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会的民间化和民间商会的兴起 
陶  庆 

 

一、民间商会的位置。 

从学理分析，民间商会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商会的民

间化，要通过研究很好总结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就是在实践

中确实已经存在纯民间的商会，但是对这些民间商会的兴起，关注的

人不多。 

民间商会的兴起和商会的民间化，目前不仅社会学在研究，政治

学在研究，法学界、历史学家也在研究它。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

社会体制问题，是政治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所以研究这个课题会有

不同的视角。我个人选择的视角是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视角来研

究商会的民间化和民间商会的兴起。我着重研究的是民间商会的“位

置、作用、前景”。对于商会的民间化和民间商会的兴起在学术上的

“位置”，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多人关注商会民间化这个课题，

并把它上升到国家社会活动中的市民社会建设来加以研究，有很多专

家、学者写了大量的著作，还有一些历史专家，也选了这方面的研究

课题，大家都寄希望于民间商会的兴起和商会的民间化，能给中国社

会带来市民社会层次的良性体制，给以很高的学术人文精神的寄托。

在我的著作中，已经对这种现象进行学理的疏导，这里不再细述。 

商会的民间化和民间商会的兴起，将促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

离，并建立互动的机制。一般说来，在改革之初就关注到市民社会的

利用价值，是不太切合实际的。市民社会是经过西方资本主义充分发

展，经过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变革以后形成的、特有的和成熟的社会

体制。而我国则通过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国门，刚刚进行了一些经济和

其他领域的变革，难道就能立即得到市民社会的效益吗？显然不能！

在我的比较分析中，还不是在市民社会这个层面，也不是在市民社会

下的一些阶层的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只是在社会团体这个层次上研究



 

考察商会的民间化和民间商会的兴起，可能对中国社会团体的改革和

中国社会团体立法的改革，以及对将来民间社会团体的兴起的指导性

意义，在这种前提下，再考虑如何发展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二、民间商会的作用。 

为什么目前许多人的目光认为商会的民间化和民间商会的兴起，

具有促进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价值理念呢？我认为可能是商会民

间化和民间商会的兴起，有着其他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也是

我为什么对中国商会研究感兴趣的理由。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业主

阶层意识的形成，使他们自己有表达诉求的需求。这个阶层在改革开

放以来与任何阶层的变化都不一样，他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特殊的

物质手段，特殊的社会条件，是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所不能比拟的。商

会民间化和民间商会的兴起，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合法性。

商会的民间性和民间商会的兴起有它的合法性。当一个地方的经济发

展到一定的程度，哪怕有几个私营企业主之间进行联合，建立各种形

式的团体组织，即使它没有注册登记，地方政府对他们也是宽容的，

因为它会带来经济发展，给地方带来了税收，促进了地方的发展，同

时它又不搞一些非法的活动，所以它具有社会的合法性、具有政治和

行政的合法性，因此民间商会的兴起具有相当的合法性。 

第二是私营经济内存的诉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阶层的分化很

大，社会阶层多样化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诞生出一批新兴的阶层，特

别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具有一种强烈的内在的诉求，这种诉求包括经济

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其他各种诉求。这些诉求是非常强烈的，他们凭

着自己的经营，凭着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摔打，终于站到社会舞台上，

他们的价值诉求、经济诉求，以及其他的诉求，都会努力寻找表达的

方式和途径。 

第三是私营业主阶层所具有的雄厚的人才物力。改革开放以来，

其他阶层都不可能有这个阶层这么强大的人才物力。他们有了自己的

意识和诉求以后，他们很快就能利用雄厚的人才物力去表达自己的诉

求。 



 

四是符合国家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于新民

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为生产力的解放开辟广阔的道路，获

得党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一种制度的合法性，还

体现在其他方方面。例如：党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是硬道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提供了新的合法资源。由于新的合法性符合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

济发展到哪里，哪里的财政收入增长了，哪里的生活就比过去好许多，

从而为党的执政带来很大的合法性。 

上述四个方面，说明民间商会兴起和商会的民间化，对公共领域

和市民社会的建设，有着其他阶层不可比拟的推动作用。 

三、作用的前提。 

民间商会的兴起和商会的民间化对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建设

发生作用还要有一个前提。浦文昌会长关于商会法人治理的论文，写

得非常好。用法人治理的理念来论证或推导到底如何去建设好商会，

要有三个前提：公众、公众的批判、形成公众的舆论。任何一个社会

要有公众，有公众舆论，这样才能发挥应有的民主作用。公众形成舆

论以后，就会形成公众批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不同观点的人之间、

不同阶层的人之间、不同领域的人之间要进行交往行动，在交往行动

中人们可以在民主、平等气氛中进行相互批评，导致公众的舆论，这

种舆论有利于促进自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政策的出台。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士后，本文是作者在无锡召开的民间商会实践

试点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