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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会展企业空间合理化布局有利于城市会展经济发展。以厦门市会展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最邻近距

离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及标准差椭圆分析法等，分析厦门市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厦门

市会展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 集聚与扩散并存，呈现由“单核集聚”向“双核集聚”的发展格局; 在西南———

东部方向呈条带状分布，重心向厦门会展中心方向移动; 圈层等级结构明显，第二层级圈层集聚特征加强; 会展服

务设施、品牌展会活动、城市营商环境、交通基础设施、政府政策是影响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的 5 个主要因素。厦门

市政府可通过推动会展服务设施建设、优化会展扶持政策、全方位推进会展公共平台建设等政策的实施来提高厦门

会展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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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展业已成为我国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最具活力的行业之

一［1］464。会展产业的良好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

速发展，会展产业集群的形成也促进了各城市区域

的发展。但城市区域会展业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

在一些问题，如产业集聚程度偏低、多数企业规模

偏小、政府规划布局有待完善等。厦门作为中国最

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五大经济特区之一，不仅是我

国海岛型城市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国重要的会展城

市。金砖会晤的成功举办，给厦门会展业的发展创

造了机遇与挑战。2019 年厦 门 市 共 举 办 展 览 236

场，会议 9 978 场，共实现经济效益 450. 94 亿元，

同比增长 12%。会展业的快速发展有效拉动了厦门

市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关联产业发展，会展业已成

为厦门的支柱产业之一。与此同时，会展设施规模

依然偏小、会展硬件设施与综合服务水平亟需提高、

会展营商环境建设滞后于发展需要、奖励扶持政策

吸引力不足、高端复合人才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制

约着厦门会展业的长远发展。因此，研究厦门市会

展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有利于厦门市政府

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促进会展企业空间集聚

区的形成，提高厦门市会展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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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展业基于空间视角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发现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

会展企业空间集群方面。王永刚和郭旸［2］认为中国

会展业集群化发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其内在的产

业特质与运行规律决定的; 张俐俐［3］等分析广州会

展产业集群的 LQ 系数时发现，广州会展产业集群

已经形成，并具有较高的集聚程度及一定的优势和

特色; 方忠权［4］等以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集聚区为例，

对会展企业集群进行识别，发现我国主要中心城市

特定地段会展产业集群已经初步形成，但集群化程

度较低。二是会展企业空间集聚方面。方忠权［5］等

发现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广州市

流花地区会展企业的空间分布同样呈明显的集聚状

态; 任国岩［6］在分析长三角地区 25 个城市会展场馆

的空间集聚特征时发现，该区域场馆分布密度的变

化是从区域中心城市逐步向区域副中心城市、非区

域副中心城市以及区域副中心城市所属的县级城市

扩散。三是会展企业空间分布方面。丛丽［7］等采用

最邻近距离法与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发现北京市会

议设施的空间布局模式属于结合城市中心发展的凝

聚分布模式; 方忠权［8］等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和 GIS

空间密度指标分析等方法，发现珠三角会展企业在

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和动态性;

朱其静［9］等从产业链角度探索上海会展企业的布局

特征，发现 2000 年以前上海会展业发展缓慢，空间

分布差异逐渐减少，2002 年之后，空间分布差异加

大，集聚态势加强。

虽然基于“空间”视角对会展企业的研究已取

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研究主体大多数是以具体

的城市为例，这与海岛型会展城市———厦门的情况

存在一定差距; 研究数据收集上，多是基于展览面

积、展览数量、场馆数量等来展开的，存在统计数

据不全面、分类不精细等问题。基于 POI 点数据展

开空间分布的研究，能够更为精细、直观、有效地

反映出空间特征，被广泛运用于服务业空间分布研

究，但在会展业研究中运用得还比较少。鉴于此，

本文收集整理了厦门市 2010 及 2018 两年的会展企

业的 POI 点数据，采用 GIS 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

其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不仅有利于

优化厦门市会展业空间布局，促进厦门市会展企业

的发展，还可为其他同类型会展城市的发展提供

借鉴。

二、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依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GB /T

4754－2017) “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 L728) 作

出的界定与说明，本文涉及的会展企业主要包括会

展主承办企业、会展场馆企业和会展服务企业［1］465，

主要从 3 个方面获取基础数据。①官网数据。从中

国会展网、厦门会展网获取厦门市会议展览协会成

员名录。②天眼查 APP。基于天眼查 APP 获取厦门

全市经营范围内包含 “会展” “会议与展览”等关

键词的厦门市会展企业名录。③基于厦门市工商局、

厦门市统计局发布的官方信息进行相关数据的修缮

和补充。考虑研究数据的可得性、真实性及发展性，

选取 2010 年及 2018 年这两个时间节点的数据来研

究厦门市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首先

借助 X geocoding 软件对每家企业地址信息进行空间

化处理，接着通过百度地图爬取厦门市会展企业的

POI 点数据，然后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去重、筛选及

空间匹配后得到新的会展企业 POI 点数据，最后根

据企业成立时间，得到 2010 年 ( 397 条数据) 及

2018 年 ( 1 452 条数据) 两个时间节点的厦门市会

展企业空间分布图。

( 二) 研究方法

第一，最邻近距离分析法。该方法是基于空间

距离的方法，将其离得最近点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

布模式下的预期最近邻距离进行比较，用最近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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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NNI) 来判断点的空间聚集性［10］，公式如下:

NNI=∑
n

i=1

min ( dij )

n
/d ( ran) ( 1)

其中，n 为样本点数目; dij为第 i 点到第 j 点的

距离; min ( dij ) 为 i 到最临近点的距离; d ( ran)

为空间随机分布条件下的理论平均距离，d ( ran)

的值一般为 0. 5 或 A /n ，A 为研究区域面积。当

NNI= 1 时，样本点随机分布; NNI＜1 时，样本点

呈集聚分布; NNI＞1 时，样本点呈均匀离散分布。

为了更好地反映实际测量的平均距离和预期平均距

离偏离程度，采用 Z 检验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Z

值由正态分布检验得出。Z 值为负数且数值越小，

说明要素的分布就越趋于集聚分布; 反之，表明要

素显著偏向均匀分布; 而 Z 值位于二者之间时则表

明为随机分布。

第二，核密度分析法。该方法是一种从数据样

本自身出发研究数据分布特征的方法，利用空间平

滑对点状数据进行密度分析，从规则区域中点密度

的空间变化来研究点的分布特征［11］。假设厦门会展

企业空间分布的密度函数为 f ( x) ，核密度估计为

fn ( x) ，则在任意企业点要素位置 x 上的核密度估

计公式为:

f ( x) = 1
nh∑

n

i=1
k

x－xi

h( ) ( 2)

其中，k 为核函数; n 为点要素数目; h 为窗口

宽度，也称为平滑参数或带宽。

第三，标准差椭圆分析法。该方法是一种空间统

计方法，主要以中心、长轴、短轴和方位角为参数，

定量描述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12］。长轴与短轴

的方向分别代表地理要素在二维空间上的主、次趋势

分布方向，而长轴与短轴的长度分别表明地理要素在

主、次趋势方向上的离散分布程度，长轴与短轴长度

的比值表明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形态。

三、实证分析结果

( 一) 厦门市会展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

通过厦门市会展业 POI 点数据分布图可以发现，

2010 年厦门市会展企业主要分布在厦门半岛的思明

区及湖里区，其余各区有少许散点分布，形成了以

思明区为中心的单中心集聚格局 ( 图 1a) ; 2018 年

厦门市会展企业仍主要分布在厦门半岛的思明区及

湖里区，但在空间集聚上形成了 “大集中、环形分

散”的格局，厦门半岛集聚特征明显，思明区内呈

现双中心集聚格局，其余各区以集聚散、环状分布

为主 ( 图 1b) 。经过 8 年的发展，厦门市会展企业

数量增加，岛内集聚特征更为明显，思明区内部集

聚次中心形成，环形分布特征显现。

图 1 厦门市会展企业 POI 点数据分布图

Fig. 1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POI points data for Xiamen exhibitio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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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OI 点数据分布图，采用最邻近距离分析

法，可知: 2010 年厦门市会展企业点的分布距离在

地图上所观测到的实际距离是 203. 059 6m，而期望

距离为 347. 674 5m，观测距离小于期望距离，两者

比值 NNI= 0. 584 05＜1，且 Z 得分是－14. 694 3，说

明 2010 年厦门市会展企业点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

集聚; 2018 年厦门市会展企业点的观测距离与预期

距离的比值 NNI＜1，且 Z 得分为负数，表明其空间

分布上仍同样呈现显著集聚。对比两年 Z 得分大小，

可知 2010 年的 Z 得分绝对值 ( 14. 694 3) 小于 2018

年的 Z 得分绝对值 ( 35. 874 0) ，说明随着时间的迁

移变化，厦门市会展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分布范围

扩大，与此同时空间集聚程度略微减弱。

通过计算，发现厦门本岛区域内分布的会展企

业数量占全市范围内总数量的 80%以上，而厦门本

岛陆地面积仅占全市陆地面积的 9%。为了能够更加

科学、合理地探究厦门会展业空间分布特征与模式，

将选择厦门本岛为研究区域来展开分析论证。

( 二) 集聚与扩散并存，呈现由 “单核集聚”

向“双核集聚”的发展格局

为进一步分析厦门市会展业空间集聚格局演变

的过程，利用 GIS 平台，将厦门市会展业 POI 点数

据与城市主干道、国道、环路等路网数据叠置，根

据厦门本岛实际面积大小，基于其整体尺度，选择

不同搜索半径对 2010 年和 2018 年的 POI 点数据进

行核密度分析，对比确定最能反映厦门会展企业分

布格局的搜索半径，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得到厦门会

展企业的核密度分析图 ( 图 2) 。

图 2 核密度分析图

Fig. 2 The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chart

2010 年厦门市会展业在空间分布上呈现 2 个明

显的集聚特征。 ( 1) 轴状单核结构明显，有次核集

聚趋势。厦门半岛会展企业集聚密度的最高峰集中

在思明区内嘉莲街道和梧村街道区域。莲花路口与

厦门站、嘉禾路等道路轴向联合，形成了厦门半岛

会展业的主要集聚区域 “嘉莲———梧村”区域。该

区的强中心结构由多子核心呈轴状集合而成，集聚

了大量的会展企业，集聚密度极强，但子核心没有

完全连接，高集聚区域有断点。除了强中心之外，

在厦门半岛西部、中部出现了多个小规模会展业集

聚区，如厦门人民会堂、将军祠附近均形成了小规

模集聚区。在厦门半岛东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四周，

会展企业主要以散点集聚方式分布，并未与会展中

心区域连接成片，但显现出次中心集聚趋势。 ( 2)

“西南———东部”方向集中分布，其余区域呈散点

分布。会展企业主要呈由西南向东的方向分布，但

并未完全连接成条，存在空间区域断点。此外，厦

门本岛北部区域即湖里区内，有较多较低、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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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聚散点独立分布，但岛东南部地区基本上没有

散点分布，主要是由于该地区为东坪山、云顶山等

山地分布区域，受到自然阻隔，且该区域未进行全

面商业开发。

2018 年厦门市会展业在空间分布上呈现 3 个主

要特征。 ( 1) 双核集聚结构明显，次核呈散点分

布。会展企业在空间分布上形成了单独的核分布，

主要位于厦门岛中偏西部及东部，双核结构凸显。

厦门岛外围出现多个高核密度次中心，逐步形成连

片。分布密度总体呈现由岛中部向外围逐步递减、

随后又递增的变化趋势，呈现出层级分布结构; 且

在空间分布上呈现 “北多南少”的特征，厦门本岛

南部分布密度极低，部分区域近似为 0。( 2) “西南

———东部”条带状形成。从整体上看，厦门市会展

企业形成了由岛东部的厦门国际会展中心至西南部

的中山路商圈的连线分布格局，各集聚区域相连接;

在西南———东部方向上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思明区与

湖里区交界沿线。 ( 3) 集聚整体呈多层级分布，辐

射范围呈现半圆状。从整体范围来看，集聚和扩散

同时并存。厦门半岛会展业集聚密度呈现出从 “嘉

莲———梧村”区域、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区域强中心

向上、向外梯度递减。位于岛中部的 “嘉莲———梧

村”区域呈轴块状布局，并向湖里区边缘、鼓浪屿

方向呈半圆状放射状联系; 位于岛东部的厦门国际

会展中心区域呈块状布局，向湖里区边缘呈半圆状

放射状联系。此外，在湖里区内会展企业形成 “以

线串点”式分布。

( 三) 在西南———东部方向呈条带状分布，重

心向厦门会展中心方向移动

为探究厦门会展企业的分布方向及轴状结构，

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进行分析 ( 见图 3) 。方向分

析方面: 2010 年和 2018 年会展相关企业标准差椭

圆的长轴走向均为 “西南———东部”方向，说明厦

门市会展相关企业 POI 数据点在 “西南———东部”

方向分布更密集，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计算可知，

2010 年厦门市会展相关企业标准差椭圆方位角为

69. 642 804，2018 年为 76. 450 672，方位角增大，

长轴方向向东 (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方向) 偏转，表

明厦门市会展企业分布有向东集聚趋势。形状分析

方面: 2010 年及 2018 年长短轴长度不等，存在差

值，为扁形椭圆，说明厦门会展企业在地理空间中

呈现条带式分布; 2018 年的标准差椭圆中心相较于

2010 年的来说，逐步向东 (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

心，简称厦门会展中心) 方向移动，图中标准差椭

圆的中心即可看作是厦门会展业的产业重心，说明

近年来厦门会展业的空间分布重心向东有所偏移，

且有一定幅度。

图 3 标准差椭圆分析

Fig. 3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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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圈层等级结构明显，第二层级圈层集聚

特征加强

根据厦门本岛地理空间范围，选取厦门本岛地

理中心位置龙昌里为中心，1km 为半径间隔，构建

8 个同心圆圈层。根据核密度集聚图将圈层划分为

三个层级，其中 0 ～ 3km 为第一层级，3 ～ 5km 为第

二层级，5 ～ 8km 为第三层级。利用 GIS 软件进行空

间数据连接，统计分析各个圈层中会展业的企业数

量 ( 图 4) 。

图 4 会展业圈层分析图

Fig. 4 The circle layer analysis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2010 年会展企业在厦门本岛的布局从中心向外

扩散，每一层级的企业数量逐级递减，呈阶梯状下

降。从层级来看，第一层级为高度集中圈层，主要

是厦门本岛地理中心范围，思明区与湖里区交界处，

嘉莲、江头街道区域，圈层内会展企业高度集聚，

分布的企业数量占总数的 38. 2%。第二层级为随距

离衰减圈层，受到东坪山、云顶山等自然阻隔，集

聚效应相对减弱。但由于梧村街道区域位于此圈层，

分布的企业数量占总数的 33. 5%，相对集聚。第三

层级为随距离再减圈层，圈层内分布的企业数量相

对较少，占总数的 28. 2%。

2018 年会展企业在厦门本岛的布局同样为从中

心向外扩散，主要集聚在距离龙昌里 5km 的圈层

内。从层级来看，第一层级为高度集中圈层，企业

数量占总数的 37. 7%。第二层级为二次加强集中圈

层，圈层内企业数量占总数的 38. 1%，企业数量占

比与第一层级基本持平，略微超越。这主要是由于

该圈层内分布了梧村街道区域和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可认为厦门本岛的会展企业有向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附近集聚的趋势。第三层级为随距离衰减圈层。进

一步对比这两年各等级圈层的企业数量可以发现，

每一层级圈层内的企业数量均以 2 倍以上的速度在

增长，说明近年来厦门会展业发展水平有所提升，

且颇具发展活力; 厦门本岛会展企业中心高度集聚

范围扩大，第二层级圈层集聚特征加强; 第三层级

圈层会展业发展速度较其他圈层相对较慢，企业数

量占比较 2010 年有所下降。

四、厦门市会展企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会展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十分复杂，且很

多因素不易量化［1］470。为保证研究的有效性与专业

性，基于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厦门会展业集

聚的实际情况，从五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证分析。

( 一) 会展服务设施

会展服务设施包括大型会展场馆及公共服务设

施两个因素。会展场馆的建设水平和周边公共基础

服务设施条件的完善程度，影响一个城市承接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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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级别高低和地区展会品牌地建设。1985 年厦门

第一个大型会展场馆富山国际展览城在今梧村街道

区域正式投入使用，其周边是厦门会展业的核心发

展区域，具有强大的集聚辐射效应，形成了初始的

“单中心集聚”格局。21 世纪随着厦门国际会展中

心会展功能的发挥，会展业开始在其周边集聚，并

最终形成了现阶段的 “双中心”空间格局。厦门市

会展企业集聚核心区的迁移与变化直接证实了会展

场馆对于会展业空间集聚的重要性，以及对会展企

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活动时的前瞻性影响。与此同时，

会展活动的开展既依托于会展场馆，也需要相应的

配套服务支持。除住宿、餐饮、停车场、医疗条件、

绿化、安全设施、水电供给、无线网络等，还需要

一定的媒体广告宣传、金融服务、公关礼仪、物流

运输、信息咨询、仓储等条件支持。

( 二) 品牌展会活动

品牌展会的打造和大型节事活动的承办，能够

快速吸引充足的资金与客源，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完善。截至 2018 年，厦门已连续举办了二十届

九八投洽会。九八投洽会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

广的投资博览会，对厦门会展业的发展与集聚有重

要刺激作用。在九八投洽会强大影响力的拉动之下，

厦门石材展、佛事用品展等一系列国际型展会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日益加强，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

一。金砖峰会的举办使得厦门城市国际化水平、国

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推动厦门会展业进入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三) 城市营商环境

良好的城市营商环境对服务业有较大吸引力，

是形成服务业集聚区的重要影响因素。 “火车站

———莲坂”商圈是厦门三大核心商圈之一，物流、

贸易业和旅游业均较为发达，市政配套设施便利。

良好的城市营商环境吸引了大批企业入驻，也使得

众多会展企业、具有会务功能的酒店等选择这一区

域集聚。繁荣的营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展

企业的区位选择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会展

业以繁华商圈为中心集聚的现象。2010 年的 “梧村

———嘉莲”街道区域会展业集聚核心以及 2018 年厦

门本岛东部、海峡西岸的会展中心集聚核心都证实

了这一点。此外，厦门会展中心的建设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作用于周边营商环境的发展。

( 四) 交通基础设施

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对会展企业的选址有重要

影响，会促进会展企业的集聚。便利的交通基础设

施不仅保障了大型会展期间人流和物流的快速移动，

而且可以降低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在对厦门

会展企业空间分布集聚核心区的热点分析中可以观

察到，截至 2018 年厦门会展业主要有两个中心集聚

区，“嘉莲———梧村街道”集聚区呈纵向轴状分布，

这与嘉禾、厦禾主干路的南北走向有密切的关系;

厦门国际会展集聚片区的路网是由厦门主干道构成

的“两横三纵”格局，周边片区次、支路交通系统

也较为完善，具有良好的交通集疏运能力，这在一

定程度上加快了厦门会展中心集聚区的形成。

( 五) 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对会展企业集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

市规划、政府优惠政策以及政府资金支持三个方面。

现阶段，我国各地会展业的发展主要为政府主导型。

从厦门会展业来看，会展场馆的具体区位选择是由

厦门市政府主导规划圈定的，会展场馆周边的产业

园区、企业集聚区配套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规划也

是由政府制定的。近年来厦门市政府为促进会展业

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政策，如大力推动会

展业改革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

法以及各区出台的关于会展业发展扶持奖励的若干

意见等，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会展业的发展，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展企业的集聚。

此外，地区经济、市场需求以及人力资源等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厦门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

但其影响程度相对上述五个因素来说较小，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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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考虑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会展企业 POI 数据为基础，借助 GIS 技

术，研究海岛型会展城市———厦门市会展企业的空

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厦门市会展业

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呈现由 “单核集聚”向

“双核集聚”的发展格局。2010 年，厦门会展业主

要是以“梧村———嘉莲”街道区域为核心的单中心

集聚格局，而发展到 2018 年厦门国际会展中心第二

集聚核心地位形成，两者共同构成厦门会展企业空

间分布的双中心集聚格局。同时，厦门会展业的重

心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向东移动，集聚区域不断扩大，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服务设施、品牌展会活动、

整体商务环境、交通设施、政府政策是影响会展企

业空间集聚的五个主要因素，而地区经济、市场需

求以及人力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太明显。

为促进厦门市会展企业更好的发展，在实证分

析厦门市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的基础

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会展服务设施

建设，提升服务管理水平。扩建会展场馆，提高厦

门会展承接能力和水平; 推进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

建设，提升展客商的体验满意度; 完善会展服务流

程设计，提升会展服务水平和效率。第二，优化会

展扶持政策，重视会展品牌的维护和创新。要充分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如制定优化会展扶持政策，

以使其具有更高的全国竞争力，吸引更多优质会议

展览项目落户厦门。厦门市会展业拥有的知名品牌

展会如九八投洽会、厦门工博会等，一方面要维护

并突出现有的品牌，拒绝伪劣或不知名商家的混入，

另一方面要重视现有品牌的创新性，以保证品牌吸

引力得到发挥。第三，全方位推进会展公共平台建

设，提高厦门会展业竞争力。在线上方面，进一步

推进厦门市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以及会展业展商资

源整合系统的建设，将会展产业链上中下游商务资

源信息串联起来，提高产业实时信息的可获取性，

加强产业内部联系; 在线下方面，积极发挥会展协

会作用，制定合理科学的行业规定，营造良好的市

场氛围。第四，促进会、展、节、赛等多元化组合，

吸引市场参与网络集群化发展。在政府主导的大背

景下，借助市场的力量，引入赛事、演艺、文化交

流等多类型活动，这不仅可以丰富厦门会展业的活

动种类，而且可以填补大型展会之间的空窗期。会

展业务需求的提高，促使各区域形成集聚节点，吸

引市场参与网络集群化发展，促进厦门当地及周边

会展产业快速扩大，进而影响会展产业空间布局演

化。第五，推进会展人才培育和引进，提高会展管

理水平和理念。实行多层次会展人才培育模式，大

力支持院校会展专业建设; 借助周边本科院校力量

培养高层次管理型人才，专科院校培养技术应用型

人才; 制定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吸引会展专业高端

人才，以提高厦门会展管理水平和理念; 开展高校

会展教育合作论坛、商务会展策划竞赛、会展经验

交流会等活动，以培育多层次专业人才，为会展业

集群化发展提供人才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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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hibition Enterprises in Xiamen

SUN Xirui1 ，WU Guihua2 ，TAN Ｒong2

(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siness and Tourism，Anhui Business College，Wuhu 241002，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China )

Abstract: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space of exhibition enterprises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xhibition economy. Taking Xiame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by using the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Xiamen exhibition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Xiamen exhibition enterprises have obvious spatial agglomeration; Xiamen exhibition enterprises are
concentration and diffusion coexistence，development pattern shows the spatial pattern from single－core agglomeration
to dual － core agglomeration; the exhibition enterprises show a strip － shaped distribution in the southwest － east
direction，in addition，the center of gravity moves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the 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Center;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circle layer is obvious and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ond level circle layer is strengthening. The main factors of exhibition enterprises agglomeration include five
aspects: exhibition service facilities，brand exhibition activities，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government policy. Xiamen government can take measures such a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xhibition
service facilities，optimizing exhibition support policies，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hibition public platform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Xiamen’s exhibition industry.
Key words: exhibition enterprise;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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