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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中国制造出海需求旺盛。会展行业在创造直接收益的同时，还促进了参

展商与目标买家之间的商务交流，有助于双方建立贸易联系并完成交

易，是中国制造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舞台。中国工业对出口存在一定程

度的依赖，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导致全球需求不足，而此前我国长期增

长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导致产能保持较快增长，急需出海寻找增量需

求。疫情前我国会展业高度发达，吸引了大量外商到访参展，但疫情管

控措施与疫情后航班、签证等限制下外国人到中国参展人数大幅下降，

企业主动到境外办展参展成为出海新的选择。 

◼ 米奥会展是我国境外办展先行者，抢先卡位建立龙头优势。米奥会展成

立于2010年，主营业务为境外会展的策划、组织、推广及运营服务，通

过收并购上广展、北米、上米、嘉米实现办展规模和营收的快速扩大，

公司骨干均为经验丰富的会展业从业者。公司较早转型境外自办展，已

成功打造了工业机械展MACHINEX和国际家居礼品展HOMELIFE两大主题

展IP，在“一带一路”市场率先建立了品牌优势。 

◼ 投资建议：公司是国内会展第一股，数字化技术加持下展现了灵活应对

疫情黑天鹅事件的能力，2022年双线双展产品网展贸meta为外贸企业提

供线上线下、境内境外全流程服务，实现线下举办实体展会，展商上线、

买家到场。通过把综合主题展升级细化成专业展，公司在2023年快速扩

大办展数量和面积，共计吸引了近8800家企业参展，到展买家超24万人，

总意向成交额达到146亿美元。此外，公司成功卡位“一带一路”沿线

及“RCEP”等十多个国家并取得先发优势。2023年经中国贸促会审批，

全国共有71家组展单位组织出国展览，其中米奥会展境外办展16项，项

目数量占比仅为1.78%，但从组织参展企业数量和组织参展面积来看，

米奥会展分别组织参展企业7229家、参展面积92070平方米，占比分别

达18.24%、16.09%，均远超其他境外组织办展企业，疫情以来公司抢先

卡位已取得显著的品牌优势。预计公司2024-2025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1.75元和2.35元，对应估值分别为23.06倍和17.13倍，维持对公司的“增

持”评级。 

◼ 风险提示。出海办展不及预期、自然灾害、竞争加剧、地缘政治等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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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出海正当时，境外办展需求旺 

会展行业介绍。会展指会议、展览及大型活动等集体性活动，主要包括各种业务会议、

专业研讨会等大型会议及展览销售活动、大规模商品交易活动等。根据米奥会展《招股

说明书》，会展可划分为自办展和代理展，亦可按照地区划分为境内展和境外展。而根

据会展品牌的实际所有权归属和办展方式，展会也可以划分为自有品牌展、合作展及展

中展。 

图 1：根据业务模式划分的展会 图 2：根据品牌所有权划分的展会 

  

资料来源：米奥会展招股说明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米奥会展招股说明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受疫情结束后全球需求复苏和中国企业出海影响，境外办展行业有望迎来较快增长。境

外办展是我国企业出海的重要一步，会展行业在通过场馆租赁、展位销售和展台搭建等

环节创造直接收益的同时，还促进了参展商与目标买家之间的商务交流，有助于双方建

立贸易联系并完成交易，推动参展企业的销售业绩提升。随着疫情以来全球办展龙头在

中国办展数量减少和签证、航班等问题限制外国人入境，主动的境外自办展有望带动中

国制造出海。 

1.1 企业出海正当时 

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重要拉动作用。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自 2001 年加入 WTO以来，中国经济实现腾飞，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功不可没。截至

2023年，中国出口总值达 33800亿美元，净出口额达 57883 亿元人民币，而 2023年中

国的工业增加值为 399103亿元，出口顺差约占我国工业增加值的 14.5%。2023 年我国

进出口总值达 41.7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2%。其中，出口 23.77 万亿元，

增长 0.6%；进口 17.99 万亿元，下降 0.3%，对出口依存度进一步提升。 

图 3：中国出口总值及同比变化 图 4：中国进出口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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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增长，疫情后产能充足急需出海扩大市场。受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和旺

盛的出口需求影响，我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较快增长。尽管 2015年后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有所放缓，但在 2021年海外需求强劲的刺激下，我国工业产能

利用率快速提高，于 2021年二季度达到峰值 78.8%，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速提高，

产能增加。而 2022、2023年通胀和加息周期下全球需求又迅速萎靡，导致我国工业产

能利用率持续处于平均值以下，出现产能过剩。2023 年，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

经营主体首次突破 60 万家。其中，民营企业 55.6 万家，合计进出口 22.36 万亿

元，增长 6.3%，占进出口总值的 53.5%，提升 3.1 个百分点。企业外贸需求旺盛，

我国工业企业急需出海扩大需求。 

 

图 7：中国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 

图 5：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情况  图 6：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额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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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1.2 多因素限制下出海办展成新选择 

中国会展市场最为庞大。截至 2023年，我国拥有室内展馆总面积超 30万平米的大型会

展场馆 288座，总展览面积超 1235万平方米，而排名第二的美国拥有大型会展场馆 283

座，总展览面积约为 626万平方米。我国已成为拥有大型会展场馆最多的国家，本土会

展市场最为庞大。 

表 1：拥有室内展馆总面积超 30 万平米的国家/地区 

排名 国家 总展览面积(平方米) 场馆数量 占全球百分比(%) 

1 中国 12,354,706 288 29.3% 

2 美国 6,260,874 283 14.9% 

3 德国 3,142,694 51 7.5% 

4 意大利 2,430,390 48 5.8% 

5 法国 2,066,657 84 4.9% 

6 西班牙 1,664,387 54 4.0% 

7 巴西 1,055,115 51 2.5% 

8 俄罗斯 999,124 32 2.4% 

9 加拿大 760,913 32 1.8% 

10 土耳其 711,752 27 1.7% 

11 荷兰 698,396 38 1.7% 

12 英国 604,059 31 1.4% 

13 印度 584,328 16 1.4% 

14 墨西哥 520,736 37 1.2% 

15 瑞士 457,000 13 1.1% 

16 日本 446,695 13 1.1% 

17 波兰 410,321 15 1.0% 

18 比利时 369,879 15 0.9% 

19 奥地利 321,092 11 0.8% 

20 韩国 306,759 13 0.7% 

21 阿联酋 301,006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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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球展馆地图 2023》，东莞证券研究所 

但受航班、签证及国际关系等多个因素影响，2023年外国人到中国办展参展恢复较慢。

疫情后中国会展经济未能尽数恢复，我们认为与外国人到中国参展办展数量下降有关。

2023年中国防疫限制放松后国内经济快速复苏，但国际航班作为国际交流的重要方式需

要中外双方共同审批增班，而受到机组人员不足、国际关系动荡等多个因素影响，截至

2024年 3月 27日中国国际航班执行量为 1441班，仅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 71.7%。此

外，签证审批与加息周期下全球需求不足亦对外国人入境参办展有所影响，2023年外国

入境游客数约为 1378万人次，仅相当于 2019年水平的 28.06%。 

出境自办展成为企业出海扩大市场的新选择。中国境内会展业发达，但新冠疫情以来线

下展需求萎靡，签证、航班等多重因素限制下入境参展人数下降，恰逢国内工业化后产

能过剩，中国制造出海扩大市场迫在眉睫，境外办展有望成为带动中国制造出海的重要

一步。 

1.3 疫情促使国内会展行业集中度提升，民营企业有望跑出境外自办展龙头 

欧美会展行业发展较为成熟，亚太地区大型展馆数量全球第二。会展业脱胎于市

集，与地区经济商贸活动相关。从会展展馆面积来看，2023 年欧洲及亚太地区展

馆面积最高，占全球会展展馆面积比重均达到 37%，北美地区会展展馆面积达 7.5

百万平方米，占比约 18%，中南美洲、中东及非洲等地区会展展馆总面积较小。

从全球会展展馆数量来看，2023 年欧洲、亚太地区、北美洲、中南美洲、中东及

非洲分别拥有室内面积超 5000 平方米的展馆 497 座、404 座、352 座、108 座、

64 座。欧美地区经济发达，大型会展展馆数量较多，已诞生了英富曼、励展等全

球办展龙头。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依托全球化红利，会展展馆数量及面积也较多，

但缺少全球自办展龙头企业。 

图 10：全球会展展馆面积及占比 图 11：全球会展展馆数量 

图 8：民航国际航班执行量变化（架次） 图 9：外国入境游客数量（万人次） 

  

资料来源：航班管家，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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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球展馆地图 2023》，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全球展馆地图 2023》，东莞证券研究所 

国内会展供给较多，疫情导致展馆利用率不足，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全国会展展馆供

给持续增长，截至 2022 年，中国展览展馆总数达 391 座，室内可供展览面积达 1905.9

万平方米。但疫情导致全国办展数量、面积大幅缩小，2022年全国办览数量为 2682场，

办展面积为 4879 万平方米，导致展馆长期空置，利用率大幅下降。预计中小型展会主

办方将受到疫情影响出清，国内会展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 

图 12：全国展馆总数及室内可供展览面积 图 13：2022 年国内展馆利用率（%） 

  

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14：2011-2022 全国展览面积、展览数量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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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中国境外自办展面积快速扩大。2022 年，中国境外自主办展总数为 24场，较 2021年的

14场增加 10场，增幅为 71.43%，展览总面积为 20.91万平方米，同比 2021年的自主

办展总面积增加了 18.51万平米，增幅达 771.25%，展览平均面积为 0.87万平方米每场，

同比去年增加 0.7万平方米每场，增加 411.8%。相较 2019年，出境自办展市场受疫情

影响较大，市场空间广阔。 

图 15：中国主办方境外办展统计 图 16：中国主办方境外办展情况 

  

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米奥会展等企业引领海外自办展复苏，民营企业有望跑出境外自办展龙头。2023 年来，

部分民营企业主动出境参展办展，带动境外办展复苏。2023年中国贸促会共审批计划出

国展览项目 1240项，实际执行 900 项，其中出国参展 822项，出国办展 78项，涉及 71

家组展单位和 55个国家或地区，参展企业共计 3.96万家，展览面积达 57.22万平方米。

从组织参展企业数量来看，前五大组展主体分别是米奥兰特 7229 家、西麦克国际展览

2542家、浙江远大 2411家、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 2319家、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 1981

家。从面积来看，米奥兰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西麦克国际展览、浙江远大、中

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组织参展面积占比分别为 16.09%、9.00%、7.06%、6.4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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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大组展单位占比达 44.14%，民营会展企业有望跑出境外自办展龙头。 

图 17：2023 年中国出国参办展实施情况 图 18：2023 年中国出国参办展面积（平方米） 

  

资料来源：《2023 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东莞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2023 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东莞证券研究

所 

 

2．境外自办展先行者，抢先卡位建立先发优势 

2.1 会展第一股，境外自办展先锋队 

米奥会展主营业务为境外会展的策划、组织、推广及运营服务，为“中国制造”量身打

造拓展全球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市场以及 RCEP 市场的展览营销方案，是中国制

造出海的主舞台。公司成立于 2010 年，通过并购上海国际广告展览公司、北京米奥兰

特、上海米奥、嘉兴米奥逐步整合股东控股的会展资源，迅速扩大营收规模，并于 2014

年在新三板上市，2019年正式挂牌深交所，成为国内会展企业上市第一股。 

图 19：米奥会展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米奥会展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差异化布局，成功打造 Homelife和 MachineX 两大境外自办展品牌。疫情前中国主办方

境外办展以合作办展为主，独立办展较少。代理展利润空间有限，公司及时调整方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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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自办展。目前米奥会展已成功打造工业机械展 MACHINEX 和国际家居礼品展 HOMELIFE

两大主题展 IP。其中 Homelife 系列会展以“中国品牌家居”为概念，展出内容涵盖家

具、家用电器及电子消费品、家用纺织、面料及服装、家居用品及装饰装修材料、家用

灯饰及照明、家用食品及材料等；Machinex系列会展主要针对工业机械类行业，涵盖塑

料机械、印刷包装、食品加工、五金及汽摩配、电力及新能源、焊接及切割、电梯及零

部件等。经过十余年的培育与境外办展经历，Homelife 与 Machinex 两大主题展品牌已

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中国商品的重要的 B2B平台，并在“一带一路”市场率

先建立了品牌优势。 

图 20：米奥会展 MachineX 品牌 图 21：米奥会展 Homelife 品牌 

 
 

资料来源：米奥会展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米奥会展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22：2016-2022 年中国境外自主办展分类的数量比较 

 
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疫情期间双线双展抢先打开境外市场。公司长期深耕“一带一路”市场与新兴国家市场，

逐步拓展 RCEP 市场，并已经开始打开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新冠疫情爆发后，线下展会

基本停滞，2021年起逐步恢复线下展，而公司紧抓机遇，推出双线双展产品，撬开境外

自办展市场。2022 年，中国机构境外自主办展 24 场，办展总面积约 20.91 万平方米，

其中米奥会展举办 15场，办展面积达 13.89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 66.4%。 

图 23：2022 年中国机构境外办展场次（场） 图 24：2022 年中国机构境外办展总面积（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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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25：米奥会展业务覆盖范围 

 
资料来源：米奥会展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2.2 股权结构稳定，骨干经验丰富 

股权结构合理稳定。公司核心管理团队中，董事长潘建军先生持有公司 22.96%股份，总

经理方胜欢先生持有公司 23.08%股份，董秘兼财务总监姚宗宪先生持有公司 9.3%的股

份。2022 年 10月 21日公司原实控人潘建军先生、方欢胜先生、姚宗宪先生的《一致行

动协议》到期并一致决定不再续签新的《一致行动协议》，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后，

公司由原三名一致行动人共同控制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及无实际控制人。当前公司骨干持

股比例相近，合并计算股份达 55.34%，股权合理分散预计不会对公司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骨干团队经验丰富。1998 年至 2001 年任阿联酋中国商品交易中心驻华首席代表；2002

年入职上广展，2005年至 2011年历任上广展董事兼总经理、董事；2011年至今任上广

展董事长；2010年 6月至今担任米奥会展董事长。方胜欢先生 1999年至 2000年任阿联

酋中国产品交易中心经理；2000年至 2001年任阿联酋东方城堡贸易公司经理；2002年

至 2004年任东方国际集团广告展览有限公司经理；2005年至 2010年任上广展经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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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任上广展董事兼总经理；2010年 6月至今担任米奥会展董事、总经理。姚宗宪先

生 2000 年至 2001 年任阿联酋中国商品交易中心经理；2002 年至 2010 年任上广展副经

理；2010年 6月至今任米奥会展董事、副总经理；2014年 9 月至 2016年 1月任米奥会

展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2016年 1 月至今任米奥会展董事会秘书。 

图 26：米奥会展前十大股东（截至 2023 年年报） 

 

资料来源：天眼查，Wind，《米奥会展 2023 年年报》东莞证券研究所 

2.3 2023 年展位销量井喷，业绩爆发式增长 

2023 年全球会展经济快速修复，2024 年有望保持较快增长。根据 UFI 发布的《全球会

展晴雨表》，2023 年下半年全球会展行业公司中约 66%出现活动增加，过半受调查的会

展企业表示将增加员工数量，且调查显示 2024 年将延续增长趋势。收入方面，2023 年

约 41%的会展行业公司收入已超越 2019 年水平，约 43%的公司恢复至 2019 年水平的

75%-100%，预计 2024年收入超越 2019年的公司比例将达到 57%。2023年以来国际商贸

逐步恢复，国际差旅增长带动国际会展数量增长。 

 

图 29：全球会展经济相对 2019 年情况 

图 27：2023H2 全球会展活动及 2024 年预测 图 28：UFI 调查中过半会展企业表示将增加员工数量 

  

资料来源：《全球会展晴雨表》，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全球会展晴雨表》，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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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FI《全球会展晴雨表》，东莞证券研究所 

2023年线下展会展位销量井喷，带动业绩爆发式增长。受全球会展经济复苏影响，2023

年公司境外线下展共计近 8800家企业参展，展位总数超过 13000 个，总办展面积 26万

平方米。境内方面，控股子公司深圳华富顺利在国内举办了教育装备展，总办展面积超

1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 1200家次，观众超 22万人次，国内业务已基本恢复至 2019

年水平。展位销售数量大幅增长带动下，公司 202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8.35亿元，同比

增长 139.72%，较 2019年增长 96.01%，实现归母净利润 1.88亿元，同比增长 273.54%，

较 2019 年增长 184.85%。 

图 30：营业收入及同比变化情况 图 31：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线下办展复苏带动盈利能力快速修复，数字化赋能提升盈利能力。会展行业以轻资产为

主，费用率整体稳定且利润率较高。2020年及 2021年新冠疫情冲击线下展导致公司费

用率和利润率出现大幅波动，但公司及时推出数字展览减轻疫情冲击，2022年线下展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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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后费用率和利润率均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截至 2023年，公司销售毛利率和净利率分

别为 50.09%和 23.62%，较 2019年分别提高了 3.75个百分点和 8.14个百分点。 

图 32：米奥会展毛利率与净利率变化 图 33：米奥会展费用率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3. 聚焦新兴市场，品牌细化提高办展效果 

3.1 聚焦一带一路，抢占重点市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境外自办展重要举办地。2022 年，在中国境外自主办展的 24 场

展览中，有 13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占 54.17%，同比 2021年的 5场增长了

8场，增幅 160%；展览总面积 11.85万平方米，占中国境外自主办展展览总面积的 56.67%，

同比 2021年的 0.83万平方米增加 11.02万平方米。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

展览的机构共 4家，同比 2021年 2家增加了 2家，增幅达 100%，“金砖五国”中的俄罗

斯、巴西、印度和南非，也是中国境外自主办展的重要举办地。2023年线下展逐步恢复

后，中国出国展览项目共在亚洲地区开办 364个、西欧地区开办 188个、东欧和俄罗斯

地区开办 112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开办 98个、北美地区开办 93个。随着我国与一带

一路贸易额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已成为我国出国展览的重要举办地。 

图 34：2023 年中国出国展览项目数量分布 图 35：一带一路贸易额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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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23 中国展览经济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疫情后公司快速卡位一带一路等重要国家。2022年公司抓住全球疫情管控放松、经济逐

步恢复的机会，通过在线数字展览和双线双展产品恢复境外自办展，完成卡位。2022年

中国主办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办展会共 13场，其中 10场展览由米奥会展举办，

办展面积达 8.53万平方米，远超同期其他主办方。在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等“金

砖五国”，我国主办方共举办展览 4场，展览面积 2.59万平方米，其中米奥会展主办展

览 3场，展览面积达 2.56万平方米。此外，公司及 2022年完成收购的控股子公司中纺

广告展览分别在“RCEP”协议国主办展览项目 3 个和 2 个，展览面积分别达 2.31 万平

方米和 2.21万平方米。 

图 36：2022 年中国境外自办展服务“一带一路”项目 图 37：2022 年中国境外自办展服务“金砖五国”项目 

  

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38：2022 年中国境外自办展服务“RCEP”协议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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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22 中国展览数据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3.2 主题品牌细化专业展，并购移植复制成功经验  

由综合展转型专业化展会。为提升展会针对性，推动中国制造与不同区域的对口行业进行

交流合作、品牌推广，2023 年公司将原有的 Homelife和 MachineX 两大主题展品牌升级细化

成八个专业展同档期举办，即建材展、纺织服装展、家居展、家电 3C 展、工业机械展、包

装机械展、电力能源展、孕婴童展。细化专业展帮助公司提高细分领域覆盖深度和参展观众

门槛，展前宣传和展品更具针对性，有效提升展会成交撮合效率。 

图 39：米奥会展全球系列专业展 

 
资料来源：米奥会展官网，米奥会展《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收并购成熟会展品牌带动业绩增长。公司 2021 年收购深圳华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深圳华富展览已开办多次深圳教育装备博览会(“CEET”)创教展，该展会采用

连锁办展模式，已举办深圳教育装备博览会、四川教育博览会、河北省教育装备展示会、

西北教育装备博览会以及江西教育装备(抚州)展示会。华富展览的并购，帮助公司打开

国内市场，弥补公司在境内市场的空缺。2022年初，公司完成收购中纺广告展览有限公

司 60%的股权，中纺广告展览拥有日本规模最大的纺织服装展 AFF（中国纺织成衣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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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越南成功嫁接 AFF 展会成熟且成功的过往经验，助力公司深耕一带一路市场。 

3.3 数字化赋能，灵活应对黑天鹅事件 

打造数字展览模式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传统的线下展会受疫情管

控影响暂停，公司创新办展商业模式，打造布局全球的全要素在线的数字展览产品“网

展贸Max”，帮助广大外贸企业通过数字展览线上拓展境外市场。网展贸Max集数字资讯、

数字展示、数字撮合、大数据挖掘、数字商洽五大服务模块为一体，创新全要素数字展

览模式。2021 年，公司在阿联酋、印度、土耳其、波兰、南非、埃及、墨西哥、巴西、

美国，以及 RCEP国家日本、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 14个贸易集散国家举办数

字展览，为全国近 3000 个展商对接上述在线数字展会举办国及所覆盖区域的 127 个国

家的各行业买家，年度贸易采购超 300亿元。 

双线双展助力疫情期间开拓国际市场。随着全球疫情管控逐步放松与线下展会市场回暖，

公司 2021 年及时推出“网展贸 Meta”线上线下双展产品，为中国的外贸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量身打造的线上线下、境内境外全流程服务。展前线上搭建“数字化海外展厅”提

供在线选品，展品提前出海备展；展会期间线下举办实体展会，展商上线、买家到场，

买家零距离体验产品的同时，与卖家通过线上即时商洽了解产品功能；展后进行二次运

营服务，帮助展商获得更多采购意向相匹配的买家客户。2022 年，公司共举办双线双展

17场，共计 4563家企业参展，到展买家 112621人，总意向成交额达到 122亿美元。 

图 40：米奥会展网展贸双线数字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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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网展贸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4. 投资策略 

维持对公司“增持”的投资评级。公司是国内会展第一股，数字化技术加持下展现了灵

活应对疫情黑天鹅事件的能力，2022 年双线双展产品网展贸 meta 为外贸企业提供线上

线下、境内境外全流程服务，实现线下举办实体展会，展商上线、买家到场。通过把综

合主题展升级细化成专业展，公司在 2023 年快速扩大办展数量和面积，共计吸引了近

8800 家企业参展，到展买家超 24 万人，总意向成交额达到 146 亿美元。此外，公司成

功卡位“一带一路”沿线及“RCEP”等十多个国家并取得先发优势。2023年经中国贸促

会审批，全国共有 71家组展单位组织出国展览，其中米奥会展境外办展 16项，项目数

量占比仅为 1.78%，但从组织参展企业数量和组织参展面积来看，米奥会展分别组织参

展企业 7229 家、参展面积 92070 平方米，占比分别达 18.24%、16.09%，均远超其他境

外组织办展企业，疫情以来公司抢先卡位已取得显著的品牌优势。预计公司 2024-2025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1.75元和 2.35 元，对应估值分别为 23.06 倍和 17.13倍，维持对公

司的“增持”评级。 

 

表 2：公司盈利预测简表（2024/3/27） 

科目（百万元）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营业总收入 835  1033  1232  1415  

营业总成本 611  703  779  858  

营业成本 417  463  512  555  

营业税金及附加 1  2  2  3  

销售费用 140  165  189  209  

管理费用 52  58  71  81  

财务费用 (15) (5) (20) (19) 

研发费用 17  21  25  28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2) 5  0  0  

资产减值损失 1  0  0  0  

营业利润 228  344  462  566  

加：营业外收入 3  0  0  0  

减：营业外支出 1  2  2  2  

利润总额 230  342  460  564  

减：所得税 32  62  83  102  

净利润 197  280  377  462  

减：少数股东损益 9  13  17  21  

归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8  268  360  441  

摊薄每股收益(元) 1.23  1.75  2.35  2.88  

PE（倍） 32.78  23.06  17.13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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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1）出海办展不及预期风险。会展行业牵涉到产业链较多，实际办展效果可能不及预

期风险。 

（2）竞争加剧风险。中国主办方境外办展主体可能逐渐增加，办展数量和密度可能进

一步增长的风险。 

（3）地缘政治风险。境外办展涉及国际航班、签证和中外交流等因素，可能受到地缘

政治变化产生的相关风险。 

（4）自然灾害风险。疫情、气候等自然灾害可能影响展会的正常举办和实际参展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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