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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及其主要职能。我们的中心成立于 1986

年初，主要研究商会史，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商会，我们先后出版的著

作有十几种，论文可能一百多篇。目前，我们承担两个比较重大的项目：

一个是《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另外，就是《近代中国民

间社团组织研究》五卷本。三卷与我们研究的主题有关，一卷是写同业

公会，另一卷是写商会的，再一卷写另外两种民间组织。 

我们的设想：一是写《中国商会通史》，从盐商商会一直写到当代，

一直写到 2004 年现在。商会通史准备写五卷八大本或者更多。包括历史

上的商会、国民党时期的商会、当代的商会。其中一卷写港澳台商会，

一卷写海外的中华总商会。我们华侨华人在海外经商，也成立商会组织。

历史上华侨在日本成立中华总商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有中华总商

会。五卷八大本的《中国商会通史》最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卷了，从解放

初期一直写到现在。写工商联也包括我们的行业组织、行业协会、行业

商会，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它们存在哪些问题和它们所发挥的作用。

二是筹备中国商会研究网。这个研究网不仅是包括学者，也包括实践部

门、政府职能部门。同时我们也在研究筹划成立中国商会研究资料库。

为了配合这两个项目，我们正在筹划内部刊物——“中国商会研究通讯”。

我们具体设想通过三到五年的时间，把中国商会通史和研究网搞起来。

这是这三到五年的重中之重的任务。 

为什么我们要从做一个史学的慢慢转到关注当代商会的建设问题

呢？我们现在正在探讨当代商会的建设的问题，法人治理结构也好，资

源配置也好，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商会就已经解决了。我有一篇文章，谈

到中国近代上海公会的组织系统，这种组织系统的发展，较好地解决了

昨天温州工商联赵处长谈到的六个问题、浦文昌会长谈到商会法人治理

结构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近代商会已经解决了。它有



 

一个很有趣的发展过程，而我们现在还在探讨进一步创新的问题。我认

为与其向国外去借鉴，还不如看看我们历史上商会的运作，它们的资源

如何配置？可能对我们的启发更大一些。 

另外，我们也谈到行业协会当前有十七项职能，工商联十三项职能，

不管多少职能，中国近代商会都发挥过这些职能，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

域，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都有商会的影子，影响广泛。 

二、当代中国商会的发展建议。 

如何来规划我们商会的发展呢？这里主要谈行业商会，不包括综合

性商会，综合性商会的情况更复杂。这里我简要谈一、二个方面。 

第一，在行业商会发展过程中政府角色的问题。 

这次会上大家都谈到要允许多家行业商会并存。实际上就是并存的，

我们要允许并存，提倡竞争，更多地提倡他们的合作，不能仅仅只有竞

争没有合作，要促进他们的合作。工商联的行业商会，委办局下面的行

业协会，在他们之间有竞争关系，更多地是合作关系。因为他们的职能、

目的、角色，更多的是共同性，而不是差异性。对政府来说，我不喜欢

用“管理”这个词，政府更多地应是引导行业商会的发展，而不是去监

管。我倾向更多地引导和指导。如果从法人治理角度去理解的话，政府

与商会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它只有指导与被

指导的关系，政府在引导行业商会和行业组织发展过程中间，要引导他

们之间的合作。 

第二，对发展不太好的行业组织要优胜劣汰，政府有可能对某些组

织进行改组或重组。 

回到历史上看，1929 年在国民政府颁布、实施“商会法”、“公会法”

的过程中间，就对一些不太规范的商会和同业公会进行改组和重组。当

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国民政府有控制民间商会这方面的意图，但是

它也有规范发展的一面。在那时社会同样有序地发展，原因就是有一系

列的民间组织、同业公会和商会组织在进行活动。 

对现在的商会的状况估计是“三三开”：1/3 发展不好，1/3 发展好，



 

1/3 发展较好。从我的调研来看，除个别地区发展较好以外，可能发展好

的只占 1/5，绝大部分发展不太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建议要进行规范

化引导和指导，进行改组或重组。现在商会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问

题，还涉及到商会自身的问题、会员的问题。商会自身要注意什么呢？

我想主要是落实职能。现在有有多少家行业协会、工商联把十七项职能、

十三项职能都落实到实处？能把这些职能落实到实处已经很了不起了。

现在十七项职能、十三项职能已经很广泛了，要自主落实，真正为会员

和企业服务。 

第三，要提高会员对商会的认同程度。现在，企业一参加商会就问

商会能为他干什么，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当然企业参加了组织，组织应

提供相应的服务。但是这个服务不是今天参加，明天就可以体现的，可

能要几年、几十年以后体现出来。我在美国调研的时候，他们谈到：美

国企业参加商会组织，问他为什么参加？他们说我参加商会就象买保险

一样，我现在不用它，若干年，几十年都不用它，等我用它的时候，它

会发生作用。而我们现在企业对商会认识是，今天参加，明天就要为他

服务。 

目前商会的发展，要三方面齐头并进。从政府、商会本身到会员，

一要统一认识，二要各自加强自己，当然主要的是政府。我再强调一下，

政府主要的是引导和指导，而不是管理和领导。我在调研中，各地政府

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实践中他们又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包括行业

组织、工商联，对下面的行业商会和基层组织，仍然摆脱不了领导和管

理的角色。这种观念应该改变，应该是指导和服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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