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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会展经济研究
会携手国内相关省市行业组织
和媒体联合发布了“展贸联动，
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促进内外
贸一体化”倡议书。

倡议书指出，会展业作为
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具有
畅 通 供 需 对 接 、激 发 消 费 潜
能 、强 化 国 际 协 同 的 重 要 作
用，肩负着打通内外市场、提
振 行 业 信 心 的 重 要 使 命 。 全
国 会 展 行 业 和 广 大 企 业 要 强
化大局意识，敢于担当，主动
作为，积极帮助外贸企业拓展
国内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
加快发展。

一是展贸联动，畅通国内
国 际 双 循 环 。 内 贸 和 外 贸 是
连接生产与消费、建设强大国
内市场、对接国内外市场、形
成 国 际 合 作 与 竞 争 新 优 势 的
关 键 环 节 。 各 行 业 协 会 要 积
极为企业寻找对接渠道，为外
贸 商 品 内 销 牵 线 搭 桥 。 会 展
企业要创新服务模式，鼓励品
牌展会增设内外贸融合展区，
以 及 以 其 他 各 种 有 效 方 式 为
企业参展提供便利，帮助出口
受阻商品转内销，畅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

二是“沉下去”，深挖消费
升级新机遇。举办行业定制化
对接会，针对受关税冲击严重
的行业，组织“产业链供需对接
会”，帮助企业精准对接需求；

推动外贸企业与国内经销商、
电商平台深度融合，并借助城
市 商 圈 推 动 出 口 产 品 转 内
销。此外，还要支持鼓励消费
类展会深入中小城市，推动普
及特色展会和专业展会，为出
口 受 阻 商 品 进 入 县 域 市 场 搭
建平台。

三是“走出去”，拓展多元
化市场。鼓励会展企业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展会，
创新境内外展会推广模式；加
强数字化赋能，构建“云会展”
生态，持续提升会展企业国际
竞争力，有效助力外贸企业开
拓多元化国际市场。

倡议书强调，“中国经济是
一片大海”，我国国内市场战略
缓冲空间广阔，是重要的大后
方，是中国企业的坚强后盾。
要凝会展之力，聚行业之智，化
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坚
定信心，共克时艰，为构建新发
展格局贡献会展力量。

此次联合倡议单位包括中
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北京国际
会议展览业协会、上海市会展
行业协会、广东会展组展企业
协会、四川省会议展览业协会、
陕西省会展行业协会、江西省
会议展览业协会、广州国际会
议展览业协会、深圳市会议展
览业协会、成都市会议及展览
服务行业协会，以及《国际商
报》和《中国贸易报》。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联合发布倡议书：

展贸联动，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加快发展
■ 本报记者 兰馨

4 月 18 日，由中国农业大学
主办的 2025 中国农业品牌创新
发展大会在第九届中国国际食
品及配料博览会期间举办。

大会以“品牌引领农业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齐聚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农业
企业等领域代表，智汇农业品
牌创新发展新动能，助力乡村
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

会议指出，农业品牌是推
动农业全链条升级、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
我国农业品牌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
品销售额逐年增长，品牌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带动农民
增收和产业提质效果显著。

会议强调，要以“强龙头、
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为方

向，推动乡村产业全面升级。
要立足地方特色禀赋优势，加
强科技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
加 大 品 牌 市 场 推 广 和 监 管 保
护力度，做大做强品牌产业。
深化农业品牌与数字经济、国
际贸易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特色农业
品牌。

会议期间发布了《中国农
业品牌发展报告（2025）》，系统
梳理近两年我国农业品牌建设
做法、取得的成效，分析存在的
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对推
动我国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下一步，中国农业
大学将联合地方政府、行业协
会等，持续深化农业品牌理论
研究与产业实践，为农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025中国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大会
在广东东莞召开

■ 毛雯

当赫尔墨斯将其双蛇权杖与
飞翼投射于现代工业文明时，汉
诺威工业博览会便诞生了。这个
以赫尔墨斯侧像为标志的工业盛
会，历经 77 年演进，将神话符号熔
铸为隐喻现代工业文明的三大图
腾——象征商业秩序的权杖、承
载技术传播的飞翼、守护跨界创
新的双蛇。从战后德国工业废墟
到全球智造枢纽，一个展会如何
化身现代工业的“商业权杖”“信

使之翼”与“跨界守护者”？笔者
将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探讨。

商业权杖，全球工业的贸易基
石。1947年8月18日至9月7日，首
届汉诺威出口博览会在联合轻金属
公司的厂房内举行。尽管展会场地
条件简陋，仍有1300家企业的产品
在5个展馆近3万平方米的空间内
进行展出。在21天的展期内，来自
53个国家的73.6万名观众参会，签
订1934份合同，涉及金额达3160万
美元。1949年，展会展位需求激增
导致主办方采取分展策略，同年 4
月首度举办“德国工业博览会”独立
展会。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48 年，
汉诺威展览场地就开通了通往纽
约的第一条电话热线。1950 年，
德国尚未与外国建立正式外交关
系，该展会仍吸引了包括美国在
内的 10 国企业参与，较之外交部
门更早与国外建立了联系。

1961 年，展会再度更名，官方
正式启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这
一名称。此后，汉诺威工业博览
会（以下简称“汉诺威工博会”）迅
速崛起，一跃成为国际技术与工
业交流的关键平台。其规模持续
拓展，参展商与观众数量逐年攀

升，展示的产品与技术种类也愈
发多元。

信使之翼，技术传播的创新航
道。汉诺威工博会自创办以来，便
成了工业技术传播的重要平台，宛
如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信使，将先
进的工业理念与技术成果传递至
全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汉诺威
工博会不断见证并推动着工业领
域的变革与发展，从最初的机械
制造、电气工程等领域，逐步拓展
至如今的智能制造、数字生态系
统等前沿领域。2013 年汉诺威工
博会首次提出“工业 4.0”的概念，
引领了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
展方向。2025 年的汉诺威工博会
更是聚焦人工智能、氢能革命、数
字化转型等核心议题，展示了从
智能制造到绿色能源的全产业链
创新成果，为全球工业在能源危
机与技术变革交织的复杂环境中
指明了破局方向。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汉诺
威 工 博 会 插 上 了“ 代 码 之 翼 ”。
2025 年，汉诺威工博会以“赋能工
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全面展示
了数字技术在工业领域的深度应
用。在数字生态系统展区，云计
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令

人瞩目。西门子展示了全球首套
“AI 原生”工业操作系统，通过实
时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将工厂能
效提升 30%。华为展出的工业 AI
质检解决方案和人形机器人，充
分展示了数字技术在提升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方面的巨大潜力。
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工
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为企业创
造了更多的商业价值，推动了整
个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汉诺威工博会构建起知识流
动的“无形航道”，促进了全球工
业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展会期
间，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企
业代表，通过论坛、研讨会等形式
分享最新的技术成果和行业趋
势。2025 年，汉诺威工博会吸引
了来自 150 个国家的 4000 多家参
展商和超过 127000 名参观者，为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提供了合
作机会，促进了技术、人才、资金
等跨国流动。中国企业在参展
后，与欧洲企业达成了多项合作
协议，将共同推动工业技术的创
新与发展。

跨界守护，全球工业的连接
使命。在全球保护主义浪潮席卷
和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汉诺

威工博会的意义尤为突出。其不
仅是技术创新的展示平台，更是
全球工业的连接器，为各国企业
提供了“抱团取暖”的机会，并将
成为地缘博弈的“缓冲地带”、危
机时期的“庇护结界”。各国都在
这一平台上寻求合作与突破，共
同应对全球挑战。

信使的挑战，全球工业生态
的动荡与变革。

一是商业权杖的盲点，中小
企 业 的 困 境 与 海 外 市 场 焦 虑 。
2025 年汉诺威工博会有 4000 家参
展商，展览面积 29.77 万平方米，
来自中国的展商有 900 多家，占比
近 1/4，但中国的净展示面积只有
1.6 万多平方米，展示面积和展商
数量远远不匹配。中国等新兴市
场的中小企业，虽然积极参与并
展示出强烈的“出海”愿望，但由
于资源、技术及市场的限制，真正
迈出的国际化步伐往往显得小心
谨慎，这种“试水”行为反映出中
小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与
竞争压力的焦虑。

二是信使之翼的过载风险，
“ 工 业 4.0”的 应 用 与 推 广 瓶 颈 。
“工业 4.0”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
用，尽管承载了未来工业的巨大

潜力，却在推广过程中遭遇了众
多瓶颈。对中小企业而言，“工业
4.0”的技术应用往往过于复杂和
昂贵，且缺乏成熟的市场环境支
持，他们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解
决方案，对使用前沿技术抱有犹豫
态度。技术更新的速度远远快于
大部分企业的适应能力，导致信使
之翼被过度负担，传递技术创新的
任务愈加困难。

三是跨界合作的危机，地缘政
治不确定性对展会的冲击。关税
壁垒、贸易争端、技术封锁等问题，
让跨界合作变得更加复杂与脆弱，
也使得原本应当促进国际合作与
技术交流的展会平台，反而成为政
治博弈的角力场。这种不确定性
影响到展会的参展企业的决策，也
对展会本身的形象和国际地位造
成了冲击。

当赫尔墨斯的蛇杖在数字空
间幻化为数据流，飞行翼被重新编
码为 5G 信号，汉诺威工博会仍旧
每年推出不断创新的展示平台、汇
聚全球精英的专业论坛，以及数以
万计的商务洽谈，以跨越世纪的坚
韧不断印证，工业文明的进化始终
依赖于跨国家、跨文化、跨技术的
实体连接。

从商业权杖到跨界守护，汉诺威工博会展示全球工业连接新图景
■ 徐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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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市场持续升级、农业产
业加速变革的背景下，第九届中国
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暨第三届
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博览会（以下
简称“食博会·预博会”）日前在广
东省东莞市厚街现代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这场由农业农村部农业
贸易促进中心、中国贸促会农业行
业分会主办的综合性国际食品盛
会，以“食全食美，预见‘味’来”为
主题，成为促进内需消费、稳定产
业链供应链、推动智慧农业升级的
关键商贸平台。

中爱构筑舌尖上的贸易桥梁

爱尔兰食品局驻华代表处主
任苏礼文近日表示：“中国已连续
多年稳居爱尔兰食品出口第一大
市场，中爱在乳制品、肉类、海产品
和酒类四大品类上已构筑起舌尖
上的贸易桥梁。”这一现象显示出，
中国消费市场的升级正在为全球
食品贸易注入新动能。

爱尔兰食品局最新报告显示，
2024 年爱尔兰对华食品饮品出口
额突破 5.8 亿欧元，市场地位持续
攀升。其中，乳制品以 67%的占比
稳居主力军；海产品赛道异军突
起，以 4192 万欧元的出口额实现

41.8%的跨越式增长；在酒类市场，
整体酒类出口逆势增长6.3%。

“中国市场消费升级既是指南
针也是催化剂。”深耕中国市场多
年的苏礼文深有感触。从 2008 年
首单黄油入华到如今全品类开花，
他见证了中国消费者对爱尔兰食
品从陌生到熟悉、从尝试到喜爱的

“华丽转身”。面对中国消费者对
“高端化、可持续、差异化”的追求，
这位“中国通”充满信心：“我们将
以柔性供应链响应瞬息万变的中
国市场需求，未来中爱农业合作不
仅限于贸易往来，更要打造‘从牧
场到餐桌’的价值共同体。”

区域特色产品同台竞技

在食博会·预博会上，辽宁、湖
北、云南等地的特色产品同台竞技，
以生态化发展路径演绎农业的多样
性与创新活力。从北方的黑土地到
南方的彩云之巅，一场关于品质与
可持续的产业升级正在展开。

辽宁展示了生态种植与科技
赋能的“双轮驱动”。其中，沈北七
星米业通过“稻蟹共生”模式减少
化肥与农药使用，构建起生态循环
系统。该公司董事长洪蕴来强调，
线下体验场景让消费者成为“生态

质检员”。“稻蟹共生”模式既保障
了大米品质，也精准对接了消费者
对高品质、安全健康食材的需求。

沈阳沃斯福德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以专利技术重塑传统风味。
通过自主研发的发酵工艺，企业实
现了酸菜酸度、脆度的标准化。“从
原料筛选到 118 道工序管控，我们
让每包酸菜的品质波动控制在 1%
以内。”公司总经理王成嘉介绍，目
前该企业已占据东北酸菜出口市
场份额的 22%，先进技术成为其核
心竞争力。

湖北展团的无花果系列产品
以小果撬动了大产业。通过深加
工，郏县九古仙人合作社将鲜果转
化率提升至85%，开发出果干、果酒
等 12种衍生品。合作社负责人李
晓说：“我们正建立从种植到加工
的全流程体系，推动产业规模化发
展。”目前，合作社已带动无花果种
植面积在三年内扩展了3倍。这种

“特色种植+精深加工”的模式，让
地方小品类走向全国大市场。

云南展团8家龙头企业首次亮
相食博会·预博会。在其带来的高
原特色农产品中，生态茶园套种咖
啡和药用植物的复合种植模式尤
为引人注目。某茶企负责人表示，
这种尊重自然规律的种植方式，使
得云南农产品欧盟有机认证通过
率连续三年保持全国第一，出口单
价较常规产品高出45%。

企业锻造产业链韧性

在食博会·预博会现场，河北
秦皇岛在旗食品有限公司提出的
杂粮主食管理体重理念成功吸引
了众多观众。其销售经理陈立鹏
介绍，在旗食品深耕杂粮加工，取
得 118 项国际认证，产品已进入欧
美、东南亚等19国市场。“我们正在
与巴西、尼日利亚等新兴市场建立
合作通道，并通过建立 3.6 万亩自

有种植基地，实现从‘田间到餐桌
’的全链条把控，杂粮营养保留率
较行业平均水平提升 15%。”陈立
鹏说。

河北优食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则以规模化夯实供应链基础。
该企业正在建设 4.5万亩生态养殖
基地，计划分三期实现 300 万只蛋
鸡存栏量。基地投产后，鸡蛋日产
能将达 280 吨，配套的饲料加工厂
可使成本降低18%。这种从种鸡培
育到冷链配送的全环节把控，不仅
确保蛋品沙门氏菌检出率为零，更
使产品溢价能力提升 35%。目前，
其试产产品已进入北京、上海高端
商超，复购率达 63%。未来 5 至 10
年，产品将进一步辐射全国，助力
公司成为中国生态有机蛋品的优
质供应商。

业界人士表示，无论是在旗食
品的全球认证体系还是优食达的
重资产布局，农业企业的选择印证
着相同的发展逻辑——产业链韧
性既需要技术创新的“软实力”，更
离不开实体投入的“硬支撑”。

“在供应链领域，AI 大模型正
在构建市场预判能力，目前农产
品流通大模型的研发已有阶段性
成果。”阿里巴巴数淘天集团研究
中心副主任左臣明表示，值得关
注的是，这些技术突破正形成协
同效应——生产端的精准数据为
供应链预测提供基础，而市场预判
又反向指导生产计划。这种“数据
闭环”使山东寿光的蔬菜基地成功
将滞销率从15%降至4%，同时溢价
品种种植面积扩大3倍。

随着产学研深度联动，AI技术
正在重塑从“田间到餐桌”的农业
价值链条。从直播间的“新农人”
到算法优化的种植方案，从智能预
警的价格体系到内外双循环的供
应链，数字化正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重构农业价值链。

食博会·预博会：驱动农业与食品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 本报记者 兰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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