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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成立于 1952 年的中国贸促会，一直扮演着中外交流与合作的友好信者、民间使者，甚至是破冰者的

角色，被誉为中国对外经贸交流的桥梁和窗口。60 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从外交到经济，中国贸促

会通过国际联络、展览、法律服务“三驾马车”，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友好、负责任的中国形象。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世界有多大，中国的舞台就有多大。在

国际经济新秩序重塑调整的挑战和国际贸易爆炸性增长的机遇面前，

中国企业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有“融”乃大。

中国贸促会的国际联络业务，让中国和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经济

全球化浪潮中。

“作为中国贸促会负责开展国际合作的职能部门，国际联络部组

织的经贸代表团遍访五洲，接待的各国各地区经贸代表团来自四海

——中国贸促会的朋友遍及天涯海角，CCPIT 早已名闻天下。”在中

国贸促会副秘书长、国际联络部部长隋建民看来，没有什么比“朋友遍

天下”更自豪的了。目前，国际联络部同世界 460 多个国家或地区商

协会、贸促机构及国际经贸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促贸易，促引

资，促技术转让——融合，进一步成为可能。

国际联络历来是中国贸促会开展对外联系，为企业进行贸易、合作

服务的重要窗口。上世纪 50 年代，为打破西方的封锁，中国贸促会的对

外联络工作开辟了中国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渠道，同时在未建交国

设立了负有外交使命的代表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全球

经济，中国贸促会的国际联络工作也进入了以经济合作为主的新时期。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家组成代表团随本国领导人访

华；中国领导人出访时，中国企业家代表团随访也日益增多。为使中

国贸促会的外联工作更好地配合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国贸促会审时度

势，提出了“首脑外交”的概念，要求国际联络部突出重点，与时俱进，

多办并办好配合中国领导人高访的经贸活动，组织好为外国领导人举

行的经贸洽谈会，创立、发展并壮大对应国家区域机制相应的工商峰

会及企业家大会。

2003 年 10 月，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率由 50 多家企业组成的中国

企业家代表团飞赴印尼巴厘岛，配合温家宝总理出席“10+1”首脑峰会并

参加了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启了中国贸促会“首脑外交”的序幕。

2003 年以来，中国贸促会配合多位国家领导人出访，在境外举办了近百

场大型经贸活动，丰富并充实了国事访问，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外交

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与许多地区建立了多边机制，多边合作、区域合作

已成为发展趋势。国际联络部在外交部、商务部地区司的支持下，与

国家间多（双）边论坛机制相配套，建立了众多的经贸合作及企业家大

会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非企业家大会、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中

阿企业家大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日韩工商峰会、中国-

南亚商务论坛、中欧工商峰会、中法经济研讨会、中西工商峰会、中俄

印企业合作大会、中俄蒙商会论坛、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中国-

加勒比合作论坛企业家大会、中加经贸合作论坛、中国-葡语国家部

长论坛企业家大会等已成为多（双）边企业合作的最高、最大的平台，

大大提升了中国贸促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国际联络连通五洲“首脑外交”名闻天下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1952 年 9 月，中国贸促会正式设立了展览部，负责中国的出境展

和来华展。

1978 年 10 月，中国贸促会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主办了北京外

国农业机械展览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性专业展会。

在改革开放的近 30 年里，中国贸促会是国内唯一接待外国来华

经济展览会的机构，但是却没有自己的展馆。来华展，通常在北京展

览馆、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

1985 年 10 月 11 日，中国贸促会举行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以下简

称国展）落成大会。第四届亚太国际博览会在国展举办后，境外国际

性专业展纷至沓来，使得国展的一期工程不敷使用。经批准，1986 年，

国展对一期工程进行了配套建设。2008 年，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落成，成为目前北京规模最大的展馆。

从 2005 年起，中国贸促会主办了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

（CEFCO），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会展业的国际化水平。

难忘的出展历史

新中国成立不久，印度国际工业博览会和巴基斯坦国际工业博

览会先后发来参展邀请，中国在印度工博会上展出了 5 吨钢锭，原定

展示的金砖由于安全问题未能展出。

1959 年 9 月，中国贸促会应邀参加了第 70 届维也纳秋季国际博览

会，当时的中国馆升起五星红旗，在中奥尚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当时，

不啻为一次政治突破。

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贸促会重视赴亚非国家举办经济贸易展

览会或参加国际博览会。

有数据显示，到1960年，中国贸促会曾先后赴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

亚、叙利亚、埃及等亚非国家参加或举办了28场展会，获得了国际好评和赞誉。

难忘的来展记忆

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经济展览会

先后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揭开了中国贸促会接待来华展的序幕。

1956 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先后在北京、上海举办了日本商品

展。毛主席参观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后，在贵宾题词

簿上写道：“看了日本展会，觉得很好，祝日本人民成功。”毛主席参观日本

商品展的消息掀起舆论热潮。日本各报纷纷加以评论，认为这是中日两

国在战后还没有结束敌对状态时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1957 年 9 月，印度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这是当时印度在国

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展会。

如果说上世纪 50 年代来中国举办展会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

的话，到了 60 年代，中国贸促会则主要接待来自西欧各国的经贸展。

70 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些国家为了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和友好关系，先后到中国举办大

型综合性展会。

据统计，从 1972 年至 1978 年，中国贸促会在北京接待了来自丹

麦、瑞典、加拿大、意大利、挪威、英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展会 20 多

场，其中，有的还由该国政府出面举办并派高级官员或政府代表团专

程来华主持展会开幕典礼。

难忘的世博征程

新中国首次参加世界博览会是在 1982 年，参加美国田纳西州诺克

斯维尔市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这一年，适逢中国贸促会成立 30 周年。

据参加此次世博会的工作人员回忆，中国馆的面积为 2000 平方

米，每天早上大门一开，绝大多数观众便直奔中国馆，自觉地排长队等

候进馆，有时，观众头顶烈日排队长达 1 公里，等三四个小时，却兴趣

不减、秩序井然。中国馆轰动了世界博览会，《纽约时报》还为此发表

了《中国迷住了博览会广大观众》的专题文章。

1984 年，在美国路易斯安那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中国馆展出面积

达 3000 平方米，主要介绍中国古代和现代水源开发及利用的情况和经

验。1984 年初，以新奥尔良市市长助理为首的代表团访华，专访了中国

贸促会，并举行了一个仪式：由市长助理代表市长向即将赴美参展的中

国馆馆长李兆离授予新奥尔良荣誉市民证书和赠送该市钥匙。

1993 年 5 月，国际展览局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第 46 个正式成员

国。从此，中国拥有了申办世博会的资格。

2010 年，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吸引了全球超过 7000 万人次参

观，将世博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出展到来展 展览事业硕果摇枝
■ 本报记者 周春雨

“我们的知识产权代理、贸易仲裁、海事仲裁、商事调解、法律咨

询、海损理算等商事法律服务，起步早、做得好、业务全、地位高，引领

时代风潮，开创多个领域第一。在出证认证业务、ATA 单证册业务

上，我们占有半壁江山。”

“我们强化对企业的服务，通过培训、咨询、帮助企业审查涉外合

同等避免法律风险，通过资信调查、敦促履约等方式减少风险，通过代

理诉讼、调解和仲裁等解决纠纷，通过知识产权代理帮助企业维权，为

企业开展国际合作保驾护航。”

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对贸促会的法律服务业务如是评价。

一直以来，作为中国贸促会三大传统业务之一，商事法律服务在

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董松根介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贸促会的

法律服务部门就曾参与国家石油、煤炭、核电等多项重大国际合作项

目的谈判及合同起草工作，成功为中国首次飞机租赁、首次债券发行、

卫星发射等出具法律意见，参与国家立法活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中国贸促会的商事法律服务为国内的涉

外经济贸易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国际商事规则的修改与完善，以

及中国加入有关国际条约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60 多年来，中国贸促会的商事法律服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计

划经济时期的唯一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要求多元化，服务内容日益丰

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服务机制不断完善。

开放的中国仲裁

1954 年 5 月 6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215 次会议通过《关于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于 1956 年 4 月由中国贸

促会组织设立，当时名称为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

此后的 50 多年里，贸仲委以仲裁的方式，独立、公正地解决经济

贸易争议，并逐渐与世界上主要仲裁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以其

独立、公正和高效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贸仲委提供的历年统计数据显示，1979 年至 1988 年的 10 年间，贸仲

委受案数量仅有 410 件；1989 年至 1998 年受案数量猛增至 5239 件，比上

一个 10 年增长了约 13 倍；2001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间，贸仲委受案数量

升至 10161件。受案数量的急剧增长一方面源自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

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贸仲委不断创新、拓展业务领域的必然成果。

贸仲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于健龙坦言，中国仲裁在全球化环境之下

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因循守旧，要切实与市场

需要相适应，遵循国际惯例，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的仲裁经验，提升国际

商事仲裁的竞争力，构建适合国际仲裁发展的法制、政策环境。

活跃的出证认证

1983 年，中国贸促会法律部正式设立出证认证处，具体负责全国

贸促系统的出证认证管理工作。目前，出证认证工作已经发展为一项

专业性、政策性、拓展性很强的系统性行业服务。

2009 年 8 月，配合国家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中国贸促会开始签发

区域优惠原产地证书，至今已签发了亚太、中国-新西兰、中国-新加

坡、中国-秘鲁、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区和 ECFA 原产地证书。

据该处工作人员介绍，出证认证处的业务包括原产地证、国际商事

证明和代办领事认证等三项基本业务。业务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技术贸易、投资贸易、国际承包工程、知识产权、涉外商事诉讼、海

事等，在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促进经贸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贸促系统出证认证各项业务连续 10 年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高

达 40%以上，客户增长率为 20%以上，现注册企业达 13 万家。特别是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出证认证各项业务仍保持 30%以上的增长率。

2010 年，签发各类认证文件 450 多万份，全系统出证认证业务创收超 2

亿多元。其中，一般原产地证签证量占全国的 60%以上，跃居国际商

会各成员国首位；国际商事证明已成为经济类文件认证的重要形式；

代办领事认证占同类事务的 70%以上。

法律服务：内容日益丰富 水平不断提高
■ 本报记者 邢梦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