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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4 年是中国会展业实现转型升级、变中求稳的关键一年，是从量变
到质变的重要阶段。经过全国会展从业人员的努力，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下，中国会展业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结构，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我们亚太会展研究院团队、业内专家和科研教学专家等多方人员收集
资料，比对中国贸促会 2015 年 1 月发布的 《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
( 2014) 》与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2015 年 4 月发布的 《2014 年中国展览数
据统计报告》和亚太会展研究评估中心的定向省市统计数据。由于北京统
计局统计的会展数据 9 月初才出来，所以 2015 年的报告比往年推迟了 60
天左右。我们在综合大量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撰写了 《2015 中国会展
产业年度报告》，全面分析了我国会议、展览、场馆等总体发展情况，客
观反映了 2014 年我国会展业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走势，探讨了会展业在经济
新常态下的发展路径，并对中国会展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
的分析，提出了促进中国会展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本报告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商务部、全国会展工作委员会的大力帮助
和悉心指导。区域报告得到北京、上海、广州、江苏等相关省市协会领导
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郭 牧
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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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２０１４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

一、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２０１４是不平常的一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６年后，世界经济未完全
摆脱危机阴霾。发达经济体走势不一，不少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增速下滑的
挑战，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岁末年初，各主要国际组织纷纷下调对世界及
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按汇率法ＧＤＰ加权汇总，联合国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份预测，２０１４年世界经济将增长２．６％，增速比上年小幅加快０．１
个百分点，但比７月份预测值下调０．４个百分点；世界银行２０１５年１月份
预测，２０１４年世界经济将增长２．６％，增速比上年小幅加快０．１个百分点，
比６月份预测值下调０．２个百分点；共识公司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份预测，２０１４
年世界经济将增长２．６％，增速与上年持平，比１１月份预测值下调０．１个
百分点。

回顾２０１４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１．世界经济体格局发生变化
继２０１３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超发达国家之后，２０１４年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差距缩小，两者分化趋势在２０１５年进一步加
大。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和美国强、欧元区弱，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发
展保持较快增长，日本的经济复苏明显加快，这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新
特点。世界经济仍将呈现多速增长的不均衡状态。

　　２．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修复期

２０１４年，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过程中，各国深
层次、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结构调整远未到位、人口老龄化加
剧、新经济增长点尚在孕育、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都制约着经济的
发展。全球需求不足。一方面，全球进口需求增长乏力。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全
球贸易量增速连续两年低于经济增速，２０１４年贸易量增速也仅比ＧＤＰ增
速快０．８个百分点，与国际金融危机前５年贸易量快于ＧＤＰ增速１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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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差；另一方面，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各国均致力扩大出口，竞争
性货币贬值的诱惑力增大，国际竞争趋于激烈。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区域贸易自由化有取代全球贸易自由化之势。

　　３．世界各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组织的政策协调成效并不明显，特别
在维护金融稳定、恢复金融秩序与保持经济增长方面更是如此。在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首脑峰会上，各方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将

Ｇ２０整体ＧＤＰ由目前预测水平提高２％以上。但总体来说，具体实施效果
不容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倡导的改革则一
拖再拖。各国货币政策措施分化严重。美国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份完全退出量
化宽松；欧元区和日本年中以后仍在加大宽松政策力度；俄罗斯和巴西分
别加息６次和５次，累计加息幅度全年分别达１　１５０个和１２５个基点；罗
马尼亚和韩国分别降息３次和２次，累计降息分别达１００个和５０个基点。

　　４．全球需求不足导致世界贸易低速增长
据联合国最新预测，２０１４年，世界贸易量预计增长３．４％，比７月份

预测值调低１．３个百分点，虽略高于上年的３％，但大大低于国际金融危
机前约７％的平均水平。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回落。２０１４年，波罗的海
干散货运指数基本在海运平衡点 （２　０００点）以下波动回落，从１月２日的

２　１１３点降至１２月２４日的７８２点，累计下降６２．９％。

　　５．世界经济砥砺中孕育机遇

２０１４年，世界经济经历了非凡的砥砺与考验，也不断孕育新的发展机
遇。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冷热不均，彼此间宏观经济政策亟待协调，国际
资本和商品市场波动异常，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世界经济前景不确定
性增加，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
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可穿戴设备、物
联网、人工智能领域酝酿突破，互联网营销模式彰显效力，或将催生更多
新业态、新营商模式，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在全球商业世界，随
着互联网技术、移动设备的不断发展，２０１５年全球电商迎来多场盛宴。在
政府层面，美国、德国、英国等多国政府积极推行能源转型，实施结构改
革，推动智能增长。中国则提出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创新发展方式”等行动建议，推动破解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局。新形
势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努力做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引领者，在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不断推出新倡议，从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到金砖银行，从丝路基金到欧亚高速运输走廊，这些新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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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必将有利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为世界经济实现持续、均衡、健
康增长不断注入新能量。

二、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２０１４年，面对极为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
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科学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
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改革创新，奋力拼搏。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呈
现出增长平稳、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经济增长实现目标，但面临下行压力。２０１４年，中国ＧＤＰ实现６３．６５
万亿元，增长７．４％，符合年初增长７．５％左右的政策目标。但短期内经济
下行压力较大。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滑过快，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
素。从供给方面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延续回落趋势，全年累计同比增
长８．３％，增速同比回落１．４个百分点。由工业用电量增速、铁路货运量
增速和银行中长期贷款增速合成的指数整体回落，全年累计同比为

５．８３％，增速同比回落１．９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态势明显。工业向高端化转型演变。高技术

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１２．３％、１０．５％，增速分别比规
模以上工业快４．０和２．２个百分点。在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居民消费升级
的多重因素推动下，服务业增长强劲。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８．１％，

增速比第二产业高０．８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第二产业高

５．６个百分点。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表明，我国经济正处
在向中高端演化的过程，并将持续这一过程。

２０１４年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调整特征十分明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换挡不失势
初步核算，２０１４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７．４％。跟过去的高速

增长相比，尽管增速略有放缓，但既没有 “掉档失速”，又蕴含着更高的
含金量。就业在经济放缓情况下不减反增，全年城镇新增就业１　３２２万人，
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长１．９％。物价水平较为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２．０％，低于年初预期目标。进出口平稳增长，全年货物进出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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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２６４　３３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３％，贸易顺差２３　４８９亿元。粮食生产喜
获 “十一连增”。这些情况足以表明，我国经济总体向好、稳中有进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柔韧性得以增强。

　　２．工业增长继续下探，经济运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在市场倒逼和政府引导下，质量型、差异化竞争逐步代替过去的数量

扩张和价格竞争，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２０１４年，我国国家全员劳动生
产率为７２　３１３元／人 （以２０１０年不变价计算），比上年提高７．０％，这是劳
动力素质提高、科技进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位ＧＤＰ能耗同比下
降４．８％，降幅比上年扩大１．１个百分点。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比上
年下降６．３％，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５．６％。铜、钢、烧碱、水泥等
产品的单位生产综合能耗持续下降。我国经济正逐步告别高投入、高消耗
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技术、低消耗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３．贸易结构全面调整，消费稳步提升
贸易增长动力从投资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经济进入新常态以

来，受国内资源环境以及外部压力影响，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渐显乏
力，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逐渐增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１２．０％。

居民消费结构持续改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在全国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中，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０．６和

０．３个百分点。旅游消费增长较快，全年国内游客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０．７％，

国内居民出境人次增长１８．７％。初步测算，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５０％，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２．６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
驱动力。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初步显现，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需求结构趋于
优化。

　　４．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增长，民生得到改善
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全年非金融

领域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２３　７７８家，比上年增长４．４％，实际使用外
商直接投资金额１　１９６亿美元，增长１．７％。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多点
推广，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６　０４３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１２．６％。在 “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我国企业积极 “走出
去”参与全球化竞争，积极拓展外部市场。全年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
额为１　０２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１％。企业海外并购取得突破，对外直
接投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投资效率不断提高。

改善民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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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思维，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不断加强保
障和改善民生。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收入分配继续优化。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１０．１％，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８．０％，比人均

ＧＤＰ增速高１．２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
民２．４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比上年缩小０．０６。启动实施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并轨”，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水平。全年资助１　３１０．９万城市困难群众参加医疗保险，资助４　１１８．９万
农村困难群众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人数比上年末增加１　８９７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增加３５７
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增加２　７０２万人，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

１　２３２万人。

卫生和社会服务事业不断改善。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有
较快增长，特别是养老服务能力增强，年末养老床位达到５５１．４万张。群
众健身活动广泛开展，体育基础设施不断增加。

　　５．科技创新注入新动力
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带的动下，我国加

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不断加大科技创新
投入。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１２．４％，相当
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０９％。在市场化创新机制引领下，创新成果加速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全年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持设立２１３家
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５７４亿元，投资了创业企业７３９家。全年共签
订技术合同２９．７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８　５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８％。创新带来新的增长点，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产业、新
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尤其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催化融合下，传统行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焕发出勃勃生机。云计算、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线医疗、网络教育等蓬勃发展快速壮
大，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信息消费发展迅速。在电子商务高
速发展的推动下，全年邮政业务比上年增长３５．６％，其中快递业务量比上
年增长５１．９％，快递业务收入增长４１．９％。“宽带中国”战略实施进程加
快，２０１４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４７．９％。２０１４年，全国网上零售额为

２７　８９８亿元，增长４９．７％，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３７．７个百分点，

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１０．６％。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
模式尽管规模数量还不足够大，但代表着新兴的增长动力，是中国经济未
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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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２０１４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充分证明 “向改革
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的决断和举措是正确有效的，尤其是改革开放、
科技创新所形成的诸多亮点，将会汇聚成发展的新动能，令人振奋。

而作为经济发展风向标的会展业，尽管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仍然不
少，但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我们锐意改革，
积极创新，不断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努力培育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新动力、新模式、新结构，中国经济必将行稳致远，令全球的目光更加关
注中国的会展市场。

表１－１　２０１４年世界商展１００大排行榜

排名 商展名称
面积

（平方米）
国家 城市

１
慕尼黑国际工程机械、建筑
机械、矿山机械、工程车辆
及设备博览会展览会

５７５　０００ 德国 慕尼黑

２ 汉诺威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４２３　８００ 德国 汉诺威

３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４０１　６００ 德国 汉诺威

４ 巴黎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３７５　０００ 法国 巴黎

５ 拉斯维加斯工程机械展览会 ３３８　０００ 美国 拉斯维加斯

６
法兰克福春季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 ３２９　３００ 德国 法兰克福

７
意大利米兰供暖、空调、制
冷、再生能源及太阳能展
览会

３２５　０００ 意大利 米兰

８
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
械、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 ３００　０００ 中国 上海

９
法兰克福国际汽车零配件及
售后服务展览会 ２９４　３００ 德国 法兰克福

１０ 欧洲机床展览会 ２８９　５００ 德国 汉诺威

１１ 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２８０　０００ 中国 上海

１２
杜塞尔多夫国际塑料及橡胶
展览会 ２６３　０００ 德国

杜塞
尔多夫

１３
世界医疗论坛国际展览会及
会议 ２６２　７００ 德国

杜塞
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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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排名 商展名称
面积

（平方米）
国家 城市

１４ 科隆世界食品博览会 ２６２　０００ 德国 科隆

１５
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
信博览会 ２６１　８００ 德国 汉诺威

１６ 科隆国际家具展览会 ２６１　０００ 德国 科隆

１７
杜塞尔多夫国际包装机械、
包装及糖果机械展览会 ２６０　９００ 德国 杜塞尔多夫

１８
法兰克福国际卫生取暖空调
博览会 ２５８　５００ 德国 法兰克福

１９ 汉诺威商用车博览会 ２５２　０００ 德国 汉诺威

２０ 欧洲畜牧业展览会 ２５１　４００ 德国 汉诺威

２１ 杜塞尔多夫德鲁巴展览会 ２４１　８００ 德国 杜塞尔多夫

２２
维罗纳国际建筑机械及掘土
设备展览会 ２４０　３００ 意大利 维罗纳

２３ 欧洲国际纺机机械展览会 ２４０　０００ 西班牙 巴塞罗那

２４
法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
筑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２３５　０００ 德国 法兰克福

２５ 法兰克福国际汽车博览会 ２３５　０００ 德国 法兰克福

２６ 米兰国际家具展览会 ２３０　０００ 意大利 米兰

２７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２３０　０００ 中国 北京

２８
科隆国际体育用品、露营设
备及园林生活博览会 ２２４　４００ 德国 科隆

２９
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
览会 ２２０　０００ 中国 广州

３０ 巴黎国际建材及设备展览会 ２２０　０００ 法国 巴黎

３１
中国 （北京）国际工程机
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
览与技术交流会

１９０　０００ 中国 北京

３２ 巴黎博览会 ２２０　０００ 法国 巴黎

３３
博洛尼亚国际农机及园艺机
械展览会 ２１８　０００ 意大利

博罗
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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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排名 商展名称
面积

（平方米）
国家 城市

３４
慕尼黑国际环保，能源和资
源综合利用博览会 ２１７　５００ 德国 慕尼黑

３５ 巴黎国际食品展览会 ２１５　０００ 法国 巴黎

３６ 杜塞尔多夫国际船艇展览会 ２１４　２００ 德国 杜塞尔多夫

３７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
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
览会

２１０　０００ 中国 上海

３８ 汉诺威国际林业木工展览会 ２０９　２００ 德国 汉诺威

３９
法兰克福国际家用纺织品展
览会 ２０６　７００ 德国 法兰克福

４０
中国 （广州）国际汽车展
览会 ２００　０００ 中国 广州

４１
杜塞尔多夫国际零售业展
览会 １９６　７００ 德国 杜塞尔多夫

４２ 维罗纳国际石材展览会 １９５４００ 意大利 维罗纳

４３
科隆国际摩托车和滑板车展
览会 １９３　８００ 德国 科隆

４４
巴黎国际农牧业设备及技术
展览会 １９０　０００ 法国 巴黎

４５
慕尼黑国际建材、建筑系统
及建筑更新贸易博览会 １８３　４００ 德国 慕尼黑

４６ 博洛尼亚国际美容展览会 １８０　０００ 意大利 博罗尼亚

４７
慕尼黑冬季国际体育用品及
运动时装贸易博览会 １７９　８００ 德国 慕尼黑

４８ 美国消费类电子展览会 １７８　４００ 美国 拉斯维加斯

４９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博
览会 １７５　０００ 中国 上海

５０ 拉斯维加斯汽配展览会 １７０　０００ 美国 拉斯维加斯

５１ 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展览会 １７０　０００ 德国 法兰克福

５２
汉诺威地毯及地面铺装材料
展览会 １６７　４００ 德国 汉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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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排名 商展名称
面积

（平方米）
国家 城市

５３
博洛尼亚国际建筑卫浴陶瓷
展览会 １６６　０００ 意大利 博罗尼亚

５４ 里米尼健康方式展览会 １６２　０００ 意大利 里米尼

５５
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
览会 １６２　０００ 意大利 米兰

５６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
览会 １６１　４００ 德国 柏林

５７ 纽伦堡国际玩具展览会 １６０　０００ 德国 纽伦堡

５８ 柏林国际旅游展览会 １５５　３００ 德国 柏林

５９ 莱比锡国际消防装备展览会 １５０　３００ 德国 莱比锡

６０ 科隆世界影像博览会 １５０　０００ 德国 科隆

６１
柏林－勃兰登堡国际航空航
天展览会 １５０　０００ 德国 柏林

６２
博洛尼亚国际汽车保养、轮
胎及维修展览会 １５０　０００ 意大利 博罗尼亚

６３ 莫斯科国际建筑建材展览会 １５０　０００ 俄罗斯 莫斯科

６４
ＳＮＥＣ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
伏工程 （上海）展览会暨
论坛

１５０　０００ 中国 上海

６５ 芝加哥国际制造技术展览会 １５０　０００ 美国 芝加哥

６６
科隆国际家具生产、木工及
室内装饰展览会 １４９　６００ 德国 科隆

６７ 科隆国际牙科展览会 １４７　９００ 德国 科隆

６８ 汉诺威国际物流展览会 １４６　１００ 德国 汉诺威

６９
柏林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
览会 １４５　０００ 德国 柏林

７０
纽伦堡国际门窗及技术展
览会 １４４　３００ 德国 纽伦堡

７１
慕尼黑国际电子元器件和组
件博览会 １４３　０００ 德国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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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排名 商展名称
面积

（平方米）
国家 城市

７２ 科隆国际五金工具博览会 １４２　０００ 德国 科隆

７３
汉诺威国际金属板材加工技
术展览会 １４１　１００ 德国 汉诺威

７４ 巴塞尔世界 １４１　０００ 瑞士 巴塞尔

７５ 科隆游戏展览会 １４０　０００ 德国 科隆

７６ 瑞士建筑博览会 １４０　０００ 瑞士 巴塞尔

７７
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
博览会 １３８　０００ 中国 上海

７８ 法兰克福阿赫玛展览会 １３６　４００ 德国 法兰克福

７９ 欧洲自行车展览会 １３５　７００ 德国 腓特烈港

８０ 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１３５　０００ 中国 香港

８１ 杜塞尔多夫国际房车展览会 １３３　１００ 德国 杜塞尔多夫

８２
慕尼黑国际饮料及液体食品
技术博览会 １３２　５００ 德国 慕尼黑

８３ 国际焙烤展览会 １３２　０００ 德国 杜塞尔多夫

８４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建筑及工
程机械展览会 １３１　２００ 俄罗斯 莫斯科

８５ 巴黎国际航空及航天展览会 １３１　０００ 法国 巴黎

８６ 巴黎家居装饰博览会 １３０　０００ 法国 巴黎

８７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暨
ＩＴＭＡ亚洲展览会

１３０　０００ 中国 上海

８８
广州国际木工机械、家具配
料展览会 １３０　０００ 中国 广州

８９ 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１２６　０００ 中国 北京

９０
杜塞尔多夫国际玻璃技术展
览会 １２３　６００ 德国

杜塞
尔多夫

９１ 中国美容博览会 １２０　０００ 中国 上海

９２ 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 １２０　０００ 中国 厦门

９３
中国国际地面材料及铺装技
术展览会 １２０　０００ 中国 上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