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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A5_E8_A1_8C_E4_c123_289270.htm 在行业组织现有改

革和发展的基础上，如果更多借鉴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则必

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我国未来行业组织管理模式的框架： 

通过政府机构改革建立更综合性的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 

推广建立过渡性的行业组织促进机构，按行业划分标准和一

业一地一会的原则整顿和调整现有行业组织，并积极发展新

的行业组织； 确立工商业联合会作为区域性和全国性工商行

业同业公会及其联合会的组织形态； 建立行业主管部门为主

其他相关政府机构为辅的行业组织管理体系； 颁布行业组织

法律或法规，明确行业组织的性质、职能、设立和入会原则

以及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管理机构

的职能和权限及其与行业组织的管理和合作关系。 （一）关

于综合性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建立 在日台模式中，日本的原

通商产业省和台湾的经济部作为综合性的经济贸易行业主管

部门在行业组织管理体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基

本涵盖了工业、商业贸易（内外贸）和社会服务业。将这些

行业组织最为集中的竞争性行业集中在一个主管部门统一管

理，有利于发挥行政资源的规模经济、便于协调行业标准的

制定和对行业组织进行合理布局以及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 

从行业组织管理的合理性出发，我国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

本应该将国家经贸委的国有企业管理职能分离出去，同时与

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合并组建经济贸易部，由此将工商领域

的经济活动集中统一管理，建立类似日本的原通商产业省和



台湾的经济部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但这次机构改革却错误

地将原国家经贸委直管的15家联合会及其代管的260余家全国

性行业协会44这15家联合会是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质量协会、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中国中小企

业国际合作协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

纺织工业协会、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协会。除了前5家，其余10家都是工商行业的塔尖性行业组织

，它们被授权管理的中类行业协会数量达260余家。另外，原

国家药监局主管的15家医药类协会则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代管。 整体划归为新成立的国资委。尽管这些行业协会最初

的会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但目前大多已经成了跨所有制性

质的行业组织；同时，原经贸委的产业政策机构（包括其所

属的行业协会办公室）被划归到发改委，由此，国资委作为

一个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机构显然不适合主管如此众多

的与其职能大不相关的行业及其行业组织。 由此，我们建议

尽快调整政府机构，将商务部改组为经济贸易部，同时将发

改委的产业政策司和经济运行局，建设部的住宅与房地产业

司，以及信息产业部的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国家旅游局，

文化部的文化产业司和文化市场司，新闻出版署的图书、报

纸期刊、音像和电子出版管理司以及出版物发行、印刷业管

理司等相关行业管理机构也整合进来。同时要求省（直辖）

市、（自治）区以及中等以上城市也建立相应的经济贸易厅

局，行使相同的行业主管职能。 （二）关于建立过渡性的行

业组织促进机构 在上述综合性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尚未建立之



前，至少在2－3年的过渡时期，可以推广上海和深圳等地设

立行业组织发展（服务）署的做法，由国务院成立专门的“

行业组织发展总署”，统一负责对经济贸易类同业组织的政

策、成立审核和成立后的发展服务管理等事务，与此同时，

地方中等城市以上各级政府也应相应建立相同的机构。这类

机构的一个重要的职能是按照或修改完善《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与代码》，对现有分散在各行业组织部门的行业组织加以

分类、调整并解散那些“休眠性”行业组织，并逐步理顺从

县乡镇到市省及中央各级行业组织的纵向关系，使中央级的

行业联合会真正成为有根的行业最高代表组织。这一机构还

负有改组传统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结构，使之能够吸纳各种所

有制企业入会，为尽量避免一业多会可能产生的竞争，逐步

做到一地一业一会。同时，该机构还应该在新兴行业鼓励和

支持建立新的行业组织。 （三）关于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

商联）作为行业组织网络形态 与传统行业协会注重国有企业

、大中型企业、传统行业和官气十足、高高在上、行业分割

不同，全国各级工商联以二级行业商会的组织方式吸引了大

量私营企业、中小型企业、新兴行业入会，而且这些行业商

会（因全国工商联又名“中国民间商会”、地方工商联又名

“总商会”、“商会”而得名）基本上靠自发产生，并由企

业家治会，大量分布在县以下区域，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和天

然的行业融和性。如果排除掉工商联的统战性组织功能，恢

复其历史本来面目（我们相信这是必然趋势），它的的确确

就是标准的工商业联合会（既是经营者联合会，又是同业公

会的联合会）。而且正是立基于其统战性，工商联在半个世

纪里业已建立起了一张有机联动的全国性网络，这张网络无



疑将把越来越多的非公经济主体网罗进来。因此，确立工商

业联合会作为区域性和全国性工商行业同业公会及其联合会

的法律组织形态应该是最现实合理的选择，而且能够跟国际

接轨。这种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已经体现在工商联的章程之中

。 要实现这一安排，必须转变以下两个观念：一是行业主管

部门必然是行业组织的挂靠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可以依法从

形式上审批行业组织的设立，可以监督指导行业组织的运行

，并开展与行业组织的合作（资金补贴、委托部分管理职能

、购买服务和信息传递），但完全没有必要对行业组织进行

内部控制。至于行业组织的政治性控制，恰好是工商联的优

势所在，执政党应该可以放心。二是工商联必须成为行业主

管部门。首先工商联不具备管理行业的知识结构和行政资源

，其次工商联本身就是民间商会，属于特殊社团法人，也不

可能拥有行业主管机构的身份。目前工商联的行业主管部门

之争源自现有社团法规的缺陷，因为依靠工商联成立行业组

织，如果前者不具备行业组织地位，后者就无法在登记机关

注册，并因此影响行业组织的正常运作。因此解决的办法就

是在行业组织的法律中明确每一个行业组织（同业公会及其

联合会）既要通过行业组织部门的审批并接受其管理，又必

须在加入工商联作为其团体会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