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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既介绍了与会展业相关的通用性法律法规，又联系实际着重分析了会展业的专门
性法律法规。 其内容从会展业的发展、立法进程和法律体系入手，从 ３ 个层面具体剖析会展
主体、会展客体以及会展市场运行与管理的法律制度。
本书具有理论性、实用性和操作性，可作为高职高专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和旅游管理类

专业的学生教材，也可作为各类会展从业人员的学习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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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
力的不断增强，国际贸易发展的风驰电掣，会展经济随之迅速成
为中国经济的新亮点，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正逐渐步入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会展业持续
快速发展的关键是需要大量的优秀专业人才作为支撑，而目前
市场还存在很大的会展专业人才供给缺口。 为了适应国内对会
展人才需求日益增长的需要，我国各类高校纷纷开设了会展专
业或专业方向。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在全国范
围内（不含港澳台）开设会展专业的高校达 ９６ 所，涵括专业方
向的高校（包括本科、高职高专院校）则已超过百所，这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会展人才紧缺的现状。 但是由于我国会展教
育起步较晚，在课程体系设计、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
还有待完善，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结构、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等方面往往与市场需求不对称。 尤其是目前国内会展教材零
散、低层次重复并且缺乏系统性的状况比较突出，很大程度上制
约了我国会展教育和会展业的发展。 因此，推出一套权威科学、
系统完善、切合实用的全国高职高专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系列
教材势在必行。
中国的会展教育发展刚刚超过 １０年时间，但我国的会展教

育经过分化发展，已经形成了学科体系的基本雏形。 如今，会展
专业已经形成中等职业教育、高职高专、普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
完整的教育层次体系，这展示了会展教育发展的历程和成果，同
时也提出了学科建设中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其
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在不同教育层次和不同的教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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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会展教育目标和教育模式进行准确定位。 为此，重庆大学出版社策划组织
了国内众多知名高等院校的著名会展专家、教授、学科带头人和一线骨干教师
参与编写了这套全国高职高专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以适应中国会展
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本套教材的修订出版旨在进一步完善全国会展专业的高
等教育体系，总结中国会展产业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推进中国会展专
业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并希望有助于提高中国现代会展从业人员的专业素
养和理论功底。
本套教材定位于会展产业发展人才需求数量最多和分布面最广的高职高

专教育层次，是在对会展职业教育的人才规格、培养目标、教育特色等方面的把
握和对会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区别理解以及对发达国家会展职业教

育的借鉴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另外，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全国高职高专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规划教材，其意义将不仅仅局限在高职高专教学过程本
身，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牵动和示范效应，将对高职高专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
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重新修订出版这套教材的过程中，我们力求系统、完整、准确地介绍会展

策划与管理专业的最新理论成果，围绕培养目标，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构建
会展应用型高职高专系列教材特色。 本套教材的内容，有知识新、结构完整、重
应用等特点。 教材内容的要求可以概括为“精、新、广、用” 。 “精”是指在融会
贯通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挑选出最基本的内容、方法及典型应用；“新”指尽可能
地将当前国内外会展产业发展的前沿理论和热点、焦点问题收纳进来以适应会
展业的发展需要；“广”是指在保持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处理好与相邻及交叉学
科和专业的关系；“用”是指注重理论与实际融会贯通，突出职业教育实用型人
才的培养定位。 　　
本套教材的编写出版是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旅游与会展专业组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由中国会展教育的开创者
和著名学者、国内会展旅游教育界为数仅有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和国家
级精品课程负责人，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旅游
与会展专业组组长、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创会副会长马勇教授担任总主编。 参
与这套教材编写的作者主要来自于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上海新侨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大学、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湖北
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广西国际商务职业
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昆明学院、沈阳职业技
术学院、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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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多所知名高校。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重庆大学出版社还邀请了全国会展教
育界、政府管理界、企业界的知名教授、专家学者和企业高管进行了严格的审
定，借此机会再次对支持和参与本套教材编审工作的专家、学者和业界朋友表
示衷心的感谢。
本套教材的第一批选题已于 ２００７年 ７ 月后陆续出版发行了 ２１ 本，被全国

众多高职院校以及会展企业选作学生教材和培训用书，得到广大师生和业界专
家的广泛认可和积极使用。 这套教材中一部分已被列选为国务院国资委职业
技能鉴定和推广中心全国“会展管理师”培训与认证的唯一指定教材，以及全国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用书，等等。 本套教材的作者队伍大多是国内会
展学科领域的带头人和知名专家，涉及的专业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了经济学、管
理学、工程学等多方面；参与编写的会展业界人士，不仅长期工作在会展管理领
域的第一线，而且许多还是会展业界精英。 另外，作为国内高校第一套全国高
职高专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规划教材，在选材内容和教材体系方面都是动态开
放的。 随着中国会展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确保系列教材的前沿性和科学性，
我们也会不断对该套教材进行再版修订，以及增补新的选题，欢迎各高校会展
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积极申报选题并参与编撰！
本套教材由于选题涉及面广、加之编写修订时间紧，因而不足和错漏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不断完善。 最后，我们期待
这套新修订出版的全国高职高专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规划教材能够继续得到

全国会展专业广大师生的欢迎和使用，能够在会展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职高
专教育层次的人才培养上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共同为我国会展业的发展作出
贡献。 　　　

全国高职高专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系列教材

编 委 会

２０１３年 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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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版前言

随着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北京、 上海等
城市已明确将会展业纳入重点扶持的都市型产业， 会展经济已
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了适应会展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反
映会展法规的新变化， 我们对 ２００７年 ８月出版的 枟会展政策与
法规枠 教材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在内容上， 融合了国家最新颁
布的相关法规并进行修改； 在结构上， 为了力求准确系统地介
绍会展政策与法规的基础理论知识， 有些章节作了较大变动与
调整， 使逻辑体系更加严密； 在风格形式上， 考虑到高职院校
学生学习的特点和教师灵活组织教学的需要， 设计了章前导读、
关键词汇、 案例导入， 章中穿插知识链接、 案例分析， 章后设
计了内容小结、 测试题， 力求文风活泼新颖， 语言通俗简明。
本书第 ２ 版编写人员也略有调整， 具体分工如下： 杨朝晖

担任主编， 曹勇、 江涛担任副主编， 负责大纲制定和统稿定稿
工作。 杨朝晖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编写第 １ 章、 第 ９ 章、
附录； 王英哲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编写第 ２ 章； 张欣 （昆
明学院） 编写第 ３ 章、 第 ４ 章； 曹勇 （重庆文理学院） 编写
第５章、 第 ６章； 王珏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编写第７ 章； 江
涛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编写第 ８章、 第 １０章。
本书自 ２００７年 ８月出版以来， 深受广大院校师生的青睐，

在此深表感谢， 并希望本书修订后能够获得一如既往的支持。
在此次教材的修订过程中， 我们还得到了湖北大学马勇教授、
厦门会展业界资深专家夏桂年、 林大飞的热情帮助， 他们提供
了宝贵的资料和建议， 在此也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编　者
２０１３年 ３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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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章
会展业法律制度概述

【本章导读】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我国会展业得到了强劲
发展并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新亮点。
在会展业的快速发展中，会展组织、管理模式和管
理体制逐渐形成，然而也存在不少问题。 为了确保
会展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关会展法规相继出台。
本章主要介绍会展业的法制建设状况及会展法律

体系。
【关键词汇】

　　会展　会展法　会展管理模式　会展管理体
制　会展业法律体系



　　

【案例导入】

“法眼”冷看会展热
“如果在一个城市开一次国际会议，就好比有一架飞机在城市上空撒钱。”

一位世界展览业巨头如此评说会展经济的重要性。 会展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带
动效应，不仅能给城市带来场租费、搭建费、广告费、运输费等直接收入，还能创
造住宿、餐饮、通信、旅游、购物、贸易等相关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会展能汇聚
巨大的信息流、技术流、商品流和人才流，会对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进步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催化作用。
因此，近年来，会展热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但是

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如果没有适合的法律来保证经济的发展，那
么经济的发展是不会有长久性的。 在会展热兴起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通过
“法眼”冷静地看待其中的一些民事法律权利义务关系。 在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安徽
首起会展合同纠纷案一审尘埃落定后，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有体会，同时我们
对于会展合同的认识不得不加深了。 对于会展我们很熟悉，可是很多人对于会
展合同却不甚了解。
会展是一种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 在我国会展法律

法规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会展活动中各参与主体之间所订立的合同，对于调
整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防止纠纷的产生，妥善处理
会展中的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 １５日 枟中国经营报枠
问题：请从法律的角度思考会展业发展过程中各类纠纷中存在的问题。
【案例分析】
在安徽首起会展合同纠纷案中，因为安徽国际会展中心没有遵守签订的排

他性协议才引起合同纠纷。 在我国目前活跃的会展市场上，会展组织者和参展
商比较缺乏法律意识，不重视合同，或者即便是订立合同，也是极其简单的一纸
空文，合同仅仅约定展品的种类、展览的起止日期、展位价格等基本要素。 很多
会展的组织者和参展商之间的约定，就是一张“参展通知书”而已。 会展合同订
立的水平还不够高，考虑的问题还不够细致，很多问题没有事先作出约定，以至
于会展纠纷难以解决。 这是远远不够的。 会展合同应当是许多约定的综合体，
甚至是许多合同的综合体。 会展组织者除提供必要的服务设施外，还应该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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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负有其他的义务和责任。
在国外一个运作成熟的展览会往往会发布一个章程。 对本展览中所涉及

的事项一一予以说明，参展商参加展会必须同意该章程的规定。 这种章程类的
规定是展览完善且成熟的标志。 它直接决定展览能否顺利举行。
在会展热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冷静地思考法律问题，才能让会展经济更好

更快地走下去。

１．１　会展法概述

１．１．１　会展与会展业的概念

１）会展的概念

会展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以企业化运作提供社会化服务、以口
头交流信息或者以集中陈列展示物品为主要方式的集体性和综合性活动。 会
展是以会议和展览为基本形式，同时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经济活动。

２）会展业的概念

会展业是会议业和展览业的总称，隶属于服务业，即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
会议和展览，包括大型国际博览会、展览会、交易会、运动会、招商会、经济研讨
会等，吸引大量商务客和游客，促进产品市场的开拓、技术和信息的交流、对外
贸易和旅游观光，并以此带动交通、住宿、商业、餐饮、购物等多项相关产业的发
展，被称为“无烟工业”。 据考证，世界上第一个样品展览会于 １９世纪末在德国
的莱比锡举办。 会展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形式、内容、功能和举办方式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已表现为一种经济形式，成为各国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

１．１．２　会展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今世界，会展经济已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新型经济形式。 国际会展业
的发展，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在欧洲流行的说法是“会展是城市
的面包”。 现代会展业滚动着商品流、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会展业的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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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能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经济增长点，构成表征城市竞争力
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也说明了该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会展经济的作用亦愈

来愈为国人所关注。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会展经济在我国也迅速发展起来，
并以年均近 ２０％的速度递增，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国民经
济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会展活动空前活跃，会展经济发展迅猛。 会展业作为
“朝阳产业”，在我国崛起并迅速壮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我国会展业在促进经贸、科技、文化交流和合作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已
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快、发展潜力大的行业之一，不仅直接促进了经贸、科技、
文化、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带动了信息通信、交通运输、城市建设、旅
游休闲、餐饮住宿、广告印刷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
从展览业来看，我们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

的展览业就在全球展览业中异军突起，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展览业市场。 从展览
的项目数、规模、总体水平和影响看，中国已成为亚洲的展览大国，并逐步成为
亚洲地区的区域性“展览中心”。 我国现在已经拥有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
化展览场馆，形成了若干具有一定实力的展览集团公司，也培训了一批水平高、
影响比较大的名牌展览会。 日益繁荣的会议展览活动不仅对引导相关产业发
展、提升制造业水平、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
有力地推动、配合了中国企业发挥比较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商品供应
链，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会展业的发展不仅是数量、规模的粗放增长，更要有质量、档次、效益的集

约化发展。 然而，由于我国会展经济发育时间较短，经验不足，专业人才少，更
重要的是因为我国会展行业管理体制不健全，立法远远滞后于会展业的发展，
因而导致我国会展业从主承办单位的资质到具体展览的审批，从招商、招展、场
馆租赁到展后评估与统计，从展品运输保险到知识产权保护等都存在诸多问
题。 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会展主体多元化

因为缺少对会展业的准入、会展主办者资质的明确规定，目前国务院各部
委及其对口管理的工贸公司、外贸公司、协会、商会、中国贸促会及其行业分会
和地方分会、地方政府或省、市级外贸主管部门等都可以举办展览会，各种机构
一拥而上纷纷办展，致使展会质量不高，专业性不强，根本无法打造有影响力的
品牌展会。 有的展会甚至搞成了摆地摊、大杂烩，严重损害了我国会展业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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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声誉。

２）会展审批权限分散

由于体制瓶颈造成管理混乱，会展审批机构数量过多，审批权分散，审批机
构的利益冲突导致我国会展市场混乱。 国内会展业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业管
理机构进行管理，又没有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进行行业自律和协调。 多头审批、
重复办展、同名办展的混乱现象屡屡出现，极大地损害了参展商的利益，造成了
资源的极大浪费，阻碍了会展市场的健康发展。 此外，由于政府掌握展览的审
批权力，外资企业与国内民营企业必须与拥有展览经营报批权的国有展览公司
合作才能办展，使得高效率的市场资本难以进入，而一些国有展览公司仅仅靠
出卖“展览牌照”就可以获取丰厚利润。

３）质量评估制度缺乏专业性和权威性

多数展会缺乏明确定位，组织管理模式也比较落后，这是我国的展览业相
对封闭、单一、服务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４）运行缺乏规范化

我国会展业缺乏规范，表现在展览规模小，国外参展厂商少，效果差，档次
低；展会的地点选择、展馆的使用频率约束机制缺位。 另外，展览场地、运输、各
种公共服务的费用标准、境内外招商程序及费用标准、消防、安全、环境卫生等
验收事项的规范化程度等都很低。 这些问题都对展览业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
影响。
管理规范化是竞争规范化的基础。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会展业已是一

个成熟的服务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体制、行业体系和运行规范，拥有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会展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大型展会。 目前我国会展活动
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大多数会展活动的组织方式、管理方式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
距甚远。 因此我国会展业要想在国际会展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熟悉
并逐步适应国际会展业的运行规范，与之接轨。

５）市场竞争呈现无序状态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没有专业的、唯一的审批部门。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国
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规定从 ２００１年 １月 １日起，所有的出展一律由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审批管理，再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同外经贸部制定出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