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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论坛 : 地方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发展

　　主持人语 : 近年来 ,中国的发展和改革 ,从较为单一地推动经济发展、追求国民经济产值的增长指标 ,转

变到了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寻求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和谐发展。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 ,

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和浙江省台湾

研究会于 2007 年 5 月 29 日至 30 日联合主办了“地方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研讨会聚焦中

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在地方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发展领域积累的经验和相关研究成果 ,就推动地方政府创新

与公民社会发展的理论、实践和驱动力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在本刊选取的三篇论文中 ,郁建兴教授及其合作者围绕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问题 ,以温州商会为研

究对象 ,积多年之功 ,阐述了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其限度 ,揭示了它们表现出来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

重要特征。蓝志勇教授以美国界定联邦与州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几个重要法案为例 ,阐述了地方政府创

新的法律环境的重要性 ,提出了要鼓励创新 ,减少创新风险 ,在稳定中求变 ,就需要“给分权划底线 ,为创新设边

界”。何显明教授通过阐述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概念 ,解释了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个性化现象。三

篇文章揭示了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为中国进一步的

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思路。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 [美国 ] 蓝志勇 教授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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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温州商会不仅

在数量上快速增长 ,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 ,温州商会

得以率先发展 ,较快发展 ,并取得较好的绩效 ,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 ,温州商会发

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

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 ,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

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

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 ,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

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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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Case of Wenzhou Industrial Association Exceptional in the Chinese Context ?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Chinaπs Civil Society

YU Jian2xing1 , XU Yue2qian1 , J IAN G Hua2

(1.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 dministration , Zhej iang University , Hangz hou 310027 , China;

2 . S chool of B usi ness , W enz hou U ni versi t y , W enz hou 320035 , Chi na)

Abstract : The research on Wenzhou indust rial associations has been an important integral part of

t he typical cases of Chinaπs civil society. Recently , Wenzhou indust rial associations , which are

increasing not only in quantity but also in t he socio2economic sp here ,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Developing advantages have endowed Wenzhou indust rial associations wit h a

certain degree of particularity , but t he develop ment of t he market economy ,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 raditions , self2organization have undoubtedly provided

Wenzhou indust rial associations wit h a certain universality. The achievement s and problems of

Wenzhou indust rial associations exactly reflect t he instit 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Chinese

society.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 ment of Chinaπs civil society benefit f rom t he improvement of

t he instit utional environment which has become t he obstacles of the f urt her develop ment of

indust rial associa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 he instit utional environment of t he civil society ,

which covers all kinds of organizations , t he Chi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change it s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 opening up more room for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t t 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it s regulation on t he social organizations under t he judicial

f ramework.

Key words : Wenzhou indust rial associations ; experiences and limitations ; Chinaπs civil society

一、研究缘起

从世纪之交开始 ,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公民社会继续作为一

种理想范式被得到讨论和引证 ,西方左翼的公民社会理论越来越受到关注 ,一些学者尝试着超越国

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简单对立 ,寻找建构一种可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模式。与此同时 ,公民社

会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涌现并且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其中

尤以非政府组织 (N GO)研究最为集中[1 ]38 。

笔者自 2002 年起对温州商会 ①进行了系列研究 ,不仅运用“国家 - 社会”分析框架对温州商会

的合法性基础作出了分析 ,还对商会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 ,集中体现在《在政府与企业

之间 :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2 ]和《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 ———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3 ]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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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指的“温州商会”包括行业商会与狭义的行业协会 ,它们的管理登记部门都是民政局 ,但它们分属不同的业务主管

部门 :工商业领域的行业协会归市经贸委主管 ,其他行业协会归市政府下面的其他部门 (如工商局、建设局、科技局、农业

局等)或授权的组织 (如社科联)管理 ;工商业领域的行业商会归市委统战部下属的温州工商联进行业务管理 ,当然市委的

一些部门还管理其他一些行业协会。由于行业协会这一概念不能包容温州工商联 (总商会) 等机构和组织 ,同时又由于地

方习惯等问题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采用“温州商会”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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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目前 ,中国民间商会特别是温州商会研究已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间商会率先得到发展的地区 ,1997 年国家经贸委将温州市确定

为发展行业协会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近三十年来 ,温州商会组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

2007 年 4 月底 ,温州市共有行业协 (商) 会 400 余家 ,其中市本级行业协 (商) 会 131 家。温州商

会不仅在数量上剧增 ,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温州商会适应企业发展需

要 ,向本行业的企业提供一些行业秩序、行业信息、组织维权等特殊产品 ,承担起了政府和企业

所不能实现或者不能高效实现的社会经济职能。商会组织的逐步壮大也为政府部门的改革创

造了条件。温州商会逐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各种服务 ,并承担或协助办理政府有关部

门委托的事项 ,同时政府在某些领域也越来越借助于商会组织实施公共政策。通过与政府的互

动 ,温州商会不仅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 ,反过来也强化了经济功能 ,推动了商会自身

建设的不断完善。

温州商会的发展优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但市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创新、历史文化传统影响

以及自组织程度等要素也构成了社会组织发育的一般条件 ,这使得温州商会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

普遍性。我们试图通过考察温州商会及其与市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创新之间的关系 ,推进对温州

商会发展模式的解释 ,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温州商会的发展与绩效

作为市场与政府的中间组织 ,商会是市场主体为了表达自身的愿望与要求、维护共同的经济利

益和社会利益而组成的社会团体。它具有协调市场主体利益、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和维护市场秩序

的功能 ,能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因而 ,商会可以看做是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

治理主体 ,它的出现改变了原来已有的政府与市场二元分析框架。那么 ,温州商会是否起到了匡正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作用 ? 是否成为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粘合剂”?

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 ,就需要我们对温州商会的发展现状作出考察。我们自 2002 年起就通过

访谈、座谈和发放问卷的形式对温州商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中 ,访谈和座谈主要包括 :通

过对温州市总商会、温州市经贸委、温州市人民政府协作办公室、民政局等部门以及县区有关部门

的访谈 ,了解有关行业组织的情况 ;通过对多家温州商会负责人的访谈和对企业主、商会和主管单

位的座谈 ,了解有关商会的活动、功能、资源、困境等各种信息 ,从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同时 ,

我们曾分别于 2003 年、2005 年、2007 年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研。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7 年问卷调研。2007 年的问卷有两种 ,它们是对以往调研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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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已有大量关于商会、温州商会的研究成果 ,如郁建兴、黄红华、方立明等《在政府与企业之间 :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

象》,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郁建兴、王诗宗、黄红华等《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经济科

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陈剩勇、汪锦军、马斌《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信贤《争辩中的中国社会组织研究 :“国家 - 社会”关系的视角》,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版 ;

余晖等《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理论与案例》,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年版 ;韩福国《民营经济制度变迁中的工商联 :组

织的双重代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秦诗立、岑丞《商会 :从交易成本视角的解释》,载《上海经济研究》2002 年第 4

期 ,第52 - 60 页 ;Joseph Fewsmit h.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Wenz hou S how Potential and L i mits of ″Civi l S ociet y″in

China ,详见 http :/ / media. hoover . org/ document s/ clm16_jf . pdf , 2007208215 ; Margaret M. Pearson. T he J anus Face of

B usiness A ssociations in China : S 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 gn Enterp rises , The Aust 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

No . 31 , 1994 ; Christopher E. Nevit t . Private B usiness A ssociations in China : Evi dence of Civi l S ociet y or L ocal S tate

Power ?, The China Journal , No . 36 , 1996 ; Jonat han Unger . ″B ri d ges″: Private B usiness , t 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 he

Rise of N ew A ssociations ,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47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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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级和补充。第一种问卷题为《温州商会 (行业协会) 调研问卷》,是一种综合性的问卷 ,涉及

协会组织概况、组织人员、组织制度、行业发展、职能履行、财务、政协关系、企协关系等八个方

面 ,试图通过问卷对温州商会各方面的数据有个大致的了解。此项调查于 2007 年 1 - 2 月进

行。根据现有的数据统计 ,温州市经贸委系统有行业协会 50 家 ,其中蔬菜协会与肉类商业协会

合一 ,石材行业协会与建材协会合一 ,可统计为 48 家 ,我们对其中的 32 家进行了问卷调查 ,被

调查比例为 66. 67 % ;总商会下辖的行业商会实为 29 家 ,我们对其中的 27 家进行了问卷调查 ,

被调查比例达到93. 10 % ;两者综合起来 ,被调查比例为 76. 62 %。第二种问卷题为《温州市行业

协会 (商会) 绩效调研问卷 (会员企业版) 》,内容涉及被调查企业基本概括、对行业协 (商) 会的总

体评价和协 (商) 会职能绩效评估等三大方面 ,试图掌握会员企业对温州商会各项职能履行情况

的看法等信息。此项调查于 2007 年 3 月进行 ,我们采取面对面访谈、当场填写问卷方式 ,通过

访问者与被访者的直接交谈搜集资料。问卷有的是由被访者直接填写 ,有的则由访问者采用一

问一答方式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如实填写 ,从而保证了问卷填写的真实性、有效性。本次调研共

发放问卷 302 份 ,收回 302 份 ,回收率达到 100 % ;其中有效问卷 295 份 ,有效率达到 97. 68 %。

所有问卷通过 SPSS 软件进行分析。

我们主要在两方面对温州商会的现状进行评价 :一是温州商会的自治性 ,二是温州商会的职能

履行情况。

(一)温州商会的自治性

商会作为第三部门中一支重要力量 ,其最本质的特征是自治性。这种自治性在组织原则上表

现为“自愿入会、自选领导、自聘人员、自筹经费、自理会务”;在活动方针上则坚持“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和自我教育”。我们希望通过对温州商会自治性测评 ,达到以下目标 :了

解温州商会在人事、财务、办公场所等方面对政府的依附 ;温州商会自主开展活动的领域及能力。

基于此目标 ,我们从自主性和自治能力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选取了七个指标进行评价 ,包括 : (1) 自

主性 ,主要用组建方式、收支情况、人事制度、活动的自主性等指标进行分析 ; (2) 自治能力 ,主要用

组织内规则、工作人员能力、自主意识等指标进行分析。

1. 温州商会的自主性

从组建方式看 ,温州商会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按政府要求组建 ,并由政府明文规定授权进行

行业管理的协会 (官办) ,如温州市食品协会等 ,数量不多 ;二是由政府在职能与机构改革过程中成

立的行业协会 ,承担政府原有的部分行业管理职能 ,如温州市包装技术协会等 ,为数很少 ;三是自

发、自愿组建 ,并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取得登记的协会 (民办) ,如温州市灯具商会、温州市

服装商会、温州市烟具协会等 ,此类协会占绝大多数。所调查的 59 家行业协 (商) 会全部认为自己

是根据“市场和行业发展的需要”而组建的。

从领导人员组成来看 ,现任会长中来源于本行业企业的占绝大多数 ,有 89. 9 % ,来源于行政部

门现职人员的仅有 1 家 ,表明商会领导具有较强的行业性。现任会长主要是通过行业会员推荐、行

业选举产生 ,占 76. 3 % ,而秘书长主要是根据组织章程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 ,占 53. 4 %。从此可以

看出 ,商会的主要领导者和负责人的产生一般都依照组织本身的人事制度安排执行 ,受到政府干预

的程度较少。

从收入情况看 ,根据商会 2003 年的收入状况统计 ,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依次是会费收入、特定

成员的个人赞助、企业提供的赞助和项目经费、政府财政拨款和补贴、政府提供的项目经费、营业性

收入。政府拨款在商会经费来源中比重较小 ,使商会组织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个人赞助及企业赞

助费尽管主要来自于大企业领导者以及大企业本身 ,但随着组织制度的完善和成熟 ,大企业操纵商

8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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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的情况在目前也已得到一定改善。我们就 2003 年和 2007 年的数据进行了比较 :2003 年的

调查数据表明 ,44. 2 %的会员认为商会是为部分大企业服务的 ,只有 39 %的会员认为商会代表和

维护全体会员的利益 ;而 2007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68. 4 %的会员认为协 (商) 会主要代表和维护所

有会员的利益 ,而认为代表和维护普通会员、理事会成员、会长 (含副会长) 成员利益的分别只有

15. 1 %、8. 8 %和 7. 7 % ,可见行业协 (商)会越来越代表广大会员而不是少数会员的利益。

在活动自主性方面 ,我们用组织的决策制度以及组织受政府干预的程度这两项指标来衡量。

从决策制度来看 ,在被调查的 59 家行业协 (商)会中 ,有 56 家的战略决策和活动计划是由理事会或

全体会议等正式决策机构制定的 ;从组织受政府干预程度来看 ,只有 2 家行业协 (商)会认为受干预

较多 ,其他多认为政府干预不多或基本不干预 ,这表明温州商会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但是 ,如果从

受政府影响程度方面理解 ,温州商会的许多活动还是依赖于政府的支持。

2. 温州商会的自治能力

首先 ,从组织内规则来看 ,温州商会内的章程及其他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从一定程度上可

以体现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在 2007 年调查的 59 家行业协 (商)会中 ,有 56 家都有自己的章程或其

他相应的规定 ,并按照章程规定 ,温州商会的机构一般设有会员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

公会议等内容。但这种组织内规则的制定情况和执行情况 ,在不同的行业协 (商) 会中是不同的。

从受访谈的温州商会情况来看 ,温州服装商会、温州合成革商会、温州家电商业协会的制度化建设

较好。

其次 ,从工作人员的能力来看 ,温州商会的日常工作人员主要是秘书长 (或办公室主任)和其他

一般办公人员。负责日常事务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大多是从本行业企业或已退休的政府部门人

员中招聘来的。他们对行业比较熟悉 ,且具有较多的人际关系资源 ,能够很快地适应协 (商)会的工

作。另外 ,无论是秘书长还是一般的工作人员 ,都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在被调查的 59 家行业协

(商)会中 ,秘书长具有大专学历的占 36. 2 % ,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占 34. 4 %。商会负责人具备较高

的文化素质有助于其更好地领导和管理商会的发展。

最后 ,商会组织的自主意识可以从商会对政府的建议以及对企业的建议来考察。在被调查的

59 家行业协 (商)会中 ,有 54 家向各级参政、议政和行政部门提出过建议 ,有 53 家向行业内企业提

出过建议 ,这些都符合温州商会为政府和企业服务的宗旨。而且 ,在我们的访谈中 ,有多位温州商

会的负责人能认识到商会组织是具有自治功能的中介组织。但是 ,温州商会对自治的认识也是相

对的 ,最大限度地获取政府的支持仍然是大多数温州商会的选择。

总体而言 ,温州商会具有较强的民间性 ,且多数行业协 (商) 会对自主程度的自我评价也较高。

但是 ,由于温州商会自治能力有限 ,政府职能的转移不充分 ,使得温州商会在很多时候会主动寻求

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因此这种“自治性”具有政府主导的色彩。

(二)温州商会的职能履行

温州市政府 1999 年发布的《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确立了行业协 (商) 会的 16 项职能 ;

2005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行业协 (商)会规范化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对行业协 (商) 会的职能

进行了补充说明。我们可从两个层面对商会职能履行的情况进行评价 :一是通过行业协 (商) 会的

自我评估和会员企业对行业协 (商)会的评估两个角度 ,考察温州商会职能履行的总体效果 ;二是从

温州商会的定位出发 ,考察温州商会是否通过对自身职能的履行服务于企业和政府 ,从而推动温州

民营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改革以及地方治理体系的形成。

从温州商会的自我评估来看 ,针对温州商会职能履行总体效果的定性分析中 ,认为“非常好”的

占 7. 1 % ,“较好”的占 75. 0 % ,“一般”的占 16. 1 % ,“较差”的仅占 1. 8 % ,“很差”的为零。在另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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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比较协 (商)会职能实施效果的评价中 ,68. 5 %的协会认为“发展越来越好”,认为“没有变化”的

占 24. 1 % ,“不太清楚”的占 5. 5 % ,仅有 1 家商会认为职能实施效果“越来越差”,占 1. 9 %。可见 ,

温州商会的职能履行总体效果很好 ,绝大部分温州商会的自我评价都较高。温州商会职能履行的

良好状况也改善了商会与企业、政府的关系。

作为企业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法人 ,温州商会努力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维护企业的合法

权益。据调查 ,企业在生产环节遇到困难较多的方面依次是技术革新、土地厂房、人力资源、融

资、合作伙伴、设备和原料等 ;而商会最能帮助解决的方面依次是合作伙伴、人力资源、融资、技

术革新、原料、设备和土地厂房等。企业在流通环节碰到困难最多的方面依次是市场信息、价

格、交通运输和仓储等 ;而商会最有能力帮助解决的方面依次是市场信息、交通运输、价格和仓

储等。由此可见 ,商会的能力与会员企业的期望比较吻合。另外 ,商会还通过向本行业提出建

议的方式影响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调查显示 ,2004 - 2006 年 ,89 . 8 %的行业组织向企业提出过

建议 ,所提建议和被采纳的建议数量比较一致 ,只有少数组织提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可见 ,商

会组织对企业的影响度较高。

在为政府服务方面 ,温州商会发挥了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调查研究、政策宣传、协助统计行业

数据、参与行业规划、扶贫帮困、招商引资等多项职能。我们的调查显示 ,温州商会通过代理政府的

某些市场与行业的管理和维护职能、参加公益事业以及参与政治过程等途径 ,与政府保持着密切联

系。商会之于政府的重要性通过商会本身的优势在加强 ,而政府也通过资源优势与权威优势保持

着对商会的重要影响力 ,政府通过直接行政干预而影响商会的情况越来越少。当然 ,商会本身的发

展、商会对企业和政府的影响仍然受到行业境况、政府政策、管理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温州商会

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的机遇和努力。

由上可知 ,温州商会的自治性与职能履行情况总体较好 ,但同时 ,不同商会之间的差异也比较

大。一些商会的职能履行状况良好 ,会员企业与政府的支持力度也较高 ,这种状况反过来使商会的

发展更有利 ,如温州市服装商会 ;而另一些商会则因为职能履行不到位 ,导致会员数量、人力资源、

财务等方面发展缓慢 ,而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导致商会职能履行陷入困境。“好”与“差”的对比正体

现了温州商会发展中的基本经验与限度。

三、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与限度

温州商会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层面的因素 :一是温州商会所处的制度环境 ,二是温州商会本身的

组织化程度和能力。在我们看来 ,经济要素 (如经济成分与经济结构) 、地方政府改革、商业文化等

外部制度环境都影响着商会的发展与绩效 ;而自我组织好、能力强的商会更可能成为政策制定的合

作者、地方经济的促进者以及地方治理体系的组成力量。

(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通过近三十年的生产力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 ,温州的市场经济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 ,经济总量

大增。1978 年 ,全市生产总值达 13. 2 亿元 ,工业生产总值达 11. 2 亿元 ;到 2006 年 ,这两个数据分

别是 1 834. 38 亿元和 4 136. 12 亿元 ,为 1978 年的 139 倍和 369 倍。2006 年 ,民营经济占全市生

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80 % ,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90 %[4 ] 。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需要“行业代言人”,以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 ,协调行业内外的各种经济

社会关系[5 ]53 。这种内在的需要催生了民间商会。首先 ,它是行业自律的需求。温州民营经济发

展初期 ,一些业主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以降低质量获得价格优势 ,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生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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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伪劣产品。为了匡正“市场失灵”,一些有先见的企业家组建行业协会以规范市场秩序 ,从而克服

集体行动的困境。其次 ,它是合作的需求。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 ,只有形成团体并以团体

的名义去保护同行的利益 ,才能促进行业的发展。再次 ,它是沟通的需要。作为一个新兴社会阶

层 ,民营企业家需要表达自身的经济和政治诉求。同时 ,党和政府也需要加强与民营经济的联系 ,

将民营经济纳入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以商会为中介 ,使这种沟通趋于和谐、有序。最后 ,它是对

外交流的需求。为了进一步抓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 ,企业需要借助行业协会参与国际合作 ,

开辟获取国外技术和资金的新渠道等。

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特色还体现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上。温州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主要建立在

以低成本要素和精细分工为支撑的规模化生产能力、以人际关系和市场网络为支撑的营销网络和

营销能力基础之上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 ,其运行机制更像是一个“社区”[ 6 ]67 。而正是

这种社区性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所具有的基于利益、文化、习俗、血缘关系所构筑的合作关系 ,为民

间商会的形成和良好运作提供了一种内生性激励。

(二) 温州商会与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

温州商会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进行。在这一进程中 ,政府

的积极推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温州商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与促进。随着商会的作用逐步得

到政府的认同 ,1999 年 4 月 ,温州市政府颁布了《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其中确立了行业协

(商)会的 16 项职能。行业协 (商)会基本职能的定位是行业协 (商)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也决定了

行业协 (商)会活动开展的空间。2001 年 ,温州市经贸委为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行业协 (商) 会

组织 ,完善行业管理体制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实现政企职责分开 ,提出了对 30 个行业协 (商) 会进

行规范、完善和扶持 ,促使行业协 (商)会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从 2002 年开始 ,温州市经贸

委每年安排 75 万元 ,对市本级 25 个示范性行业协 (商)会分别给予 3 万元左右的资助 ,鼓励行业协

(商)会的进一步发展。2005 年 1 月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行业协 (商)

会规范化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首先肯定了近年来行业协 (商)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同时认为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 ,行业协 (商)会要进一步承担起行业内同类产品的价

格协调及行业发展政策制定的重任 ,承担本行业与国外行业组织进行国际交往的重任 ,承担反倾

销、反补贴的调查应诉及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等重任。

与温州商会的发展需要政府支持相对应 ,地方政府以 GDP 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诉求也需要温州

商会的积极配合。通过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的利益契合 ,两者之间最终将形成一种相对稳定而有

效的互动机制 ,包括信息沟通机制、合作机制和监督机制等[7 ]184 ,也使得温州商会最终能够嵌入地

方治理体系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 ,在政府与商会的互动中 ,两者的关系并不完全平等 ,温州商会的发展依赖于政

府持续地释放政治空间。如前文所述 ,温州商会的自治性是政府主导的 ,例如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

长多来自于政府职能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对商会而言 ,他们在政府的人脉关系有助于处理商

会与政府的关系。此外 ,温州商会对政府的依赖还表现在对主管部门的选择上。在受访谈的 59 家

商会中 ,有 54 家在工商联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作出选择 ,其中倾向于选择政府职能部门的有 40

家 ,占 74. 1 %。这是因为选择政府部门可以给商会带来更多的经费支持和办事便利 ,从某种意义

上说 ,这也是温州商会的理性选择。

(三)服务内容的多样化与日益提高的服务质量

商会在行业中要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力必须要更好地履行职能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提高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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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对会员企业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 ,会员认为商会已有职能的履行能力从强到弱依次是维

权、咨询、行业自律、行业资料调查及行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承办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事项、办展会

等 (如表 1 所示) 。有 37 家协 (商) 会认为职能履行的效果“越来越好”,占受访总数的 62. 7 %。相

应地 ,在 295 家受访的会员企业中 ,有 290 家的调查数据有效 ,其中 198 家对商会职能履行情况“很

满意”或“较满意”,占68. 3 %。

表 1 　温州商会各项职能履行能力排序

选 　　项 数量 比例 ( %) 排序

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协调会员关系 54 91. 5 1

开展咨询服务 ,提供国内外经济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 48 81. 4 2

建立行业自律性机制 47 79. 7 3

调查、搜集和整理行业基础资料 ,参与行业发展规划的制定 47 79. 7 3

承办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事项 46 78. 0 5

组织本行业的展销会、展览会、报告会、招商会等活动 44 74. 6 6

发展行业公益事业 43 72. 9 7

进行行业统计调查 ,搜集、发布行业信息 41 69. 5 8

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 41 69. 5 8

行业品牌建设 34 57. 6 10

尽管会员企业总体上对商会提供的服务较为满意 ,但商会本身还未完全树立通过服务吸引会

员、留住会员的意识 ,且缺乏通过有效的服务手段营利以改善商会的财务状况。在受访的 59 家商

会中 ,有 54 家商会的会费占总收入的比例超过 80 % ,其中 28 家商会的收入全部是会费。对于会

员单位比较少的商会而言 ,单一的经费来源就难以维持商会的正常运行。运行不良的商会因为不

能提供有效的服务 ,就不能吸引会员以增加会费收入 ,也得不到提供服务带来的营利性收入 ,并进

而产生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服务手段缺乏 →会费减少/ 无营利收入 →财务恶化 →无能力提供服务。

四分之三的商会都认为经费不足限制职能的发挥 ,但对于如何解决财务困境 ,商会的实际行动不是

通过提供服务以吸收会员和营利 ,而是期望政府赋权以行政手段迫使企业加入商会交纳会费 ,这又

从另一侧面体现出商会自主能力的缺乏。

(四)较高的组织化程度

民间商会的组织化程度主要体现在组织结构、治理机制和自治规则等方面。健全的组织结构

保证了商会决策的规范化和理性化 ;民主的治理机制有利于动员行业内的企业共同参与商会治理 ,

提升民间商会的公信力 ;而完善的自治规则能够为合作行为 (遵守规则)提供足够的激励 ,同时对违

反游戏规则者与机会主义者予以充分的惩罚 ,以使违规者望而生畏 ,从而增进行业的整体利益。根

据有关抽样调查 ,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内部制度和规则建设已经较为完善 (如表 2 所

示) [8 ]155 :

表 2 　民间商会与行业协会内部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会长分
工制度

理事会
工作制
度

秘书处
工作制
度

财务管
理制度

行业
规约

会费收
缴管理
制度

档案管
理制度

委员会
工作负
责制度

人才招
聘制度

建立数 38 47 44 63 48 61 44 19 14

比 　例 59. 4 % 73. 4 % 68. 8 % 98. 4 % 75. 0 % 95. 3 % 68. 8 % 29. 7 % 2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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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温州商会仍然是一种精英治理而非契约治理 ,这在金字塔形的产业结构中

尤其明显。会长所在单位有 65 %是行业内龙头企业 ,30 %是较大企业 (主要是因为有些行业没

有龙头企业) ,理事所在单位基本上是较大企业。相关的规章制度都是由理事会制定的 ,利益分

配也是由理事会决定的 ,因而这些制度和利益分配往往对商会的上层有利 ,甚至某些重大的利

益仅仅为少数会长单位谋取。会长单位的壮大进一步稳固了其在商会中的地位 ,使商会的治理

出现寡头化倾向。

总的来说 ,在温州商会的发展经验中 ,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构筑了温州商会兴起的经济基础 ,

它构成了温州商会最基本的生成动力 ,也决定了温州商会的独特个性。温州社区性产业集群中企

业之间的关系性契约 ,提供了商会治理所必不可少的合作性激励。在与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中 ,温

州商会不仅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扶植 ,而且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契合也获得了政治合法性 ,并嵌

入到地方治理体系之中。温州商会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和提高服务质量 ,在协调和沟通企业与

政府、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方面 ,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不断提高的组织化程

度和较强的自治能力 ,保证了商会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 ,也改善了组织的治理绩效 ,从而增强

了温州商会的社会合法性。

同时 ,温州商会的发展也遇到了许多瓶颈问题。例如 ,政府主导型的特点使商会与政府之间尚

未形成平等的博弈关系 ,商会需要政府不断地释放政治空间 ,加之商会与行政部门千丝万缕的关

系 ,导致商会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政治依附性 ;服务手段的缺乏致使商会陷入财务困境 ,

进而限制商会功能的发挥 ;商会内部治理的寡头化倾向 ,使商会成为某些大企业谋取利益、获得资

源的渠道。此外 ,外部的制度环境也给温州商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这包括了政府的“选择性

培育”导致民间组织发展不平衡 ,温州商会在得到有限培育的机会之后 ,也会利用其强势地位在与

其他利益集团博弈时超越合法利益边界。例如 ,为了制止企业之间残酷的价格战 ,商会会制定“自

律价”;为了解决成本上升 ,商会会要求会员集体提价 ;为了降低成本 ,商会对技术人员规定最高工

资和限制人才流动等等。还有 ,“一业一会”的制度安排使得温州商会在组织边界的限制下只能代

表行业上层的利益 ,并且垄断了企业和政府的沟通渠道 ,限制了商会间的竞争与企业的选择。更为

重要的是 ,“一业一会”的制度安排未包涵优胜劣汰和退出机制 ,温州市托运业商会的案例正说明了

这一点。该商会连续 10 年未召开会员大会和组织活动 ,2006 年 ,有三十多家企业要求成立温州市

物流商会 ,但为登记部门所拒绝 ,理由就是“一业只能一会”。这样一个瘫痪商会的存在可能扼杀了

真正有效率商会的诞生。

四、温州商会的发展是否为一种“例外”

通过对温州商会发展经验及其存在问题的考察 ,我们接下来探讨温州商会在中国公民社会的

发展中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也即是探讨温州商会的发展是否是一种“例外”的问题。毫无疑问 ,

就发生学意义而言 ,温州商会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独特性 ,或者说是一个例外。远离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的温州 ,封闭性地延续了它偏重社会自主治理、工商业经济和重商精神的历史传统。正是

这种传统使温州在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后能够先行一步 ,创造了民营化与市场化改革领先于全国

的“温州模式”,民间商会的发展即是这一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温州商会在发生学意义上领先于全国 ,并不意味着民间商会只有在温州才得以形成和发

展。如同其他地区也可以进行民营化与市场化改革一样 ,其他地区也可能形成和发展民间商会 ,历

史上的上海、天津和苏州就是有力的证据。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民间商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

条件有例外也有不例外 ,即使是例外的因素中也存在着不例外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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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 :一是温州商会所处的制度环境 ,二是温

州商会本身的组织化程度和能力。温州商会的发展表明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已经得

到了某些改善 ,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制度空间 ,而且公民社会现实的存在空间要大于按

照法律法规合法存在的制度空间。同时 ,温州商会的发展也表明 ,在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中 ,

国家并不总是决定行动的主体 ,公民社会也并不总是被动的一方。与地方政府的互动、自身组

织化程度和能力的提高等使温州商会不断扩大着制度资源。就此而言 ,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

环境未有重大变化的背景下 ,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很可能表征了我国其他地区民间商会发

展的基本条件。

同样 ,温州商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也深刻地体现出温州商会发展的不例外性。从公民

社会的制度环境而言 ,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相比 ,温州商会因具有较多的制度资源而率先获得发

展 ,这是因为在我国 ,国家根据需要对公民社会组织进行“分类控制”[ 9 ]75 ,商会、行业协会因高社会

效益和低政治风险而处于较有利位置。温州商会也正利用了这一有利位置 ,不断拓展着自己的制

度空间 ,这可以看做是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例外。但商会存在的政治前提是权力的多元化 ,

对公民社会组织进行“选择性培育”的后果就是民间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在温州 ,工会、环保组织等

与商会相对应的社会组织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大体说来 ,温州商会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 ,更加突

出了而不是遮蔽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特征。温州商会发展的限度是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

制度环境的体现。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 ,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 ,较快发展 ,并且

取得较好的绩效 ,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 ,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

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温州商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也正体现出其制度环境的

限度 ,以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温州商会发展的不例外性 ,是我们将它与中国公民社会发

展联系起来的最重要根据。

就改善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而言 ,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国家组织

公民社会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色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使命都由国家来完成 ,国家更应该推

动并激发社会将自我组织和公民直接参与当做目标[10 ]33 - 46 。在当前 ,政府特别需要创新社会管理

体制 ,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 ,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 ,更好地发挥各类

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应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公民社会建设有机结合

起来。

鉴于与公民社会相对的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

的自主性空间 ,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最后 ,在目前环境下 ,公民社会组织不能坐等制度环境的改善 ,而必须勇于探索 ,进行观念更

新、组织创新、职能创新 ,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权利 ,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扩大自身的生存空

间和社会影响 ,争取制度环境的改善 ,最终承担起为政府机构改革和社会转型创造条件的历史重

任。温州商会就是通过提高自身组织化程度和能力 ,承接了政府转移出来的多项职能。就此而言 ,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制度环境的改善既提供了必要性 ,也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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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 由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主办、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省经济学会承办的

“2007 年全国生态经济建设探讨会暨纪念许涤新主编的《生态经济学》出版 20 周年大会”,已于 2007 年 8 月 9

日至 10 日在浙江大学举行。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胡建淼教授参加了研讨

会并致欢迎辞。胡建淼副校长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经济学理论对当代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作用 ,鼓励广大生态经济学者再接再厉 ,为我国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和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学习老一辈生态经济学家的治学精神 ,纪念许

涤新主编的《生态经济学》出版 20 周年 ;探索生态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创新和繁荣”。与

会代表一致认为 ,本次会议指导思想明确 ,准备工作充分 ,研讨问题广泛 ,创新思想丰富 ,学风纯正浓厚 ,对生态

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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