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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协同组合的产生和及其法律 
 
协同组合（ Co-orporation）,是根据日本《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设立的

团体，成员均为中小企业。在日本，中小企业的定义是资本额在 1 亿日元以下，

员工人数在 300 人以下的企业，日本的企业 98%以上均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

共同弱点主要是两点：一是资金不足，二是技术开发力量不足。 
《日本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颁布于 1948 年，根据该法律开始组建中小

企业协同组合。当时，日本经济处于疲惫时期，为了扶持和加快中小企业发展，

日本政府制定了该法律。战后初期，中小企业的经营能力很差，资金严重不足，

而且很难在银行得到贷款，很难采购到原材料。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克服上述两个

弱点，是当时加快中小企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成立中小企业协同组合

的宗旨就是促进中小企业之间的相互扶助，克服发展中的困难。当时，单个小企

业很难向银行贷到款，但是通过协同组合担保就可以顺利得到贷款。另外，单个

小企业在购买原材料时不仅难以采购到货物，而且价格会比较贵。但是，如果多

家企业联合起来采购，价格就比较便宜。如某种原材料单个企业每月只需购买 1
吨，20 家同类企业联合购买采购量就达到 20 吨，由于购买量大，采购价格就会

便宜。通过协同组合可以弥补中小企业以上两个弱点，就可以联合起来和大企业

进行竞争。 
协同组合吸收会员严格按照法律办，如果一个企业发展到超过中小企业的标

准，协同组合就必须让他退会，去参加大企业的组织。 
 
二、协同组合的组织形态、组建和监管 
 
协同组合具有多种组织形态：主要有： 
1、同业者组合，由同一行业的企业组合而成； 
2、产地组合，由同一生产地的多个企业组合而成； 
3、下请组合和系列组合,指特定企业的纵向和横向相关企业的组合； 
4、工场团地组合，指某一工业团地的集团化组合； 
5、共同工场组合，指在同一栋建筑物内的企业组合； 
6、流通团地组合，指运输业、仓储业的集团化组合； 
7、批发商业团地组合，指批发商业的集团化组合； 
8、共同店铺组合，指在同一个市场内店主的组合； 
9、商店街组合，指在同一条商业街经营的从业者的组合； 
10、连锁化组合，连锁业企业的组合； 
11、异业种组合，指由不同行业的的组合； 

                                                        
  国内有些学者往往把日本的协同组合当作行业协会。为了弄清协同组合的性质、任务等，

我与日本东京合金铸造工业协同组合理事长、日本日研机械制作株式会社董事长青山康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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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其他组合等。 
还有一种组合，就是由一个地区的一些小的组合联合起来，成立联合组合。 
所谓团地，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将工业企业集中到某一地区一起生产。作为

团地一般在城市的远郊，如日研机械制作公司是搞铸造的，有噪音和污染，对居

民生活有影响。当时有 18 个企业都有污染，就一起建设了一个工业团地，大家

联合起来建设和处理污染。对此，政府没有投资和资助，但商工金融提供了长期

低息贷款，该工业团地离东京约 70 公里。这个团地还在，但是日研机械制作公

司已经从去年退出了这个团地。  
由于组合很多，一个企业根据一定目的可能参加多个组合，如日研机械制作

公司最多时参加过 5 个组合：全日本轻金属组合（已经解散）、轻合金组合、工

业团地组合、铸造业组合、客户供应商组合等，目前参加了 2 个组合。 
每个协同组合的成员企业并不多，东京合金铸造工业协同组合的成员有 25

家公司，在日本同一地区、同一行业会有多个组合，如在东京地区就有好几个合

金铸造行业的协同组合。 
据株式会社商工组合中央金库和财团法人 商工综合研究所对 7326 个组合

的最新调查，同业者组合占总数的 64.6%，异种组合占 9.8%,工场团地和共同工

场组合占 8.2%。流通团地、批发商业团地和共同店铺组合占 7.2%。（载《商工

金融》2009 年 2 月号第 59 卷第 2 号，第 22 页-23 页） 
要成立组合必须向政府提出申请，并取得政府的批准。根据组合的范围大小

向相关政府申请，全国性的组合须经中央政府经济产业省的中小企业厅批准，地

方的组合由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产业部门批准。 
根据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规定，各个协同组合必须在每年 3 月出财物报

告，5 月份举行年会，年会情况须向政府报告。 
 

三、协同组合的主要任务 
 
如前所述，协同组合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和采购方面的困

难。在融资方面，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政府专门建立了由政府出资

的“商工金融”，通过协同组合担保，中小企业就可以得到贷款。在具体操作上

是由组合向银行贷款，然后交企业使用。这样，协同组合自身就将承受担保的风

险。在企业经营较好的条件下，为企业担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企业经营出

现问题，比如有些贷款企业破产了，协同组合就必须承担还贷责任。由于协同组

合本身资金很少并无还贷能力，而政府也没有任何补助，在这种情况下，协同组

合不得不解散。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各个协同组合在每年的年会上作出决定，

规定组合为企业担保融资的总额度，并具体规定为每个成员企业的担保额度。即

便这样，协同组合的风险仍然很大，所以，现在做这项业务的协同组合已经不多

了。 
关于中小企业协同组合的法律制定于 1948 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现在的

状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1963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目的之一

是 60 年代日本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政府提出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立法的目的就

是为了加快中小企业发展，同时推动企业由封闭转向开放。另一个目的是推进企

业双层组织结构的改造。在日本的企业界，大企业是一个层次，中小企业是一个

层次，通过改造以减少两者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接着，1999 年政府又修改了中

小企业法。在这之前，政府对中小企业实行保护政策，日文提法是“护送船团”，



 

 3 

意为护送中小企业这个船队顺利航行，当时采取了许多保护性的政策。1999 年

以后就改为“‘自由航路”的政策，鼓励中小企业进行自由贸易、自筹资金，政

府不再提供很多保护扶持。 
事实上，当代的日本中小企业虽然得到银行贷款仍然较为困难，但是已经可

以单独去银行申请贷款，也可以直接采购原材料，所以当初设立协同组合的两个

基本目的（融资担保和集团采购）已经不是主要任务了。如东京合金铸造工业协

同组合，成立的最初目的也是以上两个目的，但是现在主要是在开展研修生业务。

由于铸造属于脏累的行业，日本的年轻人大多不愿进入这个行业工作，所以通过

协同组合在中国招研修生，到该行业工作。这样，协同组合的主要任务就发生了

重大变化，许多组合由于维持不下去就不得不自行解散。 
但是，不管在什么时代，中小企业总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协同组合

得互助以渡过危机仍然是建立组合的重要目的。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联合使

用某种设备可以降低单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如铸造企业均需要一种检测设备，但

并不是每天用，单个企业购置这种设备就会增加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协同组

合购置这种设备提供给各成员企业使用，就会降低成本。再如，铸造行业均需要

一种金属熔化锅，也由组合购置提供邻近企业使用。 
 
四、协同组合的法律地位和运作 
 
协同组合是法人1，但既不是企业法人，也不是社团法人，而是中间法人。

协同组合由会员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长，由理事长聘用事务局长，处理协 
同组合的日常工作。理事长任期一般两年，可以连选连任。如日研机械制作公司

董事长青山康彦先生就连任过 5 次，即担任了 10 年的协同组合理事长。协同组

合的理事长、理事均没有收入（法律上允许有收入），但可以报销从事协同组合

活动的一定业务费用如交流费等。作为理事长，就必须考虑如何运作好组合，大

约用 70%的时间经营自己的企业，用 30%的时间为组合工作。青山康彦先生现

在再次任东京合金工业组合的理事长，一般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到协同组合办公，

处理业务。其它时间则通过电话、发邮件处理组合的公务。但如果中小企业厅或

劳动部门安排参观、接待活动，理事长就必须随时参加活动。 
协同组合有的是非营利组织，但有的事业组合则类似于企业。既然组合和企

业类似，就要有一定的利润才能运作，设立协同组合本身就要有一定资金。协同

组合既要帮助中小企业，就必须有一定的利润。比如，农户委托组合到市场拍卖

农产品，就得按其取得的收入中提取 5-10%的费用作为组合的收入。所以有的组

合不仅有盈利而且有的盈利还很大，这就要交税，这些组合还可向会员分红。 
企业感到没有帮助就会要求退出组合，这对中小企业协同组合是一个挑战。

但是对协同组合来说，现在企业已经不需要组合作融资担保，协同组合也没有资

金实力，很难有大的作为，所以实际上已经对协同组合存在的必要性提出疑问。  
日本协同组合的主要收入是会费，每月收一次，（通常是一年一次性收取），

每个会员每年需交纳会费 7~8 万日元，差别很小。其它是服务性收入，如东京合

金铸造协同组合主要通过引进研修生取得服务收入，该协同组合每年的收入约

2000 万日元。预算支出是聘用 2 名专职事务员的工资福利支出，以及房租、办

公费、水电气、差旅费等支出。一般来说各个协同组合的财政均略有结余，这种

                                                        
1根据日本的法律，它既不是企业法人，也不是社团法人，而是中间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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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不能没有但也不会太多。结余多了，会员单位就会提出减少收取会费。 
会员缴多少会费视行业情况决定。从农业组合看，农户的互助是成立组合的

最大目的，其会员所缴会费由其经营规模而定。比如有的农户种 100 亩地，有的

种 50 亩地，那前者缴的会费就会比后者多。 
 
五、协同组合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对中小企业协同组合没有特别的扶持政策。当初设立中小企业协同组合

是很必要的，在现代社会中其作用已经大为减少，甚至似乎基本没有了。目前的

作用主要是“桥梁”作用：中小企业厅有重要的政策信息，就会通过中小企业协

同组合向各会员企业通知，协同组合按规定每年要向中小企业厅报送企业的情

况。通常单个中小企业很难把企业的建议报告政府，但通过协同组合就能将企业

的要求报告政府，并取得政府的支持。比如日研机械制作所株式会社原生产地址

在东京都，因企业有公害，附近居民有意见，于是就联合几家企业，通过协同组

合向政府提建议组建一个合金铸造业的工业团地。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由政府

规划并与银行合作。首先由政府将地买下来，然后由协同组合建设这个团地、统

一处理污染。政府购地的费用则由企业联合向政府支付。政府办这种事通常依靠

政府的银行，如全国性的商工金融，地方也有这样的政府银行，如东京就有新星

银行，不过，这种政府的银行在日本已经大为减少。 
 
六、关于商工会议所、经团联 
 
商工会议所是根据日本《商工会议所法》成立的，该法属于公法范畴，但是

商工会所内没有公务员。商工会议所是特别认可法人。每地组建一个会所，其职

能也主要是帮助中小企业，为一个地区内所有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日研机械公

司参加了当地的工商会议所，当地参加工商会议所的企业大约占企业总数的 50%
左右。 

日本的经团联、日经联等均是大企业的组织，他们可以直接和首相对话，反

映企业的诉求。日本经团联属于社团法人，是根据民法建立的，并不需要经过政

府批准。日本经团联掌握着日本全国的经济命脉，有很大实力。政府制定经济政

策必须与他们协商。他们还有权确定各企业员工升薪水平（一定的幅度），他们

体现雇主的利益，代表劳工利益的是劳工组织，他们为雇员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