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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据统计，截至2010年年底，顺义区花卉种植面积达1.7万亩，花卉产值3.9亿元，花
卉企业74家，其中大中型企业36家，花卉种植农户80户，从业人员5000人，花卉面积和产值均居北京
市首位。顺义花卉会展农业正以“以花兴业、以花富民”的理念展现着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高端性、引
领性、多功能性等特点。 （2）运行机制。顺义花卉会展农业的运行机制表体现为“政府主导、企业
参与、市场运作、社会支持”。 首先，“政府主导”是指从主办、承办到支持单位中，政府部门均作
为主导力量，为展会“搭台”，提供正确的引导和良好的服务。第七届花博会由国家林业局、中国花
协、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献礼国庆6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在北京展区的
具体筹备过程中，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会同北京花卉协会作为承办单位联合组
建了综合办公室以统筹协调筹备工作，顺义区委、区政府领导成员则融人花博会运行体系，组建完成
了主场馆运行团队、室外展区运行团队、鲜花港运行团队和外围保障团队，构建了高效的组织运行体
系，确保了场馆建设、展会运行和外围保障的无缝隙对接，保障了整体筹备工作的顺利推进。在花博
会之后，北京市政府和顺义区政府围绕“以花兴业、以花富民”分别出台了《北京市花卉产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和《顺义区关于加快现代花卉产业发展的意见（2010—2012年）》等政策，为花卉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 其次，“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是指在花博会招商招展和场馆
建设等环节，引入企业参与的市场运作模式，提高运行效益，并实现展会场馆的可持续发展。在展会
招商招展方面，花博会建立了合作伙伴、赞助商、供应商三个层次的赞助体系，积极吸引包括中国国
际航空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国移动等大型企业共同参与展会市场开发，赞助合作伙伴企
业共达31家，合作领域覆盖航空、金融、保险、通信、地产等，为展会提供有力资金和物资保障，并
与企业实现互惠双赢。在场馆建设方面，采取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模式，有效地破解了历届花博会场馆
展后利用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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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会展农业发展研究》由何忠伟等著。理论是对实践最好的超越，伴随着北京发展世界水平的农
业进程，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立足北京农业，加大北京农业经济的研究力度，奉献出一批高水平的
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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