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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展会活动应围绕"三农"中心工作，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大局，坚持专业化、品牌化、信息化方

向，精打细算、节俭办展、注重实效

国内农业展会活动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浙江最早的农业展会始于上世纪 90年

代初，分别在浙江省优质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浙江展览馆举办了首届和第二届浙江省名特优新农产品展销会。

进入 21 世纪，浙江农业展会活动进入发展快车道，2000 年浙江省首次举办了浙江农业博览会，此后省市

县陆续组织举办各类农业展会活动。

现状和特点

多层次举办农业展会。农业展会活动作为各级政府宣传农业农村工作方针、引导产业发展、活跃城乡

经济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快速发展。据统计，2018年，浙江省由政府主导的农业展会活动达 120余个，其

中省级政府及参与农业部主办的展会有 8个、市级政府参与主办的展会有 18个、县级及以下政府参与主办

的展会有近 100个。2019年，根据地市上报统计，展会数量虽略有精简，但仍达 102个。

农业展会类型丰富。各主办单位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组织举办各类农业展会活动，突出表现为专

业性展会和综合性展会有机结合。按活动性质分，主要分为展示展销、品牌推介、农事节庆和休闲旅游四

类；按产业属性分，涉及粮油产、茶业、水果、蔬菜、水产、中药材、花卉、畜牧、食用菌、休闲农业等

各主导产业。

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浙江农业展会活动在政府主导、各方共同推动下，展会品牌逐步树立，影响力

不断扩大。据统计，浙江省连续举办十届以上的展会 23个、连续举办 5届以上的展会多达 40余个。这些



展会活动已成为宣传农业发展成效、促进产销对接、扩大城乡交流的重要平台。

展会活动作用进一步凸显。农业展会活动在引领科技进步、促进产销衔接、拉动产业发展以及助力乡

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农业展会活动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重视农业的重要窗口。农业展会是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平台，庞大的受众使得宣传面十分巨大。二是农业展会活动是促进产销对接

的重要平台。浙江不少农业产品如浦江葡萄、安吉白茶、庆元香菇等通过农业展会节庆活动打响品牌，扩

大市场。据对近 300家参展企业调查，有 1/4的企业通过展会渠道达成的销售占全年销售的 10%，有 1/10

的企业占比 20%，部分企业占比超过 50%。三是农业展会活动是助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随着农业展

会内容的不断丰富，农业展会功能也在不断拓展，在主体培育、品牌建设、科技创新、融资投资等方面的

作用进一步凸显，有力助推了浙江农业转型升级。

主要问题

对农业展会活动的指导管理有待加强。农业展会活动举办单位层次多，省、市、县各级在产业兴旺、

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中把举办农业展会活动作为一项重要抓手，办展热情高，但部分展会存在缺乏品牌规划，

审批手续不全、资金使用不规范、展会布局不合理等问题，需要加强对展会组织工作的指导和管理。

部分农业展会活动的实际效果有待提高。部分展会规模小、档次低，重复办展，行政干预过多，缺乏

引入有效的市场机制，不能充分调动和优化各种社会资源；部分展会流于形式，专业采购商组织力度不够，

直接影响了展会效果。

农业展会活动的组织水平有待改进。不少农业展会活动作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往往由行

政管理人员兼职主导展会方案筹划与参展组织工作，专业技能缺乏，在展会活动创意、展区设计、宣传推

广、产品组织、展会管理等方面的水平有待提高。

农业展会活动的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目前浙江农业展会活动尚未形成统一的展会绩效评价体系，部分

展会以资金管理的绩效评价代替展会的评价评估。一些主办单位往往以总结或报告的形式对展会进行定性

为主的自我评价，缺少展会各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专家的权威性与第三方的客观性。

对策建议

进一步明确农业展会活动的办展原则。组织举办农业展会活动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农业展会活动应围绕“三农”中心工作，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大局，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二是

注重创新，提高水平。农业展会活动应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

坚持专业化、品牌化、信息化方向。三是促进消费，引导生产。通过举办农业展会，推进产销衔接，推广

农业品牌，促进消费，培育市场，引导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四是严格管理，节

俭办展。从严控制展会数量，规范审批程序，明确管理职责，精打细算、节俭办展、注重实效。

进一步提高农业会展活动的实际效果。一是突出重点展会。要坚持绩效导向做好农业展会组织工作，

对没有实际效果的农业展会要清理停办，对性质与内容相似展会要精简合并，对于受企业欢迎、效果显著

的展会，要精心组织。二是丰富展会内容。紧扣办展目的和展会主题合理筹划展会内容，坚决不安排与展

会无关的活动。根据各参展主体的需求安排展会活动，广泛邀请采购商、为农服务单位等参加洽谈对接，

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提高展会实际效果。三是改进办展形式。要结合农业展会特点创新办展形式，综合运

用展览展示、现场展销、品鉴推介、考察观摩、高端论坛等多种形式推广农业品牌、推进产销衔接。增加



现代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提高信息化水平，探索数字化办展。

进一步提高农业展会活动的专业水平。一是精心组织筹备。举办农业展会活动应制订完善展会方案，

成立筹备组织，精心组织展会活动，优化细化方案，确保展会有序举办。二是扩大展会宣传。要围绕建立

展会品牌和树立展会形象、服务招展招商等目标制订完善的宣传推广计划，统筹新闻宣传、广告宣传方案，

针对目标群体开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以及展前、展中、展后全覆盖的宣传推广工作，努力扩大展会

影响。三是加强人才培养。引进会展专业人才，开展展会业务培训，学习先进办展理念，加强展会管理人

员的专业知识储备。

进一步强化农业展会活动的绩效评价。开展展会绩效评价工作，不仅是相关主管部门评价展会绩效、

制订统筹会展规划的客观需要，也是筹办主体评价、改进和完善展会活动的重要依据。开展农业展会活动，

应制定绩效评价办法，注重目标导向，对重要展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公众满意度等业务指标，以及

展会资金到位和使用率、资金使用合规性、会计信息真实性等财务指标开展绩效评价，不断提高展会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