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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彸竹么守丑屯竹么怂令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原属政府的部分职能将转交给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是中介组织的一

种形式。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今天，加强行业协会，提高行业协会的地位，显得非常

必要。 但是行业协会离不开行业管理，因此，本文把行业协会纳入行业管理中进行剖析。

一、行业协会带来了新型的政企关系

过去，企业的业务主管部门直接管理企业，行业管理实际上是部门政府（指业务主管部门）

的行政管理。 经过 10 余年的改革开放，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格局巳经打破了部门的行业界

限，本部门企业的经营范围伸向别部门的行业，而别部门的企业经营范围又伸向本部门的行

业。 上海医药局所属生产药品的企业只有10 多家，而在其他局系统生产药品的企业达 90 余

家。 市场经营是分散的，但市场管理应是统一的。 然而在部门政府管理体制下，哪 一个上级主

管部门愿意把所有权归己并有隶属关系的企业所发生的某些业务交给另 一个并行的部门去管

理呢？政策只对本系统有效，而对外系统无效。市场无序，行业无序，势必对经济发展带来影响。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经营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在保障国家对企业财产的所有

权、实现一定投资报酬率的条件下，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并成为适应市场需求、依法自主经

营、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这样，企业对上级主管部门就不再存在隶

属和依赖关系。 当狭隘的部门管理不再存在时，在市场的大海中各自游泳的“无婆婆“企业，仍

然需要得到支持、保护、扶植、协调。 这样，新颖的行业管理便随之而起了。 行业组织也将由过

去可有可无转为必要的组织。

行业协会是沟通政府和企业关系的中间桥梁。在市场经济新体制下，行业管理的组织体系

呈现了崭新的政企关系（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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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政府-企业所体现的政企关系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所体现的政企关系截

然不同。部门政府和行业协会同是中间环节，但却是两种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前者是政企合一

的中介，后者是政企分开的中介；前者反映的是强制性的政企关系，后者反映的是既有法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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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规范，又有企业自主活动的政企关系；前者的职能主要是决策，后者的职能主要是服务；前者
在系统内发生作用，而后者却是跨部门的行业组织。

二、政府和行业协会在行业管理中的地位

不能认为，行业管理只是中介组织的事。 它应包括两个层次，即政府和行业协会共同进行

行业管理。但政府在行业管理中处政策指导地位，而行业协会处政策实施地位。 行业管理的主

体是政府和行业协会，客体是企业。

政府的行业管理职责是调控和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所谓调控，指政府通过自身掌握的经
济杠杆和自身制定的（通用或行业）哎策、法规、规划调控市场的经营环境，间接影响企业的经

营活动；所谓干预，指政府通过赋予自身的行政权力，对那些违反政策、法规、规划的企业进行
规劝、警告、处罚、直至提交法院绳之以法。 调控的作用在千引导企业的合法行为，干预的作用

是制止企业的非法行为。

行业协会是实施行业管理的中介组织，是政府开展行业管理的助手。它不是政府的派出机
构，而是由同行业企业自愿参加而组织起来的民间社团。 凡属同 一行业的业务行为，不论属何
系统的企业，都可参加行业协会。行业的职能概括为：贯彻、自律、协调、规划、服务、监督、培训、

交流、反映、统计。其中最基本的是服务，为企业提供有利于企业经营的种种服务。代表会员企
业与政府对话求得合法权益，也是为企业服务。 通过具体的细致的工作，行业协会发挥它所具

有的助手作用、沟通作用、管理作用、组织作用。

三、中外行业协会的比较

我国1956年对私改造前，有同业公会及工商联组织，它们就是行业协会。 三大改造后，同

业公会撤销，工商联则成为党对私营企业家的统战组织，行政性公司包办了行业公会的职责。
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各地建立起各种行业协会及其联合会。

从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外国来看，行业协会有着很大作用。 由千私人经济的企业主是分散
的，企业竞争是激烈的，他们 非常需要一个组织为自己撑腰，能协调企业之间的关系，能向政府
反映和申诉自身的意见，政府也需要一个组织能将自身的声音传达到广大企业中，行业协会正

是在这种迫切的要求下出现的。 在日本，有按行业组成的各种行业协会，也有按地区组成的商

工会议所，在德国也有按行业组成的行业协会和按地区组织起来的工商会。再过几年就回归祖
国的香港，也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这些行业协会成为政府进行行业管理不可缺少的中介组
织。

我国行业协会与西方国家行业协会有共性，也有差别。共性表现在：O中介性：都是政府和

企业之间的桥梁—— 中介组织。 ＠服务性：都具有为企业服务和协调的功能。 ＠民间也都属
民间组织，会员自愿参加，自治管理。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千4)掌权者：西方行业协会由私营企业的大财团主、大企业主担任会

长，我国则为公有制的大中型企业领导，或离职的原政府官员担任会长。＠功能：西方行业协会
的功能偏重千与政府对话，而我国则偏重千行业管理。 ＠行业划分：西方中介组织有按企业规

模、按经营方式、按企业经营专业、按地区综合性经营等等不同情况进行组织的，一个企业参加

几个组织。 我国则按生产性、经营性、服务性分别按系统组织行业协会，会员只有本系统企业，
基本上没有跨系统而业务性质相同的企业参加，一个企业往往只参加一个行业协会。因此，我
国行业协会与西方行业协会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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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行业协会的几个问题

（ 一 ）有关行业协会组织的问题

L按企业的经济行为吸收行业协会会员。行业协会是没有部门界限、没有所有制界限的社

团组织，只要企业经济行为近似，就可参加同 一行业协会。但目前跨部门、跨所有制的行业协会

会员还很少。这是一因系统分割还存在，二因行业协会的服务功能还没有发挥到企业非参加该

协会的地步。 这个间题只能逐步解决 c

趴按企业的业态而不是按业种组建专门的行业协会。 现有的行业协会是按自然行业即按

商品分类组织的。这是历史的产物。但现代化的企业经营正在不断出现．因此可以按经营方式

（如超级市场）、经营规模（如集团企业）、新兴业种（如咨询业、经纪业）组建不同的行业协会。同

一企业可能参加多个行业协会。

趴建立综合性的商界联合会。 西方都有综合性的商界联合组织。 例如日本有
“

商工会议

所
“ ，从地方到全国都有这样的组织。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向政府反映诸如市场发展、企业发展、

税制、劳动、环境等等重大间题的对策性建议；以民间组织身份开展国际交流；组织会员开展地

区振兴、产业振兴工作；组织企业从业人员研修等等。原联邦德国有
“

工商会“，也是从地方到全

国建立的组织。它设有中小企业政策、欧洲问题协调、一般经济政策、竞争秩序、产业结构政策、

能源交通环境政策、外贸、推销事务、法规事务等等 20 个办事机构。 这些国家的此类组织是行

业协会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联合组织．成为政府与企业直接对话的重要通道 C

我国现有的工商业联合会，既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又是民间商会组织。 它吸收的成员主

要是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主、三资（港澳台）企业主、部分乡镇企业主等。 这样寸也们只是商界的
一个部分。 因此，需要另外组建商界联合会。

商界联合会的成员，在基层是各行业协会的会长（或秘书长）及有代表性的企业参加．在上
一层，则由基层商界联合会会长（或秘书长）、上一层的行业协会会长（或秘书长）及大型企业代

表参加。 商界联合会与工商联不同。 前者是以企业名义参加的．后者则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

前者出自行业管理需要，后者则出自统战的需要；前者主要是经济上的对话，后者则主要是政

治上的对话。

（二）将政府现有职能的一部分监督权转交行业协会行使

由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建立，许多企业和经营者唯利是图．不讲职业道德，乘机

欺诈、暴利、假冒、骗销等非法行为经常出现。 在此情况下．政府监督职能必须加强。 没有政府

强有力的监督，市场不正当竞争会愈演愈烈，奉公守法的企业搞不下去，违法乱纪的企业却大

发横财｀消费者和使用单位受到损害。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政府监督非常有其必要。但从长期

看，政府的部分监督职能将转交行业协会行使．在当前，由千不正当竞争案件较多，政府部门人

手不够，对它处理不过来，何不利用行业协会的助手作用、适当授权·让它们在行业内进行自律

管理。 如对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和经营，由行业协会出面进行检查和劝阻。 对价格暴利、价格

欺诈也可由行业协会进行检查和劝阻，如果行业协会解决不了、或较大的案件，则交有关政府

部门去处理。

（三）行业管理工作的建议

1、开展行业调查。要对行业进行管理，先要心中有数。但行业中的企业分散在各个系统中，

为了全面掌握情况｀就需对行业内的机构网点、经营情况、管理水平等进行调查和统计。只要下

定决心，这项工作是可以完成的。
• 38 •

（下转第8页）



题就比较容易回答。
首先，从总的方面说，经营权改革思路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相联系，

法人财产权改革思路则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两者的体制背景不同。
其次，从产权关系方面看，在经营权改革思路支配下，企业只拥有＂ 局部“产权（按《企业法》

规定，经营权中就不包括收益权），经营者（企业）还没有真正以自己的名义、实际上还是以所有

者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是一种委托经营关系；在法人财产权思路支配下，企业拥有“全部 “产

权，并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投资者的名义从事经营，是一种信托经营关系。
再次，从责任制度方面看，拥有经营权的企业的资产与出资者的资产还没有分立，出资者

对企业还不能不承担无限责任；拥有法人财产权的企业，其资产巳与投资人的财产分立，投资

者只在投入资本限度内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

第四，从组织制度方面看，拥有经营权企业的产权是由经营者行使的，拥有法人财产权企

业的产权是由法人治理结构行使的。前者强调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并没有处理
好），后者强调要建立出资者、董事会和高层经理人员之间的权责制衡关系。

经营权改革思路与法人财产权改革思路都已触及到国有产权关系，按照这两条思路去改
革必将引起国有产权关系的变革。但从实际情况看，经营权改革思路的推行并没有能够塑造独

立的企业产权主体，并没有能够建立起权利主体之间的规范的稳定的关系，并没有能够形成有

效的激励监督机制。 因此才有法人财产权改革思路的出台，期望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克服经
营权思路的不足，达到经营权思路未能达到的目标。

上述三条企业改革思路对我国企业改革的实践都有过和有着影响或指导作用。 三条思路
的依次更替，基本反映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过程，也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转换的渐进性

和阶段性。我们不应该用 一条思路与否定另 一条思路，更不要因别国没有“法人财产权”概念而

动摇法人财产权的改革思路。 在法人财产权的改革思路指引下，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

们的改革方向，也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改革任务。

注：

CD《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页。 本文中引用的孙冶方文章，均见《孙冶方选集》噜

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上接第 38 页） 2、改组和充实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的划分宜粗不宜细。 需要发展跨部门、
跨所有制企业会员．扩大行业协会覆盖面。协会的领导，由会员企业民主选举产生，宜由本行业

有名望、有威信的企业家或行业专家担任。 在现阶段处千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的时期，政府官

员兼职还是需要的，但兼职不宜过多。

趴设立市场调节和管理委员会。它是政府所属的一个机构。它既从宏观上调控市场，又从
行业管理上对企业进行某些监督。 委员会由从事政策、法规、规划的制定单位（如有关生产委

办、流通委办）的代表、从事监督、检查的行政管理单位（如工商、物价、质检、消费者协会等等）
的代表参加工作，以便统一步调，实现政府有效的行业管理职能。

4、履行行业协会的职责。要使行业协会成为会员企业依靠的组织．关键是为企业利益提供
服务。服务项目是很多的，如提供信息、组织联销联展、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培训人才、制订

议价等等，只要会员感到行业协会是自身的支柱，政府感到行业协会是自身的好帮手．那未，这
样的行业协会就会受到欢迎。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