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华诞
之际，回顾中国会展业的发展，特别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会展发展历程，以史
为鉴，激励我辈会展人坚定信心，不忘初
心，奋进努力，创新发展。

一、当代中国展览的发源

有学者研究认为，当代中国展览的
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末经济新政时期的商
品赛会。上海地方志研究披露，1898年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下令开设“汉口
商务公所”，陈列各种土特产品和工业制
品。1905年清廷商部颁布《出洋赛会通
行简章》，至1910年，全国已建类似机构
20 余家。据《中国档案报》署名文章披
露，1910年南京“南洋劝业会”参展物品
达100万件，历时6个月，吸引了30万海
内外观众，总成交额数千万银元。上海
地方志办公室2018年“苏州河畔近百年
前的博览盛会”文章详细介绍了1921年
11月1日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大楼落
成和首届展览会举办盛况：500多位中外
嘉宾出席开幕式，会期一个月，到会参观
者超过 6 万人次。此后，上海总商会还
于1922年举办了蚕茧丝绸博览会，1923
年举办了化学工业博览会，1928年举办
了夏秋用品博览会等专题展。1929年，
西湖博览会开启了中国大型博览活动的
新纪元。

二、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展览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还在战争年
代就十分重视会展活动的作用。在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抗日战争期
间的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解放战争时
期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就曾举办多种
类型的展览活动，利用展览宣传发动群
众，组织物资交流，促进经济发展，支援
前线胜利。

据岭南师范学院夏松涛研究，土地
革命战争期间，1931 年和 1932 年，在中

央苏区福建汀州举办过两次金塔银塔
展览会等。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
区延安举办了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
农产竞赛展览会、工业展览会、农工业
展览会、全国报刊杂志展览会、边区生
产展览会、卫生展览会、边区建设展览
会等。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举办了
脱字棉展览会（邢台）、农具展览（哈尔
滨）、工业品大展览（临清）、农业品展览
会（邢台）、北平工业品展览会、“公、私营
工业及手工业产品展览会（张家口）”、大
连工业展览会，等等。

三、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期
间的中国会展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是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确立、经济
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时期。新
中国的展览伴随着不同时期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深入不断成长发育起来，为
新中国经济发展、物资流通和对外交往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就
于1950年5月在北京中南海举办了农业
机械展。该展历时40天，展品为国内生
产的新式农具和苏联制造的农业机械。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展，也是中国近
代史以来的首个专业展。新中国党政高
层官员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共有1000余
人参观展览。

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开始，为促进流
通，扩大生产，人民政府在各地举办了各
类物资交易大会。物资交流、交易大会
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划拨、供应和流
通的重要渠道和载体，一些大会一直延
续下来，发展成为现在重要的展会。

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展览的
国际交往功能，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和参
与各类国际展会。国际展览在宣传新中
国建设成就，突破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扩
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

国先后组团赴欧洲、南亚、西亚、中东等
地区的许多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蒙
古、保加利亚、叙利亚、波兰、法国、英国、
马来西亚、瑞士、奥地利、南斯拉夫、匈牙
利等国参展，并在蒙古、苏联、日本、埃
及、越南、柬埔寨等国举办中国商品展。
与此同时，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日
本、印度、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很多国家
也相继来华办展。在外国来华举办的展
览中，包括以探矿、电讯、原子能技术、仪
表、电工器材、纺织机械、玻璃纤维为主
题的专业展。其中，1955年10月在日本
东京举办的中国商品展和1956 年10 月
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是新中国首
次与西方国家相互举办的大型经贸展。

为发展新中国的展览业，同时也为
了加强同当时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合作，中共中央在1952年2月决定，在北
京、上海建设苏联展览馆。北京苏联展
览馆于1954年9月竣工。1958年，经国
务院总理周恩来提议，更名为“北京展览
馆”。广州、上海、武汉的展览馆相继于
1955 年、1956 年建成投入使用。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苏式展览馆的建设首开
新中国专业展馆建设之先河，在改革开
放前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新中国展览活
动举办的主要专业场所。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展览界最为重
大的事件是创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
会”。1955年8月，当时的外贸部向国务
院请示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并
就展会名称、主办单位、展览内容、客商
邀请、贸易方式、组织领导以及经费安排
提出具体意见。1956 年 11 月，“中国出
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试办成功。1957
年4月25日至5月25日，首届中国出口
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举办。
经周恩来总理提议，简称“广交会”。首
届广交会展览面积9600平方米，外贸部
直属外贸公司组成 13 个交易团以及吉
林、辽宁、贵州、湖南、浙江、江苏、广西、
广东等省区的27家企业参展，分设工业
品、纺织品、食品、手工艺品、土特产品五
个展馆，展出商品1.09万种。来自19个
国家或地区的境外客商共 1223 人到会
洽谈贸易。其中，港澳客商 1021 人，占
83.48%。出口成交1754万美元，多为现
货贸易。在交易额中，农副产品与手工
艺品占63.91%，出口港澳占64.33%。创
办广交会的初衷在于打破西方阵营的经
济封锁（制裁），借助毗邻港澳的地理条
件，通过“转口贸易”扩大中国商品出口，
尤其是恢复传统商品（如茶叶、瓷器、丝
绸及手工制品）的出口市场，为国内经济

建设换取外汇并稳定就业。广交会一年
两届。自创办以来一直延续至今，从未
间断。

这一期间，新中国还逐步建立起外
贸部、贸促会协同协调的国际展览运作、
管理体制和机制，为改革开放后展览产
业化发展孕育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会展产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历
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会展、特
别是国际会展是改革开放的标志、缩影
和窗口，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构成改革
开放的重要内容，还是促进改革开放的
重要平台和抓手。中国会展行业改革开
放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性特征非常突
出。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1978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中国贸
促会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北京外国
农业机械展览会，释放出中国对外开放
的信号。展会参展商322家，来自12个
国家。室内外展览面积 3 万平方米，展
出农机设备 700 多台（套），举办技术交
流活动 205 场，30 多万专业观众到现场
参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出席开
幕式并剪彩。

1979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
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
试办出口特区，1980 年 5 月改称为经济
特区。1984 年国务院确定首批 14 个沿
海开放城市，全国对外开放、招商引资
的热潮兴起。此后，各级政府纷纷通过
各种出口交易会（广交会以外的小交
会）、经贸洽谈会、投资洽谈会等会展活
动招商引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87
年开创的河北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暨
出口商品贸易洽谈会（后为中国·廊坊
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中国东北地区
暨内蒙古出口商品交易会（后为中国大
连出口商品交易会），1988 年闽南三角
区外商投资贸易洽谈会（后为中国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1990 年中国哈尔滨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后发展为中国俄
罗斯博览会）、1991 年华东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1992年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
洽谈会（后发展为中国亚欧博览会）、中
国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现与中国南亚
博览会合并）、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
会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大
体可以分为：

起步阶段（1978年-1989年）。随着
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专门从事展览业

务主办、承办的企业或机构出现，一些香
港、新加坡会展服务企业进入中国大陆，
展览市场化运作开始显现。

成长阶段（1990年-2000年）。1989
年后，一些国际展览活动、展会交往一度
受到限制，一些已经进入的外国展览企
业退出中国大陆市场。1992年邓小平南
巡讲话后，中国展览迅速恢复，并进入稳
步成长阶段。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多种
经济成分的展览企业，一些城市开始建
设专业化展览场馆设施，展览行业由点
到面逐步推开，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延展。

全面发展阶段（2001 年-2010 年）。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
国会展作为一种业态正式纳入国民经济
统计体系。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对中国展览
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
期间，展览策划运营、场馆设施租赁、会
展专业服务产业链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会展业发展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不少地方政府将会展业发展纳入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体系，加以全面规划与促进，
会展市场进一步开放。

转型升级阶段（2011年以后）。经过
30多年的发展，中国展览业逐步壮大，展
览数量、展览场馆设施建设都名列世界
前茅。2012年，八项规定出台以后，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多次对会展业进
行清理规范。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明确了中国展览业市场化、专业化、
国际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全面规划了中
国展览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管理原则和
发展路径。中国展览业进入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发展新阶段。

2021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实施的起步年。“十四
五”期间，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交汇、两个
百年未遇变局凸显，国际局势复杂多变，
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历
史时期，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更高水平开放对中国会展业提出了
更高要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会
展业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提高站位、找
准定位，充分建设会展功能和资源整合
优势，努力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满
足，为第二个百年战略目标实现作出更
大的贡献。

庆百年华诞 话中国会展
■ 储祥银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品牌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北京市人民
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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