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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销售不理想

大阪世博会定于4月13日开幕，为期
6个月。由于日本民众缺乏热情、展馆建
造预算超支引发批评，世博会在2月13日
进入开幕倒计时两个月之际，预售门票仅
售出 780万张，只完成销售目标的五成左
右，引起相关人士担忧。

据日媒分析，除了气氛全然没有热起
来，繁琐的购票和预约程序也是一大问
题。按照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的说法，门
票卖不动，可能是因为网络购票程序复
杂，导致许多人中途放弃。据报道，门票
预售开始时就被指购票不够便捷，今年 1
月的国际会议上不断有参展国提出要求改
进。吉村洋文 2月 5日在首相官邸与石破
茂直接会面，他告诉石破茂:“随着世博
会开幕临近，这是我们改善状况的最后机
会。”

石破茂在2月25日召开的全国知事会
议上说，将简化购票程序，即便不在网上
注册也能购买门票。他还宣布，世博会可
以现场购买“当日入场券”。引入“当日
票”需要修改系统并确保人手，主办方不
得不临时紧急应对，在控制经费的同时力
争提升门票销量。

但日媒注意到，尽管推出“当日
票”，似乎仍未能带动观众的热情。世博
会提出的预售门票目标为 1400万张，由
于连接世博会会场“梦洲”人工岛的交通
手段有限，主办方提出了打造“不排队的
世博会”口号，设想利用手机提前预约电
子票，但效果并不好。去年 10月又引入
纸质票，可在便利店等处购买。然而，此
举收效甚微，两个月仅售出大约 5000
张。1月13日启动展馆和活动预约的抽签
报名，但预售情况未见增加。主办方担
心，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世博会很可
能将陷入亏损。

据共同社报道，鉴于世博会门票预售
情况不理想，石破茂1月28日在官邸召开
的世博会推进总部会议上下达指示称:

“希望全体阁僚使用媒体和社交平台，宣
传世博会，介绍其魅力。”从去年底开
始，首相官邸入口处设置了世博会官方吉
祥物“脉脉”的玩偶，希望通过一系列宣
传活动为世博会造势。

日本国际博览会协会 2月 7日发布消
息称，如果购买了大阪环球影城门票，购
买世博会门票可享九折优惠。世博会官方
商品销售设施运营方2月10日在大阪公布
了主打商品，主要店铺有丸善淳久堂书店
等联合企业体以及 JR西日本集团等四家
门店，涉及 2500多种商品，包括与人气
漫画《龙珠》及电子宠物“拓麻歌子”联
动的杂货与小食品等。

根据相关人士透露，预计日本天皇夫
妇和首相将出席开幕式，还将邀请各国政
要参加世博会。日本外务省称，迄今约有
160 个国家和地区表态参加世博会。此
前，已有墨西哥、爱沙尼亚、俄罗斯、阿
根廷、阿富汗、尼日尔和希腊先后宣布退
出大阪世博会。

中国馆独具特色

2018年11月，国际展览局第164次全
会投票决定日本大阪为 2025年注册类世
界博览会主办城市。当时，除了日本，申
办 2025年世博会的国家还有俄罗斯和阿
塞拜疆。

国际展览局成立于 1928年，总部设
在法国巴黎，是一个政府间负责协调和审
批各类世界博览会的机构。世博会主要分
为两种:注册类(综合性)世博会和认可类(专
业性)世博会。注册类世博会要求更为严
格，每五年举办一次，2010年上海世博会
和 2015年米兰世博会均属于注册类世博
会。认可类世博会的要求相对宽松，在两
次注册类世博会期间举办，2012年韩国丽
水世博会和 2017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世博会均属于认可类世博会。

2023年4月13日，在距离开幕两周年
之际，大阪世博会在大阪市是“梦洲”人
工岛举行场馆开工奠基仪式。今年2月28
日，作为大阪世博会会场象征的临时展馆

“环状回廊”建成完工。该建筑周长近
2000米，外部高度20米，占地面积约6公
顷，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质建筑。回廊
内侧直径 615米，主要有各参展国的展
馆，外侧有日本馆和各企业展馆，从 12
至 20米的屋顶可以俯瞰会场内部和附近
的濑户内海，也可以成为遮阳遮雨的走
廊。被称为“日本新生代最有才华建筑
师”的藤本壮介担任此次世博会的总设计
师，据称他从京都清水寺的“清水舞台”
汲取了设计灵感。

日本馆为钢骨结构三层建筑，总面积
1.1352万平方米，将用作展览场地以及款
待世界各国政要的场所。8个核心特色展
馆是世博会“生命绽放计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邀请了日本电影导演河濑直美、剧
作家小山薰堂等8名制作人。

中国是此次世博会拥有“A类”自建

展馆的 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一。2月 28
日，中国贸促会发布了中国馆标志和吉祥
物，3 月 2 日接受施工布展现场督导验
收。中国馆的标志选择以篆书石鼓文字体
作为表现主体，吉祥物则是一只名叫“悠
悠”的大熊猫。

中国馆“中华书简”是大阪世博会用
地面积最大的自建馆之一，是一座以绵延
展开的书简为外观的竹黄色建筑，让观众
一眼就能感受到强烈的中国元素和浓郁的
文化气息，阐发中华文化发乎自然、顺应
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为观众带来独特
的参观体验。

据介绍，中国馆的建筑外观融合了竹
子、汉字、书卷三个主要元素。其中，竹
子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元素，中国人喜
竹、种竹、爱竹，同时竹子也是一种可再
生的生态建筑材料，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价值取向和当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方
向。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世界
上现存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无论是诗词歌
赋，还是真草隶篆，都在向世界传播着中
华文明的丰富信息和独特魅力。书卷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昭示着中
国“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软实
力，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持久的文化自
信。

中国馆内部延续书简长卷的主题立
意，并将其与现代展览建筑有机结合，层
层递进地展示空间犹如文明演进，从历史
走向未来。封闭的无柱展厅与自然采光空
间巧妙结合，虚实相生，既便于布展，又
在观览中营造人与自然互动的美妙感受，

呼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

遗址利用成考验

世博会投资巨大，绝大部分展馆都是
临时馆，闭幕后会拆除，如何利用其遗
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不
乏成功案例可资借鉴。

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将只
有一个果园和一座修道院的卡尔图哈岛，
变成世博会场地。卡尔图哈岛在世博会闭
幕前就规划建设一个城市科技园，但这期
间经历了经济衰退和各种调整。世博会举
办 30年后，卡尔图哈岛成为未来城市的
实验室:能源自给自足、有科技、有大
学、有可持续性、有交通限制、有自主的
共享系统，还有“坎儿井”试验平台，这
是一种室外空气调节系统，灵感来自2000
年前中东的水文地质系统坎儿井，能够将
环境温度降低 10摄氏度。这个几乎满员
的综合体，每天接待超过3万人，创造了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的
2%。

上海世博会原址在 10年间建成为上
海世博文化公园。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
办场地，如今已蜕变为一处广受欢迎的
公共休闲空间，园内保留了意大利、法
国、卢森堡和俄罗斯等国的原展馆并进
行了改造，同时还建设了许多新亮点
——展示植物多样性的上海温室花园、
可饱览城市风光的人工双子山，以及展
现中国传统园林之美的申园。这里承载
着城市记忆，延续世博精神，焕发生机
与活力，呼应了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

围绕大阪世博会会场遗址利用问题，
大阪府和大阪市2月18日公布了基本计划
草案。根据草案，该区域将分为四个部分
加以利用，其中包括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
区等，与度假区相邻的“梦洲二期”约50
公顷土地将建设赛车场和酒店等设施，还
将探讨保留利用作为会场象征的“环状回
廊”及会场中央的“宁静之森”等世博会
遗产。今年春季基本计划制定后，大阪将
与日本国际博览会协会及相关方进行协
商，最快 2025年内公开征集开发企业，
综合度假区预计在2030年秋季开业。

由大阪府和大阪市及当地经济界组成
的大阪观光局，提出了吸引“世界一级方
程式锦标赛”(F1)入驻大阪的方案。大阪
府知事吉村洋文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
继承世博会的遗产，能诞生非日常的观光
空间。”

大阪世博会将于4月
13 日 至 10 月 13 日 举
办。世博会筹备期间，由
于日本建筑材料价格高
涨、建筑业人手短缺，展
馆建设进展缓慢，世博会
整体建设预算自 2020年
以 来 上 涨 27% ，增 至
2350亿日元(约合 15.77
亿美元)。在距离世博会
开幕不足一月之际，门票
销售情况仍不乐观，世博
会能否取得成功难以预
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