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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Exibition of Instruments and Meters

朱良漪

(中国仪器仪表示会分析仪器学会　北京　100045)

　　最近 ,我从手头有关资料上获得了一些令人兴奋
和惊讶的信息。因为我绝对没有想到 , 从本年末到

2003年初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在全国 21个城市

将要举办 32场关于仪表与自动化的展览会。其中 ,
有24场展览会是以“国际”展览会的名义 。我不知道
这是说明我国已在注重仪表与自动化行业 ,还是一种

长期的商业效益趋使 ,或是还有其它值得深思的因
素。有人说商品经济社会 ,效益与收益会起杠杆作
用 ,上当赔钱就不会再有人干了 。我 ,作为一个干了
半个世纪仪器仪表与自动化的科技工作者 ,似乎有点

激动与冲动 ,想把这个题目拿出来 ,说一些抛砖引玉
的看法 ,或许也能来一次改革 。

我国半年内“仪表与自动化”专题展览会一览表

2002年 2003年
主办单位 条件

社团 展览公司 正规展览馆 不清楚

北京 10 ～ 12/3 √

济南
6～ 9/11 ＊ √

5～ 8/3＊(3) √ √

青岛 7～ 9/11 ＊ √

石家庄
11～ 14/11 ＊ √

2 ～ 4/4 √ √

郑州 6 ～ 8/3 √

武汉
18～ 20/3 ＊ √ √

25～ 27/3 ＊(6) √

西安
7～ 9/11 ＊

10～ 13/3 ＊(5) √ √

成都 24～ 27/4 ＊(4) √ √

重庆 26～ 28/2 ＊(5) √ √

上海
1～ 3/12 ＊

18～ 21/3＊Interkama √ √

苏州
6～ 8/11 ＊ √

26/2 ～ 1/3 ＊(3) √

昆山 25～ 28/2 ＊(3) √

常州 20～ 23/3 ＊(2) √

南京 27～ 31/11 ＊ √

厦门 30/11～ 3/ 12 √

广州 3～ 6/3 ＊(7) √ √ √

东莞 8～ 11/11 √

深圳

29/11～ 2/12＊

21～ 24/2 ＊ √

6～ 9/3 ＊(6)

1～ 4/4 ＊(2) √

昆明 6 ～ 8/11 √

沈阳 10～ 13/4 ＊(6) √ √

长春 27～ 30/3 ＊(4) √

　＊:国际展览会;括号内数字表示第几届

　　我在担心同一类型的展览会太多 ,用区域的概念
太密 ,很容易出现没有新意而成为商品销售 。这就淡

化降低了仪表与自动化这一前沿及高新技术应有的

定位与作用。也因此引发了我的以下看法 。

1　必须从战略目标上摆脱从集会-庙会-展览
会 ,以单纯推销商品为格局的老传统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讲 ,在一定地点 ,一定时间 ,
以物易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有剩余物资而发

展出来的商品市场 。我国的不少乡镇到现在还有集
市与赶集一说 。其实 ,早在我国历史上 ,在殷商时代
就有集市的描述。由集市发展成为庙会 ,据说唐代就
出现了 ,它的基础就是因为有一个固定的大场院 ,北

京的隆福寺在清代的《妙香室丛话》中便有“京师隆福
寺 ,每月九日 ,百货云集 ,谓之庙会”的记载。所以从
商品推销的角度出发 ,大商场 、大礼堂都有可能改为
临时的展览馆 。

解放后 ,现代化宏伟的北京展览馆于 1954 年投

入使用。1957年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建成大
型的展览馆 ,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办国际性的商品交

易会 。从此 ,对比那种临时性的商品陈列式展出算是
迈出了一大步 。但正是由于这种传统概念的影响 ,使
我们感觉到看一次仪表展览会 ,往往有到庙会逛摊子
的感觉 ,也就是收集了一大堆产品样本 ,听了一些广

告味浓厚或是高级科普的报告。如果不是买家 ,或是
可能有能力影响用户的说家 ,便不会得到什么有价值
的信息。那么我们也只能走马看花 , 得不到什么要
领。其实 ,仪器仪表虽也是商品 ,但是它还有“前沿” 、

“破译” 、“标记” 、“标定” 、“标准” 、“方法” 、“质量控制”
和“系统成套”等等的功能。所以 ,进入 21世纪后我

们的仪器仪表展览会应该不同于传统的展览会 ,而是
在做法 、风格上需要改革与创新。

2　如何能把大潮的能量引导到成为我所用的
能源

如此大的国家 ,多举办一些仪器仪表展览会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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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的 ,观众也是踊跃的 。据一份材料表明 ,仅仅

在河南省举办的四届仪表与自动化展览会 ,参观者就

有3.06万人次之多(见图 1 ,摘自《中国仪器仪表》2002

年第 5期中原工业控制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展览会广

告)。

依此类推 ,最近几个月至少就要有上百万人次来

参加本文所提到的 32场展览会。据估算 ,这些花费

的总额也会达到百亿元。也正因如此 ,许多国外著名

的展出公司也纷纷开始进入中国 ,如德国的杜塞尔多

夫的 Interkama 便要在明年 3月份在上海举办第一次

InterkamaChina 盛会。这固然可以表明近 13年来我国

对外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 ,引起国际展出专业集团也

来抢摊。同时 ,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如今国内

的展览会是越办越多 ,主办单位和地区也是日益扩

大 ,小型的贸易展览公司也纷纷兴起 ,但举办的内容

和魅力却越来越淡 ,是否也出现泡沫危机。

回顾历史 , 1956年我国一机部在成立仪器仪表工

业局时 ,为了让大家明白什么是仪器仪表 ,曾经在天

坛的无 殿举办了第一次中国的仪器仪表展览会 。

那时是从无到有 ,从分散到集中的一次盛会 。第二次

展览会是 1965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第一届仪器仪

表新产品的展览会。在那次会议上 ,我们展出了中国

在没有外来援助下自行开发的新产品 ,其中有质谱 、

光谱 、色谱 、红外 、磁氧等类仪器;有电子显微镜 、万能

工具显微镜;硬度计和大型万能材料实验机以及热

工 、电工 、机械量仪 、气象仪器 、医疗仪器等 ,盛况空

前。之后又转移到四川去展出 。1958年 ,中国科学院

长春仪器馆也搞了一次国家级的八大光学仪器新产

品汇报展示。这几次展览会的技术涉及面广而内涵

很高 ,既显示我们的成就 ,填补了空白 , 又鼓舞了士

气;既提高了科研开发与实验技术水平 ,也发展了仪

表产业。我回忆这时的科技论文水平有理论 、有设

想 ,也有真实的实验数据 。能够出现在这样的展览会

上的产品 ,其品种 、质量和技术含量在当时都是很高

的。可是到现在 ,我们的仪器仪表展览会从一进门起

就是国外的大展台 ,出于经济实力的原因 ,国产的仪

器基本上属于边缘展台。在这种形势下 ,得到的效果

不是鼓气 ,而是泄气 。然而真正的技术经济效果呢 ,

既是问号(?)又是惊叹号(!)。

从另一个角度看 ,我们既然也提倡技术经济走向

全球化 ,那么介绍国外产品也是正常和必要的 。但是

如果现在完全是产品销售性质 ,展出的效果则有了危

机。我们曾经听过一些著名的大企业 ,像惠普 、Hon-

eywell的销售经理们就曾提到他们今后将有选择地参

加仪表展览会了 。因为来看展览的人都属于一般地

逛一逛 ,再花这么多钱搞推销 ,光布置一个展台就需

要十几万的装修 ,却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展览销售实在

得不偿失 ,反而不如组织参加专业性的展览会 。这说

明以销售为主的仪器仪表展览会 ,将不太适合仪器仪

表领域的参展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把这样多的观众 、

这么大的投资和精力转移到适应我们今后 20年的宏

伟目标上 ,如何能把汹涌澎湃的大潮变为能量 ,确实

是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3　两次展览会的启迪

今年 5月我在德国帮助吴忠仪表厂谈判调节阀

的技术引进时 ,本想去参加慕尼黑 Analytica 展览会 ,

但由于时间过紧 ,没有成行。当我回国后 ,听说他们

要到中国来举办 AnalyticaChina ,不禁大吃一惊 ,这不

是对我所热衷的分析仪器行业来叫阵了吗 ?幸而 ,我

同时受到北京弗戈公司的邀请参与到本次展会的一

些重要活动中 。在和德方负责人的交谈中 ,我非常赞

赏他们的专业知识 、敬业精神和雄心勃勃的气概。他

们看准了中国分析仪器市场的前景 ,一定要把欧洲乃

至世界的分析商品向中国推销 。他们也有一个 5年

规划 。可是 ,他们全然不了解中国市场早已取得的成

就和存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们并不了解中

国 ,有时还有些傲慢与偏见 ,因此本次展览会一开始 ,

就多少有点文不对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展览

会组织的活动能力与及时的应变能力非常强 ,责任心

强 ,也有魄力 。通过他们丰富的经验 、效率 、财力 ,把

本次展览举办得还算比较成功。会后及时总结经验

教训 ,及时修订下一步计划 。

在AnalyticaChina之后 ,我又参加了由中国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主办的中国国际环境监测仪器展览会。

这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展览会 ,基本上是由专业的领

导机构研究单位举办的展览会。它有两个突出特点。

首先 ,导引参观的总目录编纂得好 ,从应用的总体系

统与逻辑来对展出内容进行介绍 ,使你在很少的时间

内编排你要看的内容 ,如下所示:

□环境水质和废水自动监测系统;

□废气污染自动监测系统;

□空气地面自动监测系统;

□单项气体 、水质污染监测仪器和采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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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常规分析仪器设备;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仪器设备和便携式仪

器设备;

□放射性 、噪声 、振动 、光 、热测定仪和自动监测

系统;

□附属检测设备 ,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仪器;

□其他;

□媒体。

它以当前两大国家最关心的领域———水和空气

为主线 ,同时也把我们还不是太注意 ,但已经提到议

事日程上的噪音 、放射性 、尘埃等问题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 。又把大家关心的汽车尾气 、实验室常规分析 、

附属检测设备 ,也给予一个很清晰的概念 。特别是与

展览会举办的同时 ,又举办了论坛 、讲座 ,很具吸引

力。因为它的内容涉及政策 、投资力度与技术前沿 ,

这些都是由国家计委和环保总局领导讲解环保监测

管理的投资方向 、支持方向 ,顺便点出迫切要求的在

线监测仪器存在的问题及几点考虑 ,从国家环保政策

的整体角度出发 、提出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投资的力

度以及技术的前沿和未来期望来加以说明。其次 ,能

对应高新技术 ,邀请国内外的专业厂商和科研单位来

介绍 ,如:

1)日本岛津:介绍了在线水质监测 ,烟道气体分

析和气质联用仪;

2)中国科学院光机所:介绍了 863计划中光谱法

多参数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和环境污染光学遥测

技术;

3)蓝星总公司介绍了“生物法”水质在线自动监测。

应该说 ,本次展会全面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环境监

测技术 、设备的整体要求和水平 ,实现了国内外环境

监测仪器研制 、生产 、使用者之间的沟通 ,展示了先进

成果 ,交流了高新技术 ,推进了现代化建设。所以 ,我

感到这种仪器仪表展览会的开法比较有收获 ,担心的

则是下一步实施行动和持续作业了 。

4　建立多元化大型仪器仪表信息化集约集团

公司的设想

从天坛的无 殿到北京的展览馆 ,再到如今遍布

全国的展览中心 ,现在的展览会已经不再是一个条件

问题 ,而应该是观念的转变与质量 、服务水平的提高 。

我们加入WTO以后 ,国外的“狼”来了 ,而中国现在办

的比较好的展览会也就是仪器仪表学会的 Miconex ,

已经办了 13届;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的BCEIA已办了9

届。但是 ,严格地讲 ,我觉得它们真正的动力 、组织 、

长远效果和战略构思还值得商榷。目前的现状还不

能不说讲究声势和追求赢利还是主流。我觉得中国

应该在一定时期有一个大型综合的仪器仪表展览 ,比

如 4年一次 ,地点在全国可以有几个集中点 ,轮流举

办 ,像北京(华北),上海(华东),沈阳(东北),重庆(西

部),广州(华南)等 。也可根据国际国内平台的需要。

另外再辅助以地区性和专业性展览 ,这就是真正地围

绕国家国情需要来办。但若要举办这样的展览会 ,对

主办展览单位就必然会提出很高的要求 ,即需要有一

大批行业专家和展出专业的技术力量 ,要能组织动态

的系统功能示范 。有些用户也可以携带样品来进行

实验;成熟的用户可以在展览后拿到单位试用 。而这

些前提的安排 、从市场信息到使用结果的一揽子规划

与计划 、效果的统计评估都需要由展览公司来全权负

责组织协调并进行反馈。我们要让制造厂商为用户

服务;要结合国情 ,有计划 、有引导地提高国内仪器仪

表产业化的能力;要利用媒体促成引进所需的先进技

术。比如当前针对加入WTO 之后出现的技术堡垒 ,

我们国内的需要符合国际标准的分析测试仪器标准

与方法。另外 ,我们还要考虑是否可以搞仪器仪表成

套系统 ,如在以下方面:

□典型与仿真实验室;

□生命科学用的科研仪器;

□医药 ,特别是中药 、食品 、农产品深度加工所

用控制仪器系统;

□节能节水问题;

□废渣 、废弃物处理问题;

□舒适环境条件监测技术 ,包括房屋涂料 、建筑

材料的安全性问题;

□机场 、地铁 、大型会场的安全信息控制调节系统;

□森林防火 、桥梁水坝的安全性监测系统 。

我们还可以建立网站 ,也可以建立数据库 。这已

经不再是举办若干场简单的仪表产品展览会了 ,而是

一个广义的仪表展览会概念 。我们要联合学会 、协

会 、高等院校 、使用部门———这些有经验的单位作为

专业顾问;组织不同题目的沙龙与研讨会;对于新开

发地区 ,也不妨有大篷车式的循环展出;我们要有刊

物 、专业书籍 、普及读物 、信息中心 、网络 、人才培训以

至于老式仪器的升级改造与服务。我们还需要有国

际合作 ,包括组团参加大型参观访问和国际展出 、促

销与散件 、特殊元器件和材料的引进 、工艺以及设计

开发平台的协作等 。这也许已经不只一个公司 ,这将

是一个仪器仪表的信息化集约集团公司 ,也是一个新

的产业领域。

最后 ,我要感谢在本文撰写过程中 ,王成 小姐

在文字处理上和一些参考资料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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