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展览业的肇始、成就及
其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夏松涛，强　蓓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全国各地举办了大量的经济贸易展览会，
许多展览会创造了国家、地区和行业的第一次。经贸展览会是行业展示的舞台，充分展示了农

业、畜牧业、钢铁、矿业、石油业、交通运输业和工商业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情况，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经济管理的水平，增强民众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经贸展览会促进新中国行业经济、区

域经济和对外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中国品牌产品的传播，对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

影响。展览会使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身份人的观念得到了冲撞与交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民众的思想现代化。新中国经贸展览会虽然政治性较强，但具有现代会展业的特征，因此，新中

国会展业的起步期应是建国初期。物资交流展览会的蓬勃发展，迈出了新中国展览业现代化的

新步伐，标志着新中国展览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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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对该问题较为关注，一些学者曾对清末

商品赛会、出国参加国际博览会、晚清商品博览会以及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等

进行过探讨①，并深化了该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众的知识文化程度不高，国力

羸弱，中国共产党在民众心中还是一个新的执政党，那么，如何让民众更好地认识

共产党的经济管理水平？如何增强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向

前发展？这些是摆在新生政权面前的重要问题。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举办了大量的经济贸易展览会，且产生了较大的社

会影响。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充分，仅有两个硕士研究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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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选题进行过探讨①。不过，两位青年学者对展览会与行业发展、展览会与经

济管理、展览会与现代化的关系均着墨较少，因此，笔者拟对新中国展览业的开端

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另外，本文之所以写到１９５７年，主要是１９５７年是中国历史

的重要分水岭，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序言中写道：这一卷分为两个部分是

由１９５８年党的政策发生重要变化并影响社会一切方面这一情况所决定的②。

一、建国初期经贸展览会的发展概况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各地举办了大量

的经济贸易展览会。虽然这一时期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很大，但经济贸易展览有着

自己的独立地位。它不仅是繁荣经济的重要手段，还是促进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
下面以表格的形式列举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中国举办的重要经贸展览会。

表１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中国举办的重要经济贸易展览会简表

名　称 地点 时　间 办展概况

大连工业展览会 大连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３０日
内设铁路交通、机械、造船、纺织等１７个展

馆，参观者达３１万人次

天津工业展览会 天津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４日
参加展览会的工厂有１７００余家，展览品约

有８０００多种

西北经济建设展览会 西安 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５日至３月１５日 先后前往参观的代表共约１１８万余人

西南区工业展览会 重庆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０日至５月７日
共７０多万 人 参 加，设 钢 铁、矿 业、铁 路、纺

织、轻工等８个展馆

中国煤矿展览会 北京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４日至５月１２日
展览了１９５０年全国煤矿生产量，超过１９４７
年的２１％

全国铁路展览会 北京 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５日至１０月５日
朱德亲临剪彩。展 览 会 分 为 六 个 展 览 室，
共展览模型实物６００多件

华北区城乡物资

交流展览会
天津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５日至１１月２０日

贯彻“会场就是市场”的方针，交 易 总 额 超

过１亿５０００万元，观众达百万人

全国石油展览会 北京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展览会共分三大部分：天然石油、人造石油

和成品运销。朱德参加了展览会

鞍钢技术革新

展览会
北京 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５日至７月１５日

展出王崇伦创造的万能工具胎等。共展出

三个月，观众有３６．４万人

全国手工业生产

合作展览会
北京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１日

展品有农具、竹藤柳草编织、特种工艺等六

大类，共计２０００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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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名　称 地点 时　间 办展概况

西藏第一次国产

商品展览会
拉萨 １９５６年３月１日至３月１５日

展览出４０００多 种 国 产 商 品，接 待 了 观 众

３．７万人

日用工业品

质量展览会
北京 １９５６年７月７日至７月２５日

参观的人数达１９万。参观者向 展 览 会 提

出了５０００多条意见

第一届中国出口

商品展览会
广州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０日至

１９５７年１月９日

展出４．９万 多 件 展 品，接 待 了９５万 国 内

观众，同外商达成２０００万英镑的交易。

第一届全国

农业展览会
北京 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０日至７月３１日

展出近５０００件实 物 等。观 众 达２２０多 万

人，接待６　０００多名外宾。

　　资料来源：根据《人民日报》《新华社新闻稿》等资料统计而成。

从表１可以看出，经贸展览会主要是国家部委、大行政区或者重要企业举办，
所以显得尤为重要。展览会数量多，规模大，影响深远，大致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

工农业展览会，如大连工业展览会、天津工业展览会、西南区工业展览会、日用工业

品质量展览会，第一届全国农业展览会等，这一类展览会数量最多。工业展览会主

要是普及有关科学知识，展示当地工业建设的成就。农业展览会大多由各地政府

的农业生产部门举办，内容丰富，并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第二类是物资贸易方面

的展览会，如华北区城乡物资展览会、西藏商品展览会、广交会等，这一类展览会对

经济发展影响很大。第三类是中央各部委举办的展览会，如中国煤矿展览会、全国

铁路展览会、全国石油展览会、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展览会、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

展览会，这一类展览会一般由国家部委牵头，调集了全国的力量，产生了较大影响。
表１中的展览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许多展览会创造了国家、行业或地区展览

的第一。在国家展览史上，新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展览会是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８日至

１１月３０日由大连市政府举办的大连工业展览会。新中国第一次大型出口商品展

览会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由外贸部和广东省等单位在广州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

展览会，该展览会持续至今，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展”。在行业展览史上，第一个全

国性的煤炭展览会是１９５１年４月由燃料工业部举办的全国煤矿展览会，第一个全

国性的铁路展览会是１９５１年９月由铁道部与铁路工会联合举办的全国铁路展览

会，第一个全国性的石油展览会是１９５１年１１月由燃料工业部与中国石油公司联

合举办的全国石油展览会，第一个全国性农业展览会是１９５７年２月由农业部举办

的第一届全国农业展览会。在地区展览史上，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举办的第一个大

型展览会是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的天津工业展览会，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举办的第一

个大型展览会是１９５１年２月由西北局等单位在西安举办的西北经济建设展览会，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地区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展览会是１９５１年４月由西南局等单位

在重庆举办的西南区工业展览会。除了以上列举的展览会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影

响且有特色的展览会，如名菜美点展览会、夜商品展览会、棉布花色品种展览会等，
这些展览会是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反映。

众多展览会中，物资交流展览会因得到党中央的重视而发展迅速。１９５１年４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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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大力推销土产》中指出：“推销土产，不仅是一个发展

经济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有关千百万人民利益的政治问题。各地领导机关必须

善于掌握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①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加紧举办形式多样的

土产展览会和物资展览会。１９５２年２月到１１月，全国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举行的

各种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已有３１起，２１个展览会的观众达１０７０万人②。
此外，还有极富特色的商贸展览会，如夜商品展览会、名菜美点展览会、棉布花

色品种展览会等，这些展览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反映。这一

时期，新中国还参加了很多大型国际博览会，如１９５１年３月在民主德国举办的莱

比锡国际博览会，１９５５年４月在法国举行的里昂国际博览会，１９５５年７月在波兰

举行的波兹南国际博览会，１９５５年９月在卡拉奇举行的巴基斯坦国际工业博览会，

１９５６年９月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普罗夫迪夫国际博览会，１９５６年９月在南斯拉夫举

行的萨格勒布国际博览会，等等。这些展览会有助于将中国的商品推向世界。

二、经贸展览会展示行业新成就

经贸展览会是物资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平台，也是展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绝佳

途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一穷二白，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大力恢复

和发展经济，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下面笔者将通过有代表性的展览会来阐明

新中国重点行业的快速发展情况。

１．农业。１９５７年全国农业展览会是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展览会，“副业的总

产值，以１９４９年为１００，１９５２年即增长为１４８．５，１９５６年更增长为１８０。粮食产量，

１９５６年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１５２４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７年的指标。棉花

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增长，１９５６年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２１６１万担，比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

年产量的１９３６年增加１３５２担。大豆、花生、油菜籽等主要油料作物，１９５６年总产

量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一倍多”③。这些指标，让民众对农业生产充满了信心，也对改

善生活充满了期待。

２．畜牧业。中国是农业大国，畜产品较为丰富。新中国成立前，畜牧业走了很

多弯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扶植生产的政策，采取了减少中间剥

削的价格举措，畜牧业发展迅速。１９５１年，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畜产馆介绍

了新中国成立前积压的绒毛在新中国成立后销售的情况：“如紫绒出口价格，已超

过解放前百分之一百九十三，驼毛价格已超过解放前百分之八十七，山羊板皮价格

已超过解放前百分之五十八，猪鬃价格超过解放前百分之六百。”④正因为绒毛销售

顺畅，价格提升，农牧民的收入有较快增加。“如榆次绒毛解放前每斤换米三四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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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换米十五斤，较前增加三倍以上。”①发展畜牧业，不仅可以改善民众生活，还
可以组织出口，换取外汇，推动国家建设。

３．渔业。全国农业展览会水产馆展示了水产事业概况：“几年来，我国水产事

业有很大发展，１９５６年水产生产已经相当战前最高水平的１７４．２２％。１９５６年，渔

轮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比１９５４年增长了４７４％。在这里，特别吸引人注意的是‘鱼群

测探器’，讲解员把电钮一按，测探器就能探到一闪一闪的鱼群。”②展览会还展示了

水产品的再利用再加工情况，体现了我国渔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电影胶片、制药

丸、精美的钢笔杆、硬领子……都是鱼鳞胶制成的。我国还有了新型的鱼粉厂，利

用鱼肠、鱼头、鱼骨制成的鱼粉，是一种很好的牲畜饲料和果树的肥料。”③

４．钢铁业。鞍山钢铁公司在日伪统治时期如人间地狱，鞍钢的职工这样描述：
“炼钢厂是阎王殿，小型厂是鬼门关，选矿厂是大猪圈。”④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公司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到１９５２年鞍钢生产基本恢复，公司面貌焕

然一新。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鞍钢掀起了劳动竞赛运动，取得了较大成绩。１９５４
年，鞍钢技术革新 展 览 不 仅 展 示 了 王 崇 伦、栗 根 源、黄 德 茂、刘 祖 威 等 一 批 先 进 人

物，还展示了鞍钢职工提出的建议。一年多时间，鞍山钢铁公司职工有１７０００多人

提出合理化 建 议３８６００多 件，被 采 纳 的 有２２０４７件，其 中 运 用 到 生 产 中 去 的 有

１３１０５件。这些技术上的革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１９５３年鞍山钢铁公司的劳动生

产率比１９５２年提高了２４％⑤。劳动竞赛运动使鞍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任务，推

动了中国钢铁业的发展。

５．矿业。１９５１年５月，中国煤矿生产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览会展示了新中

国煤矿生产的辉煌成就：“一九五○年全国煤矿生产量超过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二

十一，劳动生产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煤的市价降低了百分之七十六。”⑥为什么会

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推行了苏联最先进的新式采煤法，展览会通过采煤方法

模型和运搬模型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一个风镐手在八小时内，便可以采出二百五

十多吨煤。撩煤工把一大铲一大铲的煤扔到电溜子里，煤就顺着不断回转着的电

溜子滑进大坑的运煤车里。实行了新的采煤法，资源的消耗已大大地减少，一般的

回采率已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有的已达到百分之百。”⑦新式采煤方法减轻了工人

的劳动强度，保护了矿工的健康，提高了采煤的工作效率。

６．交通运输业。１９５５年５月４日，全国公路展览会在北京天坛开幕，共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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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畜牧业前途无量———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畜产馆介绍》，《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２版。

艾玲：《多么富饶的水产资源———记全国农业展览会水产馆》，《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３月４日，第３版。

艾玲：《多么富饶的水产资源———记全国农业展览会水产馆》，《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３月４日，第３版。

四川省工会联合会、四川人民出版社：《为了 国 家 工 业 化 开 展 技 术 革 新 运 动》，成 都：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５４
年，第２页。

四川省工会联合会、四川人民出版社：《为了 国 家 工 业 化 开 展 技 术 革 新 运 动》，成 都：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５４
年，第４页。

超祺：《前进中的新中国煤矿工业———记中国煤矿生产展览会》，《人民周报》１９５１年第２０期。

超祺：《前进中的新中国煤矿工业———记中国煤矿生产展览会》，《人民周报》１９５１年第２０期。



品一千多件，生动展示了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的公路

交通非常落后，特别是西部边远地区几乎没有公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大

力发展交通事业，“一九五四年公路通车里程已较解放初期增加了将近一倍，西部

的边远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公路”①。展览会通过照片等形式展示了交通建设者的风

采：“怒江的模型上，用一盏盏小电灯表明探险英雄崔锡明在西岸壁陡的石崖上，冒

着生命危险探寻进入工地的道路。另有许多照片说明筑路英雄在和风雪、风沙、流

沙、酷热搏斗，开山劈岭，修成公路。”②交通建设者不畏艰苦、英勇奋战、建设祖国的

英雄气概，推动了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７．石油业。１９５１年，全国石油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览会展示了新中国石油勘

探和石油炼制等方面的成就。在探勘方面，“探勘队一九五一年比一九四九年扩大了

两倍。解放前，反动政府是没有投资于石油探井工程的；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探井工

程上的投资，就占了石油工业总投资的百分之七十六”③。在石油产量和原油炼制方

面，“中国石油公司的油池容量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半，仓库增加了百分之九十，职工

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八。我国现有的天然石油的炼油设备，百分之九十是

解放以后完成的。”④这些成就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８．贸易业。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展览会分

为工业品、纺织品、食品、工艺品、土特产品等五个馆，全部面积共一万八千平方公

尺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澳洲的外商和华侨

商人前来参观和交易。该展览为期两个月，收到了预期效果，到会客商来自３７个

国家和地区，共２７３６人，出口成交５３８０万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成功举办

证明，采取展示与交易相结合，邀请客商当面洽谈，看样成交，是促进我国与世界各

国人民友好往来和对外贸易的良好形式⑥。
当然，还有很多行 业 的 成 就 在 展 览 会 上 进 行 了 展 示，如 化 工 业、机 械 业、纺 织

业、轮船业、造纸业、建材业、手工艺、日用品业等。这些行业和旧中国相比，都取得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促进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抗美援朝前夕，一些人不相

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在经济上只能打零分⑦。展览会上具体的数字和新旧中国的

对比，充分说明这些人的认识是错误的，增强了民众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三、经贸展览会促进了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较多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经济发展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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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各地区之间缺乏经济往来与合作，中外经济交流极为匮乏。在这种经济条

件下，经济贸易展览会的举办极大地缓解了这些问题。

１．推动行业经济的发展。展览会将各行业最好的展品、最高的产量和最先进

的技术呈现出来，供各界人士参观、考察和观摩，从而促进了行业经济的交流与合

作。展览会与各种交易会、庙会和交流会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一张由物流、人

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商品流组成的大网，促进了地区与行业间的交流与发展。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沿用解放区展览会注重展品奖励的经验方法，对展品进

行了严格评奖。如１９５１年，江西省物产展览会成立了评判委员会，拟定了评判原

则：“１．解放后发明或创造者，或改良有显著成绩者，列为超等；２．确有代表性与比

较性者，列为特等；３．富有教育意义者，列为优等；４．其他精品，列为甲等。”①通过

评奖，各行业涌现了一批优秀产品，共评出获奖展品７００件，其中超等３５个，特等

１８６个，优等３３９个，甲等１４０个②。这些名优展品在展览会上得到宣传，产生了良

好的声誉，推动了本行业的发展。例如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３日，全国陶瓷展览会在北京

故宫博物院保和殿展出，通过遴选的产品主要有广东的枫溪、高陂、饶平和湖南的

醴陵等地出产的日用瓷器，这些瓷器造型和色釉都有改进，成本较低，受到人们的

欢迎③。最引人注意的是江西景德镇的产品，展出最多，质量最高，“失传很久的‘钧

红’、‘乌金’、‘鳝鱼黄’、‘茶叶末’等名贵色釉获得了恢复和发展”④。展品凝聚了老

艺人、美术设计工作者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心血。这些精致的陶瓷产品，对于陶瓷

技术的推广具有示范作用，间接推动了陶瓷行业的发展。各行各业通过展览会的

评奖、观摩和交流，开阔了视野，促进了行业经验交流，推动了行业经济的发展。

２．加快区域经济的流通。新中国成立伊始，不少地方旧有的商业渠道近乎瘫

痪，而新的商业渠道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各省、市、县之间的经济交流相对较少。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各级人民政府广泛利用民间固有的集市、庙会、骡马大会，因地

制宜地把它们发展为展览会。这些展览会对商业经济有极大促进作用，不仅恢复

了旧有的商业渠道，还开辟了新的商业路线与新的商业活动方式，推动了全国各地

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展览与产销相结合，成为展览会最大的特色。１９５１年６月，中
南区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在筹备早期就设立了交易处，除负责当场或场外的零售

交易外，还“代办纳税、保险、报关、装箱、打捆以及水陆运输等项手续”⑤，促进了湖

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河南省、江西省等地区的经济流通。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华北区城

乡物资展览会共接待９００多个贸易代表团，有４０００多农民到会参观，各地贸易团

之间共订立合同、协议３０００余件，成交额达１．５亿余元⑥。１９５６年，天津土产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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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大会简报第四号刊登湖南省供销社有活野兽及禽类出售，“共约４００万元，大会

已分别打电话和写信给本市和北京有关单位来会接洽，如能成交，对消灭野兽和保

证人畜安全将有很大帮助。”①展览会的交流与宣传加快了区域经济流通，促进了城

乡经济的发展。

３．促进对外经济交流。展览会不仅沟通城乡经济的联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发

展，还推动中外经济的交流。１９５２年，某些口岸城市举办的物资交流大会带动了私营

进出口贸易，争取了一部分土特产品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输出，换回了国家需要的进口

物资，从而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②。１９５６年冬，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举行，会场面积约１８０００平方米，陈列商品１２０００多种。全国各

外贸专业公司组成１３个交易团开展外贸活动，来自３７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２７３６人

到会洽谈贸易，成交额为５３８万美元③。这是新中国突破传统的与苏联和东欧贸易而

独立开展的一次大型外贸活动，推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此外，中国

积极参加国外举办的展览会和博览会，也促进了本国外贸经济的发展。“自１９５１至

１９６１年，中国每年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的展览，展出面积都在５０００平方米左右。
同时，民主德国也每隔二三年在中国举办一次专业展览。互办展览的活动，对增进两

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④

４．塑造品牌产品。１９５１年，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在天津举行。许多土

特产引起观众的注意，如东北生产的玉米、高粱、大豆；华东区展馆内陈列的苏州杭

州的丝织品，各种色布、花布、绸缎、呢绒、上海的丰富的轻工业产品、祁门红茶、屯

溪绿茶、乌龙茶、苏州花茶等；中南区的桐油、浏阳夏布、广东的香云纱、河南的二六

绸、景德镇的瓷器和雕瓷、湖南的湘绣、抽纱等；西南区的展品有全世界闻名的锡、
铜、铁、锌、铅、汞、土硝，及农牧产品麻、五倍子、棕绳、皮张等；西北区展览了贵重药

品如羚角、麝香，大宗药品如大黄、当归等⑤。新中国各地区的优质土特产品皆汇聚

于此，品牌形象 得 以 推 广。“老 字 号”是 长 时 间 商 业 和 手 工 业 竞 争 中 留 下 的 精 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展览会通过评比，推出了一批“老字号”。１９５６年６月８日，中国

食品公司举办了全国性的第一次食品展览会，共有上海、广东等二十八个省市区食

品公司自制的产品和各地部分社会名产１５９５种参展，其中有驰名中外、油多色红

的福建“鼎日有”肉松，皮薄、肉嫩、膘肥的云南省榕峰火腿，香酥可口的德州五香脱

骨扒鸡，还有河南省道口烧鸡和无锡的酱排骨等⑥。这些老字号的参展品，历史悠

久，富有特色，注重技术，销路很广，深受民众的欢迎和喜爱。
罗荣渠教授曾说：“狭义而言，现代化又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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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技术改造和

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国家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

发展过程。”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地走向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学

习先进、改造技术，而展览会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它推动新中国行业经济、
区域经济、对 外 经 贸 的 发 展，塑 造 了 新 中 国 品 牌 产 品，从 而 促 进 了 中 国 经 济 的 现

代化。

四、结　语

新中国初期，在社会信息相对闭塞、交通条件不便、民众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况

下，展览会往往是一个巨大的商品展销地，扮演着经济中介的角色。这个角色沟通

了城市与农村经 济 的 交 流，促 进 了 区 域 经 济 的 联 系，加 快 了 中 国 与 外 国 的 经 济 往

来。虽然这一时期展览会也存在不足，但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经贸展览会

的举办既是社会经济初步转型的反映，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比

于旧中国，展览会展示的新中国各行业的新成就，增强了民众对共产党经济管理水

平的认同感，也说明中国经济现代化迈出了新步伐。
尤其是１９５１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博览会，以及１９５７年广交会的成功举办，极

大开阔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这对于促进中外间的互相了解，加强我国和各国间的

经济贸易往来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展览会上各种货物云集一处，对不同物品

的比较考究，使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人观念得到冲撞与交流，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民众的思想现代化。
在大量的经济贸易展览会中，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全国各地大量的城乡物资交流展

览会值得关注。据１９５２年统计，“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种物资交流会达７７８９次，成

交总额为３３９３５４万元”②。可见，展览会对土特产的推销、区域经济的沟通和城乡

关系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展览业是从改革开放开始

起步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办的经贸展览活动，以物资交流展

览会为例，虽然政 治 性 较 强，但 展 览 活 动 有 市 场、有 广 告、有 消 费、有 娱 乐、有 座 谈

会、有交流会，具 有 现 代 会 展 业 的 特 征，因 此，新 中 国 会 展 业 的 起 步 期 应 是 成 立

初期。
此外，有学者指出：“在这一阶段，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性和

消费性物资和产品主要依靠计划调拨，因此，为国内生产与消费服务的国内会展业

未得到发展。又由于当时处于冷战时期，我国被迫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因此，来华

国际展与海外展也未得到发展。”③这一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国内会展业、来华国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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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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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２２７页。
《中国经济发展史》编写组：《中国经济发展史（１９４９—２０１０）》第 四 卷，上 海：上 海 财 经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４年，

第２２０６页。



和海外展未得到发展的观点，笔者觉得不够严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展览会的发

展历程来看，国内展、来华展和出国展发展迅速，在展览数量、展品质量、参展国家

等方面都有较大突破，有一些展览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故展览业并不是“未

得到发展”，而是迈出了会展业现代化的新步伐。

（作者：夏松涛，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
强蓓，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肖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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