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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业 公 会 与 行 业 协 会 
                            江苏省无锡市档案局   於 红 

同业公会是由相同或相关行业的工商业企业为谋求和维护共同利益而

组成的同业组织。它主要出现在清朝末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它的主要

职能是：研究行业的生产改良和发展事项；协助同业之间原材料、技术的

合作事项；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取缔同业侵权行为；调处同业纠纷和劳

资纠纷等。 

一般认为，行业协会是由具有同一、相似或相近地位的竞争者自愿组

织起来的，实行行业服务和自律管理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它形成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行业协会的宗旨是为会员提供服务，维护全体会员

整体利益，保障行业公平竞争，沟通会员与政府、社会之间的联系，促进

行业的经济发展。 

一、同业公会经历了产生、兴盛、衰竭、中止到再生的过程。市场经

济条件下，行业协会组织的诞生是同业公会的再生。 

1、同业公会的产生与兴盛 

在我国，同业组织最早出现在商品经济和市场较为发达的唐宋时期，

到了明清，同业组织大多以会馆、公所的名目出现。据《无锡市志》记载，

同治3年（公元1864年），生面饼业成立同业公会；同治8年（公元1869

年），面饭业同业公所成立；宣统2年（公元1910年），无锡本帮酒馆成立

同业公所；清末，药材、典当、酱园槽坊、绸缎、夏布、面筋、丝线、茶

食等同业较多、资力较厚的行业先后成立起同业公会组织。民国4年，旅

馆业成立同业公会，民国14年烟纸杂货业成立同业公会， 1927年国民政

府成立后将各类工商业同业团体改组为同业公会。此后，随着民族工商业

的进一步发展，同业公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民国16年无锡浴室

业成立同业公会，民国17年茶叶业成立同业公会，民国18年糕团业、照

相业成立同业公会……至无锡解放时，共有茧业、丝吐业、粮食业、糠麸

业、布厂业、米号业、盐商业、白铁业、玻璃五金业、汽车业、承揽运送

业等各类工商业同业公会139个。 

2、同业公会的衰竭、中止 

1949年 10月，无锡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成立，对同业公会进行了整理。

1952 年，无锡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规定公私营企业一律参加工商联为会

员，此时同业公会变为业务性组织，职能变为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法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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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同业业务研究和改进生产经营。1953年，无锡市工商联对同业公会的财

产、经费和人员进行统一管理。1956年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在

左的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同业公会的作用大部分消失。至1958

年，同业公会的业务工作由无锡市工商联业务辅导处办理，同业公会随之

撤销。 

3、行业协会的兴起——同业公会的再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极大地促进了

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现了经济成份多元化、

生产经营市场化和产业工人社会化等新情况。原先依靠政府部门归口管理

的体制被打破，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同业公会组织得以再生。1982年，

国务院决定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对大型经济行业，进行由部门管理向

行业组织管理的试点，批准成立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等10多家行业协会，迈出了新中国行业协会发展的第一

步。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 “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发展市场中介组织，

发挥其服务、沟通、公正、监督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交给企业、市场和中

介组织，从此我国的行业协会开始了更大的发展。 

以无锡市为例，1988年5月，百货业、旅馆业、浴室业、理发业、照

相业行业协会成立，随后中药同业公会、建筑装璜协会、五金行业协会等

陆续建立。1996年10月，无锡市商业联合会成立。2001年12月11日，

无锡市工商联建设商会正式成立，房地产业、建筑业、市政公用业、建筑

材料等行业的 34 家民营企业成为首批会员。2002 年无锡市先后成立了机

械工业联合会、纺织工业协会、旅游行业协会、燃气行业协会、电子工业

协会等行业协会组织。2003年7月，无锡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无锡市促

进行业协会发展条例》，为行业协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与民族工商业、市场经济的关系 

纵观同业公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的兴

衰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

三、四十年代，民族工商业兴起，同业公会组织也很兴盛；解放后随着公

私合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同业公会也由衰竭到中止；近年来我国实

施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对企业实施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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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行市场经济，行业协会组织也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而且速度有

越来越快的趋势。 

 另外，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在保证市场

有序竞争、协调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行业自律规约等方面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它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对内为协会成员服务，传递经济调

控信息，规范行业内部的竞争行为，制定行业的统一标准，提升行业的竞

争力，促进本行业健康发展；对外作为本行业的代言人，同立法机构、政

府部门以及外部同业等进行沟通，以保护、谋取和增进协会成员的合法合

理利益。 

三、行业协会的作用 

行业协会的作用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是行业协会的自发的自我监督、约束和管理的要求，是市场

经济有序运行和政府行政畅通的一个重要因素。行业协会通过民主程序制

定的针对性突出的行业规范，能更有效的减少和制止行业内违法活动，成

为政府在规范企业行为时的重要依靠力量。据报道，无锡市商业联合会、

市场协会、家具行业协会等为了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塑造良好的企业形

象，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以“诚信经营”为主题的行业自律活动，通过实

施整顿行业秩序、保证商品质量、实行统一报价、制定行业标准、加强行

业监督、开展行业评比、制止恶性竞争等措施，较好地促进了各行业的发

展。 

2、为会员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会员是行业协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为会员提供信息咨

询服务是行业协会所有工作的中心职能和存在意义。具体的说，行业协会

可以为会员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对企业经营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出版管理方面的书籍刊物以传播最新的管理科学知识，举办专题

研讨会、培训班，开展国际性交流活动以及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帮助企业

增强对国际市场一体化的应变能力。 

3、多向关系的协调。 

多项关系的协调包括协调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行业组织内部各企业之间的三方面关系。行业协会担当沟通政府、企业和

消费者的桥梁，协调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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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业代言人，行业协会在国民经济中拥有更重要的地位，更有资格在

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过程中，向政府传递行业企业的意见、建

议和要求，向政府提出涉及本行业利益的立法议案或对政府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以及对政府政策提出修改意见等等。2005年5月13日与18日，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7类纺织品采取特别限制措施，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对美

国政府在五天之内两次决定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严重加剧与中国的纺织

品贸易摩擦，进一步破坏自由贸易原则，表示了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2005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2005 年 6 月 1 日起取消 81

种纺织品出口关税，这其中也应有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作出的一份努力。 

总之，对行业内经济个体而言，参与行业协会为其降低交易成本的同

时，也为其带来了规模效应；对于所代表行业而言，行业协会则起到了协

调各方利益，保护行业发展的作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行业协会也起到

了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推动市场有序竞争，维护社会

稳定运行的作用。 

四、加快培育行业协会的意义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将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经济面临着贸易全球

化、贸易自由化、贸易市场化的挑战，依照国际规则，政府不能再直接管

理企业、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政府对各行业的管理、协调和规范则应当

由民间组织——行业协会来担任。同时，加入WTO后，各种“反倾销”、“反

垄断”、“贸易壁垒”等纠纷的解决也只能通过各行业协会进行调查，然后

交给世贸专家小组裁决。如果政府对企业的国际贸易活动过多干预，则影

响企业在贸易中享受国民待遇，更容易成为反倾销、反补贴的对象，最终

受到贸易伤害。健全各种行业协会，整合同行企业的集体竞争力，是促进

经济发展和繁荣地方经济的一种良策，因此需要加快培育一批能真正发挥

作用的行业协会。 

五  行业协会发展建言 

虽然，行业协会的发展速度很快，势头很好，但从总体上看，行业协

会的力量还比较弱，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清、发展方向不明、职能错位、服

务不到位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地位不清，发展缺乏制度保障。 

我国现行规范行业协会的立法只有一部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且该条例是一部程序法，同时也没有对政治性团体与经济性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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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区分。时至今日，我国仍未出台一部统一的行业协会实体法，来对行

业协会的定位、职能、权利、义务和组织结构、运作机制以及管理模式等

加以明确规范。 

2、定位不明确，与政府间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 

行业协会是行业企业自发的自律组织，其服务对象是企业，是代表行

业向政府提供行业发展意见的代言人，行业协会应当独立于政府部门，但

目前政府部门对行业协会的限制和管理较多，部分行业协会则延伸了政府

行政管理的部分职能，带有浓厚的行政等级观念。 

3、职能不落实，发展空间受限。 

行业协会应该是一个会员的交流中心、情报中心、经营指导中心和技

术培训中心，以服务推动会员企业改善自身经营管理，从而推动整个行业

的发展。现行行业协会职能主要停留在信息交流和培训等有限的空间内，

对企业有重大意义的行业调研、统计、市场预测、企业资信评定、产品认

证、国际交流（反倾销等）等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4、人员经费无保障，自我发展后劲不足。 

行业协会大都存在人员老化问题，相当一部分行业协会被作为“退休

俱乐部”或者“分流安置所”，政府人员在行业协会兼职或挂职的现象较

严重；大多数行业协会陷入“经费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声誉低——

会员少——经费筹集难”的恶性循环，导致无法正常为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经费困难也成了行业协会引进优秀人才的重要制约因素。 

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政府职能逐渐转变，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民间性

行业组织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行业协会在保证市场有序竞争、促进经济

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国家应尽快出台

一部《行业协会法》来对行业协会的定位、职能、权利、组织结构、运作

机制、管理模式等加以明确规范。各级各类行业协会也要加强行业管理，

积极拓展服务空间，以服务求得自身的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同业公会由产生——兴盛——衰竭——中止—

—再生的全过程，揭示了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的兴衰与市场经济发展的

内在关系，阐述了行业协会的作用和加快培育行业协会的意义，并对行业

协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由于水平有限，难免见解不周，还望

广大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