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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86 年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考察

刘 年 凯

［摘  要］1953—1986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英国、丹麦等国家先后在北京举

办工业展览会。这些工业展览会多为成立于 1952 年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外国相关

机构共同举办，旨在促进同各国贸易往来和经济交流，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工业展览会展出了各国先进的工业设备、产品和科学仪器，受到人民群众和科技人员的欢

迎。展览会期间举办的座谈会、报告会等活动也促进了技术的交流。

［关键词］工业展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工业产品 科学仪器 科技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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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展览会是展示和推广先进工业技术、促进同业交流并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工业

知识与先进技术的有效平台。新中国成立伊始，不少国家与中国合办了数量众多、形式

多样的工业展览会。由于这类工业展览会的举办和展览过程中往往涉及主办国之间的外

交活动，因此更多选择在首都北京举行。如 1953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外贸易协会与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联合主办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

会、1967 年举办的丹麦工业展览会等。改革开放后，聚焦于某一主题或行业的国际展览

会日渐增多，如 1986 年 6 月我国举办的国际冶金工业技术展览会等，特定某一国家的工

业展览会减少，特别是 12 月苏联工业贸易展览会后，很少再有类似的工业展览会在北

京举办。目前学界对新中国展览会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初

期在国内举办的展览会，① 也有学者关注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会的历史 ②。但对于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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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举办的展览会、特别是工业展览会尚未有专文讨论。从 1953 年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工业展览会开始，苏联、波兰、日本、法国、丹麦等许多国家陆续在京举办工业

展览会，本文分别把 1953 年举办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和 1986 年举办的苏

联工业贸易展览会作为研究时段的上下节点，力图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在北京举办的

外国工业展览会历史，分析其总体特点及重要意义，以期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 

理解。

中国贸促会的成立与工业展览会的肇始

为了促进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1952 年 4 月，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召开，

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①。中国贸促会随后宣布成立。与外国相关机构合

作，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举办工业展览会成为该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中国贸促会的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

运，促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贸易往来，在苏联政府的支持

下，东西方国家的一些民间组织和进步人士发起召开国际经济会议。②

1952 年 4 月 3—12 日，国际经济会议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来自 49 个国家的 471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团由 25 人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和贸易部副

部长雷任民分别任正副团长。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和小组会议上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

并与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签订了贸易协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新中国

打破美国封锁禁运的重要桥梁”，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民间贸易关系得以重新

建立。③

此次国际经济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决议。④ 根据这一决

议，1952 年 5 月 4 日，中国贸促会正式宣布成立。该委员会由 17 人组成，包括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政务院

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薛暮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周荣鑫、中华全国工

① 《国际经济会议关于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决议》，《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15 日。

② 参见蔡成喜：《新中国打破美国封锁禁运的重要桥梁——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当代中国

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③ 蔡成喜：《新中国打破美国封锁禁运的重要桥梁——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当代中国史研

究》2007 年第 2 期；吴浩等：《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1952—1957）》，

《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 11 期。

④ 《国际经济会议关于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决议》，《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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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委员章乃器、中国银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冀朝鼎、贸易部

副部长雷任民、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会副主任孟

用潜、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盛丕华、

天厨味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许涤

新、中国经济学会副主任委员陈翰笙、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长刘子久、中国进出口

公司经理卢绪章。冀朝鼎兼任秘书长，组织秘书处，负责进行对国内外联络、宣传、

研究等工作。① 这 17 人中，除了马寅初、刘宁一、薛暮桥、周荣鑫和许涤新 5 人外，

其余 12 人均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中国贸促会成立后，很快开展了相关业务。1952 年 6 月，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

宸同日本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贸易协议。这是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中日民间贸

易往来终于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② 同年 7 月，冀朝鼎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③

（二）中国贸促会推动外国来华举办工业展览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打破西方对华

外交封锁，创造性地开启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实践。”④ 中国贸促会作为

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在工业展览会的组织、举办中发挥了枢

纽作用。中国贸促会积极与外国相关单位（如对外贸易协会、展览委员会）就举办工

业展览会展开沟通与合作。例如，1953 年 4 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就是

中国贸促会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外贸易协会联合主办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

中国贸促会以民间外交为己任，以经促政，以民促官，以展览为钥匙，打开了我国同

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国来华举办的工业展览会给予高度重视。在 1953 年 4 月举

办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上，“参加开幕典礼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

理邓小平，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署首长滕代远、蒋光鼐、李四光、李书城、章乃器、

沈雁冰、马叙伦、胡愈之，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徐雪

寒、李哲人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等共二百余人”，以及各人民团体代表与科

学界人士、各国驻我国外交使节及使馆人员。⑤195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

同志在二十五日下午七时二十五分，前往北京西郊苏联展览馆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

①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正式成立》，《人民日报》1952 年 5 月 15 日。

②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2 页。

③ 《冀朝鼎离北京赴维也纳》，《人民日报》1952 年 7 月 20 日。

④ 王超：《积极推进人民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17 日。

⑤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开幕》，《人民日报》1953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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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成就展览会’”，参观历时 4 小时。①

简言之，中国贸促会负责外国来华举办工业展览及相关接待工作，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为中国更好地认识世界提供了机遇。历史证明，从接待来华展览工作中衍生出

来的中外技术交流活动极富生命力，也一直是中国各工业、科研部门了解国外新产

品、具体工业技术以至国家科技发展方向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的展览内容

1953—1986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日本、波兰、法国、丹麦、罗马尼

亚、南斯拉夫、瑞典、意大利、英国等国先后在北京举办大型工业展览会。还有一

些展览会虽并未以“工业展览会”命名，但展出内容仍以工业产品为主，如 1954 年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1956 年日本商品展览会和 1974 年澳大利亚展览会

（详见下页表）。以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为例，全部展品 11500 多件，其中

就包括“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最基本的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和

电器工业的各种最新型和最大型的产品；各种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各种日用品

工业、手工业的精美产品”等。②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

展出了种类丰富、性能先进的展品，大体可以分为机械制造设备、轻工业产品以及科

学仪器三类。 

（一）丰富的机械制造设备

在工业展览会上，种类丰富、性能先进的工业产品尤其是机械制造设备自然是

亮点之一。1953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

展馆“已经变成为一所巨大的综合车间了。这里有工作效率很高的各种钻床、铣床与

刨床，有完全自动化的纺织机与印刷机，还有最新式的锯木机”。③ 1961 年在北京展览

馆举办的波兰工业展览会展出了成套的大型电机、制糖、铸造、纤维板、纺织、玻璃

等工业设备和多种工作母机，以及采矿、冶金、造船、汽车和拖拉机制造、化工、建

筑材料、电工、刀具和轴承、精密仪器等。展馆两侧的露天广场也展出了各种现代化

的采矿机械、汽车、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建筑机械、机车车辆等大型展品。④

① 《毛泽东同志等参观苏联展览会》，《人民日报》1954 年 10 月 26 日。

② 叶季壮：《一定走苏联的道路——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而作》，《人民日报》

1954 年 10 月 3 日。

③ 陈有为：《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人民日报》1953 年 5 月 7 日。

④ 《波兰工业展览会今日开幕》，《人民日报》1961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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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86 年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概况

展览会名称 举办时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 1953 年 4 月 27 日—5 月 27 日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 1954 年 10 月 2 日—12 月 26 日

日本商品展览会 1956 年 10 月 6—29 日

波兰工业展览会 1961 年 9 月 28 日—10 月 29 日

日本工业展览会 1963 年 10 月 6—30 日

日本工业展览会 1965 年 10 月 4—20 日

法国工业展览会 1965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5 日

丹麦工业展览会 1967 年 3 月 2—15 日

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 1971 年 10 月 11—24 日

南斯拉夫工业展览会 1971 年 12 月 15—29 日

丹麦工业展览会 1972 年 3 月 6—17 日

瑞典工业展览会 1972 年 4 月 3—13 日

意大利工业展览会 1972 年 10 月 10—22 日

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 1973 年 3 月 26 日—4 月 7 日

荷兰工业技术展览会 1973 年 11 月 20 日—12 月 2 日

法国工业科学技术展览会 1974 年 5 月 22 日—6 月 7 日

奥地利工业展览会 1974 年 3 月 29 日—4 月 11 日

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 1974 年 8 月 7—20 日

澳大利亚展览会 1974 年 10 月 11—23 日

比利时工业展览会 1975 年 4 月 8—19 日

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 1975 年 5 月 29 日—6 月 11 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业技术展览会 1975 年 9 月 5—18 日

日本工业技术展览会 1975 年 11 月 18 日—12 月 2 日

南斯拉夫工业展览会 1979 年 4 月 12—25 日

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 1980 年 4 月 10—19 日

土耳其工业贸易展览会 1982 年 12 月 11—18 日

巴西工业展览会 1984 年 5 月 28 日—6 月 5 日

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展览会 1984 年 11 月 27 日—12 月 5 日

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 1986 年 5 月 6—15 日

苏联工业贸易展览会 1986 年 12 月 12—28 日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有关新闻报道等资料整理。

1972 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意大利工业展览会，是中意两国建交以来意大利在中

国举办的第一个展览会。展出的面积有 1.7 万平方米，展品主要是机床，轻工机械，电

子仪器，建筑、采矿设备，农机，车辆等。① 1974 年举办的法国工业科学技术展览会展

出了运输机械、纺织机械，公共工程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航空设备和医疗器械，

① 《意大利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开幕》，《人民日报》197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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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工业产品。① 同年举办的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展品主要有印刷机械、钟表机械、

纺织机械、精密仪器和各式钟表。② 可以看出，各国均展出了其优势工业门类的产品。

（二）多样的轻工业产品

轻工业产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也是工业展览会展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3 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展出了“化学工业与纺织工业产品，文化教

育用具和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具体有“永不褪色的衣料、人造纤维制成的内衣，各

种医药用品”等，使“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所喜爱的东西”。③ 1954 年的苏

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上也陈列了轻工业品，如精致的呢、绒、绸缎、纱和布

匹。④ 1956 年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是根据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由日本国际贸易促

进协会主办的。⑤ 展览分为工业馆、农业馆和生活用品馆，分别展出了“用氯化乙烯制

成的各种绝缘体的塑胶产品和合成纤维制成的各种日用品”和“儿童玩具、文具、化妆

用品、家庭摆设的漆器和家具、缝纫机和钟表、收音机，以及一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⑥。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工业展览会展出的轻工业产品具有多样性和实用性的特

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先进的科学仪器 

科学仪器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这一时期工业展览会上的重点展

品，尤其是精密仪器、光学仪器、电子仪器。如 1954 年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

成就展览会展出了“精密的积分机、计算机、气象仪器、光学仪器”，很多观众被能

放大四万倍的电子显微镜深深吸引。⑦

1963 年举办的日本工业展览会，“是日本历年在外国展览中规模最大、品种最全

的一次”，东部的三个展览馆，“陈列的是精密仪器，电子仪器，合金钢材，化学产品

等等”。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密仪器，如自动极谱仪、可将物体放大到 600 倍到 20

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各种尺寸的半导体收音机、各种照相机和电视机等，可以“大致

了解日本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⑧

① 《法国工业科学技术展览会在京开幕》，《人民日报》1974 年 5 月 23 日。

② 《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人民日报》1974 年 8 月 8 日。

③ 陈有为：《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人民日报》1953 年 5 月 7 日。

④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学校——记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的第一天》，《人民日

报》1954 年 10 月 3 日。

⑤ 雷任民等：《促进中日贸易关系的正常化——祝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胜利闭幕》，《人民日

报》1956 年 10 月 30 日。

⑥ 《这只是开始——日本商品展览会参观记》，《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7 日。

⑦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学校——记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的第一天》，《人民日

报》1954 年 10 月 3 日。

⑧ 《中日友好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日本工业展览会访问记》，《人民日报》1963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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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工业展览会展品的丰富程度和先进水

平。如 1963 年 10 月 5 日，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后表示：“展

出厂商有 630 家之多，日本在国外展出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数量质量均远超出上

次。机械工业占了大部，而电子应用机器、化学纤维、染色加工、理工器材水平均

高，有些展品精密度非常高”，“见到精密仪器有 JEM 6.99A 的电子显微镜，另一种是

4.9A 的”，此外展出的“有红外线、航海用 Radar 可测一千多公里远、气体分析 Gas 

chromatography 等等仪器”。① 著名化学家曾昭抡也在参观后表示：“此次展览内容很精

彩，科学仪器比重大，另外主要是各种机器。观众很多，拥挤至难于通行。特别是小

型半导体收音机吸引人最多，其次为人造纤维的科学。仪器方面见有轻巧的电子计算

机，放大 20 万倍的电子显微镜，核磁共振设备及试验高分子材料的各种设备（如电

损耗测定仪、人工老化试验装置等）。”② 可以说，此次展览会展出的先进科学仪器得

到了我国科学家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工业展览会也成为展示前沿科技的窗口。

总体来说，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涵盖了机械制造、采矿、轻工业、电

子、化学等多个工业、科技领域，充分展示了不同国家的工业实力和科技发展成就。

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的历史意义

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具有多重历史意义：一是它促进了国家间的贸易

和经济交流；二是工业展览会展出了大量的工业设备、产品和科学仪器，在广大观众

中普及了工业知识；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专业科技人员间的技术 

交流。

（一）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交流

外国在北京举办工业展览会，本意就在于促进贸易和发展经济。以日本展览会

为例，1956 年日本商品展览会期间，中国贸促会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本

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日贸易的共同声

明》。③ 但此后，中日经贸关系经历低谷，1962 年“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签

订后，中日两国民间的友好贸易关系有了新的进展，④ 1963 年举办了日本工业展览会。

周恩来也对这次展览会寄予厚望，即“日本工业展览会开得好，必将有助于发展中日

两国的经济、贸易，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有助于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

① 《竺可桢全集》第 16 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16 页。

② 《曾昭抡日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29 页。

③ 《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日贸易的共同声明》，《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16 日。

④ 《增进两国渔业界友好联系和技术交流》，《人民日报》1963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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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① 在这次展览会期间，随日本工业展览团前来的日本技术人员，同中国各有关部

门人士举行了座谈会，中日两国有关单位进行了多次贸易上的接触，商谈了进一步发

展两国贸易关系等问题。②

（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工业知识

全国各地前来北京参观外国工业展览会的观众数量十分惊人。1953 年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举办期间，“一个月中，共有一千七百二十九个工厂、机关、学

校与团体集体参观了这个展览会，观众总人数超过七十万三千人”。③ 1954 年举办的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仅四周，“参观的已有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多人。

参观的人除了北京的以外，还有来自山东、河南、山西、辽宁、黑龙江等省和内蒙古

自治区的。各地参观团中有不少是工、农业劳动模范。从山西、山东等省来参观的人

在参观后都及时地举行了座谈会，谈论参观的心得”，“展览会的电影馆为配合展览工

作，已陆续放映了十二部介绍苏联工、农业建设和科学教育的纪录影片”。④ 这次展览

会参观者达 276 万人，在展览会期间，苏联专家向我国观众传授了许多先进的经验和

技术。⑤

1961 年举办的波兰工业展览会“自从 9 月 28 日开幕后，连日来观众踊跃。到

10 月 6 日止，展览会已经接待观众五十三万多人。这些观众包括职工、机关干部、

学生、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官兵等广泛的社会阶层”，“在国庆假日期间，

观众更加踊跃，甚至远从北京郊区赶来参观；10 月 2、3 日，每天观众都达十五万人

左右”。⑥1965 年 10 月举办的日本工业展览会持续两周有余，共有 60 多万人参观。⑦

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了参观这次展览会的盛况：“今日虽非礼拜天，但看者仍人山

人海。而且所有展览统看”。⑧ 此外，1971 年举办的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参观人数达

40 多万 ⑧，1972 年举办的瑞典工业展览会有近 20 万人参观 ⑨，1973 年举办的英国工业 

技术展览会接待观众 20 多万 ⑩，等等。展览会还向人民群众播放纪录影片以普及工业

知识，如 1974 年澳大利亚展览会上放映了有关澳大利亚工农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情况

① 《石桥湛山举行招待会庆祝工业展览会开幕》，《人民日报》1963 年 10 月 6 日。

② 《日本工业展览会在京闭幕》，《人民日报》1963 年 10 月 31 日。

③ 《民主德国工业展览会在京闭幕》，《人民日报》1953 年 5 月 28 日。

④ 《苏联展览会开始进行经验交流工作》，《人民日报》1954 年 11 月 1 日。

⑤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闭幕》，《人民日报》1954 年 12 月 27 日。

⑥ 《五十三万人参观波兰工业展览会》，《人民日报》1961 年 10 月 7 日。

⑦ 《日本工业展览会闭幕》，《人民日报》1965 年 10 月 21 日。

⑧ 《竺可桢全集》第 17 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9 页。

⑧ 《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胜利闭幕》，《人民日报》1971 年 10 月 25 日。

⑨ 《瑞典工业展览会在北京闭幕》，《人民日报》1972 年 4 月 14 日。

⑩ 《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在京闭幕》，《人民日报》1973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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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录影片。① 我国相关行业工作者也在历次展览会期间获得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各国工业展览会的持续时间从十几天到一两个月

不等，吸引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观众。这些观众来自工厂、机关、学校、人民公

社、军队等，他们又将在展览会上了解到的先进知识与技术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加以传播。

（三）促进专业人员间的技术交流

在工业展览会上，随团而来的各国技术专家通过与参观展会的中国专家、相关

行业从业者的交流促进了工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扩散。1953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工业展览会开幕后，由于观众在参观时提出了很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请专家

帮助解决，主办方临时和外宾研究协商，零星地开始了技术交流活动，称为“问题交

谈”。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和问题的逐渐专深，这种交流逐步扩大为“专题会谈”，又

发展成“座谈会”和“报告会”，最后成为“下场指导”，如展览会期间，三位外方专

家到新华印刷厂的车间工作十多天，指导工人安装和操作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印

刷机，帮助很多工人掌握了新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率。② 1961 年举办的波兰工业展

览会开幕后，“第一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一机床厂、科学院、清华大学等五十多个工

厂、机关、科学研究单位和大专学校的六千八百多人，前往展览会进行了专业参观，

他们仔细观摩了同自己业务有关的展品，展览会的波兰工作人员向他们作了较详细的

介绍”。此外，波兰工业各部门的专家为广大观众作技术报告、举行技术交流座谈会

并进行农业机械操作表演，受到有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和人民公社社员的热烈欢迎。③ 

1965 年举办的日本工业展览会展出期间，“中日两国有关部门的人士举行了座谈会，

互相交流经验”。④ 竺可桢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次日本工业展览会上的交流活动：“日本

提出在展览期间搞 246 个项目技术交流。我院（指中国科学院——编者注）派 300 人

参加 62 个项目。日本带来技术影片 60 本。”⑤ 20 世纪 70 年代，工业展览会期间的座

谈会和报告会更加常规化，如在 1972 年的丹麦工业展览会上，中国和丹麦两国的技

术人员一共进行了 70 多个项目的技术交流座谈；⑥ 1973 年的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展出

期间，中英两国技术人员就 240 个技术项目举行了座谈会和报告会。⑦ 由此可见，技术

交流逐渐成为工业展览会的固定内容之一，各国专家以技术座谈、报告、实地演示等

① 《澳大利亚展览会在京闭幕》，《人民日报》1974 年 10 月 24 日。

② 朱及群：《国外来华经济展览会中的技术交流活动》，《人民日报》1955 年 6 月 9 日。

③ 《五十三万人参观波兰工业展览会》，《人民日报》1961 年 10 月 7 日。

④ 《日本工业展览会闭幕》，《人民日报》1965 年 10 月 21 日。

⑤ 《竺可桢全集》第 17 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9 页。

⑥ 《丹麦工业展览会在北京闭幕》，《人民日报》1972 年 3 月 18 日。

⑦ 《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在京闭幕》，《人民日报》1973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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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相互学习、交流。

工业展览会也因此促成了多项技术进步。如 1972 年 3 月，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正在研究激光多普勒测速的沈熊等教师，在北京展览馆参观丹麦工业展览会时看到了

丹麦迪沙电子仪器公司的一维激光多普勒测速仪，坚定了其研发信心。① 后经与宁夏回

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合作，由后者专拨外汇，引进了一台丹麦迪沙电子仪器公司生产

的 55L 型一维激光测速仪，供宁夏银河仪表厂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联合研发小组参

考。客观来看，激光多普勒测速仪的研制得以顺利完成，与丹麦工业展览会存在一定

程度的关联。② 1973 年底荷兰工业展览会展出期间，“皮革技术座谈小组”与荷兰斯塔

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多次技术座谈。当时中国对树脂填充问题、水乳液聚氨酯

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通过这次技术座谈，“使我们对皮革经浸渍树脂处理解决表

面松面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有所帮助”。③ 由此可见，在北

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是促进科技人员知识及技能交流、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渠道。

通过总结和分析 1953—1986 年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工业展览会的整体特点以及展

品的类别特征，表明展览促进了国家间的贸易和经济交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了

工业知识，并促进了专业人员间的技术交流。目前，这些工业展览会的经济史、科技

史和外交史意义尚未得到学界重视，工业展览会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的影响尚未得

到深入诠释。如工业展览会如何帮助中国引进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助力国内经济发

展和产业升级；工业展览会上展出的工业设备和科学仪器在展览后对相关领域科技和

产业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它们如何促进国内外科技资源的流动与融合；等等。近年

来科技外交成为中国当代科技史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④ 始于 1953 年在北京举办的外

国工业展览会，展出了种类繁多且性能先进的工业设备、技术产品和科学仪器，以多

种方式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跨国交流，也应看作科技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工业

展览会相关的很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刘鑫鑫］

① 刘年凯：《我经历的激光测速研究——清华大学沈熊教授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2020

年第 2 期。

② 刘年凯：《从科学仪器发现历史：以中国首台自制激光多普勒测速仪为中心》，《中国科技史

杂志》2021 年第 1 期。

③ 《荷兰工业展览会皮革部分技术座谈小结》，《皮革科技动态》1974 年第 4 期。

④ 张藜：《导语：试析科技—外交分析框架对中国现当代科技史研究的意义》，《中国科技史杂

志》202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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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transportation, national defense,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acilities centered on war preparedness in the third-line areas. The 816 Project 
was the second nuclear raw material industrial base established in China during the third-line construc-
tion period, which was quite typical. It went through stages of construction,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66-1984 was the basic construction stage. 1984-1993 was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tage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1993-2013 was the stage of modern state-owned 
enterprise operating mechanism becoming increasingly perfect. Since entering the new era, it has been 
the stage of sustainable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he 816 Project 
from an initial nuclear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base to a large-scale state-owned comprehensive enter-
prise wa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its own arduou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form efforts, but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he construction and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ird-line enterprises represented by the 816 Project wa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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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braries in New China from 1949 to 1956
……………………………………………………………………………………… Liu  Wei（103）

Abstract: Rural librarie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rural cultural undertakings in New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irst batch of rural libraries were estab-
lished in northeast China with the assistance of Xinhua Bookstore. In 1950, the first National Publishing 
Conference proposed to assist factories, mines, rural areas, military unit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chools in establishing libraries, reading rooms, book clubs, and newspaper supply stations to carry out 
the reading movement. After that, various provinces gradual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brar-
ies.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climax of the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mov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braries across the country enter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Rural librar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evel of farmers, promo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enhancing thei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which had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rural cultural undertakings in New China.

Keywords: New China, rural library,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Foreign Industrial Exhibitions Held in Beijing from 1953 to 1986
…………………………………………………………………………………… Liu  Niankai（115）

Abstract: From 1953 to 1986,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GDR),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Denmark successively held industrial exhibitions in Beijing. These 
industrial exhibitions were mostly jointly held by the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stablished in 1952, and relevant foreign institutions, aiming to promote trade and economic ex-
changes among countries, and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from Party and the state leaders. The industrial ex-
hibition showed advanced industrial equipment, products, and scientific instruments from various coun-
tries, which were welcomed by the people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The symposiums, 
seminars and other activities held during the exhibition also promoted the exchang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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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lomatic History Research *

Analyses and Comments on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 Chen Zonghai（125）

Abstract: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w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and in the practice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
tion. It was a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for China’s external work in the new period.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was very rich in content, mainly answering three major questions: how to scientifi-
cally judge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faced, correctly formulate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appro-
priate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oreign policy, 
sino-foreign relations we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reflecting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inherent laws of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The diplomatic practice of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proved that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was wise and correct, and had profound historical influ-
ence.

Keywords: Deng Xiaoping, diplomatic though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oreign policy, and sino-for-
eign relations

* Reading Notes on National History *

From the “Five-Star Flag with Red Background Color” to the “Five-Star Red Flag”: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Names of the National Flag of New China ……… Zhang Shunyue（138）

Abstract: The national flag scheme of New China was initially named after numbers, and the “Five-
star Red Flag” scheme was compiled as “Reselection No. 32” in the “National Flag Pattern Reference 
Materials”. On September 25, 1949, Mao Zedong convened a consultation symposium on the national 
flag, national emblem, national anthem, chronology, and capital in Zhongnanhai. Although the new na-
tional flag had not yet been officially named, the name “Five-Star Red Flag” appeared in the annotation 
section of the meeting minutes. On September 27, when Mao Zedong revised the four draft resolutions 
of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e confirmed that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Five-Star Flag with Red Background Color” and 
printed it for voting at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the end, the conference voted to pass the Four Resolutions on the Capital, Chronology, National An-
them, and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stipulated that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the “Five-Star Flag with Red Background Color”. However, on the day 
of the vote, Zhou Enlai referred to the national flag as the “Five-star Red Flag” when announcing the pas-
sage of the resolution. This statement quickly spread widely through mass media such as Xinhua News 
Agency, People’s Daily, and radio stations, and was confirmed by the 1954 Constitution, becoming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national flag, the Five-Star Red Flag, the Five-Star Flag with Red Background Color, 
symbol,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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