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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发展专题】
编者按：“中国民间商会论坛”是当前我国行业协会商会领域乃至社会组织领域的知名品牌，它始于

２００１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等发起，２０１３年起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省商会发展研
究院联合有关机构主办。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２－１３日，“２０１６中国民间商会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本届
论坛以“供给侧改革中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为主题，来自全国从事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的专家学者、

民政及工商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优秀行业协会商会代表等 １５０余人，从供给侧改革中的行业协会
商会、行业协会商会与行业发展、职能转移中的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实践等角度展

开了热烈讨论。这里我们选取三篇代表性论文，宋晓清、沈永东“技术赋能：互联网时代行业协会商

会的组织强化与功能重构”一文考察了互联网应用对于行业协会商会内外部结构要素的改变，以及

这些改变对其组织能力与外部功能的影响；浦文昌“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文通过对多国案例的考察，指出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不仅发挥中介者的作用，而且扮演

公共机构的角色。文章还系统提出了促进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建

议。周俊、周莹“政策压力下的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同形”一文以温州商会为例，分析了行业协会商会

发展中出现的正式制度不断完善且高度趋同，但管理运行却没有显著改善、甚至部分与正式制度相冲

突这一问题及其成因。三篇文章都属于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的前沿之作，而且对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

织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专题主持人：郁建兴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技术赋能：互联网时代行业协会
商会的组织强化与功能重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作者简介：宋晓清，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营利

组织管理；沈永东（通信作者），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

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社会组织的合规性监管研究”（编号：１４ＢＺＺ０４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挥

行业协会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研究”（编号：１５ＢＺＺ０４８）；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项目“商会在地

方政商关系非人格化转型中的功能及其实现机制研究”（编号：１７ＮＤＪＣ１７６ＹＢ）。

□　宋晓清　沈永东

　　摘要：互联网的全球化扩张令行业协会商会的外部技术环境产生巨变，进而对其组织优势
与功能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个整合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组织制度理论视角的分析框架

下，本文考察了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内外部结构与能动要素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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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外部功能的影响：凭借互联网技术，行业协会商会能够发展出更有效的选择激励机制和

社会资本积累方式，从而增强自身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互联网经济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

一方面有助于行业协会商会增强其经济发展功能，另一方面也令其面临更多的竞争与监督。互

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与功能具有“内部组织强化、外部功能重构”的“技术赋能”效应。

关键词：行业协会商会；互联网；技术赋能；组织强化；功能重构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９０９２（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１４－０１０

　　

一、问题的提出

在技术与资本的共同推动下，互联网的全

球化扩张不仅对各国的经济与社会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且对传统的经济治理模式和思想观念

也构成了挑战。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有

关行业协会商会①的两个基本观点已经在理论

与实践层面被广为接受：相较于政府或企业，行

业协会商会在集体行动中具有（潜在的）组织

优势；行业协会商会（可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

的功能②。当前，全球与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

已经过半③。在行业协会商会所处的外部技术环

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上述观点是否依然成

立？行业协会商会能否在互联网时代继续保持集

体行动的组织优势，其促进经济的传统功能是否

会遭遇挑战？换言之，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

组织与功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与组织制度理论的双重

视角下，通过对相关案例的考察，我们分析了上述

问题，并得出初步结论：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

组织与功能具有“内部组织强化、外部功能重构”的

“技术赋能”④（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效应。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整合新制度主义经

济学与组织制度理论学者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的经

典研究，提出有关行业协会商会内部组织、外部功

能与环境要素的分析框架；其次，基于上述分析框

架，分析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对行业协会商会内

外部结构与能动要素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其

组织能力与外部功能的可能影响；最后，探讨互联

网对行业协会商会技术赋能的总体效应。

二、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与功能：

一个分析框架

　　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组织机制及其对经济发展

影响的已有研究文献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决定

行业协会商会内部组织力量的因素是什么；行业

协会商会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⑤。新制度主义

经济学学者和组织制度理论学者分别从结构与能

动性要素的视角研究了这两个问题。

（一）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业协会商

会研究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行业

协会商会抑制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组织集体行

动、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结构性要素。

基于对集体行动理性逻辑的分析，奥尔森提出

通过“选择性激励机制”，奖励贡献者、处罚“搭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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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行业协会商会”是对行业协会、商会、同业公会等经济领域社会组织统称，在本文所引英文文献中，被表述为：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ｍ
ｂｅｒｓｈｉｐ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等。
Ｄｏｎｅｒ，Ｒ．Ｆ．，＆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Ｂ．Ｒ．（２００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ｙｓｏｍ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３），２６１－２８８．
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世界互联网用户为３６．８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０．１％；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国互联网用户为７．３１亿，互联网普及率
为５３．２％。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３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０７年 １月发布）》，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ｉｃ．
ｎｅｔ．ｃｎ／ｈｌｗｆｚｙｊ／ｈｌｗｘｚｂｇ／，第１页。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一词的原本含义为赋能、授权、或者说赋权。国外一些学者用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一词来分析互联网使用的政治
社会影响，郑永年在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影响时，将这一术语写作“技术赋权”。（参看：郑永年：《技术赋权》，北京：

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互联网对国家、政府和公民权力的影响。本文则侧重于讨论互联网使用对行业协会组
织与功能的影响，因此，倾向于使用“技术赋能”的表述。

Ｒｅｖｅｌｅｙ，Ｊ．，＆Ｖｉｌｌｅ，Ｓ．（２０１０）．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
ｉｅｓ，４７（５），８３７－８５８．



车”者，从而确保集体目标的实现①。这一理论从理

性选择的角度解释了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的组织

动员机制，成为后来学者解释行业协会商会集体行

动的理论资源。而在他后期的研究中，奥尔森对成

功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抱有悲观的看法，他认为像

行业协会这样的利益集团总是拥有“狭隘而非相容

性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寻租而非其它生产性的

活动，因此对经济成长有消极影响②。

基于对发展中国家行业协会商会的经验研

究，Ｄｏｎｅｒ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认为行业协会商会并不只
有寻租行为，还具有广泛的提升经济效率的功能。

行业协会商会采取建设性活动的需要有两个必要

条件：高会员密度（会员产出占整个行业或区域的

比重），大量的选择性奖励和有效的内部利益协调

机制能够让行业协会商会组织集体行动，形成内

部制度优势；而竞争性市场、国家选择性支持以及

存在竞争性协会等外部约束条件，将促使行业协

会商会发挥其内部制度优势用于经济发展③。

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下，学者们最早

提出了行业协会商会的内部组织与外部经济功能

问题，并给出了解决其集体行动困境的制度机制

以及令其发挥积极经济作用的外部约束条件，从

而实现了对行业协会商会内外部结构性要素的静

态分析。新制度主义的限度在于缺乏对行业协会

商会组织集体行动与发挥功能的内在动因与发生

过程开展研究。

（二）组织制度理论视角下的行业协会商会研究

组织制度理论学者更多从政治学或组织社会

学的视角来考察行业协会商会，偏重于研究“潜藏

在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底层的社会过程”④，或者说

行业协会商会的内外部能动性要素。

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法

团主义理论。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和
Ｓｔｒｅｅｃｋ领导的团队对欧洲与北美 １０多个市场经
济发达国家的“商业利益组织”（ＢＩＡｓ）进行比较研
究后发现，行业协会商会的产出往往是“会员逻

辑”与“影响逻辑”相互妥协的结果⑤。然而，行业

协会商会并非被动地受到两种逻辑的驱动，而是

根据其所处环境主动地选择有利其自身生存和发

展的最佳组合策略。Ｓｔｒｅｅｃｋ等人的后续研究提供
了进一步的证据：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随着经济
政治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单一国家

的法团主义受到了巨大挑战，逐步向跨国多元主

义转型⑥；欧洲法团主义国家的行业协会商会的角

色定位正从“影响逻辑”主导的“私益政府”（Ｐｒｉ
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转向“会员逻辑”主导的
“利益代表”（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⑦。总之，无
论是一国的宏观结构（法团主义）还是组织内部的

运作逻辑，都会在行业协会商会与国家、企业等行

动者的社会互动中发生变化⑧。

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社会学研究侧重于考

察协会成员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资本对行业协会

商会组织能力与功能的影响。Ｂｅｎｎｅｔｔ基于对英国
地区性行业协会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协会在

会员入会率、流失率和服务供给行为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⑨。Ｔｒａｘｌｅｒ基于对２０个 ＯＥＣＤ国家雇主协
会的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协会通过调整自身的角

色定位，更多满足大企业的利益、减少对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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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６５－１６７页。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李增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５页。
Ｄｏｎｅｒ，Ｒ．Ｆ．，＆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Ｂ．Ｒ．（２００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ｙｓｏｍ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３），２６１－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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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以适应技术发展、全球化等因素带来的经

济变化①。Ｒｅｖｅｌｅｙ和 Ｖｉｌｌｅ基于对新西兰两家全
国性行业协会的比较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水平

是决定行业协会内部力量的关键因素②。

在组织制度理论视角下，学者借助法团主义、

社会资本等理论解释了行业协会商会组织的内部

驱动力及其对外部环境的主动适应性，从而推进

了对其能动性要素的动态研究，弥补了在新制度

主义经济学视角下所缺失的研究环节。

（三）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的分析框架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与组织制度理论视角下的

行业协会商会研究在理论上具有互补性，但尚缺

乏相互交流③。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一个整合两种

视角的分析框架，将影响行业协会内部组织能力

和外部功能影响的结构性、能动性要素以及外部

的环境因素纳入其中（参看图１）。
在内部组织方面，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组织集

体行动能力的结构性因素包括高会员密度（会员

企业产值占所在行业、地区的比例）、有效的选择

性激励机制、公正的内部利益协调与仲裁机制；能

动性因素包括成员的社会背景和社会资本。

行业协会商会的外部功能可以划分为：市场

支持型功能，一般发生在市场经济产生和巩固阶

段，主要是指通过向政府官员间接施压，促使其供

给产权保护、有效的公共行政（或法治）和基础设

施建设等基本公共产品；市场完善型功能，旨在解

决“市场失灵”问题，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与改革、

加强协作、降低信息成本、设立标准、行业转型升

级等服务类、协调类职能④；行业协会商会也有可

能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而进行寻租、游说活动，对

经济发展产生消极作用。

影响行业协会商会在经济中发挥积极或消极

作用的外部结构性因素有：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

性、获得国家的选择性支持、存在竞争性行业协会

商会或其它机构。而影响行业协会商会实际作用

发挥的能动性因素则主要指行业协会商会针对国

家、企业所采取的互动策略，它是“会员逻辑”与

“影响逻辑”之间妥协的产物。

图 １　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与功能的分析框架

环境要素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影响通常是较为

稳定的，如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对行业协会商会

立法模式的影响。但也有一些环境要素正在发生

较为显著的变化，并对行业协会商会产生了影响，

如全球化进程与互联网技术等。环境要素通过行

业协会的内外部要素，对其组织与功能产生影响。

三、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技术赋能

在上述分析框架下，本节将考察互联网这一

环境要素的变化如何作用于行业协会商会的内外

部结构性要素与能动性要素，继而对其组织与功

能产生技术赋能效应。

（一）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内部结构性要素

的影响：项目众筹与选择性激励机制

在影响行业协会商会内部组织力量的所有结

构性要素中，选择性激励机制是最为重要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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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提升会员密度、强化对会员利益协调能力等

其它结构要素的基础。“选择性的激励”可以是针

对会员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提供只有会员才有权

享有的个人或非集体产品①。选择性激励机制的

实质是通过将集体物品和非集体物品“捆绑销售”

给会员，以解决集体行动的成本分摊问题。

为了实现选择性激励机制，行业协会商会的

传统运营模式是向其会员收取会费，以支付协会

的日常运转、组织集体行动、提供会员俱乐部服务

等成本。在这种“全有或全无”的模式下，会员无

法根据自身的偏好，在协会所提供的“一揽子”服

务中进行挑选和个别付费。在强制入会的情况

下，行业协会商会尚能向会员强制收费；而在自由

入会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很有可能抗拒这种捆绑

式的收费模式，导致行业协会商会的会员与收入

流失。为了吸引企业入会，行业协会商会可以采

取降低会费的策略，但须付出控制成本、减少服务

的代价②。行业协会商会的另一个策略是将部分

会员服务业务剥离出来，进行项目化运作，并向想

要得到服务的会员收取费用。但传统的项目化运

作需要有前期资金的投入，对地方性行业协会商

会来说门槛相对较高。根据相关调查，２０１２年全
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平均总收入为 ３３５６．１４万元，
其中有偿服务收入占比为４３．７４％，远高于会费收
入占比（３７．２４％）③，全省性与全市性行业协会的
平均总收入为分别为 ８８．９万元和 ８８．３万元，非
会费收入占比（３８．９４％，３６．３１％）远低于会费收
入占比（６１．０６％，６３．６９％）④。地方性行业协会
商会的收入与非会费收入比例都远低于全国性行

业协会商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小型行业

协会商会项目化运作的困难。

由此可见，只有找寻到更为灵活且门槛更低

的成本分摊模式，才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行业协会

商会的选择性激励机制，而互联网为行业协会商

会收费模式创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众筹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是一种大众通过互联网相互沟
通联系，并汇集资金支持由其他组织和个人发起

活动的集体行为⑤。部分行业协会商会已经在探

索通过众筹来提供会员服务的模式。２０１５年成立
的顺德民营企业发展商会采取了新的商会收费模

式，其主要收入包括三部分：进入商会理事会的成

员缴纳３至２０万元／５年的“门票”费，普通会员不
缴纳会费；向会员企业提供企业项目申报、融资对

接、企业政策咨询等低价收费服务；通过项目众

筹，建立产业链合作与项目对接平台，服务会员企

业，并用众筹收入反哺商会⑥。福建省内蒙古商会

利用众筹资金购买车辆，组建越野车队，用于会员

的出游活动，并成立会务服务公司，用于车队的经

营性运作⑦。

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项目众筹有助于降低

行业协会商会进行项目管理所需的资金门槛，令

其可以更为容易地拆分现有业务进行项目化运

作；通过项目组合，行业协会商会可以为不同偏好

的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与付费方案，提升了对

企业的吸引力，扩大协会的会员基础和收入来源；

通过众筹机制，发起人和认筹人分摊了进行创新

的成本和风险，这也将降低行业协会商会开发新

业务的试错成本。总之，项目众筹为行业协会商

会革新其选择激励机制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二）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内部能动性要素

的影响：社交媒体与虚拟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行业协会商会最为重要的内部能

动性要素，是“有利于个人和组织达成集体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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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资源”①。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推广，互联网

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早期

的研究通常倾向于认为互联网会降低社会资本②。

随着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的
出现，人们的网上社交行为已经发生改变。后续

的系列研究发现，使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社交媒体的频
次与其个人的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相关性③；赵曙

光基于对中国网民使用微博、微信和 ＱＱ等社交媒
体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④。有学者更为明

确地指出，存在于网络空间里的虚拟社区，同样可

以产生出社会资本⑤。这种新形式的社会资本有

时被称为“虚拟社会资本”（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以区别于现实社会中产生的“真实社会资本”。

虚拟社会资本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益于行业协

会商会：首先，拓展行业协会商会积累社会资本的

空间。社会资本是行业协会商会克服集体行动困

境的重要资源，它提供的成员间信任、凝聚力和行

为规范，是行业协会商会生成和维持良好运作的

重要条件。在前互联网时代，潜在的企业会员基

于业缘或地缘形成关系网络、逐步积累社会资本，

待时机成熟时建立正式组织，实施集体行动。为

了弥补自身社会资本的不足，传统的行业协会商

会在建立时往往需要依托精英人物的威望和社会

关系⑥。而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出现，令企

业会员可以在现实与网络空间同时建构社会网

络，加快了社会资本的积累进程，同时也减少了对

精英人物的依赖。例如，温州市当地宠物用品销

售行业的业主和从业者最初通过 ＱＱ群进行网上
交流，逐步发展为线下的聚会活动，最后由群主于

２０１４年发起组建了温州市宠物行业协会，会员单

位涵盖了宠物繁殖与经营、食品与用品、诊疗与美

容、宠物服务等整个产业链⑦。

其次，突破社会资本生成的物理时空限制。

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分为基于弱关系的桥接型社会

资本（Ｂｒｉｄｇ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和基于强关系的粘合
型社会资本（Ｂｏｎｄ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⑧。行业协会
商会的成员只有保持经常性的社会交往，建立和

维持相互间的强关系，才有可能积累粘合型社会

资本，继而建立成员内部的规范，监督和抑制成员

的投机行为。传统的行业协会商会通常通过召开

年会、理事会议、定期活动等方式为其会员提供建

立强关系的正式机会。但这种方式对产生粘合型

社会资本的作用并不充分，往往需要会员间非正

式的社交活动予以补偿。这种补偿机制的有效性

取决于会员是否处在一个较为集中的区域，从而

能较为便利地开展日常交往。有学者发现，成员

间距离较为分散的行业协会商会，不能充分积累

社会资本，无法对其成员建立长距离的监督控制，

导致内部协作水平的低下⑨。虚拟社会资本的一

个优势就在于可以突破时空限制，Ｓｔｅｉｎｆｉｅｌｄ等人
发现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使用频率与保持社会资本有显著
的正相关性，由此提出维持社会资本（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的概念，指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克服
物理障碍，维持已有的社会资本的功能瑏瑠。赵曙光

发现中国网民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与其桥接、粘

合与维持社会资本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其

中，微信对桥接社会资本和粘合社会资本的影响

最为明显，微博对维持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明

显瑏瑡。截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微信朋友圈、ＱＱ空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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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ｔｒｏｍ，Ｅ．（１９９８）．Ａ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９２（１），１－２２．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Ｓ．，Ｐａｒｋ，Ｎ．，＆Ｋｅｅ，Ｋ．Ｆ．（２００９）．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ｔ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ｕｓｅ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４（４），８７５－９０１．
赵曙光：《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社会资本的视角》，《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Ａ．，＆Ｈｏｒａｎ，Ｔ．（１９９８）．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１６（３），２９３－３０７．
郁建兴、宋晓清：《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及其应用》，《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资料来源：２０１５年７月，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对温州市宠物行业协会会长周青录的访谈。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页。
Ｒｅｖｅｌｅｙ，Ｊ．，＆Ｖｉｌｌｅ，Ｓ．（２０１０）．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
ｉｅｓ，４７（５），８３７－８５８．
Ｓｔｅｉｎｆｉｅｌｄ，Ｃ．，Ｅｌｌｉｓｏｎ，Ｎ．Ｂ．，＆Ｌａｍｐｅ，Ｃ．（２００８）．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ｔｅｓ：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９（６），４３４－４４５．
赵曙光：《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社会资本的视角》，《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微博在中国互联网用户中的使用率已分别达到了

８５．５％，６７．８％和 ３７．１％①。社交媒体的普及已
经为行业协会商会扩大积累社会资本的空间范围

与持续性奠定了技术基础。

（三）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外部结构性要素

的影响：数字鸿沟与技术替代

互联网不仅在改变行业协会商会，也在改变

其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和行业，而这些改变

未必是均等的。互联网技术使用有可能产生一种

新的不平等———“数字鸿沟”（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根
据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等人的观点，数字鸿沟的发展经历了
两个阶段：接入机会差异导致的数字鸿沟和因使

用互联网的差异而产生的数字不平等②。邱泽奇

等人认为，中国已进入接入可及性差异缩小，而运

用差异逐渐显现的阶段③。行业协会商会及其利

益相关者在运用互联网技术上的差异，将会改变

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和相对的经济社会地位，继

而影响到行业协会商会的外部结构性要素，如所

在行业的市场竞争性、国家的选择性支持以及竞

争性协会与机构的出现。以下将分别讨论互联网

对这三种外部结构性要素造成的变化，及其对行

业协会商会功能的影响：

首先，企业获得“互联网红利”能力的差异性，

加剧了部分行业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行业协

会商会产生了新的职能需求。当前，在技术创新、

政府政策和商业资本的共同推动下，“互联网 ＋”
正在改造着餐饮、服装、教育、影视、汽车、房地产

乃至金融、新闻媒体等传统行业。互联网对行业

的改造一方面带来了“互联网红利”，即令部分企

业在互联网运用中获得了超过传统商业模式的收

益；另一方面也具有熊彼得所说“破坏式创新”的

特点，对行业内尚未适应互联网经济模式的企业

产生冲击，甚至颠覆了行业原有的市场格局，加剧

了竞争。企业要进入互联网市场、获得“互联网红

利”，不仅需要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需要有一

定的互联网技术、人力资源和运作能力。对传统

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而言，在涉足网络营销、

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业务时，对资金募集、人才培

训、技术储备、品牌建设和物流配套等方面存在着

一些共性需求。行业协会商会可以从这些共性需

求中找寻机会，积极拓展服务会员的新职能。例

如，２０１１年温州市服装商会在整个行业内率先成
立第一家服装电商联盟，专门为企业推进电子商

务业务提供服务。通过电商联盟，温州市服装商

会仅在２０１２年就组织了 ３８次活动，包括组织电
子商务业务方面的专业培训，邀请天猫商城、京东

商城和唯品会等互联网公司赴温州与 １５０多家会
员企业对接洽谈，最终促成了 １２０多家企业顺利
进驻电子商务平台④。

其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许多新的

政府监管与行业管理需求，有可能增强政府对行

业协会商会的选择性支持。例如，２０１５年 ７月 ４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
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５〕４０号）中明确指出要
“充分发挥政府、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及相关中介

机构作用，形成支持‘互联网 ＋’企业走出去的合
力。……支持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与企业共同推

广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以技术标准走出去带动

产品和服务在海外推广应用。”除了国家自上而下

的授权外，在互联网监管中，还出现了国家与社会

互相合作的领域。例如，２０１４年，北京市人民检察
院第三分院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及其调解中心签订

合作协议，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北京市

检三分院依法委托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调解

办理涉及互联网领域的著作权、商标权、不正当竞

争及技术合同等知识产权纠纷及其他纠纷申请监

督案件⑤。

最后，互联网的发展，将令行业协会商会遭遇

更多竞争性机构的挑战，行业协会商会的部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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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３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０７年 １月发布）》，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ｈｌｗｆｚｙｊ／ｈｌｗｘｚｂｇ／，
第５３页。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Ｐ．，Ｈａｒｇｉｔｔａｉ，Ｅ．，Ｃｅｌｅｓｔｅ，Ｃ．，＆Ｓｈａｆｅｒ，Ｓ．（２００４）．Ｆｒｏｍｕｎｅｑｕ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ｕｓｅ：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３５５－４００．
邱泽奇、张树沁、刘世定：《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资料来源：２０１５年７月，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对温州市服装商会副秘书长的案例访谈。
韩万言：《知识产权保护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北京市检三分院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ｃｕ．
ｃｎ／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ｉｄ＝３８８／。



能有被技术替代的可能。在互联网时代，行业协

会商会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可能来自于互联网平台

企业。相较于行业协会商会，后者在互联网运用

方面拥有巨大的技术、资本和市场优势。温州服

装商会曾经想联合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共同建立一

个服装行业的电子商务垂直平台，后来发现平台

建设对资金投入的要求实在太大，而且与国内已

有的综合性平台相比并不具有竞争优势，最终不

得不放弃。行业协会商会不仅在与互联网相关的

新兴业务上不具有优势，在部分传统职能方面也

有可能被互联网企业所替代。其中，行业协会商

会的信息发布类职能已基本可以被取代：行业类

的 Ｂ２Ｂ垂直网站能够提供更为专业、全面的行业
信息；移动互联网用户端，如微信、微博、新闻客户

端等可以比会刊、协会网站等传统渠道更有效地

发布协会信息，而且成本更为低廉。行业人才培

养职能，则会受到在线职业教育、网上公开课的挑

战。会员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将面临互联网金

融服务、众筹平台的竞争。大型电子商务平台里

内建的企业信用评级和交易仲裁机制，也正在部

分取代行业协会商会的相应职能。此外，在国家

放开对行业协会商会“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设

立限制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竞争也有可能加

剧。那些能有效运用互联网技术的行业协会商会

更有可能取得竞争优势。

（四）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外部能动性要素

的影响：网络公共领域与互动策略

论坛、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的出现，造就了

网络公共领域①，对行业协会商会的互动策略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企业的互

动策略是其“会员逻辑”与“影响逻辑”互动及妥

协的结果②。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有可能促使行

业协会商会调整其互动策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

的“会员逻辑”将被强化、而另一些行业协会商会

的“影响逻辑”则会被限制。

一方面，网络公共领域拓展了地方性行业协

会商会代表会员利益进行政策倡导的空间。政策

倡导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和制度内影响公

共政策和有关公共资源配置决定的一系列努力，

是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其市场支持型功能的重要实

现手段。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传统的政策倡导方式

主要在体制内部进行，包括：向各级人大、政协递

交提案，向各级党委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接受政府

委托参与政策调研和起草，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

方式传递政策主张等③。这种政策倡导行为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控制：国家为行业组织政

策参与所开放的空间大小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

与行业组织所代表的会员利益之间的契合程度④；

中央政府能够给行业协会商会更多的政策参与空

间，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和大型龙头企业直接沟通，

较少主动向行业协会商会提供制度化的政策机

会⑤；地方各级行业协会商会对政策的实际影响力

存在逐级递减的现象⑥。这意味着地方性行业协

会商会通过传统途径进行政策倡导的空间是十分

有限的，特别当其政策倡导内容与政府部门“利益

契合”程度较低的时候。

网络公共领域所具有的互联网特性，有助于

解决行业协会商会进行政策倡导的上述障碍：互

联网技术不仅降低了行业协会商会在网络公共领

域发布信息的技术和成本门槛，而且提高了信息

传播的范围与速度；互联网的技术结构所具有的

消解等级制和权力去中心化特性⑦，令行业协会商

会能在网络公共领域相对自由地提出政策倡导议

题，而较少受到身份和议题内容的限制。通过网

络公共领域，即使是地方性的行业协会商会也能

开展诸如呼吁政府保护企业产权、公正廉洁、依法

行政等可能会被视为“挑战政府”的政策倡导。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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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特征与前景》，《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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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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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２０１０年１月８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发布公
开信，认为此前山西省政府在煤矿行业重组改革

中的政策与措施有失公平，损害了投资山西煤矿

的浙商利益，将山西省列入“２０１０浙商投资预警区
域”的提名候选者，并呼吁全球浙商登陆其官方网

站进行投票评选①。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６日，浙江省自
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在网上发布公开信，强烈要

求广州市人大、政府暂缓《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

车管理条例》（草案）的出台，举行立法听证，取消

对电动自行车实行禁售、禁行、禁停等条款，出台

有效可行的管理办法②。在上述两个案例中，两个

地方性的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网络途径，分别对地

方政府具体政策的执行结果与立法过程进行了政

策倡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③。从其倡导的内容

来看，涉及到维护会员或行业利益，呼吁政府依法

行政，政策公平性等内容，都属于行业协会商会发

挥市场支持型功能。

另一方面，网络公共领域强化了公众对行业

协会商会寻租活动的监督，限制了部分行业协会

商会在“影响逻辑”驱动下的行为。以 Ｕｂｅｒ为代
表的网络约车公司的快速扩展，对传统出租车行

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

和我国台湾地区，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协会、同业公

会通过罢工、游行、法律诉讼等方式抗议或禁止

Ｕｂｅｒ公司的业务。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具有较强的
“法团主义”色彩，其行业协会商会更有能力组织

起集体行动，反对可能损害其会员利益的竞争者

进入行业，即使后者更具有经济上的效率。我国

虽非典型意义的“法团主义”国家，但全国性行业

协会和一些垄断性行业的行业协会通常具有较强

的“官办”色彩，其互动策略更接近“影响逻辑”，

倾向于通过政府获得资源和授权。但是，我国的

行业协会似乎并未在有关网约车政策的公共讨论

中获得太多话语权。例如，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中国道
路运输协会正式向交通运输部致函，就该部此前

出台的两份出租车新政文件提出建议，呼吁坚守

“私家车不得营运”的底线④。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中国
出租车行业的 ３２家地方出租车企业和行业协会
联合在微博上发表公开信，反驳北京大学教授张

维迎此前有关地方网约车政策的批评性言论⑤。

在这两个案例中，行业协会的政策倡导行为都没

有得到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支持，反被质疑其

在维护行业既得利益。

究其原因，除了我国行业协会商会自身组织

能力有限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拥有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人群（７．３１亿），而微信、微
博、新闻客户端评论等基于 ＷＥＢ２．０的技术又赋
予了公众在网络上生产和发布信息内容的能力，

这使得公众成为网络公共领域最具话语权的群

体。除了网约车案例外，还有类似的国内案例都

表明⑥：当行业协会商会因维护行业利益而与公众

利益发生冲突时，舆论往往都是一边倒地反对行

业协会商会。这意味着至少在中国，网络公共领

域对行业协会商会追求狭隘利益的行为已经起到

一定的监督作用。

（五）小结

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已经或正在改变

行业协会商会的内外部结构性和能动性要素，这

些改变可能会影响到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与功能

（参看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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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案例中，广州市人大和政府也未对其公开信进行直接回应，但在相关政策条例的二审稿中，将对电动自

行车的全面禁行改成在上级政府批准的区域内禁止行驶。

章轲：《行业协会致函交通部：警惕网络约租车服务带来垄断》，《第一财经》，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ｉｃａｉ．ｃｏｍ／ｎｅｗｓ／４７０５９０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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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对行业协会

商会组织与功能的影响

在内部组织方面，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众

筹平台和社交媒体分别强化了行业协会商会组织

集体行动的两个关键要素———选择性激励机制和

社会资本。这意味着互联网技术有助于提升行业

协会商会的内部组织潜力。

在外部功能方面，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与数字

鸿沟的产生，加剧了市场的竞争性、加重了政府对

互联网经济的管理职责，从而增加了企业和政府

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市场完善型功能的需求。但另

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和完成互联网转型的行业协

会商会也有可能对传统的行业协会商会构成挑

战。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拓展了行业协会商会

通过政策倡导发挥市场支持型功能的空间，同时

也加强了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监督，可能会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其寻租行为。

四、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的全球化扩张已经对经济社会产生了

深远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的外部技术环境也随之

发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也

正经历着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内部治理、重新定

位职能等重大改革①。在此背景下，重新思考行业

协会商会在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优势与功能定位显

得必要而且及时。为了考察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

会组织与功能的影响。我们对多项案例进行了分

析研究，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全球互联网化的进

程尽管尚未完成，但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对行业

协会商会的技术赋能已经发生，其总体效应可以

概括为“内部组织强化、外部功能重构”。

具体而言，在内部组织强化方面，行业协会商

会有可能发展出更有效的选择激励机制和社会资

本积累方式，从而增强其在集体行动方面的组织

优势。在外部功能重构方面，行业协会商会的会

员维权、政策倡导等市场支持型功能将有更大发

挥空间，而维护行业狭隘利益等寻租行为则将受

到网上舆论的更多监督。在涉及互联网经济的新

领域，行业协会商会将有机会拓展其在会员服务、

行业自律等方面的市场完善型功能，而其信息发

布、人才培训等传统职能则将受到互联网企业和

竞争性协会的挑战，甚至被技术替代。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实

际改变仍在进行中，目前可获得的实证资料也十

分有限，我们对互联网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与

功能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文中所得出的初步

结论，以及一些未及展开的重要议题，如互联网对

行业协会商会的会员密度、会员社会背景等因素

的影响等，有待后续更为系统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予以检验和分析。□
（责任编辑：严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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