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诞生于 1957 年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每年春秋两届，今年秋季已经是第 120

届，即将度过一个甲子。60 年风风雨雨，广

交会是一个窗口，也是一座桥梁，让世界了

解了中国，也让中国走向世界。广交会见证

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穷国成长为世

界经贸大国，进而走向世界经贸强国的辉煌

历程。

举办广交会的初衷，是打破冷战时期

西方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扩大出口

创汇。那时，我国交易的商品，主要是农

副土特产品、手工艺品和资源性产品。首

届 广 交 会 到 会 的 境 外 客 商 不 过 1000 多 人 ，

成交金额才几千万美元，国内展商只有几

十家国有外贸公司。在计划经济下，进出

口受指令性计划支配，广交会成交金额和

商品多年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它使国内

初步了解了国际市场，换回了国家进口稀

缺物资急需的外汇。

改革开放以后，广交会迎来了蓬勃发展

的春天。建立经济特区，从沿海到内地开

放，吸引利用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等，

我国对外贸易的面貌为之一变。广交会成为

连接国内企业和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展会。从

那时到现在，广交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折射

出中国外贸发展的巨大成就。

参 展 商 方 面 ，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和 90 年

代，越来越多的省、市、县外贸公司，工

业生产部门的贸易公司以及雨后春笋般的

外商投资企业都有了直接的进出口权，参

加广交会成为这些企业获得出口订单的主

要渠道。参展商从几十家、几百家增加到

几千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放开

了民营企业外贸权，广交会参展企业上升

到 几 万 家 ， 民 营 企 业 和 外 资 企 业 成 为 主

力。到会境外客商也由过去几千人次，来

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增长到几万人次，上

百个国家和地区，近几年更是达到近 20 万

人次，来自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改革开放

初 期 境 外 采 购 商 以 港 澳 台 和 华 人 客 商 为

主，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比重不断上升，现

在发展中国家面孔也越来越多。

参展商品方面，随着中国出口结构的进

步，广交会交易的商品也今非昔比。上世纪 80

年代，轻纺产品取代“鸡毛蒜皮”成为广交会主

要出口商品。90 年代，机电产品成交金额超过

轻纺产品。进入新世纪，高新技术产品和中高

档消费类产品日益增多，各类品牌商品也迅速

增加。2004 年，广交会设立品牌商品展示交易

专区，迄今品牌商品出口成交金额已经占广交

会成交总额的 30%以上。近几年，越来越多民

营“双创”企业带着他们的科技创新成果参展，

为广交会增添了新的亮色。

展会功能方面，过去广交会只是一个出

口交易会。从 2007 年第 101 届开始，广交会

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设立了进

口交易区，吸引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供应商展

示交易他们的商品。面对国内外各种展会的

竞争，广交会也在积极转型和创新，从单一

展示交易平台向为参展商提供客户筛选、行

业交流、信息发布、产品推介等综合服务的

新型贸易平台转变。

展会设施方面，广交会成立时租用的中

苏友好大厦展厅面积不过万余平方米，改革

开放之初使用的流花路展馆面积扩至 11 万平

方米。由于参展企业和境外客商迅速增加，

流花路展馆不断挖潜改造，扩大展厅面积，

最后达到几十万平方米，但仍不能满足需

求，每届广交会都是“一位难求”。2008 年，

广交会全面启用新建的琶洲展馆，展厅面积

达到 110 万平方米，成为排名前十位的世界

最大展览场地之一。

近两年，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我国进出

口下滑，广交会到会客商和成交金额也出现

一定萎缩。但是，一般贸易比重提高，民营

企业显现活力，自主研发和品牌商品保持增

长，大型成套设备出口看好，这些都成为广

交会新的增长点。为推动我国外贸转型升

级，广交会扩大招商范围、优化展区设置、

创新服务模式、推进智能化办展、严厉打击

侵权行为、建立优胜劣汰参展机制等切实措

施，给企业减负和加油，已经取得明显成

效。经过供给侧发力和艰难调整，中国外贸

的潜力和优势定将进一步发扬光大，广交会

作为中国“第一展会”、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

易大国定将迎来新的辉煌。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员）

2016 年 10 月 15 日 ， 第 120 届 广 交 会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正式拉开帷幕。
至此，广交会已走过整整一个甲子。60 年
风风雨雨，广交会已摆脱了最初的稚嫩青涩
成长为“第一展会”；120 届共襄盛举，广
交会已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友谊桥梁，对外
贸易的坚固纽带。

铸就外贸发展丰碑

1957 年春天，中国政府决定在广州创办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周恩来总理亲自定下
展会的简称为“广交会”。在之后的 60 年
间，广交会在中国外贸发展史上书写了一个
又一个传奇。

从上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创办初期的
“ 冲 破 封 锁 、 增 收 外 汇 ”， 到 上 世 纪 80 年
代，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平
台；从新世纪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
贸易强国进程的重要载体，到今天融入全
球经济、成为中国外贸第一促进平台⋯⋯
这 60 年间，我国经历了新中国建设探索时
期、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阶段，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
外贸总额已达世界第一。这 60 年间，广交
会一直发挥着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引领示
范作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
献 。 近 年 来 ， 广 交 会 积 极 融 入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 重 点 推 进 与 沿 线 国 家 贸 易 合
作，在推动我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继
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广交会也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外贸发展
史。它的创办改变了新中国的外贸格局，开
拓了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数据显
示，60 年来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超过 1.2 万
亿美元，在各个时期都是我国外贸出口的重
要渠道。1957 年至 1965 年，广交会出口成
交 占 全 国 出 口 总 额 的 17.81％ ； 1966 年 至
1977 年，广交会出口成交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41.53％，其中 1972 年和 1973 年的占比均超
过一半。目前，一年两届的出口成交额近
600 亿美元，在中国外贸发展中依然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推动贸易转型升级

在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广交会始终围绕
国家外经贸发展大局，贯彻实施外经贸发展
战略，推动中国外贸不断创新和转型升级。
从早期的出口创汇主渠道到建立跨国采购平
台，再到从现场成交功能向结识客户、展示
洽谈、行业交流、信息发布、品牌推介等综
合功能转变，广交会在推动我国外贸转型升
级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时期，广交会紧紧围绕培育外贸竞
争新优势，积极引导企业转换外贸发展动
力，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
本和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促进企
业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
出口竞争新优势。为更好地适应对外开放新
形势，广交会直面挑战，不断改革。从第
101 届起，广交会正式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首次设立进口展区，邀请海外企
业参展，这意味着广交会从单一出口交易平
台转变为进出双向交易平台。这是中国外贸
发展模式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体现了中国
政府致力于改善贸易平衡的决心。

近年来，根据国际市场需求与中国外贸

发展变化，广交会持续优化参展企业和商品
结构，提升专业化水平，培育优质企业，支
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组织行业峰会、国际
市场、设计创新、品牌营销、潮流趋势和技
术研发 6 大主题会议论坛，促进行业交流和
营销推广；通过创办并每年评选 CF 奖、举
办包括设计展示、设计对接、时尚秀、设计
智汇等系列活动，推动提升中国制造的设计
能力和设计水平。这些举措逐步改变着广交
会长期以来作为出口贸易单一功能平台的定
位，向结识客户、展示洽谈、行业交流、信
息发布、产品推介等的综合功能平台转变，
取得了显著成效。

结识客户方面，广交会万商云集，每届
有来自 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0 万名境外
采购商与会，参展企业把广交会作为结识客
户的重要渠道。调研显示，以此为与会目的
的参展企业和采购商占比分别超过九成和
六成。

展示洽谈方面，参展企业通过广交会达
成 的 成 交 额 占 其 全 年 出 口 额 比 例 达 到
47.9%，到第 119届广交会，品牌展位占展位
总数达到 20%，品牌展区成交占成交总额的
33.2%，充分发挥了广交会在引导自主品牌
出口方面的积极作用。第 118 届广交会，年
出口额在 1500 万美元以下的参展企业 17720
家，占参展企业总数的 82.9%。

行业交流方面，广交会充分利用展会聚
集的境内外行业信息资源，精心举办了大量
契合企业需求的会议论坛。如第 109 届至
119 届广交会共举办 388 场规模以上的会议
论坛，助力企业拓宽国际视野和启发战略
思维。

60 年来，广交会积极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推进外贸
供给侧改革、帮助企业加快创新发展、促进
外贸回稳向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提
升办展专业化水平，效果显著。招商模式不
断创新，成绩斐然。近年来，广交会大力推
进绿色发展计划，卓有成效。通过实施绿色
布展、绿色参展、绿色撤展，倡导绿色会
议，打造绿色展馆，将“美丽中国”建设理
念，传递给每一位与会者。如今，广交会正
全力推进“智慧广交会”建设，将实现广交
会+互联网全方位覆盖。

助力企业走向世界

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发展最重要的促进
平台，与丝绸之路渊源深厚。60 年来，广交
会始终致力于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经贸合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连接
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贸易的纽带，在推动双
边贸易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采购商对广交会
历来青睐有加，第 1 届广交会就有来自马来
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叙利亚等 8 个
沿线国家的采购商到会，占当时与会国家地
区总数的 42.1%。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古老的丝绸之路焕
发出新的活力。入世至今的 29 届广交会，每
届沿线国家与会人数约为 7 万人，超过当届
与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平均增速 3.30%，
高出总体平均增速 1.75个百分点。

近年来，广交会积极创新求变，聚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互联网+”创新
招商宣传举措，沿线国家到会采购商的整体

增长态势愈发明显。近几届广交会已在沿线
18 个国家举办了 42 场远程视频招商活动，
共吸引约 3000 名客商参加和近 90 家当地权
威媒体报道。

支持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也成为广交
会的一项重要职能。广交会的采购商来自世
界各地，每届约有 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0 万采购商与会，世界零售商 250 强中近
100 家派员采购。60 年来，广交会累计到会
境外采购商超过 764 万人，庞大的采购商资
源及其辐射效应，对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 前 ， 每 届 广 交 会 2.4 万 家 参 展 企 业
中，民营企业达到 75%左右，中小企业约占
参展企业总数的 80%，广交会已成为扶持中
小企业出口的重要平台。广交会也是企业结
识客户、拓展国际市场、由小到大的孵化
器，成为大批有实力的外贸企业转型升级、
由大变强的推进器，成为企业建立、扩大和
完善国际营销网络的重要平台。

此外，广交会还积极帮助企业培育推广
自主品牌。60 年来，一批批不甘“为人作嫁
衣”的中国企业依托广交会，从少数展位起
步，从贴牌起家，发展到自主品牌出口，借
助广交会的神奇魔力“羽化成蝶”，形成了一
批比较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2004 年第 95
届广交会设立“品牌展区”，展示国家重点培
育和发展的出口品牌，在创立自主品牌、转
变外贸增长方式方面发挥引领、示范和导向
作用。目前，品牌参展企业每届超过 1700
家，展位数量约占总展位数量的 20%，成交
超过 30%，广交会为更多优秀的中国品牌企
业提供了腾飞的舞台，在以价取胜向以品牌
取胜转变方面取得实效。

外贸辉煌的见证者推动者引领者
李 健

一甲子传奇盛事一甲子传奇盛事 一百二十届精彩绽放一百二十届精彩绽放
——写在第120届广交会举办之际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庞彩霞

编者按 自1957年春季在广州创办至今，广交会60年来从未间断。60年来，广交会集中展示了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成果，促进

了中国外贸发展，增进了对外友好往来，是我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

会，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展”，成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缩影和标志

“我第一次参加广交会是在 1997 年，那时主要是利用
广交会这个平台，了解国际市场的状况。形象地说，就是想
把头伸出去，看一看窗外的世界。”近日，浙江温州康奈集团
副总裁周津淼这样描述他的参会“经验”。

1997 年，康奈集团首次参加广交会。“当时参展的摊位
很小，有的时候只有一个甚至半个。”周津淼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结果一上广交会，火了！参观咨询的人摩肩接
踵，洽谈业务的人排成长龙。于是，康奈当即决定成立自己
的国际贸易部，一炮打响。1997 年，康奈年销售收入约 1.5
亿多元。仅仅 3年后，企业出口额已达 1000万美元。

作为一个广交会的“老人”，周津淼告诉记者，2008 年
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可谓是广交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
岭。一方面，广交会已经不是国内企业拿订单的唯一渠道，

“走出去”参加国外展览会已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选择；另
一方面，广交会自身功能也在动态调整，企业也在重新定位
广交会的功能。“2005 年，康奈进入广交会‘品牌展位’。这
一展区非常抢眼，外商洽谈的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很多。”
周津淼说。

记者了解到，在第 118 届广交会上，品牌展区成交额
8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占总成交额的 31.9%，整个
118 届广交会成交额为 270 亿美元，比 2014 年的秋交会下
降了 7.4 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品牌展区在广交会中的重
要性，对国外参展商非常有吸引力。”周津淼说。

如今，广交会已成为企业展示品牌、展示产品研发能
力、展示新款式新产品的重要舞台。这一变化也体现了当
前国内企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周津淼告诉记者：“过去康
奈做外贸更多的是代工，主要是拼生产能力和成本优势。
这几年，企业自主设计产品的市场份额逐步提升。有时候
外商甚至是在‘抢购’。”

在第120届广交会上，康奈一口气推出了400多个新款
式，都是根据国际新流行趋势设计的。据介绍，这些款式精
确瞄准欧美、日本等一些高端客户，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与
服务。

周津淼说，从与广交会结缘的 20 多年里，广交会的功
能更为齐备，定位更加精准，服务更加到位，为许许多多像
康奈一样的企业，提供了成长的空间和舞台。“可以说，广交
会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此”。

温州康奈集团副总裁周津淼：

大魅力 大舞台
本报记者 冯其予

10月 15日，第 120届广交会第一期刚刚开馆半小
时，位于 A馆 E09—18的雷洋智能展位中已热闹非凡，
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商代表围着展品向工作人员问个不
停，公司董事长杜元源也忙着和客商打招呼、谈业务。

“他们中有很多都是老熟人了，我每届都争取和
他们见面并当面询问客户对产品的意见。”杜元源告
诉 《经济日报》 记者，他已经连续参加了 22 届广交
会，每一届都有很多收获。说起首次参展经历，杜元
源打开了话匣子，“不同客户有着不同需求，通过面
对面交流、沟通，企业对客户需求把握更加精准，产
销对接也更加顺畅。可以说，广交会既是了解国际市
场的前哨站，也是开阔视野的大舞台，更是拉近供需
双方距离的好渠道”。

位于广东东莞市长安镇的广东雷洋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5 年，是一家民营企业。成立第
一 年 ， 企 业 就 参 加 了 广 交 会 ， 早 期 展 品 主 要 是
MP3、MP4 等。“来到广交会这个大舞台，我们很快
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2005 年，雷洋智能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统一注册商标。”杜元源说，广交会上
客户对产品至善至美的追求，既是对参展企业的考验
磨砺，更是企业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

10 多年来，雷洋智能的发展步伐迅疾而稳健。
企业产品从当初的数字音频播放器到本届参展的互联
网电视信号转换器和网络数字音响系列，从当初的
ODM 到如今的部分自有品牌，产品正不断向拉美、

欧洲和东北亚等市场拓展。在广交会上的展位也从最
初的两个摊位扩展到现在的 10 个摊位。如今，雷洋
智能已获得“ISO9001国际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和“ISO14001 国际环境保护管理体系”认证；2013
年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并获得“广东省著名商
标”荣誉称号。

“下一届广交会，我们将展出实用化的机器人。”
杜元源表示，雷洋智能近年来分别与国内高校和国外
研发机构合作，组建了多个机器人研发团队，确保今
后在移动机器人领域不受制于国外，拥有更多自主发
明专利。

广东雷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元源：

市 场 前 哨 创 新 源 泉
本报记者 庞彩霞

1957 年 10 月，在广东省广州市中苏友好大厦举

行的第 2届广交会展馆夜景。 （资料图片）

1959 年 11 月，广东省广州市起义路 1 号中国出口

商品陈列馆外景。 （资料图片）

1983 年春，第 53届广交会，外商投资企业首次参展。

（资料图片）

上图 2016 年秋，第 120届广交会上，中国瓷器受到外商青睐。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左图 1999 年春，第 85届广交会，民营企业首次以正式身份参加广交会。

（资料图片）

上图上图 20162016 年年，，广交会琶洲展馆全景广交会琶洲展馆全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左图左图 20142014 年秋年秋，，第第 117117届广交会热闹非凡届广交会热闹非凡。。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1974 年，广东省广州市流花路展馆鸟瞰。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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