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交会——中国第一展 

 

1957 年 4月 25 日，这是不平凡的一天。 

明媚的阳光下，越秀山满目苍翠，山顶的镇海楼古朴幽静。与之

相映成趣的是，相隔不远的越秀山西侧，著名建筑师林克明主持设计

的中苏友好大厦披红挂绿，大厦前 1 万多平方米的广场人来人往，热

闹非凡。就在这里，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俗称“广交会”，正

式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 

首届广交会分工业品、纺织品、食品、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 5 个

展馆，陈列着新中国工农业产品 1.09 万件。在这个举全国之力的盛

会上，国家外贸部和广东省的领导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外贸

企业带着出口计划货单来了，来自英国、日本、新加坡、泰国、叙利

亚等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23 名客商怀着激动又期待的心情也来了。 

就在开幕不久，一个巨大的惊喜迅速在人群中传开。周恩来总理

也亲临了展会现场。他一个馆一个馆地仔细观看参展的商品，并亲切

地对大家说：“广交会不单要发展同外国的贸易，还要展览我国工农

业新产品，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发展和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

关系。”首届广交会不负周总理的期望，取得了极大成功。同年 10

月，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第二届广交会，更多的外商蜂拥而来，参加

的人数急剧增加，超出了展馆原来设计的容纳能力。一名参会的英国

客商回忆，开馆前，参会的代表不得不在拦住会场入口的隔离带处排

队。当带子移开时，人群蜂拥向前冲去，就像马拉松赛上起跑枪声响



起后的运动员。这一年，春、秋两届广交会出口成交总额为 8687万

美元，占到全国创汇总额的 1/5。 

换取外汇，是广交会肩负的重要使命。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

兴，急需进口大量建设物资。但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

行重重经济封锁。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为首的“巴黎统筹委

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该机构开出的对中国

贸易的特别禁单，所禁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还要多出 500 余种。 

如何解开这个困局呢？1955 至 1956 年，外贸部门在广州先后举

办了内贸、外贸相结合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广东省物资展览交

流大会”和“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效果都相当不错。当时的

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心想，“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

大的？”1956 年 6 月 12 日，严亦峻向外贸部发了一封电报，提出可

在广州举办一次大型的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6 月 19 日，外

贸部首任部长叶季壮批复：“我同意，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即照

办。”8 月，这个建议由外贸部上报国务院，受到高度重视，周恩来

总理亲自批准同意。1956 年 11月至次年 1 月，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在中苏友好大厦顺利举办。这是一次试办性质的展会，也是后来广交

会的前身。展会毫无意外地大获成功。1957 年 4月 25 日，中国出口

商品交易会正式登上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不忘初心，广交互利通天下。 



 

首届广交会会址——中苏友好大厦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