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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观察

会展是经济的风向标，也是拉动内需的有效
手段。

1至4月，厦门共举办展览39场，面积55.58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151.54%；举办 50 人以上会议
1333场，参会人数25.65万人次，同比增长5.45%；实
现经济效益约78.47亿元，同比增长48.79%，交出了
一份亮丽的成绩单。

如何“办好一个展，提升一座城”？近日，记者
与厦门市商务局副局长、会展局局长喻皓展开对
话，了解厦门如何进一步擦亮“国际会展名城”这
块金字招牌。

记者：在全球经济发展面临风险和挑战的背
景下，厦门会展业却热力值飙升。请介绍一下厦
门市会展业发展现状，会展业又是如何推动城市
经济发展的？

喻皓：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有利
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
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短期的压力也是动力，会促
进会展业不断向更加全球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
方向发展。

2023年厦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066.49亿
元，同比增长 3.1%，其中会展业实现经济效益
287.38 亿元，同比增长 85.39%，会展业对其他产
业的黏合、催化作用不断增加。今年 1 至 4 月，厦
门会展业再次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

会展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汇聚行
业内最顶尖的企业和项目，能将最优的产品、最
新的技术、最全的信息在会展平台展示。通过深
入实施“会展+”战略，厦门市强化会展对产业、
消费、招商、文旅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会展业

的投资促进、招商引资的平台型作用。各相关主
题展览活动的举办，极大促进厦门市体育、机械
电子、石材等产业的发展，优化和丰富了全市产
业结构。

记者：当前，厦门正加快建设国际会展名城。
与其他城市相比，厦门会展业有哪些优势？

喻皓：当前，全球经济仍在缓慢复苏，市场需
求等待商家发现与激活，国内外企业都希望借助
会展找方向、找市场、找灵感。厦门能吸引到如此
多会展扎堆入驻，良好的营商环境及服务保障是
最重要的原因。

厦门市具有一流的营商环境，政府透明度指
数居全国第一，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居全国第
三，获评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厦门在
建设国际会展名城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
今年初，我们通过拜访部分城市会展业主

管部门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管理模式和做法，在
全国范围内公开向会展公司、行业机构征求优
化营商环境意见 100 余条。针对这些问题形成调
研报告，积极跟踪解决反馈，进而提升城市会展
业的竞争力。此外，我们还通过简化审批流程、
优化政务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为会
展企业提供便捷、高效、公平的市场环境，持续
提升参展参会便利性，以更佳市场软环境提升
会展硬实力。

同时，我们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会展管理理
念和服务模式，推动会展业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
合，打造更多具有厦门特色的会展品牌和项目。
市会展局已于 4 月印发 2024 年度品牌展会及潜

力展会申报通知，正式开展品牌展会申报、评选、
宣传工作。

记者：近来，国内多地出台政策，推动会展业
高质量发展。厦门将如何进一步擦亮“国际会展
名城”这一品牌，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

喻皓：不只是厦门，越来越多的城市正涌入
会展业这条黄金赛道，期望通过打造高水平会展
行业，激活城市发展动能。会展活动是一个服务
于产业的平台，一个高质量的展会是由高质量的
展商和高质量的客商合力而成，规模不一定大，
但一定要足够专业。

厦门目前有影响力的展会，如中国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中国厦门国际石材展、中国厦门国
际佛事用品展览会、海峡两岸文博会等，它们依
托于厦门的优势产业，全方位展现了产业链上下
游发展情况，吸引大量境内外企业及客商参展，
但仍有不少优势产业展会亟待开发。

2024 年，厦门将大力实施“会展+”发展战
略，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持续推动会展业向
国际化、品牌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同时，加强
与国际会展组织、知名会展企业的合作与交流，
引进更多国际知名的会展项目和资源，努力实现
全年展览面积 300 万平方米的预期目标，提高会
展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厦门作为国际
会展名城的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

擦亮“国际会展名城”金字招牌
——访厦门市商务局副局长、会展局局长喻皓

□本报记者 林闻

工业发展是一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的产业
发展竞速赛。近年来，厦门稳抓传统产业迭代，抢
滩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促进新质生产
力发展。

5 月 9 日，2024 厦门工业博览会暨第 28 届海
峡两岸机械电子商品交易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展会以“智改数转、赋能产业”为主题，聚
焦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

截至闭幕，到会人数超 11 万人次，近 1000 家
企业、近 5万名专业客商、超 200个采购团线下参
会，举办了 20 场专业论坛活动……厦门工业博
览会正用一组实打实的数据，展示这一专业性工
业博览会的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

通过厦门工业博览会这扇窗，我们或许能从
中洞悉新时代工业发展的新动向。

创新产品含“绿”十足

激光切割机割出一个个精致的摆件；5G 远
程遥控装载机操控着千里之外的设备；电焊机器
人在熟练作业……本届厦门工业博览会积极融
入新质生产力发展理念，创新工业、高效节能等
领域活力满满。展会现场，各种智能化新产品层
出不穷、引人驻足。

厦门扬森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的展位上，一台
五轴联动机床成为展区焦点。

“我们公司的机床可在计算机数控系统的控
制下同时协调作业。”扬森数控展位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两年，扬森数控不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帮助用户加快智改数转步伐。

记者发现，博览会上，越来越多企业朝着绿
色低碳发展转型升级，产品含“绿”量十足。

在 厦 门 丝 路 阳 光 新 能 源 公 司 产 品 展 示 台
上，一块块色彩各异的光伏玻璃组件吸引了众
人的目光。“建筑的外表装上这样的玻璃，相当

于穿上会发电的衣服，产品将太阳能转化为电
能，实现建筑能耗的自给自足。”丝路阳光展位
负责人林德宾介绍，以一片 3.6 平方米的光伏玻
璃组件为例，每片发电功率最高可达 960W，一
年最多可发电 2300 千瓦时，相当于一户普通家
庭一年的用电量。

据了解，于 2023 年成立的丝路阳光是一家
专业从事建筑光伏一体化生产的厦门企业，公司
自建全省首个、年产 300MW 光伏发电玻璃组件
的智能化生产基地，并实现产品尺寸、图案、颜色
多样化定制。

如今，越来越多创新、质优、低碳产品正成
为厦门制造业拓展国际市场的“新名片”，一款
款科技含量高、绿色低碳的招牌产品成为厦门
的“新特产”。

传统产业焕“新”发展

不少厦门本土企业瞄准新赛道，寻找发展新
动能。

走近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展位，这家
获得过“全球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杰出贡献奖”
的企业，这次带来的不仅仅是照明产品，更有半
导体产业的整体解决方案——城市级数字低碳
能源管理。

“通过高效 LED 光源、物联网、智能感知系
统以及云平台的集成管理，可以提供更为精细化
的绿色照明控制及节能降碳方案。”光莆电子展
位负责人汪少波介绍，近年来，随着大众低碳环
保需求的提升，公司开始布局数字低碳能源管理

以及新能源板块。“这不仅是针对消费者需求的
更新行动，也是一场针对工业企业的创新行动，
可以催生新产业、新模式，为工业发展增长带来
新动能。”

传统企业转型谋变，折射出厦门工业动能转
换的新趋势。

在展会现场，来自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
限公司的新能源重卡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是我们的商用车第一次参加工博会。配
备多轴多动力源的底置换电牵引车，能耗可降低
23.5%；采用高性能氢燃料电池的牵引车可支持
10 分钟快速充氢，在满载的情况下，续航依旧可
超 300公里。”金龙展区负责人说。

作为中国汽车产业的重要力量，金龙早在
2010年便大力发展新能源商用车。

“新质生产力不仅代表技术的进步，还包含
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的升级与优化配置。”金龙
商用车技术中心主任王喜明表示，公司将之前在
客车上积累的新能源和智能化技术运用到商用
车制造，实现商用车低碳智能化升级。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变革新技术，创造新需求，催生新赛道。厦门
“质造”的背后是厦门市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制
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不断提速。

近年来，厦门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不断厚
植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数据显示，2023年，厦门全
市数字经济规模超 4500 亿元；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增加超 600 家，累计超 4200 家，占全省的 30%；
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超 40%，科技集群、科技强度分别跃升至
全球城市第 80位和第 81位。

本次厦门工博会还特别设立“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服务专区”，汇聚华为、鼎捷、同方、移动等
众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全力促进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深化智能制造产业升级发展。同时，策划
举办首届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展览会，集中展示光
莆电子、阳光电源、核顺能源等企业前沿的新能
源技术、储能技术、新材料产品和创新解决方案。

早在 2019 年，厦门便启动未来产业培育工
程。截至今年初，厦门已拥有 165 家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它们掌握独门绝技，贡献关
键技术和产品，成为厦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阵
眼所在。

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涌现，
透过厦门工博会，不难观察到厦门“新质造”的强
劲发展动力。这些产品凸显智能化、数字化、绿色
化的新趋势，体现厦门工业发展理念的转变，传
递出厦门工业发展向高质量迈进的积极信号。

市民在观看自动化机器人。 市民在拍摄自动驾驶车辆。

向“新”而行 逐梦未来
——厦门打造“质造”硬实力

□本报记者 林闻 林梓健 文/图

2024 厦门工业博览会在厦
门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