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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区第一次农业展览会在上海举办

1949 年 12月 31日，华东区第一次农业展览会
在上海跑马厅广场（今上海人民公园）开幕，展出物
品 7000多件，观众达 42万多人次，成为新中国成立
后第一个大规模农业展览会。

苏联新式农具展览会在北京举办

1950年5月18日，由当时的政务院组织的新式
农具展览会在北京中南海举办。此次共有 53 台
（套）苏联新式农具产品参展，展会历时40天。

新中国首次组团参加德国莱比锡博览会

1951年 3月 4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
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批准当时的贸易部组团参
加德国莱比锡国际（春季）博览会。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首次组团参加境外展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立

1952 年 5 月 ，中 国 国 际 贸 易 促 进 委 员 会
（CCPIT）成立。

该委员会是由中国经济贸易界具有代表性人
士、企业和团体组成的全国民间对外经贸组织，是
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与经贸展览事务相关的半官方
组织。

国外来华经济展览委员会成立

1953年2月12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重工业部、北京
市政府组成国外来华经济展览委员会，负责外国来
华经济展览事物。由时任中国贸促会会长南汉宸、
中国贸促会秘书长冀朝鼎分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
委员。

北京“苏联展览馆”竣工

1954年9月，北京“苏联展览馆”竣工。该展馆耗
资2400万元，占地面积约13.2万平方米，主要建筑占
地面积8.8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04万平方米。

展馆主体建筑以中央大厅为中心，附设影剧
院、餐厅、电影馆及专用铁路支线。毛泽东主席为
展馆题字。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建成

1955 年 3 月 5 日，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建成。
大厦占地面积 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2万平方米。
其中，室内展览面积2万平方米。

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举办

1956年 10月 6日，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苏
联展览馆”开幕，共展出 5万余件日本商品，5000余
人参加开幕典礼。展会期间，毛泽东主席到场参
观，并在贵宾留言簿上题词：“看了日本展览，觉得
很好，祝日本人民成功”。

第1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举办

1957年 4月 25日至 5月 25日，第 1届中国出口

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举办。此次展
览面积0.96万平方米，外贸部直属外贸公司组成13
个交易团参展，另有吉林、辽宁、贵州、湖南、浙江、
广东等省区的 27家内贸企业参展，分设工业品、纺
织品、食品、手工艺品、土特产品5个展馆，展出商品
1.09万种。

周恩来总理到会考察，并提议将该展会简称为
“广交会”。

首次举办广交会秋季展

1957年 10月 15日至 11月 30日，第 2届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在广州“中苏友好
大厦”举办。至此，广交会每年举办春、秋两届成
为惯例。

中国以贵宾国身份参加
第39届洛桑国际博览会

1958年9月13日至28日，中国以贵宾国身份参
加第39届洛桑国际博览会，这是瑞士联邦政府首次
邀请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贵宾国参展。中国馆占地
810平方米，展品2000余件。

北京“苏联展览馆”更名

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议将“苏联展览馆”更名
为“北京展览馆”。

周恩来对《国务院关于出国经济
展览工作的指示》做出批示

1959年3月3日，周恩来总理对《国务院关于出
国经济展览工作的指示》（国贸国字60号文）做出批
示：一、中国贸促进会受国务院委托负责组织出国
展览工作；二、中央各部委、公司和各省、市、自治区
应根据出国展览年度计划，按照既出产品也出干部
的原则，积极完成指定任务；三、出国展览工作的方
针是，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成就，增进各
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促进各国与我国经贸
关系发展；四、对每起展览必须认真准备，认真搞
好。在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举办或
参加展览时，宣传重点应有所区别。

全国农业展览馆在北京落成

1959年 9月 17日，作为建国 10周年“首都十大
建筑”之一的全国农业展览馆在北京落成，占地 50
公顷，总建筑面积2.88万平方米。该馆选址、规模、
布局和设计风格均经由周恩来总理审定。

日本工业博览会在京沪两地举办

1963年10月5日，日本工业博览会在北京展览
馆开幕。该展是日本当时在外国举办规模最大的
展会，展会分为 6个展厅及东西 2个广场，共有 600
余家厂商参展。展出展品 10 万余件，主要为重工
业、化学工业和轻工业的机械产品。展期3周，共接
待观众120余万人次。

12月10日至1964年1月1日移至上海举办。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日本东京、大阪举行

1964年4月11日，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日本

东京晴海国际贸易中心开幕。展览面积达1万平方
米，展出工农业产品、手工艺品、文化、教育和人民
生活等实物、模型和图片等共 1 万余件。展期 21
天，共接待观众81万人次。

6月13日至7月5日，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移至
日本大阪举办，接待观众152万人次。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是根据中国贸促会和日
中贸易促进会等1962年签订的议定书举办的。

中国政府组团参加巴黎博览会

1965 年 5 月，中国政府组团参加巴黎博览会。
中国馆面积近 3300平方米，展品达 6000余件，是当
年巴黎博览会外国馆中面积最大的展馆。该展是
中法建交后举办的首次博览会。

第19届广交会客商数量创历史新高

1966年4月15日至5月15日，第19届广交会共
有 6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 6533人到会。此次是自
1957年首届广交会以来，客商人数最多、地区最广、
新客户最多的一届。

首次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在北京举办

1971 年 10月 11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首次意大利工业展
同期举办70多个技术座谈会

1972 年 10月 10日，首届意大利工业展在北京
展览馆开幕。

这次意大利工业展是中意建交以来意大利在
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展会，展出面积 1.7 万平方米，
290余家厂商参展，展品包括机床、轻工机械、电子
仪器、建筑、采矿设备、农机等。

挪威康斯贝尔格工厂展览、技术讨论会
首次在北京举办

1973年 3月 19日，挪威康斯贝尔格工厂展览、
技术讨论会在北京开幕。这是挪威在中国举办的
第一个展览会，展期5天，共接待观众3000余人次。

广交会主场馆从海珠广场搬到流花路展馆

1974 年 3 月，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
会）主场馆从广州海珠广场搬到流花路展馆。

中国经济贸易展首次在牙买加举办

1975年2月27日，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牙买
加金斯敦开幕。

中国日用品展在英国多地举办

1976年 3月 9日，英国日用品展览会中国馆在
伦敦开幕。

首个全国玩具展在北京举办

1977年 6月 1日，全国玩具展览会在北京中国
美术馆举办。

该展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的玩具展会，此次展
览分为5个馆，展品4000余件。

北京外国农业机械展览会首开商业展先河

1978 年 10月 20日，北京外国农业机械展览会
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

此展系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大规模的国外农
业机械展会，展出面积 3 万平方米，主展品为拖拉
机、耕作机械、农田基本建设机械、排灌机械、植物
保护机械、收获机械、饲养机具、林业机械、装卸运
输机械和农田测试仪器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
大、丹麦、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瑞士等12
个国家的 320 余家农机厂商展出 725 台展品，观众
超过30多万人次。

瑞士机床展在上海举办

1979年3月14日，瑞士机床展览会在上海展览
馆开幕。展出面积 3400平方米，55家厂商参展，展
品包括金属切割机床、金属成形及电加工机床、自
动化设备、机床附件等。

首届上海物资交易会展期1个月

1980 年 4 月 15 日，第一届上海物资交易会开
幕，第一天成交额达618万元，展期为1个月。自首
届起，该展每年举办春、秋两届。

首个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落户广州

1981年12月5日，由广东省贸促会等主办的我
国首个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在广州外贸中心开幕，
来自美国、瑞士、西德、意大利、法国、英国、日本等9
个国家和地区的73家厂商参展。

多部门联手规范展会管理
《关于出国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

1982年8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贸促会、
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出台了《关于出国举办经
济贸易展览会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接待外
国来华经济贸易与技术展览会若干问题的规定》。

新中国首次参加世博会

1982年 5月 1日，以“能源推动世界”为主题的
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会开幕。中国贸促会代表国
家组织中国馆参展，2000平方米中国馆成为关注的
焦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世博会。

首届多国仪器仪表学术会议
暨展览会选址上海

1983年4月，经国务院特批，由中国仪器仪表学
会主办的首届多国仪器仪表学术会议暨展览会在
上海展览中心举办。

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成立

1984年 7月 1日，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成
立。该公司为上海市贸促会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首次主办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

1984 年 10 月 30 日，由中国贸促会和国家经
委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在北京
开幕。 （下转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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