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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博会，中外合作共赢的绿色走廊

西博会，中外合作共赢的
绿色走廊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简称 “西博会”，是由中国西部地区政府与民间共

办、共享、共赢的国家级国际性盛会，是国家在西部地区重要的贸易合作平

台、投资促进平台和对外交往平台，是实现 “西部合作”“东中西合作”“中外

合作”的重要载体，也是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合作特别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战略的重要窗口。从２０００年开始至今，西博会已经在成都连续举办了１５届，

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换代，增进了中西部地区的交融与

共同发展，也极大地带动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提升了四川省会成都这

个西部大都会的文化品位，有助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同时也推

进了包括成都在内的四川省各地市及西部省份同周边国家及国际上其他区域的

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扩大与提升。

由此看来，良好的组织理念、运行和传媒及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是办好

西博会及可持续发展的几大关键要素。它需要政府、传媒、社会及市民等各要

素的良性互动与合力支撑：政府职能部门发挥着引导性的核心作用；传媒与相

关社会力量参与，有力促进西博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扩大和提升西博会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力及国际知名度；市民的积极参与，不仅是会展

经济的目标追求，更是发展传播学的核心价值所在———发展中国家公民的主体

意识和个人价值及其幸福的实现，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和政治民主进程中，不

可或缺的元素。于是，除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对西博会办会研究外，地处西博

会举办地的国家高等院校及智库机构应义不容辞地担起一份责任，对西博会的

发展与未来展开研究并提出战略性和决策性意见。

长期以来，职能部门也好，媒体也好，大都注重西博会的筹办及运行的操

作层面，然而办会与传播的理念才是关键，它包含政治理念、经济理念、文化

理念、社会理念、国际理念、传播理念等的综合性运筹，走发展传播、融合式

传播和国际传播之路，是西博会现代传播的必由之路。目前来看，学界和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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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部大开发的研究非常重视，２０１１年在四川大学召开的第七届西部开发研

究联合体学术年会，对西部开发十年实践与探索以及区域发展模式，做了系统

深入的研究。不过，以西博会为专题，尤其是组织和传媒在西博会乃至西部区

域发展中的作用与传播效果的研究仍存在缺失。可喜的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

闻学院与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曾于２０１０年末专门举办了自西博会办会

以来国内的首届学术研讨会——— “现代传媒与西博会暨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

四川省博览局、成都市博览局以及在蓉的一些高校和相关研究单位、不同介质

媒体同仁共聚一堂，探讨了从西博会的组织发展历程与变迁，到作为重大媒介

的新闻传播 （报纸、电视和网络及新兴媒体在西博会中的作用与影响），再到

关注西博会与文化创意产业及旅游休闲和城市名片的打造，同时还注意到西部

地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健康发展，对增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中华文化共同体构建及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具有积极的作用。

那么，目前对西博会的专题研究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以 “西博会”为关

键词或主题词在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中对最近十余年的资料进行查询，

结果显示，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文章，多数集中在省内杂志上，鲜

见发表于国内重要刊物上。文章主题大都集中在：一是综合类，关注西博会经

济与社会等多重效益以及贸易洽谈与投资项目成果，如李后强和邓子强的 《论
“西博会效应”》、唐福春的 《西部提速———西博会八大效应》、樊奔的 《未来

中国 “达沃斯”———西博会：凝聚外交、思想、金融和文化》；二是反映社会

力量及媒介参与方面，如成都市志愿者协会课题组的 《第九届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会大学生志愿服务案例分析》、李宗莲的 《地方电视台实现会展新闻有效传

播的路径———以西博会电视新闻报道为例》，以及宋晓波的 《成都西博会交通

出行管理应用研究》；三是对西博会的回顾与展望类，如廖晓伟的 《西博会，

十年蝶变》、李斌的 《十年西博会背后的故事》、张乐颖的 《魅力西部，为你喝

彩———第十二届西部国际博览会侧记》、雷怡安和廉钢的 《西部与世界 “共

舞”———第十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掠影》、张微微和廉钢的 《魅力西部 再

谱新篇———记第十四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李后强的 《西博会礼赞———纪

念西博会创办十五年》；四是有关西博会战略管理方面，如吴丰的 《“西博会”：

挑战与创新》、陈熙琳和马君豪的 《西博会：西部之眼》。另外，一部大型的志

书类图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承担编纂的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志》即将出版。

在我国的西部研究及会展研究中，专门针对西博会的全面、深入的研究还

是相对滞后，特别是对西博会组织与传播方面更是缺少系统性、综合性与关联

性的深入研究，而政府职能部门的规划与纲要以及成果汇编从一定程度上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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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和思考，如果缺少社会及研究部门的多维度观察与建言，将

不利于未来西博会的整体推进和长远发展。

所以，无论是国家西部发展战略，还是中外合作的国际格局尤其是亚洲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时势都要求学界与业界聚焦这一新兴领域，关注西博会展的

组织运行与影响力，尤其是关注传媒在西博会中的价值与作用，从而实现传媒

与西博会的一种共生共荣、互动式的健康发展，提升西博会在本土及全球中的

影响力，建构起更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造福亚洲人民，甚至世界人民。

为此，课题组认为有必要对首届 “现代传媒与西博会暨国际传播学术研讨

会”成果加以整理，再结合四川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专题成果，进而较

为全面、系统地探讨全球化时代，以及在当今国际合作与发展格局下，西博会

的组织与发展理念，为文化创意产业及其西部文化的品牌塑造，尤其是新媒体

与城市文化建构及其国际传播力与竞争力的打造创造条件。这样一来，势必在

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对西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成都及四川各地区、西部各都

会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形象建构，西部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生存与发

展，西部走向世界，实现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战略目标，提供积极、有力的

政策资源和智力资源，增进包括成都在内的四川各地区在中国及周边国家乃至

全球的影响力与城市文化竞争力。

本课题构思的理念及所持的学术视野，涉及以下学科理论和研究维度：新

闻传播学中的组织传播、发展传播和国际传播理论；社会学中的社会动员、互

动理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中的 “场域”理论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理论；国际

关系领域中的行为体理论、公共外交理论和跨文化交流理论；管理学中的战略

管理与博弈理论；经济学中的区位经济理论；文化产业研究中的文化创意与策

划理论、产业链的系统理论；公共关系学中的利益向度与沟通向度理论、公关

叙事理论；品牌学中的品牌战略与品牌管理及品牌形象理论；信息学中的互联

网思维与 “互联网＋战略行动”理论等。

本书的构思及结构方式，是以史论结合与问题意识的探讨为经纬，着力从

以下六个层面来建构框架性论述：一、从宏观上整体把握西博会的变迁和历程

及其重要作用与价值，以及西博会发展传播的策略性研究，把西博会置于国家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和国际区域合作的经贸合作平台与外交合作平台的框

架中，同时又以发展传播及社会动员理论来思考政府、传媒与公众间的互动可

能性，并提出西博会发展传播的五大策略；二、在中观层面，基于战略管理理

论，从横向上参照２０１０上海世博会和２０１５米兰世博会、西湖文化博览会的成

功经验，借鉴其运行与传播机制，完善西博会运行与推广体系，同时探讨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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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品牌塑造，特别是在微观层面全面观照西部区域博览会电视宣传片创作与

传播；三、研究传媒与西博会的关系，探讨其与西博会的成长发展与互动的要

素和态势，展望今后国际传播的前景，通过研究促进西博会的建构主体与参与

主体在理论政策和实践操作层面上的健康有序与有机和谐的共荣共享；四、从

西博会与文化产业之功能性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横向关系入手，指出它们对

提升成都和四川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和对地方或城市形象的塑造，

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积极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引入 “互联网＋”模式，探

究新型会展平台的倍增可能性；五、从区位理论和国际合作新常态，以及西部

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共同发展目标出发，考察和探讨西部区域内四大博览会的竞

争与整合态势；六、展望未来，着眼西博会与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战略及其

国际传播与影响力的研究。这样就使西博会组织及其发展传播研究实实在在成

为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西博会多重功能性的研究。

本书旨在实现以下几方面的战略意图：一、西博会不仅追求物质、经济上

的最大化，而且注重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共生与和谐的有机结合；二、西博

会不仅是政府组织的行为，还调动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力量，更贴近市民们的日

常生活，更满足其幸福指数的期望值，成为发展传播的一个中国样板；三、作

为会展产业的西博会，如何打造成为成都文化形象的一张名片，并且成为文化

创意产业的一大标杆，探寻场馆服务功能如何从单一型发展到多功能型，并且

将生态环保的理念贯彻到系列功能的开发与利用当中，做强做大会展经济与会

展文化；四、全媒体时代的大众传媒如何在媒介融合与产业发展中，为西博会

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它如何与演艺、旅游、教育、科技等互

动，共同培育会展文化，充实西博文化的精神内涵，促进成都及西部区域都市

文化的繁荣与大发展；五、居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西部区域博览会应增强创

新性思维，秉承 “互联网＋行动战略”模式，在竞争与互动中，实现流通聚集

和跨界融合上的创新与突破；六、未来预案规划，西博会必将成为 “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战略的资源性平台及国际传播与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本书着力于西博会的组织发展、传媒与西博会关系互动之研究。特别指出

组织者 （政府职能部门———四川省、市博览局）及媒体应注意组织传播与发展

传播这两个关键点，以及如何注意从物质资本到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构建与

转换策略。于是，这就在两个层面上形成了合力———从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上

与个体作为市民一员及社会力量参与到西博会，既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自身现

代化进程中发展传播的要义———个人通过参与传播实践获得作为社会公民应具

备的权利，又使个体成为自身发展的主宰，而非技术进步的客体，进而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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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提升西博会政治领域的社会资本。

另一重点是思考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和表现力。本书以专题或个案的形式，

分别关注不同媒介介质，尤其是地方电视台 （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地

方报纸 （《华西都市报》）和地方新闻网站 （四川新闻网、大成网），针对其西

博会传播策略与效果做文章，以比较的视角考察重大国际事件的媒介作用力，

分享其成功经验并提出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案。

最后指出，一方面西博会呈现出带动文化产业链的功能，同时还展现出促

进城市文化大发展的种种可能；另一方面，西博会对促进我国多民族间的融合

与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对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对西部地区物质

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还需特别说明，本书的撰写工作时间与阶段性成果主要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１年，主要考察和探讨自西博会诞生至第十二届

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性；第二阶段为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４年，着重关注第十三届至第

十五届西博会的盛况与变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写作的时间节点及阶段性成

果，与每届西博会的召开并不完全同步，出于尊重西博会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及

环境的同一性，书中保持了这两个时间节点的写作视角及特征原貌。

法国学者马特拉说过： “国际传播的历史和它的表象是历史的组合图案，

交织着战争、进步和文化，以及它们之间连续不断和相互交错的轨迹。”可见，

国际传播从来就与战争、进步和文化密不可分。事实表明，西博会已从过去单

一的经贸洽谈与投资和东西部区域整合，过渡到知识创新、文化交流和跨越国

际的泛亚合作及国际区域合作的外交平台与经贸合作平台。在此，我们有理由

相信，已走过１５载的西博会，未来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窗口并将继续展

示国家实力。因为国家实力既包括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和国防力量等硬实力，

也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国民素质、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形象等软实力。而软实

力在国家力量中的比重也会不断增长。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与软实力的增长不成

比例，前者的增长速度较之后者更快，因此，四川大学作为西部有代表性的高

校，应责无旁贷地去研究西博会与传媒共生共长所走过的历程和它未来的发展

途径。

西博会课题研究组负责人　侯洪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７日

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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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发展与传播篇

１西博会的变迁与发展途径及其组织
与传播初探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

伴随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２１世纪的头个十年，中国西

部 （成都）国际博览会，经过不断地开拓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

煌成就，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当今中外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

可或缺的作用。本文以现代组织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传播学及发展

传播理论为指导，运用史论结合和比较的眼光，结合社会学中的 “场

域”理论及媒介生态环境理论，遵循实证调查研究和定性分析研究方

法，考察总结长达十二届的中国西部 （成都）国际博览会的发展与变

迁，追问其变化发展趋势及其在组织与传播中的成功经验与缺失表

现，从而提升其战略管理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抚今追昔，创始于２０００年的中国西部 （成都）国际博览会 （以下简称
“西博会”），是由中国西部各地区共办、共享、共赢的国家级国际性盛会，是

国家在西部地区搭建的重要外交平台、贸易合作平台和投资促进平台，是实现
“西部合作”“东中西合作”“中外合作”的重要载体，也是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合作的重要窗口。西博会每年一届在四川成都举办 （２０１４年后改为两年举办

一次）。纵观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１年这十二载的快速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西博会

对我国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进步和进一步推进中西部地区改革开

放起到了很好的牵引和驱动作用；同时，其不断壮大的国际声誉及对外辐射作

用，也带动了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文化

交流与合作注入了活力。因此，针对西部区域会展产业之首的西博会进行考察

和研究，理应成为当下社会科学领域责无旁贷的任务。

要做好这一研究，首先要确立研究思路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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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首先要问，取得巨大成就的西博会是怎样创立的？其成功举办并日益
发展壮大由哪些要素促成？未来又应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好的切
入点和有针对性的研究手段是十分必要的。倘若将西博会看作一列奔驰的动
车，那么，其中的驾驶员和列车引擎就是首要的，当然还包括不可或缺的空间
和时间条件。这是一项综合性学科的调研，在这里，我们运用现代组织理论和
传播学理论框架，并凭借社会学的 “场域”和环境生态学的眼光，来考察作为
文化创意产业的西博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

现代组织理论是对组织的宏观上的研究，因为它将整个组织看作一个分析
单位。组织理论涉及组织和部门中的人员总和以及组织分析层的结构和行为差
别。可以说，组织理论是组织的社会学，组织行为是组织的心理学。

２０００年５月，首届西博会伴着西部大开发高亢的壮歌成功举办。自此后，

西部儿女每年都会以西博会为舞台，向全国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到２０１１年
这十二年间，西博会见证了西部地区由平淡到辉煌的华丽变迁。从西部大开发
号角的吹响，到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深化推进，我们得以见证西博会在国
家西部发展战略方针指引下茁壮成长的辉煌历程。

一、西博会的兴起与变迁：服务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催生西博会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是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以下简称
全国对外友协）、全国工商联、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七部委及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１２个省 （区、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主办的，具体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国家级博览
会。

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同志提出 “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即 “沿海地区要加
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发展到一定的时
期，沿海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改革开放后的２０年，中国基本实现了第一个 “大局”。１９９９年，中央提
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次年１月，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国家从增加对西部
地区资金投入的政策，到西部地区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从西部地区扩大对内
对外开放的政策，到西部地区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的政策，给西部地区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对四川而言，准确定位自身具有特殊意义。四川是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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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北、沟通中亚、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经济规模居西部地区第

一位，四川省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在内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占西部１２个省 （区、

市）总和的四分之一。四川是科技大省，是全国最重要的能源供给和保障基

地，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生态屏障。

这一切都决定了四川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做出更大的

贡献。从提出实施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战略，到确立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

战略定位，四川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自身的再审视和再定位各不相同，但是始终

有一种共识———西部大开发是西部地区前所未有的结束封闭、走向开放合作的

发展机遇。

正是在这样的共识下，催生了第一届西博会。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西博会集 “商品展销、经贸交流、招商引资、理论研

讨”于一体，秉承西部地区共办共赢的宗旨，成为了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开展国际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展示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底蕴、改

革开放成果和美好发展前景的重要窗口。

（二）西部大开发第一阶段，西博会凸显多种效应

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按５０年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奠定基础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加速发展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全面推进现代化阶段 （２０３１—

２０５０）。① 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０年的阶段重点是调整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

境、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培育特色产业增长点，使西

部地区投资环境初步改善，生态和环境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运行步入良性

循环，增长速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此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

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

业；特别是要做好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的扶贫工

作，从根本上改善这些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要集中有限力量，精心规划、

组织建设一些关系西部发展全局的标志性工程，力争用５到１０年时间，使西

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确保西部大开发有一个良好

的开局。

发轫于西部大开发、服务于西部大开发、发展于西部大开发的西博会，在

服务西部的过程中日益凸现出其强大的效应，并逐步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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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新引擎、区域合作的加速器、对外开放的新杠杆。①

１．乘数效应

西博会的展出面积由第一届的２．４万平方米扩大到第十届的１５万平方米；

１０年来，中国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４倍多，年均增速超过１１％，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个百分点；据测算，当地会展产业带动系数高达５～１０。

西博会的举办将直接带动交通、旅游、通信、餐饮、住宿等产业快速发展，再

带动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业，其乘数效应将会影响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的整体增

长。

２．辐射效应

作为西部地区的会展中心，西博会已逐步带动和推进西部地区的整体全面
发展。第一届西博会由四川省政府和中国贸促会联合主办，第六届升级为 “国

家级”，第九届西博会签约金额跃升为３００４亿元。与此同时，贸易成交额也由

第一届的５０余亿元扩大到第九届的５７６亿元，“西部制造”通过西博会成功进

入了大批跨国集团的采购链。

３．虹吸效应

借西部大开发机遇，中国西部成为世界投资的新热点，使世界范围的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集聚中国西部地区。仅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６年，东部到

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就新增１０多万家，投资额超过７０００亿元，是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４年这５年的总和；同期，西部地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达１００亿美

元。至２００９年，就已有１４５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入驻四川。

４．品牌效应

西博会参展国家和地区从第一届的２０多个，扩大到第十二届的５２个；参

展商家从第一届的１０００多家企业，扩大到第十二届的４０００多家。来宾的分量

也越来越重，第十届西博会有来自泛亚地区 （从东北亚、东南亚至澳大利亚）

７个国家的总理、中央１５个部委和中国３１个省 （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领导；第十二届西博会上有法国时任参议院副议长、前总理让－皮埃尔·

拉法兰，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副总统阿利克，柬埔寨国

务大臣兼商业部长占蒲拉西，马来西亚贸工部部长穆斯塔法，冰岛财政部部长

西格富松，日本前总务省副大臣内藤正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

米，联合国项目服务厅总干事麦守信，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副秘书长理

查德·鲍彻等多位重量级境外嘉宾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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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后强、邓子强：《西博会凸显 “六大效应”》，《华西都市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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