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3 日，由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主办，

中国贸易报社协办的“农业会展品牌建设工作交

流及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发布会得到

了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中国贸促会展览

部、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中国贸易报社的大力

支持和鼎力协助。

在本次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发

布了 2010-2011 年度《中国农业会展指南》中英文

版，共有 81个中等规模以上农业会展项目申请参与

认定，经数据收集分析、专家组审定和网上公示等环

节，最终，40 个农业会展项目通过了分类认定，综合

展和专业展各占一半。在 20 个获得 AAA 以上农业

分类认定的会展中，综合展11个、专业展9个。据悉，

40 个会展的项目信息及认定结果已择要整理成册，

编印成了2010-2011年度《中国农业会展指南》；参与认定的

全部 81个项目，已收入中国贸易报社主编的《2011中国展览

年鉴》。目前，该分类认定开发，并已登录“中国农业会展信息

与分类认定”网站，方便业界人士查询。

“中国加入 WTO 以来，农业贸易发展迅速，提高了中国

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水平，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与农业类会展

活动的大量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主任、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秘书长倪洪兴强调说。

据倪洪兴介绍，结合农业部组织的“金秋农产品展销

行活动”，2010-2011 年度农业会展的分类认定重点对象：

一是“金秋农产品展销行”活动涉及的展会；二是列入农业

部支持计划的展会，三是农业系统相关单位组织举办的展

会。最终，共有 81 个中等规模以上农业会展项目申请参与

认定，经数据收集分析、专家组审定和网上公示等环节，40

个农业会展通过了认定，其中综合展和专业展各占一半。

农业会展分布现状

倪洪兴介绍说，随着会展经济的深入发展，会展行业

的规范和管理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商务部、中国贸促

会，以及一些会展行业组织机构都在积极探索会展认定事

宜。为了引导会展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升农业会展组织

的运营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在农业部和中国贸促会的大力

支持下，以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的名义在农业会展领

域率先开展了品牌建设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对

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农业会展活动进行分类认定。

倪洪兴指出，农业会展在举办档期上，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

分布特点，且以下半年为主。春季高峰为3月至5月，秋季高峰

为9月至11月。根据2009年至2011年的数据显示，下半年举

办会展数量的比例均保持在 60%以上。其中，单月办展数量

最多的月份是每年的11月，展览数量约占全年的1/6左右。

从地域上看，东部地区会展数量较多，占全国农业会

展总数的 60%左右；中部地区次之，约为 20%；西部地区最

少，占比不足 20%。根据 2009 年至 2011 年的数据显示，29

个省自治区的大中型农业展览分布呈现三个梯次：山东、

上海、广东等 3 省市年均举办数量为 20 次以上；北京、河

南、浙江、河北、辽宁、江苏、安徽等 7 省市年均举办 7 次至

13 次；福建、内蒙古、湖北等 19 省市年均举办 2 次至 6 次。

根据活动主题和展出内容，可将全国的农业展览划

分为 13 类。2011 年，食品、饮品综合类展 48 个，约占全年

农业展览总数的 18.8%；农产品、加工品及农业生产资料

综合类展 46 个，占 18%；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类展 17 个，占

6.6%。以上三类为综合性展览，其数量约占当年全国农

业展览总数的 43.4%。在其余十类专业性展览中，数量最

多的茶叶类展和畜产品类展，分别约占全年展览总

数的 10.5%和 8.6%。而粮油、农机、果蔬、肥料、水产

品、种子等专业性展览占比均不足 5%。

市场化办展略有提升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农业展览平均

展览总面积达 1.9808 万平方米，平均参展商数量为

610 家，平均参观观众达 14.5 万人次。尽管平均展

览总面积近 2 万平方米，然而，达到 2 万平方米以上

的展会数量仅占总数的 22.3%，这意味着近八成的

农业展览尚达不到“规模以上”的会展水平。同样，

虽 然 农 业 会 展 平 均 参 展 商 数 已 达 610 家，但 其 中

63.2%的会展达不到这一平均水平，其中参展商数不

足 300 家的小规模会展比例高达 36.8%。

农业会展的展位价格长期以来一直低于会展行业平

均水平。 2011 年，中国农业会展标准展台平均价格为

5038 元，较上年提高了 6.9%，光地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

539 元，较上年提高了 2.3%。而在 2007 年会展业内，每标

准展台平均价格就已超过 7000 元。

倪洪兴表示，目前，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政府主导

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农业会展领域，政府办展的

比例要高于会展行业平均水准，这与农业会展的公益属

性有着很大关系。

倪洪兴指出，由于农业承载了很多社会功能，具有很强

的生计性，农业会展通常都有很强的公益属性，因而需要政

府给予更多的支持。2011 年，各级政府主办的农业展览占

年度农业展览总数的 47.3%；各协会主办会展占到 37.5%；会

展公司主办展览项目占到15.2%，较上年有所提高。

2002 年以来，中国会展经济以年均 15%至 20%的速度

增长。农业展览的数量也由 2004 年的 122 个增加到 2009

年的 368 个，5 年增长了 2 倍，占全行业展览总数的比重由

5%上升到 8%，增长速度快于会展业平均速度。2011 年中

国农业会展增速虽有所回落，但各地举办的中等规模以

上（展览总面积 2000 平方米以上）农业展览就有 256 个。

农业会展的迅速发展，对促进农业产业整合和市场整合

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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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会展分类认定提升门槛 力保含金金量

2007 年底，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组织成立了中国

农业会展分类认定工作委员会，由农业部副部长牛盾、中

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担任委员会主任，并成立了由中国会

展经济研究会、中国展览馆协会、中国农展协会等协会、机

构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

家组成的专家组。随后，草拟了《中国农业会展分类认定

实施办法》和《中国农业会展分类标准》等文件，在经过广

泛征求意见和修改后，2009 年正式发布试行《中国农业会

展分类认定办法》（以下简称《认定办法》）和《中国农业会

展分类标准》（以下简称《分类标准》）。前者系统地规定了

农业会展分类认定的原则、对象、目标、工作程序及成果的

使用，后者为开展分类认定提供了具体的指标体系。

根据《认定办法》和《分类标准》，农业会展分类认定

按照农业会展的主题定位、影响范围、功能定位、展出内

容、组织模式、发展态势、资质及认可度、高新技术含量、

展览展示效果、展商观众评价、实现经贸效果等 11 个方面

的指标进行分类认定。2010 年，首次认定了 20 个品牌农

业会展，并通过《中国贸易报》、新华网等媒体向社会进行

了发布，并引起广泛的反响。

领跑会展业标准化运作

在 2010 年首次农业会展分类认定会议期间，中国贸易

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范培康强调，中国贸易报社作为农业会

展分类认定项目的合作方，主要负责项目的推广。

范培康表示，2010年农业会展分类认定将农业展会划分

为有层级的十大类，筛选出规模展会和连续办展时间长的优

势品牌展会，有利于树立农业展会中的名牌项目，提高农业领

域市场化办展的数量，转变政府办展“一花独放”的局面。

作为会展业界的权威专家，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陈泽炎从两个方面对中国农业会展分类认定给予了高度

肯定：第一、分类认定首次提出了大会展概念，即会展业包含

展览、会议、节庆和奖励旅游四个方面；第二、此项分类认定的

宏观性很强，对全国的展览行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陈泽炎对此项分类认定的性质、主体和范围等

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他强调，要理清思路和操作路径，

如阐释清楚此项分类认定的性质，区别“认定”与“认可”、

“认证”、“评比”等之间的关系；明确此次分类认定的主

体，是政府、行业协会还是商业运作。他建议，利用此次

分类认定的机会塑造农业展会的拳头品牌，力争在农业

类展会中树立农业展的旗帜。

率先试行会展分类认定

根据《认定办法》，分类认定遵循自愿申报、公正公

开、实事求是和非营利的原则，主要认定对象由各级政

府、社会中介机构、企业等主办或承办的境内涉农展览

会、展销会、论坛及节庆活动等。通过分类认定的开展，

实现了三个方面的政策目标：一是规范农业会展市场，促

进行业标准形成，为行业宏观管理和市场调整优化提供

科学系统的参照；二是扩大农业会展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树立品牌展会，增强社会各界对农业展会的关注，推动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三是系统发布农业会展信息，方便国内

外农业企业寻求贸易平台，促进农业贸易发展。

根据《分类标准》，农业会展活动可按主题定位、影响范

围、功能定位、展出内容、组织模式、发展态势、资质及认可度、

高新技术含量、展览展示效果、展商观众评价、实现经贸效果

11个方面的指标进行分类。其中，前6项内容为平行分类，主

要确定农业会展活动的属性和特征；后5项内容为等级分类，

主要评价农业会展活动的组织运作水平和实际效果。

2011 年 6 月初，农业部办公厅发出《关于推进农业品

牌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农业会展分类认定在打造

品牌农业展会、发展农业会展经济方面的功能和目标。

2010 年，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在 2009 年试行的基础

上全面推进农业会展分类认定。

获AAA以上认定的综合性农业会展：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5A）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5A）

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4A）

重庆中国西部国际农产品交易会（4A）

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4A）

中国武汉农业博览会（3A）

江苏农业国际合作洽谈会（3A）

中国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3A）

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3A）

青岛国际农产品交易会（3A）

中国安徽（合肥）农业产业化交易会（3A）

获AAA以上认定的专业性农业会展：

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5A）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4A）

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4A）

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4A）

中国畜牧业展览会（3A）

中国宁夏园艺博览会（3A）

北京种子大会（3A）

中国（莱芜）国际生姜科技博览会（3A）

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3A）

2010年度中国会展业十大新闻——

农业会展领域率先试行会展分类认定

2010 年 4 月 2 日，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

会召开专家组会议，对首批 20 个农业展览认定

项目进行初审。农业部、商务部、中国贸促会、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全国展览馆协会、全国

农业展览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中国贸易报社等多个部门、机构的专

家，以及部分省份农业部门的相关人员参加了

专家组评审。2009 年农业会展项目认定结果

经报中国农业会展分类认定工作委员会核准，

首批推荐的优秀农业展览项目共计 20 个，其中

综合性农业展览 11 个，专业性农业展览 9 个。

6 月初，农业部办公厅发出《关于推进农业品牌

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农业会展分类认

定工作在打造品牌农业展会、发展农业会展经

济方面的功能和目标。

入选理由：对会展项目进行分类、认证，

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会展行业监管模式，欧

盟、美国等会展产业发达地区都有着较为成

熟和规范的会展行业认证体系，而中国会展

行 业 的 组 织 化 程 度 和 管 理 水 平 远 远 落 后 于

会展产业的发展。2009 年初，该项工作正式

启 动 ，发 布 了《中 国 农 业 会 展 分 类 认 定 办 法

( 试 行)》和《中 国 农 业 会 展 分 类 标 准 ( 试 行)》

两个文件。

2011年度中国会展业十大新闻——

2010-2011 年度农业类展会分类认定数

量增长1倍

为指导农业会展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农业

会展品牌建设，提升农业会展国际影响力，中

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组织了 2010-2011 年度

农业会展分类认定工作。本年度共有 81 个农

业会展参与认定，其中 40 个展览项目（其中综

合展 20 个，专业展 20 个）已通过专家审议，认

定结果将于近期发布。

入选理由：该项认定工作自 2009 年开始实

施以来，得到了农业部和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

持，先后发布了《中国农业会展分类认定办法

（试行）》和《中国农业会展分类标准（试行）》等

文件，2009-2010 年度首批认定了 20 个农业会

展项目。

农业会展分类认定领衔标准化运作的“前世今生”

农业会展分类认定
连续两年被评为会展业十大新闻

2012年农业会展
获AAA以上分类认定名单一览

■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兰 馨 吴 蘅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贸易的发展，各类农业会展活动层出不穷，在

提升中国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等

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指导农业会展健康有序发展，提升农业会展品牌的国际

影响力，推动并发挥会展在促进农产品贸易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农业部和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下，自 2009 年起，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在

农业会展行业领域率先开展试行了会展分类认定。日前，由本报参与协办的有关

农业会展分类信息发布会在京举行。本报就农业会展分类有关情况推出专题报

道，以飨读者。

左二为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左二为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秘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秘

书长倪洪兴书长倪洪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