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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行业协会职能研究综述及展望

张　宏,叶　敏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在后双重管理时代,行业协会作为新的治理主体,日益成为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中的重要力量.由数据

可知,虽然行业协会数量不断攀升,但大多数行业协会苦于无法树立威信而挣扎在生存边缘.究其原因是行业协会

职能定位不明确、职能内容不完善阻碍了职能作用的发挥,进而削弱了协会在行业当中的影响力.因此,为了帮助

行业协会取得更好得的发展,本文以行业协会职能为中心,对国内外有关行业协会职能研究文献进行深度梳理和分

析,总结归纳出当前职能研究方法的特点及不足,并提出未来进行行业协会职能研究时的几点改进建议,期望能帮

助学者建立更加完善和切合行业协会职能受众诉求的职能内容,进而为行业协会的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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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协会是工商业界中企业之间的成员互益性

联合组织[１],在协调政企关系、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有

重要作用[２].随着政府从市场经济中的逐渐“退位”
和管理疆域的收缩,其作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第三

部门,成为政府职能承接、延续政府服务社会的必然

选择,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对行业协会的职能诉求

急剧攀升.但囿于历史遗留内因和中国特色国情,
被冠以“亚政府”和“准政府”头衔的行业协会存在职

能定位不清晰、职能内容不健全,职能发挥不到位等

种种问题[３],这些不足衍生出行业协会“无作为”、
“不作为”、“难作为”的现状,无法发挥出行业协会职

能作用,成为其树立协会威信,走向专业型、服务型、
自主型社会组织道路上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鉴于此,为了改善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真正发

挥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

用,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本文以行业

协会职能为中心,从研究方法视角对国内外行业协

会职能研究的文献进行深度梳理和分析,发现学者

对行业协会职能的研究较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为

数不多的定量研究中,也倾向从行业协会的角度进

行协会职能审视,在明确职能定位和职能内容时缺

乏行业协会和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间的交互视角.
且学者在研究时忽略了各职能之间的重要性差异,
只明晰了“它是什么”,但是对“先做什么”却没有进

行更深层次的诠释,难以对协会在明晰职能内容之

后要采取的行为进行进一步指导.故而,为弥合上

述不足,本文提出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将政府、企
业以及其他行业协会职能受众共同作为研究主体,
根据各主体对协会职能的需求对现存的协会职能内

容进行审视和改进,确立出最契合主体诉求的行业

协会职能.同时,综合各研究主体对职能的重视程

度大小对职能进行先后排序,帮助行业协会在职能

履行时有的放矢,为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树
立协会威信,走向自主治理的道路助力.

一、相关概念

行业协会作为专业性社会组织的代表和一种重

要的组织形态,日渐受到大家的重视,并且成为政府

制度改革的重要力量[４].但目前学术界对行业协会

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论,针对行业协会的大多数



研究也往往涉及社会组织的其他衍生机构团体.例

如,岳经纶、郭英慧[５]在其研究中指出,行业协会不

仅是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其两者在概

念定义上趋同,而且行业协会也是一种特殊的非营

利组织,并随着市场的发展,行业协会与非营利组织

之间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徐建牛、孙沛

东[６]在其研究中用“草根行业协会”指代从民间发展

起来的行业协会,并认为该行业协会具备极强的民

间组织特性.此外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１４)»中还提出“行业协

会商会”的说法,对行业协会和商会两个主体进行统

筹定义[７].这些概念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一方面指

出各概念主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让

行业协会的定义模棱两可.因此,为了帮助各界更

好地理解行业协会的内涵,本文选取“非政府组织”、
“非营利性组织”、“民间组织”、“商会”等四种组织分

别与行业协会进行对比,明确各主体的概念边界,协
助读者从不同层面把握行业协会的概念特性和内容.

(一)行业协会与“非政府组织”(NGO)
“非政府组织”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联

合国文件中[８],其由英文词组 NonＧ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译化而来,因此在文献写作中学者也

会将“非政府组织”简化为 NGO.它是指在地方、国
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志愿性公

民组织(«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条).正如字面意思

表述,“非政府组织”强调组织的非官方性,与政府主

导的相关组织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但是这里的“非
政府性”并不意味着与政府毫无关联甚至与政府对

立,恰恰相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其发展历程中

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９].清华大学在２０００
年曾针对 NGO 做过一次大规模研究,结果显示将

近４０％的“非政府组织”涉及行业协会、学会领域,
行业协会成为“非政府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且是经济类 NGO的典型代表[１０].

(二)行业协会与“非营利组织”(NPO)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盈利为组织存续目的,向

社会提供服务的非政企机构[１１].美国的莱斯特
萨拉蒙(LesterSalamon)教授对“非营利性组织”的
主要特征进行了梳理和概括,最终归纳为五个方面,
也被称为５特征法,分别为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

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１２].其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

性已成为“非营利性组织”的基本特征,受到大家的

广泛认可,尤其是非营利性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指

出了其与企业等利益组织存在根本不同,这一点也

与日本学者重富真一[１３]的观点不谋而合.需要明

确的是非营利性不是指组织不进行财富的积累,而
是强调组织收入不得用于个人分配,而应该投入到

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学术界对行业协会和

非营利组织的区分不是特别明显,在研究时将两者

当成同一概念的情况也时有发生[５],甚至还存在有

行业非营利组织的说法[１４].但通过对两者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和对比,我们可以认为行业协会是行业

中将企业联系起来讨论行业共同问题、采取共同行

动的非营利性的中介组织[５].
(三)行业协会与“民间组织”(CivilSociety)
在我国,中国民政部管理下的非营利组织称为

“民间组织”,是由公民自愿组成的、有共同利益诉求

的非营利性社团[９].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

独立性、自愿性、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的特征[１５],强
调对“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制约性和独立性[１６],根
据现有法律规范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社会团体、民
办非企业单位与各类公益性基金会,其中行业协会

是社会团体的重要分支[９].此外在美国霍布金斯大

学研究中心制定的分类法中,行业类非营利组织被

作为组成民间组织的１２个组成部分之一,在民间组

织的构建框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１１].
(四)行业协会与“商会”(ChamberofCommerce)
商会是服务、流通类组织的联合[８],在«中国大

百科全书»(简明版)中,“商会”被定义为:“由城市工

商业者组建的民间行业组织,分两种类型:一指城市

商人按其经营商品的类别划分组建的行业性组织;
一指由多个行业性商会组建的跨行业协调组织[１７].”
该定义并没有将其与行业协会进行区分,两者的概

念界限非常模糊,因此在研究中不少学者并不对两

者作详细的区分,而是一度将行业协会商会作为一

个特定名词进行相应的调研[１８Ｇ２０].但在国内的相关

官方文件中则将商会作为一种经济协会,包含在行

业协会中[８].
上述四种组织虽然名称上相去甚远,侧重点也

各有不同,但都在某些方面与行业协会呈现出一定

的共通性,而这种共通性将其与行业协会联系在一

起,成为混淆行业协会概念的影响因素,具体如表１
所示.

综合上述论点,本文认为行业协会是行业内企

业自愿参加,以增进行业内企业利益为宗旨,为提高

行业治理有效性和促进行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跨政

府、跨企业的互益性联合组织.从宏观层面来讲,其
能够成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延伸,利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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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组织”的职位便利,帮助改善行业内治理的效率和

效益;而就微观层面来看,其对营造更加稳定、有序

和高效的行业环境,帮助行业内企业更好更快地发

展也大有助益.
表１　行业协会与相近概念的辨析

类型 侧重点 与行业协会的联系

非政府组织(NGO) 强调组织性质的“非官方性”,与政府组织进
行区分

行业协会是经济类 NGO的代表

非营利性组织(NPO) 强调组织存续目的是“非营利性”的,与企业
等利益组织进行区分

行业协会属于广义的非营利组织范畴,是行
业中的非营利性的中介组织

民间组织(CivilSociety)
采用“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强调组织
功能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制约性和
独立性

行业协会是组成民间组织三大分类中社会团
体的重要分支,也是组成民间组织的１２个细
分条目之一

商会(ChamberofCommerce) 强调行业组织的经济特性,与行政类组织进
行区分

商会是行业协会中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整理.

二、行业协会职能诉求的凸显

(一)政府治理体制转型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大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２１].这是自十八大提出社会治理体制改

革以来又一次对社会组织在政府体制改革中的重要

性进行肯定.在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加
大对社会组织的重视和扶植力度,提高社会组织的

参与程度已然成为体制转变的重要内容.而行业协

会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分支,其在治理体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也逐渐凸显,日益成为业界和政府越来越

强烈的共同意向[１２],在政府的制度改革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４].从社会治理层面来看,它是对政府建

立的“公序”的补充[２２],成为政府面对解决“市场失

灵”和“政府失灵”问题中的必须依赖的一种权力主

体[２３],是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重要力量.而

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随着国家治理疆域的收缩,行
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介入,类似“第三方机制”的存

在,能有效弥补政府从市场经济中“退位”后遗留的

职能空白,完成公共职能的有效供给[２４],实现政府

“监管”到市场“自治”转型中社会发展的稳定.
(二)行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有效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明确

宣示.面对新局面和新形势,改革势必成为党和政

府必须牢牢把握的主线[２５].这为我国经济高速发

展并融入全球化进程带来机遇,但面对经济全球化

带来的多方利益主体的入侵,业内竞争环境也急剧

恶化,行业内和行业间竞争与贸易摩擦时常发生,建
立标准化的行业规范和营造安全有序的贸易环境成

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首要任务.而行业协会作

为行业内企业的利益联合组织,能够协调各企业之

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障机制[２６].除此之外,协会还

能够及时依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行业规范[２７],在
“快经济”市场中,减少企业的反应时间,把握市场发

展的最新动态.对企业在国外市场的竞争中也能起

到事前预警和事后协调等作用,帮助维护行业协会

成员及整个行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利益[２８].
(三)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重要路径

国外市场持续渗透和竞争逐渐升级对企业提出

了更高的期待,更具效力的组织制度和更具优势的

成本管理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

段.而研究表明行业协会为企业提供的必要服务和

技术支持对完善企业管理理念和制度建设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２８Ｇ３０],并且其作为企业外的“第三方协调

者”与资源提供者,不仅能调解企业间的利益冲突提

高企业组织运行效率,在降低单个企业搜集市场信

息和进行交易前的经营决策成本方面也大有裨益.
此外面临行业间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摩擦,还可以

降低单个企业反倾销诉讼和应诉成本[３１],这些为企

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也成为企业获取

竞争优势的另一重选择.
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型、行业竞争环境的恶化和

企业发展壮大的需求,从宏观到微观对行业协会的

职能作用发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也为行业协

会的发展提供契机,协会数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６６０５
个[３２],发展到２０１４年的近７万个[３３],成为社会组织

中最活跃的部分.然而现有的行业协会发展现状仍

不容乐观.国内大部分行业协会的生存状态处于难

以维持或勉强维持的状态[２２],即使是行业协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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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温州地区,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行业协会处

于名存实亡的境地[３４],其中行业协会职能不清晰、
职能缺位,职能作用发挥不到位是影响其发展的重

要障碍[３５].在此阶段,明确行业协会职能定位,完
善行业协会职能内容是帮助行业协会发挥职能作用

的重要前提[３６].

三、现有研究的综述

行业协会“能办事儿”“会办事儿”是协会成长发

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其进行自我提升和树立威信的

重要路径[３７].而其中,确立协会职能定位,明晰协

会职能内容是协会“办事儿”的前提.因此为了帮助

行业协会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能,树立协会威信,国内

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研究主体对此展开了

广泛研究.本部分将主要综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内

容和研究结论.
(一)国内研究

本文依照学者在研究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将国内

学者在行业协会职能方面的研究分为以下四类:

１．内容分析

贾西津等[３８]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和资料,对我国

行业协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结合中国转型

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提出协会的主要职能在于协

调和服务.这一观点得到康晓光学者的赞同,同样

是对行业协会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康晓光[３９]还认为

行业协会除了协调和服务职能之外,还包括代表职

能、沟通职能、监督职能、公证职能、统计职能、研究

职能.而陈荣峰[４０]则在二者的基础上将协会职能

分为４大部分:维权服务、行业自律、参与功能和中

介功能.此外张建民[４１]在分析国外行业协会职能

演变进程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行业协会的职能内容主

要包括基础性核心职能、优先职能和其他职能.其

中核心职能强调服务会员,包括信息提供和行动协

调;而优先职能包括市场支持和市场补充;最后是行

业公共性强、对协会商会组织能力要求高的其他职

能.谢增福[４２]则对官方文件中针对协会职能的相

关条例和规定进行分析,认为协会职能包括:自律、
协调、监督和维权、协助政府部门加强行业管理等４
类,并指出协调是行业协会的本质职能,而且随着市

场经济的层次提升,行业协会也衍生出一些现代职

能,包括在对外贸易中保护国内市场、帮助企业拓展

国外市场,以及反倾销职能.

２．归纳总结

刘斌和杨浩[３１]侧重描述行业协会的行政作用,

将其职能概括为代表职能、沟通职能、协调职能、监
督职能、公证职能、仲裁职能等６项,也变相揭示出

为何行业协会一直被冠以“准政府”、“二政府”头衔.
而朱英[４３]则着重体现行业协会处于政府和企业间

“第三方组织”特殊地位,将行业协会职能概述为代

表、服务、自律和中介等４项职能.至于郑江淮和赵

向莉在研究时更多地表达出行业协会作为“企业利

益表达的代表”对企业发展所承担的职能义务.其

中郑江淮[４４]将行业协会职能归纳为利益代表、提供

服务、促进社会契约形成以及执行被授权等４项,且
指出作为企业的利益代表,为企业服务是其核心职

能.赵向莉[４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企业

视角的１４项行业协会职能,包括:创办了刊物和简

报、组织宣传活动、行业调查和分析、经验推广、通报

行业重要事件和政策变化、组织培训、引导企业参与

公益活动、制定行规并监督执行、协调会员间关系、
协调政企关系、协调会员与非会员关系、参与职称评

定、参与许可证发放工作、参与企业年终评审等.
王民等[４６]倾向将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在公益社会中

职能的延伸,在研究指出行业协会的４项基本职能

为维护权益、行业自律、公共服务、政策建议,将公共

服务纳入到协会职能内容当中.江静和张健在研究

时,将行业协会看成一个组织团体,突出其在组织发

展过程中的管理职能.其中江静[４７]将行业协会的

功能归结为４点:利益代表、提供服务、提供社会契

约、执行被授权的管理职能等４项;而张健[３５]认为

行业协会主要包括３项职能:服务、代表和管理,并
且对管理职能进行进一步细化,分为制定行业标准、
行业规划、解决行业纠纷、发放许可证等.此外,
王勇[４８]在研究时突出政府治理体制转型的大背景

下行业协会作为政府职能承接主体应承担的职能义

务和内容,指出行业协会主要职能应分为协会服务、
内部自律和政府委托等３大类,明确了行业协会的

“非政府”属性,同时也暗示行业协会在政府治理体

制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杨剑和黄建[３]在总结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企业比较全面

的对行业协会的职能内容进行了概括,他们指出行

业协会职能内容可以分为３个层次:政治、社会和经

济.其中政治方面,包括提供组织支撑和制度平台,
确保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化解政企沟通障碍;社会

方面,包括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

秩序;经济方面,代表、维护成员利益,承担社会公共

服务等.此外还创新性提出行业协会有助形成新的社

会价值的功能,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政府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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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案例研究

陈宪等[４９]通过对上海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进

行分析,将其功能概括为服务、协调和沟通３项.
刘张君[５０]则通过对银行业为代表进行分析,得出行

业协会主要包括行业自律管理会员、协调会员、服务

会员和监管当局助手等４种职能.张宏[３０]通过对

胶州市行业协会发展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将行业协会

的职能概括为以下５点:服务、行业自律、整合资源、
协调、管理和组织培训.孟亚男[３７]以中关村一个

IT行业的行业协会为研究主体,认为其作为中介性

民间组织的主要功能体现在３个方面:资源整合、权
利整合、行业管理和服务.梁昌勇等[５１]以安徽省粮

食、饲料和旅游等３个不同行业的行业协会为研究

对象,阐述了行业协会在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行业企

业行为、维护行业秩序等行业功能.肖凤翔和贾旻[５２]

则以现代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指出行业协会参与

职业教育治理的职能有３类:决策咨询、管理和服

务.此外余晖[５３]还采用多地域、多行业案例研究的

方式,将行业协会职能分为信息提供和协调行动.
上述７位学者虽然研究的案例主体不同,但是从中

总结出的行业协会职能殊途同归.首先,强调行业

协会的协调和服务作用,印证了协会作为“第三方组

织”的中介特性和为企业谋福祉的核心宗旨.其次,
在研究中均未指出行业协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研
究视角局限在行业内,而没有上升到政府和社会层

面,职能内容局限.
但根据已有研究显示,学术界已意识到上述不

足,并且对其进行了部分改进.阳盛益[２３]以温州行

业协会作为分析主体指出除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规

范、服务企业、提供咨询之外,发展公益也是行业协会

的重要职能.而同样以温州为研究主体的周莹等[５４]

则对其社会功能进行进一步细化,得出保护社会环

境、维持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也包含在行业协

会职能内容中.周俊、宋晓清[５５]以杭州和温州两市

为研究对象,提到在两地行业协会职能内容中,稳定

社会环境、发展行业公益是重要组成部分.杭州行

业协会的５大重要职能分别是:行业培训和咨询,信
息提供、行业自律、行业品牌建设及价格协调;温州

行业协会的５大重要职能包括:组织会展、行业资料

整理、发布信息、行业培训和行业公益事业.

４．调查研究

王名和孙春苗[５６]主要以问卷调查收集的信息

为依据,据问卷分析结果提出,目前行业协会的职能

内容主要体现在行业层面,包括提供信息、维权和培

训等.而赵向莉[５７]则主要聚焦在企业层面,通过问

卷调查收集到的相关信息,指出行业协会在企业层

面的职能主要分为３类:信息功能、协调功能和管理

功能.黄蔚佳[５８]在研究中采用调查研究中的访谈

法对广西省转型期间行业协会的职能进行探讨,并
将其概括为以下４种:实现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帮助

企业维权、服务企业及帮助行业自主管理.
(二)国外相关研究

在针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收集时,由于国内

外语言文化的差异,中文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在西方往

往对应多种不同的英文名称和含义[３８],其中单从翻译

上来看,外文的行业协会通常被翻译成Tradepromotion
industryassociation和Tradeassociation[５６],有时也被

称为Businessassociation,Employerassociation[２２],但
如果从意义上来进行区分,NGO、NPO 等组织内涵

与其也有颇多相似和重合之处,正因为如此,在研究

时二者与行业协会的用法常被混淆,界限不是非常

明晰[１８Ｇ２０],所以在进行文献搜寻时有必要对这两者进

行同步检索.因此本文以Tradepromotionassociation、

Tradeassociation、Businessassociation、Employer
association、NGO、NPO 等六个关键词进行文献检

索,并将不符合文中研究主题和要求的文献剔除,最
终梳理概括为以下三大类:

１．内容分析

根据学者的研究内容,可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

主要探讨行业协会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职能.通过对

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Lindberg[５９]提出,行业协会

具备 稳 定 市 场 环 境,维 护 市 场 秩 序 等 职 能;而

Hollingsworth等[６０]认为行业协会不仅包括上述两

种职能,还包括对行业内和行业间竞争进行规范,保
护行业内企业利益等功能;Doner和Schneider[６１]则

站在更高的层次,提出行业协会不仅有对社会经济

发展环境和竞争格局有稳固维序功能,同时还具备

行政监督和管制等职能.
第二类着重聚焦行业协会在政府和企业间的特

殊地位.在研究中,Frahana[６２]阐述了行业协会作

为议程设置者、良心维护者、合作者、专家、游说家、
实施者等六种角色所具备的其在组织、协调、沟通、
代表、发布信息、执行等６项职能.而Sabine[６３]具

体提出行业协会的五个核心职能层面:角色、权力、
责任、合法和承诺.

此外Schaede[６４]和 Nelson[６５]在研究时还将协

会作为自主治理运营团体指出,对协会进行自我管

理,执行相关规章条例也是其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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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案例研究

通过对文献进行分类,主要可从以下两点来进

行分析:a)促进行业发展,Tendler[６６]、Athreye和

Chaturvedi[６７]分别以巴西家具行业协会和印度行业

协会为研究对象,指出行业协会具有信息传递和组

织研发创新等职能;Kalle[６８]、Wolfgang和 Michaela[６９]

以香港、丹麦、芬兰和德国作为研究主体,认为技术

推广也包含在其职能范围当中;Schneiberg[７０]、Ville
和 Merrett等[７１]以美国消防保险业和新西兰羊毛

协会为中心开展研究,结果显示促进产业间合作、规
范行业竞争也是行业协会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b)保护环境,Lee、Jung和 Kwak[７２]以小型干洗店为

研究对象指出贸易协会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的监督

和管控职能.Sinh[７３]、Turnock[７４]、Haigh[７５]通过对

泰国水用户合作社、欧洲东南部的环境非政府组织

和牛津布鲁克大学共同支持的土地复垦研究项目进

行研究,指 出 行 业 协 会 具 备 宣 传、倡 议 等 职 能.

Bailey[７６]还通过对英国有关气候变化的案例进行研

究指出,制定章程和落实政策也包含在行业协会的

职能内容当中.

３．调查研究

该类研究,学者主要从可持续发展方面来进行

分析和概述.Kennedy和Dornan[２]以非洲、亚洲和

南美洲中１２家以旅游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为研究

对象,采用背景研究和非结构化访谈两种研究方法

探讨了这１２家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方面的职能,并指

出提供教育培训、制定发展的相关官方政策和进行

研究、投资属于其职能内容.Ramamoorthy、Poyyamoli
和 Kumar等[７７]以印度南部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为

例,通过实地访问、非正式访谈、小组讨论、现场调查

以及查访当局的有关记录等方法进行两次数据收

集,认为行业协会具备改善环境职能.Elizabeth[７８]

等以秘鲁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为例,通过对其中２８个

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代表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提出

NGO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四项职能:宣传、倡导、发
展和扶植畜牧业.另外,Dario和 Wolfram 等[７９]还

以菲律宾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种学研究方法对其

进行调查,得出保护森林也是行业协会职能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四、国内外研究特点及不足

从上述文献回顾来看,国内外学者针对行业协

会职能研究的特点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进行分析: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学者都倾向采用内

容分析、归纳总结、案例分析等定性研究的方式对协

会的职能和内容进行研究,例如,张健[３５]、孟亚男[３７]、

Lindberg等[５９]、Kalle等[６８]都是根据已有文献或资

料进行协会职能的提取和归纳.而对于定量研究的

关注稍微有所不足,目前能获取到的文献资料不足

定性研究的五分之一.并且在同一研究中,国内学

者通常只采用一种研究方法,例如,王名等[５６]和赵

向莉[５７]在收集数据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黄蔚

佳[５８]的数据则关键依靠访谈调查获得;而国外学者

更偏好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例如 Kennedy[２]在

研究时采用了背景研究和非结构化访谈两种研究方

法,Rajamanikam等[７７]在获取数据时结合了实地访

问、非正式访谈、小组讨论、现场调查以及查访当局

的有关记录等５种方法,研究方式也更多元化.
第二,在职能的研究上,国内外针对行业协会职

能的研究层面很广,在国家、市场、企业层面都有所

涉及.相较国外,国内学者在行业协会职能方面的

研究更加丰富,阐述的职能内容也更全面,例如其中

涉及到行业协会的社会职能、经济职能、行业建设职

能、公共服务职能以及组织自我管理职能等,而国外

学者对协会职能研究的层次更深、更细,善于从一些

具体的案例中进行某种细小职能的提取,例如,

Lee等[７２]和Sinh[７３]则只探索了行业协会在环境保

护中的职能,阐述的职能内容更为精准.此外,国内

对职能的研究多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探索其在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包括维护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竞争、
解决市场纠纷等,但国外则更多围绕环境、教育和可

持续发展展开,例如改善环境、保护森林、保护野生

动物等.
第三,在选取对比研究主体的跨度上,国外学者

选取的跨度更大.国内学者的对比研究主体多是选

取不同省份或市级区域内的行业协会组织,例如

梁昌勇等在进行对比研究时以安徽省粮食、饲料和

旅游等３个不同行业的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但国

外的研究则更多的是在不同国家间选取对比主体,
例如,Kennedy和 Dornan[２]在研究时选择非洲、亚
洲和南美洲中１２家非政府组织为研究对象进行对

比研究.
除上述特点外,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同

时呈现出单主体研究视角,以及对职能重要性不加

区分等不足.其中单主体研究视角是指在研究中,
以某一方团体或组织作为研究的对象,站在其立场

对文中研究的问题进行鸟瞰.例如,黄蔚佳[５８]在研

究行业协会职能时,关键针对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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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导进行问卷的发放和数据的收集;Elizabeth[７８]

在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时也主要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代

表作为访谈对象.结合上文所述已有研究文献可

知,现有针对行业协会的职能研究在选取研究对象

时较多围绕某一类主体进行,要么是行业协会的工

作人员,要么是行业协会的领导和代表,并以他们的

观点为支撑进行行业协会职能内容的搭建,但“屁股

决定脑袋”,不同地位主体对协会职能的诉求和看法

存在差异[５８],如果只从一方视角进行行业协会职能

的构建势必会有失偏颇,难以制定出最契合行业协

会职能受众需求的职能内容,而这将会大大降低协

会职能作用的发挥[８０].
而对职能重要性不加区分则是指行业协会内各

项职能的重要程度相同,协会在承担和履行职能时

没有轻重缓急之分.根据现有研究可知,国内外研

究多局限于协会职能内容的丰富,即解决行业协会

职能“是什么”的难题,但是对确立职能履行的先后

顺序,即“先做什么”却鲜有涉及,学术界默认各项职

能对政府、企业以及其他行业协会职能受众的重要

性等同,而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一视同仁的职能内

容只会让面临资源困境的行业协会在履行职能时无

的放矢,影响职能作用的发挥.

五、结　语

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企业的角度,各界

对行业协会职能作用的诉求越发凸显,行业协会职

能内容作为协会职能作用发挥的重要前提,也愈发

受到重视.本文以学者在分析行业协会职能研究过

程中采用的研究方法为依据,对国内外行业协会职

能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明确了现有研究的特

点及不足.针对上述不足,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

中学者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改进:
(一)将多个主体纳入行业协会职能的研究体系

中,实现受众需求与职能的契合

身处不同背景和环境下的主体对行业协会职能

的需求不同,因此在确立行业协会职能时要从多主

体角度出发对行业协会职能内容进行审视,重视政

府、企业和行业协会职能受众在职能内容确立过程

中的角色,认识到其对修正行业协会职能的重要作

用,并将其一起纳入职能的研究体系中来.具体可

以采用以下方法:第一,对上述主体分别进行调研,
了解其对行业协会职能的需求和期待;第二,将各个

主体的调研结果与现存的行业协会职能体系进行对

比;第三,根据对比结果对现存的行业协会职能进行

修正,补其所需,去其所弃,实现受众需求和职能之

间的契合.
(二)构建职能重要性与职能权重间的对等关

系,明晰行业协会各职能重要程度

主体的差异性和资源的有限性表明对协会职能

一视同仁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在此情况下,应该树立

一个衡量标准,量化各个职能的重要性,让协会在进

行职能履行时有据可循.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首先,让各个研究主体对协会职能进行重要性打分,
分数越高代表职能越重要;接着,将各个研究主体对

职能重要性的打分进行对应加总得到各个职能的总

评分;最后,以总评分为依据来分配职能权重,分数

越高权重越大,而具备高权重的职能在同等情况下

有优先履行权,总权重相加等于１.经过上述方式

构建职能重要性与职能权重之间的对等关系,不仅

能直观清晰地反映该职能的优先等级,而且可以有

效帮助行业协会在履行职能时有的放矢.
(三)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等研究方法的独特优

势,更有效地收集相关调研数据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研究目的,在研究时可以结

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优势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一
方面,问卷调查是一种量化方法,适合进行具体数据

的收集,学者可以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研得

到各主体对职能重要性的评分数据,并以此作为分

配权重的依据,会大大提高职能重要性划分的说服

力.另一方面,相较问卷调查,访谈偏定性研究方

法,适合进行意见、看法的收集,因此运用访谈法与

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沟通可以深入了解各主体的需

求和期待,进而对现存的行业协会职能内容进行全

方位审视,最终构建出最契合主体需求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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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reviewonthefunctionsofindustryassociationsathomeandabroad
ZHANGHong,YEMi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InthepostＧdualmanagementera,industryassociations,asnewgovernancesubjects,are
increasinglybecominganimportantforceinthetransformationofsocialgovernancesystem．Fromthedata
wecanseethatalthoughthenumberofindustryassociationscontinuestorise,mostindustryassociations
sufferfromtheinabilitytoestablishprestigeandstruggleontheedgeofsurvival．Thereasonisthe
functionalorientationofindustryassociationsisnotclear,andthecontentoffunctionisalsonotperfect．
Theseweaknesseshindertheexertionoffunctionsandthenweakentheinfluenceofindustryassociations．
Therefore,inordertohelpindustryassociationstodevelopbetter,thisarticletakesthefunctionof
industryassociationsasthecenter,comprehensivelysortsoutandanalyzestheresearchliteraturesonthe
functionofindustryassociationsathomeandabroad,summarizesthecharacteristicsandshortcomingsof
thecurrentfunctionalresearch methods,and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relatedtothefunctionof
industryassociationsinthefutureresearch,inthehopeofhelpingscholarstobuildmorecomprehensive
functionalcontentwhichwillmeetstheneedsofaudience,andthenmake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
ofindustry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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