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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会 ,作为一种中介组织 ,属于第三部门 ,其地位和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商会

可以承接一些政府做不到 、做不好或不便去做的事 ,能办成许多单个民营企业想办而难以办成

的事 ,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着代言 、协调 、自律 、服务 、监督 、维权 、整合 、引导等方面的特殊作

用 。但由于种种原因 ,商会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要转变观念

和政府职能 ,借鉴国外的经验 ,加强商会立法和自身建设 ,以便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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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 ,是由某一行业或地区的工商企业自发组成的民间社会团体 ,代表该行业或地区企业的共同利

益 ,与政府及外界交往 ,为会员企业发展提供服务 ,并用国家法律和政府规章来约束和规范会员企业的

行为 ,使市场活动正常运行和发展[ 1]
(第 2 页)。商会是市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特殊的中介组

织 ,在市场经济中起中观调控作用 ,其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 ,研究商会 ,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一 、商会存在的经济学论证

(一)商会存在的经济理论基础

商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 ,商会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并且将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讲 ,商会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 、必要性和合理性 ,这里我们从三部门理论 、交易

成本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来加以论证 。

1.三部门理论 。在最新的社会科学研究中 ,整个社会经济可分为三个部门:第一部门是政府 ,即所

有行使国家主权的国家机构 ,第二部门是企业 ,即存在于市场中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 ,第三部门是

中介组织 ,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 ,主要由商会 、学会 、联合会等非盈利性组织构成。中介组织和微观层次

的企业与宏观层次的政府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整体 。

在市场经济中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 ,属于微观层次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如何生产 ,由企业自行

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处于最上层的宏观层次 ,其经济职能是宏观调控 ,属于一种

间接调控 ,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市场运行。在宏观和微观之间 ,在政府 、企业和个人之间还

存在着为市场交易正常进行所必须的服务性机构 ,这就是中介组织(包括盈利性的中介组织和商会 、学

会 、联合会等非赢利性组织),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中观调控的地位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是市场经济中



不可缺少的部分。以上三部分共同构成了市场运行机制的整体框架。而商会的独特作用是其它中介组

织无法替代的 ,也是政府和企业无法替代的 。

2.交易成本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H·科斯认为 ,交易成本

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成本 。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决定总生

产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 ,按照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划分 ,生产的总成本由转换成本和交易成本两

部分构成 ,交易成本越高 ,生产的总成本就越高 。因此 ,降低交易成本 ,是企业的根本任务。

目前 ,我国的交易成本很高 ,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 ,其主要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 、制度不健全 、规则

不透明 、诚信状况不好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介组织的不发育 ,不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信息服

务 ,也增加了交易成本 。而包括商会在内的中介组织由于其独特的地位 ,能够通过为交易双方提供信息

服务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 ,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 ,必须大力发展包括商会在内的中介组织 。

3.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是以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 ,主要任务是分

析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 ,通过市场 、市场行为的分析 ,揭示企业之间关系变化的规律 ,包括多个

企业在内组成的一体化的现代企业组织以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理协调关系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

响 。产业组织的作用 ,一方面可以将企业之间较高市场费用的交易内化为企业内部的交易 ,从而降低交

易成本 ,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 ,为了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 ,由单个企业向

一体化的合理的企业组织转变 ,除了可获得大量生产 、原料购入 、产品销售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规模效益

以外 ,还可以在设备利用 、资金共享 、品牌与销售网络的共同利用 、研究与开发 、分散风险等方面获得范

围经济效益。

以商会为中介的组织 ,是可以把某一行业和某一地区的企业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它在较大范围

内实现了资源共享 、统一定价 ,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企业风险 。所以 ,从产业组织理论上看 ,商会有其存

在的合理性。

(二)商会存在的现实意义

商会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首先 ,它能够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会员企业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不再以行政手段直接管

理企业 ,但单个企业经常要受到各种风险的影响 ,还面临着无序的竞争 ,这些都需要由企业自发组织起

来的商会来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会员企业的合法利益 。

其次 ,能够弥补市场的缺陷 。市场不是万能的 ,其有效性经常遭到破坏 ,市场缺陷时有发生 ,而商会

的出现可以弥补政府的经济职能无法弥补的市场缺陷 ,具体包括:第一 ,商会可解决企业信息不对称问

题 ,因为 ,企业在市场中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弱 ,商会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网络向会员提供经济政策 、市

场 、科技 、人才需求等信息服务 ,以及组织会员企业进行各种信息交流。第二 ,商会可扶持经济实力弱小

的会员企业 ,如提供技术支持和金融支持 ,使其迅速成长 。第三 ,通过制定行业规则 ,促进行业自律和市

场的有序化与规范化。第四 ,以会员总代表的身份 ,维护会员企业的整体权益 ,保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

益不受侵犯 ,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

再次 ,能够防止政府失灵。所谓政府失灵 ,是指因信息不充分或公务员“经济人”的角色以及寻租现

象的存在而导致政府决策失误 、行政行为偏离目标等情况 。作为独立于政府权力的自发组织 ,商会可参

与政府的经济性决策 ,促进“经济民主化”;可通过自律 、竞争等方式 ,抵制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过度干预和

政府公务员的行政恣意行为 。

二 、商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民营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以及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是近年来吸收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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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经济力量。但是 ,由于在市场准入 、融资 、法律和政府服务等方面未受到公平

对待 ,加上民营经济本身的多元性 、分散性 、复杂性 、不成熟性 ,其应有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需

要商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发挥纽带作用 ,促进民营经济快速 、健康地发展 。

(一)我国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的特点

总的来说 ,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有以下的特点:

1.数量多 、规模小 , 多为中小企业 。据统计 ,全国已有 3 200多万户个体私营企业 ,占全国企业总数

的 99%;年末 ,我国私营企业平均拥有从业人员 24人 ,比 1996年增加 6人;平均拥有资本金 106万元 ,

比 1996年增加近 38万元;平均年营业收入 241万元 ,是 1996年的 2.6倍 ,但规模依然不大 。目前中国

的中小企业超过 1 000多万家 ,其中 85%为民营企业 。由于企业规模小 ,无法获得规模效益 ,因而生产

成本高 、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较弱。

2.技术落后 、管理水平低 ,存在过度和不正当竞争。民营企业的设备科技含量低 ,技术改造相对滞

后 ,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民营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 ,这种生产模式制约了企业发展 ,使

之不可能拥有高科技含量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与此同时 ,民营企业由于其先天的原因 ,较低

的员工素质也制约了企业技术更新的速度 。

3.家族式管理严重制约民营企业的发展。我国目前的许多民营企业都选择了家长式管理模式 ,管

理体制主要表现为“家族”和“亲缘化”特征 ,实行集权化领导 、专制式决策 ,经营者既是资产所有者 ,也是

资产经营者。当企业具备一定规模 ,家长式管理由于决策层和执行层界限模糊 ,缺乏“纠偏”机制 ,民营

企业家的局限性 、随意性往往容易导致企业经营决策失误 。

4.融资能力低 。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 、资金实力不强 、偿债能力弱 ,加上少数民营企业信用差 ,因而

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般不愿为它们提供贷款 。而民营企业自身也无法通过债券市场融资 ,因而发展中的

“资金瓶颈”很难得到解决。这极大地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

5.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尚待解决 。尽管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

领域 ,在投融资 、税收 、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 ,实现公平竞争 ,但在实际操作中 ,在观念

上 、在税赋与法律方面 、在银行贷款和市场准入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非国民待遇 。此外 ,反映民营

企业呼声的渠道不畅 ,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的力量不强。

6.企业生命周期过短。据统计 ,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 2.9年 。北京中关村 5 000家民营

企业 ,生存时间超过 5年的只有 430家 ,其余 91.4%的企业已烟消云散;生存期超过 8年的企业仅占总

数的 3%左右。

(二)商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

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会由于其中间性 、自发性 、服务性和

非盈利性 ,在市场经济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商会能办成许多单个民营企业想办而难以办成的事 ,能承接

一些政府做不到 、做不好或不便去做的事。商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主要表现在:

1.代言。由于其独特性和特殊地位 ,商会天然地成为民营经济的代言人 。

2.协调。商会是处理企业内外关系的润滑剂 ,可以为民营企业在政府 、企业和市场之间建立畅通的

沟通渠道 ,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解决与国内企业的各种摩擦和纠纷 ,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发展对外交往。

3.自律。商会通过制定规则和制度 ,规范会员的市场行为;通过产品质量检测 、监督 、提供认证等 ,

维护市场秩序;通过自我限制和相互限制 、自我调整和纠正等手段组织和协调市场主体自觉依法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

4.服务。商会利用其健全的服务体系 ,为民营经济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如为会员提供市场调查 、信

息 、政策法规咨询 、会计 、融资(担保)、环保 、技术咨询 、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

5.监督。商会监督非道德行为 ,积极倡导诚实信用之风 ,并通过成员企业的相互监督 ,促进良好的

市场秩序的形成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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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维权。商会以会员总代表人的身份 ,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由于单个民营企业尤其是

中小民营企业势单力薄 ,难以应对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也难以确保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因而需

要商会以民营企业总代表的身份 ,来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 ,保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7.整合。把分散的资源和单个民营企业组织起来 ,整合成为资源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 ,促进行业和

地区民营的发展。

8.引导。引导民营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努力提高民营企业的技术水平 、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 ,

树立民营企业自有品牌 ,从而增强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使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三)商会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商会在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目前我国商会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

些不足 ,主要有:

1.行政色彩浓厚 ,民间性弱 。在转型期 ,由于受旧经济体制的影响 ,我国商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

行政色彩 ,并与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目前的商会大多由政府部门牵头组建 ,并赋予一定

的行政职权 ,民间自发成立的商会少 。

2.职能不到位 、不健全 。商会为会员的服务面窄;自律 、协调的作用表现不足;对民营企业的利益表

达不够;保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的力度不强;引导民营企业的功能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3.自我发展能力弱 。商会自身建设不完善 ,管理不规范 ,因而不能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

务 ,也不能很好地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其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

4.缺乏法律支持。由于《商会法》迟迟没有出台 ,商会在对民营经济的扶持 、支持 、保护和服务等方

面没有“尚方宝剑”作后盾 ,因而不能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宽松的法律环境 。

(四)促进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 。要充分认识到作为中介组织的商会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中观调控的地位 ,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商会和政府 、企业共同构成了市场运行机制的整体

框架 ,其作用是政府和企业无法替代的。

2.加强商会自身建设 ,完善商会组织。着眼未来 ,从我国国情出发 ,党和政府还必须通过各种有效

的方式 ,继续推动商会加强自身建设 ,确保商会“搞得活 、管得住 、不失控” ;引导商会进一步建立健全的

选举制度 、议事制度 、财务制度 ,靠制度办会 ,靠制度管人 ,使商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只有这样 ,才能

防止商会被少数人操纵 、为少数人谋取私利 ,才能防止商会成为“帮会”或行业垄断组织 ,才能使商会真

正为最广大的会员服务 。

3.加强商会立法 ,督促商会依法办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政府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应始终

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作为民间商会 ,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 。现在我国的商会(行业协会)组

织已经有了相当规模 , 《商会法》应该尽快出台。立法的探索可以自下而上 、逐级推进。由地方先行制定

地方性法规 ,待条件成熟 ,再制定全国性的《商会法》 。

4.借鉴国外商会先进做法 ,取长补短。当今世界 ,商会的发展有三大类型:一是英美型商会 ,依据私

法成立 ,属于非官方的 、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 ,会员自由入会;二是欧洲大陆型商会 ,依据公法成立 ,属于

公立 、公益型组织 ,具有政府公共管理机构的性质 ,会员是强制入会的;三是日韩型商会 ,属于非盈利性 、

中介性 、民间性组织 ,接受政府指导。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国外商会 ,它们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咨

询 、培训教育 、开展国际贸易活动等方面都起到了政府 、企业和其它中介组织不可替代的中间作用。

5.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充分发挥商会的职能。政府要做好职能的转交 ,把本属于商会组织承当的

社会职能归还给商会。从目前来看 ,组织行业统计调查 、收集发布行业信息 、制定行规行约和行业性的

技术 、质量标准 、组织展销 、招商等活动;协调会员关系 、开展培训和咨询 、组织行业技术职称评定 、参与

国内外的行业协作与交流 、发展行业公益事业 ,以及行业性的荣誉评选等职能 ,可以尽早地赋予商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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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利于商会的发展和商会职能的充分发挥 ,从而推动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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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amber , a kind of 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 and the third secto r , is an impo rtant

composition of market economy.Its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can' t be replaced.Chamber can do

something that government can' t do , can' t do well or is inconvenient to do , also it can solve some problems

that sing le family enterprise can' t do.Chamber plays special role in promo 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

state economy in the aspects of the delegation of family enterprise to express , coo rdinat ing all kinds of

relationship , self-governance , service supply , supervision , defend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mily

enterprises , conforming all kinds of resource and guiding investment of family enterprises , etc.But so

many reasons , the role of chamber i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state economy don' t completely

give rein to , so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not ions and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 draw on the excellent

experience from foreign countries , to make chamber law and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of chamber so as to

promote it 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chamber;intermediate o rganization;medial governance;non-stat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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