思考。

大家知道，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会展节庆活动有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2000 年我国首次提出会展经济的概念; 2001 年中国入世承诺

会展业完全开放; 2002年国家正式颁布会展业的行业代码; 2003 年包

括会展、节庆、活动在内的 “大会展”或 “MICE”产业的理念开始

引进并得到认可……所有这些都勾画出我国会展经济迅速发展的清晰

图景。当前，全国更是出现了会展节庆活动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特

别是节庆活动与会议、展览活动相比，还体现出举办地点更加广泛、

参与人数更加众多、活动形式更加多样的特点。当然，与此同时各种

问题和弊端也在不断出现。所以，此时的中国会展业界非常需要从理

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思考。而陈忆戎博士所著《节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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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发展》一书，正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真可谓是一场应运而生

的“及时雨”。

其二，本书对节庆活动、节庆产业、节庆经济所做的观点梳理

和系统阐述，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

目前，市面上关于会展方面的书籍还是以展览方面的最多，会

议方面的次之，节庆活动方面的最少。这说明关于节庆活动的研究

更需要加强，也说明与展览、会议相比，它的研究可能更有一些难

度。值得称道的是，本书能够对节庆活动、节庆产业、节庆经济等

方面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阐述，并做了必要的总

结、归纳、概括、评述，进而也提出了作者自身的研究成果。因此，

本书就具有了很强的创新意义。仅从本书所罗列的近百项参考文献

的名录看，就涉及中外、古今的许多方面，确实是博采众长，广泛

涉猎。这使得我们通过阅读本书，可以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更居

高的位置、更深入的层面、更透彻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节庆活动、

节庆产业、节庆经济。应当说，这是作者为会展经济研究所做出的

一项重要的创新和贡献。

其三，通过对宁波市实证研究所探索出的中国城市节庆产业发

展道路，可作其他城市的参考样本。

宁波市是我国沿海地区一个重要的会展城市; 会议、展览、节

庆活动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和可喜的业绩。本书是作者对于宁波市会

展节庆经济发展的实证性研究成果; 书中所总结提炼出来的宁波市

的经验——— “宁波模式”，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完全可以作为中国

其他一些会展城市在发展会展和节庆经济时的一种参考借鉴。如果

把“宁波模式”称之为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会展节庆发展道路的

一次成功探索，也是不为过的。所以，正如本书所说: “善拓本源、

集聚优势、整合节贸、协调发展”的宁波模式是中国中小型城市节

庆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节庆经济的宁波模式对于中国中小城市的节

庆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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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其四，作为多年实际工作的理性思考和学术总结，本书展现出

作者业务不断研修精进的清晰路径。

我本人与作者交往多年，深感陈忆戎博士的勤学、好学和博学。

他先后在宁波市会展活动的第一线进行实际操作，也在宁波市会展

业领导岗位上运筹谋划，现在又来到宁波市贸促会从事包括会展节

庆活动在内的国际贸易促进业务。他在工作多年的基础上坚持学习

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结合工作实际，不断提升理论素养，终于完

成了这一大作。所以，本书作为作者多年实际工作的理性思考和学

术总结，确实展现出一位中国会展人业务不断研修精进的清晰发展

路径。

其五，书中的内容既是研究的阶段成果，也留下继续深入研究

的接驳点，应当进一步的探讨挖掘。

通读本书，我深感其内容的丰富。同时也感到书中的内容既是

研究的阶段成果，也留下继续深入研究的接驳点，应当且可以在今

后继续探讨和挖掘。譬如，书中提出了一些定量计算的函数和公式，

也做了一些简要的数据测算。但是这方面仍有进一步发挥的余地。

由此进行接驳和深入，完全可以得出更加深入和精确的研究成果。

我期待着作者，以及会展理论界对此进一步探讨挖掘，不断丰富扩

大我国会展节庆理论研究成果。

衷心祝愿我国会展节庆经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持续健康发

展，逐步走在世界的前列; 衷心祝愿我国会展节庆理论研究不断深

化与提升，最终创建并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会展节庆理论体系。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11 年 7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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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探讨在节庆平台上
创造财富的成功之道

陈忆戎的《节庆产业与城市发展》，是系统研究中国节庆产业的

开山之作，既有筚路褴褛之劳，更有抛砖引玉之功。

经济活动分类意义的 “产业”，指的是 “从事同类物质生产或

相同服务的经济群体”。① 顾名思义，节庆产业也就是以文化庆典、

体育赛事、商贸展览、大型会议、休闲娱乐等节庆活动为中心的经

济群体。除了组织节庆的政府部门，节庆产业群体包括策划公司、

咨询公司、制作公司、营销公司、经纪公司、广告公司、代理公司

等中介服务企业，旁及旅游、宾馆、餐饮、交通、运输、保险、金

融、房地产、零售、外贸等现代服务行业。这一新的产业在中国城

市里兴起和发展的动力何在、条件何在、绩效何在、前景何在，都

很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节庆产业或节庆经济，乃是依托节庆而兴。依托节庆来发展经

① 方甲: 《产业结构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5
页。



序二

济，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诸多传奇故事之一，是中国中产阶级使

文化和经济联姻的重大成果之一。终生以批判和颠覆资本主义和资

产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惊叹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

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

要多、还要大”。① 中国过去三十年间的高速经济发展与资产阶级及

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政学两界争议良多。但是，中国朝野上下满

怀激情地动员、挖掘和利用一切资源来创造财富、发展经济，以及

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的超凡智慧，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动员、挖

掘和利用的对象当然包括中国文化在内。中国各地动员、挖掘和利

用文化资源来创造财富、发展经济，包括挖掘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创

造发展节庆产业的种种创举，实在是千姿百态、风光无限。

李泽厚将 “中国的智慧”归结为 “实用理性”与 “乐感文

化”，② 有一定道理。传统的中国人确实对纯粹理性和彼岸世界兴趣

不大，不重视刨根问底、逻辑严密的思辨理性和抽象的超验理性，

而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议”，全神贯注于俗世的实用和功利; 比

起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传统的中国人确实缺乏原罪忏悔意识; 传

统的中国人也没有日本人那种过分发达的“耻感文化”，不至于象日

本人那样，只要是能够瞒天过海的事，就会因为羞耻感而绝不认账。

中国人素来更注重在常识范围内和日常生活中追求平淡无奇的幸福

和快乐。这样一种“乐感文化”，当然有厚重不足之嫌。但注重天伦

之乐和轻松愉快的文化心理，在当代中国竟然被挖掘出来发展节庆

产业，先人始料莫及。有的经济学家断言，人类即将进入 “娱乐经

济时代”，“娱乐因素”将成为产品与服务的关键，经济发展将会有

越来越多的娱乐功能和娱乐因素，“娱乐导向的消费”将与长期以来

5

①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
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6 页。

李泽厚: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 年版。



“功用导向的消费”一争高低。① 若此言不虚，中国节庆产业的兴

起，便是应运而生、前途无量。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各类节庆琳琅满目、潜力很大。在中国传

统节庆中，有源于农耕生产的春节和中秋节，有源于祖宗崇拜宗教

祭祀的清明节和元宵节，有源于驱瘟辟邪的端午节和重阳节，有源

于社交娱乐的各类花节、水节、歌节、舞节，等等。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些植根于生产、生活和民俗风情的节庆，基本上是纯粹

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

人们从这些探亲访友、自娱自乐的庆典活动中看到了创造财富的商

机。于是乎，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那些情商特别发达、特别有

经济战略眼光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利用节庆活动大作经济文章，从

节庆活动中开发出使娱乐活动带来经济效益的节庆产业和节庆经济。

他们在利用传统节庆和不断创造新节庆这两个方面齐头并进，既依

托传统节庆安排商贸活动以发挥其经济功能，更创造出以经济效益

为主导功能的、五彩缤纷的新节庆。这些新节庆，在主题分工上越

来越精细、越来越有深度。有以风景名胜为主题的节庆如郑州国际

少林武术节、武当国际旅游节等; 有以地方民俗风情为主题的节庆

如西双版纳泼水节、凉山彝族火把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 有

以著名土特产为主题的节庆如景德镇国际瓷器节、青岛国际啤酒节、

长春电影节、宁波国际服装节、洛阳牡丹花会、吐鲁番葡萄节、哈

尔滨冰灯节等; 有以人文文化景观为主题的节庆如曲阜孔子文化节、

安阳殷商文化节、梅州妈祖文化节等; 当然还有直接以促进商贸活

动为主题的各类展览会、体育赛事、文艺会演、历史纪念活动等。

这些色彩斑斓的节庆，将自然景观、地方风情、休闲度假、探亲访

友、文化观赏和商贸活动等因素合冶于一炉，各得其所、蔚为大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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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每年的大型节庆活动数量已超过两万个之多，

这个地广人众的国度，在节庆方面也是热闹纷繁的泱泱大国。①

节庆活动或节庆产业牵涉的范围是如此之广，对它进行深入研

究需要多学科的视野和多学科的知识。陈忆戎这部著作，从政治经

济学、会展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等多维视角审视、研

究中国节庆产业这一新近兴起的社会现象。他不是面面俱到、泛泛

而论，而是突出重点、探赜索隐。他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宁波节庆产

业为主要实证研究对象，在宁波节庆产业范围内又选取宁波国际服

装节为主要实证研究对象，展开多方位的深入分析，力求通过对典

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来提供扎实的新知识、新见解。他通过对宁波节

庆经济的动力、模式及其前景的分析，论证宁波节庆产业的形成发

展和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为中国未来节庆业发展提

出了宁波模式，斩获良多，为深入开展对中国节庆产业的研究提供

了一份重要成果。

按照陈忆戎的研究，宁波是中国节庆产业或节庆经济最发达的

城市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节庆名城”。他的这一评判定位不是

凭空而来，而是经过严谨的论证。为确认宁波这一尊荣地位，陈忆

戎创建了“中国节庆名城”评判指标体系，包括举办全国性、国际

性节庆活动的密集程度; 由规模、时间、内容、方向和效果等要素

构成的影响力度; 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含量和知识含量等

因素来衡量的节庆业的高度和深度; 以及同时由硬环境和软环境构

成的节庆业综合能力。读者可以根据这个指标体系去品评宁波的节

庆，包括植根于本土资源而享誉全球的的宁波国际服装节、中国徐

霞客开游节、中国开渔节、中国梁祝爱情节、中国弥勒文化节、中

国港口文化节、天一阁中国藏书文化节等，别开生面的中国余姚杨

梅节、奉化桃花节、宁海生态美食节、四明山樱花·红枫浪漫观赏

7
① 周怡书、周强编: 《中国当代节庆》，北京: 新世纪出版社，2004 年。



节等，以及从外地引进承办的国际国内重量级节庆活动，诸如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

典礼、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全国群星奖决赛及颁奖典礼、全

国琵琶大赛、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颁奖庆典、国际女排精英赛

等。按照陈忆戎的说法，宁波已经成功地将节庆产业发展为支柱产

业，以宁波国际服装节等节庆为龙头，使宁波 “以节促贸，以节引

资，以节会友，以节兴市，以节扬名”。

既然节庆产业的成功发展依赖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完美结合，

宁波节庆产业短期内有如此成就，“宁波文化”功不可没。相对于世

界其它国家的文化，我们谈论 “中国文化”; 而相对于全中国的文

化，我们又看到中国内部高度发达的区域文化。我们都知道，“中国

文化”是诸多族群和诸多区域的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而由于历史

渊源、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方面的不同，中国各个区域保存并不

断产生着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有由族群和宗教为基本要素的西藏

文化、蒙古文化、穆斯林文化，有由先秦诸侯国为渊源的三秦文化、

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

以及由近现代地理区划所塑造的湘文化、闽文化、赣文化。① 当然，

这些区域文化往往互相交叉、互相渗透而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而且

内部又有更小的分支，比如越文化内部的浙东文化和浙西文化、吴

文化内部的苏南文化和苏北文化。

“宁波文化”是浙东文化的组成部分，足以为发展节庆产业提供

深厚的文化资源。以我之见，“宁波文化”最值得称道的是自古以来

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和近代以来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两者都非常

有利于节庆产业或节庆经济。

佛教精神最核心的是慈悲。按照中国近代高僧圆瑛的通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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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陈金川主编: 《地缘中国: 区域文化精神与国民地域性格》，中国
档案出版社，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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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者与人之乐，悲者拔人之苦”。中国佛教中主慈的观音菩萨和弥

勒佛，故乡正好都在宁波。中国四大菩萨道场坐落于中国佛教四大

名山，即以智慧著称的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以行德著称的四

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以拔人之苦的悲愿著称的安徽九华山地藏

王菩萨道场、以大慈大悲著称的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位于宁

波近海小岛上的普陀山相传为观音菩萨修炼成果的道场，而观音菩

萨在中国四大菩萨中最受民众欢迎。与观音菩萨一样，弥勒佛的故

乡也在宁波。“弥勒”在梵语中的本义就是 “慈”，是给人欢乐和希

望，弥勒佛在佛教文化中是欢笑佛、快乐佛和幸运佛。相传这位笑

口常开弥勒佛化身现世，转化为民间凡人布袋和尚，出家于奉化雪

窦山，并在该处圆寂。因而奉化雪窦山成为举世公认的弥勒圣地和

弥勒道场。以弥勒佛和观音菩萨为代表的主慈主乐的佛教文化，充

满乐天知命、淳化人生、和睦生财的精神，对发展节庆经济实在是

得天独厚。

“宁波文化”特别突出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同凡响的宁波工商文

明，从宁波商帮在近现代中国的辉煌成就中可见一斑。宁波商帮诞

生于明朝中晚期、崛起于晚清 “五口通商”之后、在民国时期达到

极盛。古代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内陆文化，而宁波文化却应归入海洋

文化。宁波三面环海，甬江、余姚江、奉化江这三条河流在宁波城

里交汇而出海，波涛汹涌、舟楫竞发是宁波最为突出的地理景观，

也世世代代地激发着宁波人向外开放、闯荡拼搏、并且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宁波商人，充当

创建近现代中国实业的先驱，成为支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江

浙财团”和“大上海”的主心骨。其中，有 1882 年创办中国第一家

机器制造厂的董秋根，有 1889 年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华资轮船公司

并在后来成为“五金大王”的叶澄衷，有 1905 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保

险公司并于 1921 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的严信厚和朱葆三，有

1913 年执导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和 1922 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
9



影的中国电影之鼻祖张石川，有 1915 年组建中国最大商办航业集团

并于 1920 年创办中国第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虞洽卿，等等。民国

时期名震中国的宁波大腕还有“火柴大王”刘鸿生、“制药大王”项

松茂、“国货大王”方液仙、“汗衫大王”任士刚。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以后的香港，宁波籍的商人群体中还涌现了 “船王”包玉刚、

“影业巨子”邵逸夫、“电子大王”邵炎忠、“毛纺大王”曹光彪和

“棉纱大王”陈廷骅。① 这些工商巨子的创业精神，对当今宁波的经

济发展，当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陈忆戎所总结提炼的中国节庆经济的“宁波模式”，放在改革开

放以来不断涌现的种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一大框架中来考察，也

有特别意义。最早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作出深入

研究的，是美国中国学名家傅高义，他于 1989 年就出版了名著 《广

东先行一步》一书，论述广东开办经济特区、率先打开通向市场经

济之大门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② 此后在中国大地上，又相继冒出一

系列新的模式，比如与广东的珠江模式相媲美的温州模式、苏南模

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模式等。以温州模式为典型的浙江经济发展

和以珠江模式为典型的广东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如果说广东的经

济发展模式突显出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 “两头在外”的 “外向型经

济”特色和通过持续大规模利用外资和外来技术推动本地工业化和

现代化进程的“外源型”发展模式，那么，浙江的经济发展则是更

注重依靠本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发展经济、推动工业

化和现代化进程的 “内源型”发展模式。不过，在尽力妥善处理和

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关键方面，浙江与广东又极其相似。中

国改革之主要不足在于政府角色转换远未完成、市场化进程受阻、

“体制没有理顺”，并给权力寻租带来了有利条件和机会。浙江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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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阅马卫光等: 《百年宁波帮》，西泠印社，2004 年版。
Ezra Vogel，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序二

东的经济发展更好一些，正是得益于政府角色转换方面的先进举措，

主要表现在政府尽量减少在微观管理方面的干预，而努力在宏观方

面提供优质服务，诸如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降低交易费

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指导信息等等。近年发展起来的 “义

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是一个颇为成功的范例，政府在扶持市场主

体成熟之后便功成身退，转变为 “服务型政府”①。笔者在别处提

到，市场经济中政府角色，最好是能达到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的道家境界，也就是扶植企业与商家之生长而不图拥有、

不图宰制。

陈忆戎将节庆经济的宁波模式归纳为 “善拓本源、集聚优势、

整合节贸、协调发展”四大要素，这种归纳主要着眼于发展战略。

他同时也论述了宁波模式的体制因素，也就是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的道路，特别是走出了一条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

节庆发展路子。政府在节庆活动运作中的角色不是包办，而是发挥

宏观定位、维护治安和协调公共资源的作用，在操作过程引入市场

化运作机制，培养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依托产业，服务产业，

提升产业”，从而能够保持宁波节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2011 年 7 月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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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郭牧: 《会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以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为
例》，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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