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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conomy, as a kind of emerging economic form and the high-end re-
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based on airport resources, the airport economy appears, 
which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exhibition economy taking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as the core and the airport economy taking 
the air transportation as the core can merg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MICE industry in the Airport Economic Zone of Shenzhen is a typical cas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
na’s airport economy and the exhibition economy. It has brought great enlightenment to the de-
velopment of China’s airport economy and the exhibition economy, and also has a strong referenc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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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经济的大背景下，临空经济作为一种依托机场资源而出现的新兴经济形态和高端区域经济发展

模式，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会展业为核心的会展经济和以航空运输业为

核心的临空经济，在理论上可以相互融合、相互支撑。深圳临空会展业的发展，正是我国临空经济与会

展经济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对我国会展业和临空经济的发展，都带来很大启示，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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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会展业的临空化是世界会展业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国内外许多临空经济区均将会展业视为重要的临

空产业加以推动和发展，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临空会展集聚区的兴起。对这一现象，国内临空经济研究者给

予了高度重视，如由连玉明等学者主编的《中国临空经济发展报告(2014)》[1]和《中国临空经济发展报告

(2016~2017)》[2]对临空会展业都有涉及。然而，在会展经济研究领域，对临空会展业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研

究，柴金艳(2016)是少数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学者之一[3]。本文通过对我国最大的临空会展集聚区——深

圳会展新城的研究，展示我国临空会展业发展的一个侧面，为我国临空会展经济研究提供一个案例。 

2. 临空经济与会展经济 

临空经济是依托机场设施资源，通过航空运输行为或航空制造活动，利用机场的产业聚集效应，促

使相关资本、信息、技术、人口等生产要素向机场周边地区集中，从而在以机场为中心的经济空间形成

了航空关联度不同产业集群的一种新兴区域经济形态。临空经济的发展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主要通过临空经济区内航空运输业及相关产业与关联产业间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侧向联系，发挥区

域乘数效应带来区域就业或生产的增长[4]。临空经济是总量经济、流量经济、质量经济的典型代表，是

外向性特征明显的经济形态，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成为城市区域接入世界的重要节

点和实现区域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重要载体。以临空经济发展为先导，探索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模式，将成为 21 世纪城市经济发展方向，符合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潮流[2]。 
作为临空经济在空间上的投影，临空经济区是以航空运输为发展产业的新经济模式区域，是一种促

使航空港相邻地区及空港走廊沿线地区的产业集聚而形成的多功能区域[5]。从临空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布

局上来看，临空经济区大多集中在空港交通走廊沿线 20 分钟车程范围内，以空港为中心，形成圈层结构。

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临空经济区空间结构，根据距离机场的远近，依次划分为在机场周边 1 千米范围内的

空港区、在机场周边 1~5 千米范围内的紧邻空港区、在机场周边 5~10 千米范围内的空港相邻区和在机场

周边 10~30 千米范围内的外围辐射区这四个环形区域。 
会展业是会议业和展览业的总称，具有综合性更强、关联性更广、收益率更高、引导性突出的特点。

会展业经过不断发展和演化，就会形成会展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会展经济通过举办大型会

议、展览活动，带来源源不断的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直接推动商贸、旅游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d.2019.9202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彭丽珉 等 
 

 

DOI: 10.12677/sd.2019.92028 216 可持续发展 

 

发展，不断创造商机，吸引投资，进而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并形成一个以会展活动为核心的经济群体

[6]。会展经济具有速度经济和流量经济的属性，会展业是临空产业的重要类型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会

展业向临空经济区集聚，与临空经济其他产业部门融合发展的趋势明显。越是处于成熟阶段的临空经济

区，会展业越发达[7]。在我国，会展业也已为七大临空产业之一[1]。 

3. 国内外临空经济区会展业发展案例 

我国规范的临空经济区发展始于 2015 年，截至 2019 年 3 月，全国共有郑州、北京新机场、青岛、

重庆、广州、上海虹桥、成都、长沙、贵阳、杭州、宁波、西安、首都机场、南京等 14 个国家级临空经

济示范区。在国际上，由于会展产业与临空经济之间的密切，许多的临空经济区都依托国际大型航空枢

纽，形成了以会展业、分销中心等为代表的临空附属型产业，会展产业发展所需的设施日益完善。 

3.1. 国内临空经济区会展业发展案例 

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会展业。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依托首都国际机场，规划面积为 115.7 平方公里，

由“一港四区”构成，即首都空港、航空物流与口岸贸易区、临空产业与城市综合服务区、临空商务与

新兴产业区和生态功能区。在北京顺义临空经济区内，建设了顺义国际会展产业园。国际会展产业园以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为依托，以会展业为先导，聚集会展产业链上的文化创意产业元素，大力引进会

展、广告、策划、传播、旅游、中介服务等相关配套服务项目，力求将园区打造成会展商务区，世界一

流的会展名城。新国展一期建成投入使用后，填补了北京市十万平米以上展馆的空白，成为了北京会展

业发展的新动力，接待参展观众超过 100 万人次。 
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区会展业。上海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的目标，是在未来逐步建设成为国际航空枢

纽和全球航空企业总部基地，还将建成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全国公务机运营基地和低碳绿色发展区，为

上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探寻新路。作为世界第二大单体建筑和会展综合体，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地处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西部，拥有 40 万平方米的室内展厅和 10 万平方米的室外

展场，配套 15 万平方米商业中心、18 万平方米办公设施和 7 万平方米五星级酒店，与虹桥交通枢纽直

线距离仅 1.5 公里，通过空中连廊、地下通道及地铁 2 号线与虹桥火车站、虹桥机场紧密相连，周边高

速路网四通八达，1 至 2 小时可到达长三角各主要城市，航空 2 至 3 小时可直达亚太主要经济城市。此

外，上海世博展览中心距离上海虹桥机场仅 20 公里，世博会的举办对虹桥临空经济区所依托的虹桥机场

的航空运输航线的开辟具有极大的作用，加深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交往。 

3.2. 国外临空经济区会展业发展案例 

巴黎临空经济区会展业。巴黎临空经济区包括以戴高乐机场和布尔歇机场为核心 10 英里半径范围的

区域，正处于法国政府发布的大巴黎发展规划中的国际贸易交流集群，完善的公路、高速公路、地铁、

铁路、高速铁路网络不仅使整个区域形成一个整体，更是连接了巴黎其他重要的商业区。巴黎戴高乐机

场附近的维勒班展览中心有 191,000 平米展览大厅，每年吸引 1300 万的参观者。会展的强带动效应更体

现在现代服务业上，巴黎戴高乐机场附近的饭店业除了依托机场的需求，很大一部分的客户来源来自维

勒班展览中心的参观者与展商。 
关西机场临空经济区会展业。关西机场临空经济区由海上的空港运营区和通过 3.7 公里的机场联络

桥与前者连接的陆上毗邻空港区两部分组成，面积 318.4 公顷。在毗邻空港区中有临空商务中心、临空

会议中心和临空国际物流中心等商业规划，其中会展业在近几年发展得最快，也是日本大阪政府主要发

展的方向[8]。在 2018 年大阪更是获得 2025 年世博会举办权，举办地址选定位于大阪湾的人工岛“梦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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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接待访客 2800 万人次，这为临空会展业也面临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 

4. 深圳宝安大空港区发展会展业的 SWOT 分析 

深圳宝安大空港地区规划范围约为 95 平方公里，依托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大空港地区不仅拥有重要的

空港资源，而且处于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城市圈交汇处和珠江口湾区核心位置，具有突出的战略

区位优势。从深圳看，大空港地区开发将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形成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双

轮驱动”。从深港看，以深港机场合作为先导，大空港地区将成为深港共建世界级大都会的重要功能区域。

从区域看，大空港地区和南沙地区以及东莞长安新区共同塑造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核心区域，带动珠江口湾

区向世界级湾区迈进。宝安大空港地区重点布局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型产业，支持技术、产业、市场

等类型的先驱型企业发展，发展航空服务、现代物流、商贸会展、高技术服务、文化创意五大产业集群。 
会展业是宝安大空港区的重中之重，是区域发展成败的关键。在深圳政府出台的《大空港地区综合

规划》中，将宝安大空港区的主导功能规划为以商务会展、航空服务、科技服务为主的区域性服务业(图
1)，其发展战略是强调区域协调错位发展，深化深港合作。2015 年，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选址宝安大空港

区，同时建设 29.42 平方公里的会展新城。会展新城由“三城一港”组成——国际会展城、海洋新城、

会展田园城和综合港区，其中，10 平方公里的国际会展城涵盖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议中心以及科技馆，

被誉为“两中心一馆”。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预计于 2019 年 9 月投入使用，全部建成后的室内展出面

积将达 50 万平方米，预计单日人流量将达 50~60 万人次，每年吸引超 500 万高端商务人流，居住及消费

需求达 10~18 万人。此外，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北面，将规划建设国际会议中心，2016 年 9 月已完成

初步选址，用地面积 2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0 万平方米。 
 

 
资源来源：http://bbs.szhome.com/170-220300-detail-176114078.html 

Figure 1.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chart of Airport 
Economic Zone of Shenzhen 
图 1. 深圳大空港区空间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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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宝安大空港区发展会展业的优势(strengths) 

区位优势。宝安大空港区地处珠三角中心和广东自贸区中心、广深港核心发展走廊、东西向发展走

廊的交汇处，同时也位于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城市圈交汇处，区位优势突出，在多个国家级区

域性经济规划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置于宝安大空港区核心

区的会展新城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图 2)。 
 

 
资源来源：http://bbs.szhome.com/170-220300-detail-176114078.html 

Figure 2. The location map of Shenzhe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图 2.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区位图 

 

交通枢纽优势。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距离深圳宝安机场 T4 航站楼只有 3 公里，距离 T3 航站楼 7 公里。

未来大空港地区将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其中包括国际航空枢纽、中国高铁枢纽、中国城际轨道枢纽、空

港码头、城市路网枢纽五大枢纽工程。在未来将构建连通珠三角的“30 分钟经济圈”、连接城市全球主

要城市的“12 小时航空圈”。未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将汇聚起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客流、物流及商流。 
周边配套优势。会展新城将会被打造成为含城市地标、产业总部、商业中心、国际酒店群、产业展

馆、精品公寓、生态公园、交通枢纽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复合物业群，全方位支撑大空港区会展业的发展。 

4.2. 宝安大空港区发展会展业的劣势(weaknesses) 

会展业基础薄弱。目前在大空港区，并无会展业相关的产业基础。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距离地处核心

区的深圳会展中心有 35.68 公里，其会展影响力辐射受到影响。在市级层面上，深圳会展业发展存在着

行政色彩浓厚、市场主体培育不足、世界品牌展会缺乏、展会规模总体不具优势等问题[7]，这些问题在

某种程度上限制着宝安大空港区会展业的发展。 
周边产业环境成熟需要较长时间。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将于 2019 年 9 月正式运营，但截止 2019

年 3 月，到达展馆的方式仍只有公共汽车，地铁等交通方式仍在建设当中。根据《大空港区综合规划》，

大空港区的阶段性建设目标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2018 年前建成一批基础性、功能性项目，拉开空港都

市区发展框架；至 2020 年前基本建成开放合作、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空港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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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5 年前全面建成国际知名的空港都市区、湾区新城。由此可见，离宝安大空港区会展业拥有成一定

规模的会展产业联动环境还需要较长时间。 
会展人才供给不足。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深圳本地的高等院校开设会展业相关专业较少，导

致本地会展人才供给不足(表 1)。目前深圳宝安大空港区发展业发展遇到的人才瓶颈，是缺乏中高级会展

人才。如何吸引中高级会展人才，已成为宝安大空港区会展业发展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Table 1. The setting-up of MICE specialty in the college of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in 2017 
表 1. 2017 年北上广深会展及相关专业开设情况(个) 

城市 本科会展专业开设情况 专科会展专业开设情况 高等院校开设会展相关专业情况 

北京 6 11 5 

上海 8 14 6 

广州 9 14 9 

深圳 0 0 2 

数据来源：《2017 年度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 2.0》。 

4.3. 宝安大空港区发展会展业的机会(opportunities) 

提升深圳会展业发展水平。的从最早的高交会展馆，到 2004 年建成的深圳会展中心，每一次新展馆

的建设，不仅提升了深圳会展业的规模和质量，还极大地拉动了深圳本地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发

展，有力地促进了深圳经济发展。近年来深圳会展业需求增长迅速，现有展馆已难以满足会展业需求。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建成后可以以更大的展览面积、标准最高和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优势吸引更高层次的展

会，并与深圳会展中心进行差异化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了香港、澳门、

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

的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创新湾区的建设，如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探

索有利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

据中心和国际化创新平台，为宝安大空港区会展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4.4. 宝安大空港区发展会展业的威胁(threats) 

国内城市竞争。与深圳相邻的广州、香港、澳门三个会展城市都拥有自己会展品牌，在展会运作上

也更为成熟。广州是我国三大会展城市之一，香港是世界上许多重要会展活动的目的地，澳门会展业在

会议和活动上具有世界影响力。虽然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展馆，但是如何发挥区

位优势和展馆优势，整合深圳产业资源，更好地推动深圳产业会展是发展，是宝安大空港区会展业面临

的一个挑战。 
国外会展公司竞争。会展业是一个国际化的产业，早已全面对外开放，世界上许多有影响力的会展

业巨头已进入中国会展市场，在中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公司，以雄厚的资金、成熟的组织架构、领先的

会展理念抢占中国会展市场。如何吸收跨国会展巨头的经验，并与之进行竞争与合作，打造自己的会展

品牌，扩大世界影响力，是宝安大空港区会展业需要面对的又一个挑战。 

5. 深圳宝安大空港区会展业发展建议 

1) 加强场馆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一是以一流水准确保场馆顺利投入运营。如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内

的供电系统、给水排水系统、空调、电梯、照明设备、消防器材、通信设备、网络和信息传递设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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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广播等宣传器材；举行各种会议的会议中心以及中心内的座位布局、家具、照明设备、室内调节空

气状况的设备以及音响放映器材等需要加速推进，确保试运行的成功。二是加快酒店群的建设。酒店的

选址不宜离会展场馆过远，应吸引国际知名的酒店品牌入驻会展新城，为参展的商务人士提供优质的配

套服务。三是加快完善交通设施。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初期运营的交通出行问题主要利用地铁和公共汽车

解决，在展会期间，可以开通宝安国际机场和深圳各高铁站至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专线，提高交通效率，

方便来展人员出行。四是保证场馆周边的安全。场馆运营公司可与专业安保公司进行合作，与公安机关

进行联动，确保深圳会展新城的平安。 
2) 重视教育培训，加快人才培养。一是要鼓励深圳各高等院校结合自身特色开设相关的会展专业，

培养专门的展览人才；对本地会展从业人员，鼓励定期到国内外先进会展城市深造，学习会展业国际运

行惯例及成功经验，整体提高会展业管理水平与发展理念。二是要落实全市人才引进、培养各项优惠政

策，引进国内外高端复合型会展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通过招募成熟的业内人士带动整个深圳宝安大空

港区会展业的发展。 
3) 发挥区域优势，打造深圳会展品牌。宝安大空港区会展业应将培育品牌展会作为发展的重心，为

此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不断汲取国内外知名会展城市的发展经验，争取

国家重要展会在深圳落地，不断获取宝安大空港区会展业发展的新动能。在现阶段，还需要加大对宝安

大空港区的会展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推动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发展，打造深圳特色精品展会。与此

同时，要寻求与会展中心的差异化发展，共同提升深圳会展业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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