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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转型升级的艰难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通过政府大

力倡导和推动部分政府职能向行业协会转移，行业协会参与公共治理的空间得到较大拓展，尤其是在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行业协会在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浙 江 大 学 公 民 社 会 研 究 中 心（ＩＣＳＤ）自２００６年 成 立 以 来，

一直以行业协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着行业协会的治理结构、政策倡导、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等方面，发表了系

列论著，并对行业协会在发展和变革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选取的两篇论文是ＩＣＳＤ的最新研究

成果。郁建兴等构建了产业升级中行业协会作用 的 理 论 分 析 框 架，认 为 行 业 协 会 所 在 产 业 类 别 和（或）产 业 地

位决定了它所能获取的内部资源，政府等机构决定了它所能汲取的外部资源，而内外资源的汲取能力决定了协

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类型。周俊等指出我国行业协会公共治理功能的发挥需以对协会地位的合理界定为前

提，而这又基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两 篇 文 章 揭 示 了 界 定 行 业 协 会 的 地 位 和 职 能、改 善 政 会 关 系、建 设

良性互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促进行业协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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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类型

及其实现机制
———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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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会员逻辑”和“影响逻辑”、“市场支持性”活动和“市场补充性”活动等相关理论，行业协

会对内职能中的“规划发展”、“设计研发”、“品 牌 创 新”和“市 场 营 销”，与 对 外 职 能 中 的“对 外 交 流 合 作”和

“与政府部门合作”等，构成了它促进产业升级的六个基本维度。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在产

业升级中的作用具有不同类型。行业协会自身实力决定了协会对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汲取能力，其内部

资源和外部资源分别受协会所在产业的产业类型和（或）产业地位与政府等其他外部机构的影响和制约。

而协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大小和内外部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它在产业升级中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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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 济 结 构 亟 待 调 整，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势 在 必 行。在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与

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和企业无疑是重要主体，但行业协会也能发挥重要作用。Ｐｏｒｔｅｒ从 产 业 集

群的理论视角指出行业协会能够“提升产业竞争力……促使集体关系制度化”［１］２５８。发展中国家

的实证研究数据也表明，行业协会与产业发展之 间 存 在 显 著 的 相 关 性。在 印 度 阿 格 拉 鞋 业 集 群

中，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６年期间被调研的５８个公司有５５％表现出了较强 的 绩 效（产 出、销 售、利 润 和

雇佣等增加），而高绩效和行业协会之间有着积极的 关 系，这 些 高 绩 效 的 公 司 往 往 更 好 地 利 用 了

行业协会的平台来提升公司的 绩 效 产 出、销 售 和 利 润［２］。在 墨 西 哥 鞋 业 集 群 中，行 业 协 会 对 于

鞋业生产者和公司绩效之间有着统计学意义上 的 较 强 显 著 性 关 系。在 所 有 变 量 中，通 过 企 业 之

间协会的水平合作的变量是所 有 回 归 量 中 最 大 的［３］。在 巴 西 诺 斯 谷 鞋 业 集 群 中，通 过６５个 鞋

业生产公司样本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显示出的总体绩效是通过行业协会来提升合作加以

实现的［４］。在国内，郁建兴等对温州商会如何在政 府 指 导 下 承 接 政 府 职 能 转 移、制 定 行 业 标 准、

创建区域品牌、进行质量控制以推 进 产 业 升 级 展 开 了 研 究，并 分 析 了 在 市 场 竞 争 压 力 和 政 府 指

导下商会职能的扩展［５］１８７－１９０。郭金喜从行 业 协 会 治 理 的 视 角 考 察 了 产 业 集 群 升 级 中 行 业 协 会

对企业国际化推进的积极功能，探 讨 了 协 会 在 沟 通 企 业 与 银 行、政 府 方 面 具 有 的 信 息 优 势 和 集

体力量①。赵坤从温州剃须刀行业知识产权保护视角考察 了 行 业 协 会 对 产 业 发 展 的 作 用［６］。蒋

欢则探讨了行业协会 在 企 业、产 业 和 对 外 代 表 三 个 层 面 上 推 动 产 业 集 群 升 级 的 各 种 功 能 和 作

用［７］。我们于２０１１年４月对浙江省全省性行业协 会 在 产 业 升 级 中 的 作 用 开 展 了 调 研。调 研 数

据显示，９０．９％的协会实际发挥了 开 展 行 业 管 理 培 训 和 咨 询 的 作 用，６３．３％的 协 会 能 够 实 际 开

展行业专业技能培训，７７．４％的协会 实 际 采 取 了 支 持 企 业 创 建 知 名 品 牌 的 行 动，６０．０％的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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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金喜《产业集群升级：一个行业协会治理视角的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２００７年博士学位论文。



参与建设行业品牌，６４．５％的协会 制 定 并 执 行 了 行 业 标 准，６７．９％的 协 会 对 会 员 企 业 实 施 了 知

识产权保护，７９．３％的协会有效实 现 了 行 业 对 外 交 流 和 跨 国 合 作，７１．４％的 协 会 已 经 具 备 了 国

内区域间合作平台的作用①。可见，无论国外还是国内，行业协会作为 一 种 力 量 正 在 产 业 升 级 中

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所发挥的作用，国内学者多停留在对行业协会推进产业升级的各

种具体功能和作用的研究上，而对行业协会推进产业升级的作用类型及其运行机制分析较少。本

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来探究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类型及其

运行机制，以此推进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

一、理论与假设

如何对行业 协 会 在 产 业 升 级 中 的 作 用 进 行 分 类？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和Ｓｔｒｅｅｃｋ从“会 员 逻 辑”（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和“影响逻辑”（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的视角界定了行业协会的内外职能，认

为任何一个协会的组织贡献都是会员逻辑与影响逻辑互动的结果。会员逻辑指协会通过向会员提

供足够的激励以从中汲取充分的资源，至少以此来确保其生存———如果不能保证其发展的话。影

响逻辑指协会通过提供足够的激励来保证协会获得对公共机构（或竞争性协会）的影响力，以此获

取充 分 的 资 源（认 同 或 重 视、默 认、特 许 权、补 助 金 等）来 保 证 其 生 存 和 繁 荣［８］１９－２０。Ｄｏｎｅｒ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认为，行业协会促进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分为“市场支持性”（ｍａｒｋｅ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活动和“市场补充性”（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活 动。前 者 主 要 表 现 在 行 业 协 会 推 动 政 府 为 产 业

发展提供一些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如保 护 私 有 产 权、构 建 有 效 的 公 共 行 政、修 建 公 共

基础设施等；后者主要表现为行 业 协 会 克 服 各 种 市 场 失 灵，如 稳 定 和 改 革 宏 观 经 济、水 平 协 调、
垂直协调、降低信息成本、制定行业 标 准 和 促 进 行 业 质 量 提 升 等［９］２６３－２７０。基 于 此，我 们 认 为，行

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主要表现在行业协会的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两大方面，所谓对内职能就是

行业协会为会员企业所发挥的内部职能；对外职能就是行业协会对协会和会员企业之外的机构

如政府、其他协会和企业等发挥的外部职能［１０］。结 合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含 义②，规 划 发 展、设 计 研

发、品牌创新、市场营销、对外交流合作和与政府部门 合 作 是 行 业 协 会 促 进 产 业 升 级 的 六 个 基 本

维度。落实到本文的语境，规划发 展 指 制 定“十 二 五”规 划 和 产 业 年 度 规 划 等；设 计 研 发 指 创 意

设计、共性科技平台、科技专委会服务；品牌创新指品 牌 申 报 服 务、质 量 标 准 的 检 验 或 审 定；市 场

营销指举办或参与展会、打造特色 平 台；对 外 交 流 合 作 指 与 上 下 级 协 会 交 流 合 作 和 与 国 内 外 企

业机构合作；与政府部门合作指 政 府 购 买 服 务、技 术 顾 问、政 策 建 议 采 纳 和 监 管 权 下 放。那 么，
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六个维度在实现程度 上 是 否 具 有 差 异 ？如 果 有，它 们 受 到 了 哪 些 因 素

的制约？

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协会的内部能力，另一个是协会的外

部条件，包括 外 部 资 源 的 可 获 得 性 和 所 受 的 外 部 压 力。就 协 会 的 内 部 能 力 而 言，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和

Ｓｔｒｅｅｃｋ用四个指标来衡量行业协会的组织发展程度，认为协会拓展自身职能促进产业升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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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本文作者２０１１年４月对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所属４０家全省性行 业 协 会 进 行 的《浙 江 省 全 省 性 行 业

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问卷调查统计。

一般而言，产业转型升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整个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第二，二产内部的结构调 整，实 际

上是一个不同行业结构的变化，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向新的产业转变，即产业间的升级；第

三，同一行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即产业内的转型升级。本文 所 指 的 产 业 升 级 是 第 三 种，即 对 产 品 价 值 链 进 行 升 级，在 原 有

制造环节基础上，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两端开展价值链的升级与延伸，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强弱与协会具 备 的 有 序 性、协 调 能 力 和 相 对 自 主 性 的 强 弱 具 有 很 大 的 相 关 性［８］１３－１５。Ｄｏｎｅｒ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从已有案例研究中归纳出有效助推产业发展的协会所具备的三个核心要素：较高的会

员覆盖率、有价值的选择性激励和有效的内部利益协调机制。此外，还有一些相关因素影响着组织

内部的绩效，如协会工作人员和办公条件等，专业的、高技能的工作人员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电

脑设备等能够有效提升协会工作效率［９］２７０－２７５。可见，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内部能力包括其组

织结构、协调性、有序性、有效性、自主性和民主性。就协会的外部条件而言，Ｄｏｎｅｒ和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认

为，行业协会的职能发挥需要特定的制度优势作为保障，这种制度优势不仅表现在良好的内部组织

方面，还表现在较强的外部约束和限制等方面。协会所开展的活动类型、范围和强度还受到外部因

素的制约，包括竞争性市场、国家强制规约和竞争性商会等［９］２７５－２７８。可见，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

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市场地位、政府制度和与其他外部机构的竞争或合作。基于上述文献，结合本

文语境，我们的初步假设是，行业协会自身实力、产业类型或产业地位、与政府等其他机构的关系是

形成行业协会不同作用的三大因素（见图１）。

图１　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研究框架

二、案例选择与描述

本研究以浙江省五家省级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在案例选择上，本文限于工业生产类行业协

会，因为就浙江省而言，工业生产类产业升级最具紧迫性。工业生产类产业可分为传统产业和新兴

产业两大类。本文选择了传统生产类产业领域的皮革行业协会、服装行业协会和自行车电动车行

业协会，以及新兴生产类产业领域的半导体行业协会和软件行业协会。为了保证案例的同质性，本
项研究在案例筛选前设置了三个控制变量：生成路径相似、业务主管单位相同和协会在产业升级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成路径方面，五家行业协会虽有细微差别，但均属自上而下产生，传统生产

类行业协会一般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发起筹建，如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是由省轻工厅、省二轻工

业（集团）公司、省乡镇企业局、省丝绸总公司、省中大集团公司和省服装工业公司共同发起筹建；新
兴生产类产业则由政府发起筹建，如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的成立得益于２０００年国务院出台的《鼓

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业内称“１８号文件”），协会主要工作就是承接与执行

政府职能的转移。在业务主管单位方面，五家行业协会都接受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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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在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方面，五家行业协会均获得了“２０１０年度经信领域省级先进行业协

会”①的荣誉称号，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从研究假设出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五个案例进行自身实力、产业类型或产业地位、促进

产业升级的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等方面的考察。

（一）案例１：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

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成立于１９９４年，下设制革、皮件、皮鞋、箱包及皮革科技与化工等五个专

业委员会。协会实行常务理事会领导下的专职理事长负责制，下设秘书处作为协会日常办事机构。
浙江省制鞋年产量居全 国 第 二 位，现 有 皮 革、毛 皮 及 其 制 品 业 规 模 以 上 企 业２　３７３家，从 业 人 员

４６．１９万人。２０１０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１　２８４．７１亿元，销售产值１　２５７．９３亿元②。
在对内职能方面，协会负责人在接受访谈时表示，除了履行规划发展等日常职能外，协会促进

产业升级对内职能的主要特色在于研发设计和推行行业品牌。协会每年举办童鞋设计大奖赛、裘

（革）皮服装设计创作大奖赛、箱包设计大赛和鞋靴设计大奖赛，以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设

计，获得产品设计与创意。协会还建立科技专委会，如与温州大学皮革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与会

员单位牧童鞋业有限公司签订科技帮扶协议，协助会员意尔康鞋业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年产皮鞋三

百万双技术改造项目”申报工作等，还帮助会员单位开展“制革工业绿色化学品的研究开发”，该项

目荣获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在行业品牌方面，协会指导会员企业做好行业品牌的申报与咨询

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如２０１０年协会对牧童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省质量奖进行调研指导，还指导意

尔康集团有限公司申报国家质量奖。
在对外职能方面，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与上下级协会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如中国皮革协会经

常举办全国性的展览会，省皮革行业协会积极配合做好展览会信息的传达共享工作；协会与各市县

地方协会对接，共同培育企业创建浙江省名牌和省著名商标等。协会还积极维护与国家环保部及

省、市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此外，协会每年组织会员单位考察国内外市场和同行业企业，并出席

国内外各种年会论坛以获得产业发展的最新资讯。如２０１０年协会组织相关企业负责人赴日本考

察，加强了同行产业间的信息互动。

（二）案例２：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

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成立于１９９３年，内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十名专职人

员开展协会日常工作。浙江省有自行车整车厂家５０多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２００余家，相关自

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零部件企业８００余家，电动自行车商家１　０００余家，自行车产量和出口量、电动

自行车产量占全国总量的２０％以上，分别居全国第二、三位③。
在对内职能方面，除了履行规划发展等基本职能外，协会着力于生产销售上牌咨询服务、国际

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的举办和骑行文化的推广。鉴于目前全国还没有电动车上牌登记要求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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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０年度经信领域省级先进行业协会”是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对所属经信领域１４６家行业 协 会 进 行 考 评 而 予 以

表彰的协会，共１６家，分别为：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

行业协会、浙江省棉纺织行业协会、浙江省石油和化学工业行业协会、浙江省船舶行业协会、浙江省节能协会、浙江省可再

生能源协会、浙江省市场营销协会、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浙江省冶

金有色行业协会、浙江省包装技术协会、浙江省水晶工艺制品协会。

资料来源：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提供的资料《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五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暨２０１１年浙江省皮革行业工

作会议资料汇编》（２０１１年３月）。

资料来源：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提供的资料《浙江自行车（２０１０年７－１２月合订本）》和《浙江省自行车行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讨论稿）》。



技术合格产品的统一鉴定要求和标准，协会通过搜集整理不同省市的上牌登记要求和安全技术标

准，提供企业参考，指导各生产企业按照相关要求和标准进行生产。举办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

是协会的一项重要特色，如２０１０年举办了以低碳生活为主题的第３１届中国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

览会，组织了一大批著名自行车、电动车及零部件企业参展，有力地推动了行业的转型与创新。此

外，协会还倡导骑行文化，助推产业升级，因为骑行路线长、范围广、难度大，对自行车零部件质量是

一种考验，有利于拓展自行车市场，提升产品质量。
在对外职能方面，协会与天津、上海等省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及国家自行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全国自行车信息中心等全国性行业组织开展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协会与政府部门对话，积极影响

政府决策，如２００９年协会对杭州市拟出台《杭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中的“整车质量（重量）不

大于４０ｋｇ”提出异议，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强烈要求暂缓执行“电摩标准”；２０１０年，在省人大

公听会上，协会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加快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的修订”。此外，协会每年组织会员单

位考察国内外市场和企业，如２００９年协会组织会员企业赴我国台湾地区考察并参观台北自行车展

览会、台湾捷安特等名企，进一步了解自行车行业在技术创新与新产品研发等方面的成果。

（三）案例３：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

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成立于１９９３年，内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由专职秘书长和

专职副秘书长负责协会日常工作。浙江省现有服装及服饰生产企业３０　０００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２　０４８家，各种服装生产能力达４５亿件，产量从１９９５年起一直位居全国第二位①。
在对内职能方面，除了履行规划发展等基本职能外，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重点定位于搭建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和举办交易博览会：协会牵头并联合浙江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和汉帛（中国）有限

公司向国家商务部和财政部呈报了建设“浙江省服装行业公共技术平台”项目的立项申请，２００７年

完成平台项目建设任务和验收，为浙江省服装行业提供信息服务、推广普及ＣＡＤ和出口产品的质

量检测等公共技术服务创造了良好条件。协会每年在杭州举办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同时还

组织配合童装企业拓展新的市场领域，如２００７年协会协同童装分会组织了７家优秀童装企业，以

童装展团形式亮相北京服博会。
在对外职能方面，协会除了加强与上下级协会交流之外，还与中西部地区的行业协会开展合

作，如与湖北、湖南和安徽的服装行业协会合作调查拥有３００台缝纫机以上的服装企业生产的主导

产品、就业人员结构、年均工资和企业信誉等企业信息，并及时将信息传递给会员企业，有效减少了

会员企业产能转移的盲目性。在与政府关系方面，协会主要是履行政府延伸性职能，代表行业呼吁

政府制定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的政策法规。协会还接待青岛、湖南、台湾等省市的纺拓

会及台湾制衣工会、韩国时装协会等国内外机构的行业考察、访问和招商，同时也组团赴山东和江

苏等地进行业内对口交流。

（四）案例４：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

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成立于２００１年，是全国仅有的７家省级半导体行业协会之一。协会内

设秘书处主持日常工作，但面临着专职人员少、经费不足等困难。浙江省集成电路及其紧密性产业

链上下游行业共有各类规模以上企业２００余家，职工总数１１　５７０余人，２０１０年实现销售收入１８４
亿元。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在全国排名第四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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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网站协会简介，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ｆｕｉｎ．ｃｏｍ／ａｂｏｕｔｕｓ．ａｓｐ，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２日。

资料来源：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提供的资料《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简介》。



在对内职能方面，除了履行规划发展和信息服务等基本职能外，协会还开展融资服务，打造市

场平台，以更好地促进软件企业的转型升级。通过访谈协会负责人，我们发现，协会针对当前半导

体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创业型半导体企业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缺乏、融资难题，利用多种渠道为

企业与银行、投资公司牵线搭桥，如为会员企业向浦发银行申请获得高额度贷款提供担保；在打造

市场平台方面，协会与新加坡资讯通信中心杭州代表处建立合作联盟，在ＩＴ产业、半导体产业与

新加坡相关产业之间架起合作桥梁。

在对外职能方面，除了与上下级协会之间构建良好关系外，协会还通过承接课题委托、获得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等方式，与政府部门展开亲密合作。２０１０年，协会共承接了各级政府部门课题１１
项，如《浙江省加快ＲＦＩ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策研究》、《温州市信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浙江省新一代通信与网络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等。此外，协会还向政府建言献策，会同上海、江苏

等半导体协会连续三年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家有关部委提交《要求继续执行国务院［２０００］１８
号文件优惠条款的紧急报告》等。２０１０年，协会会同国家半导体行业协会和部分省市半导体行业

协会向李克强副总理呈递了关于加大扶持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的建议。在对外交流方面，协会组团

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展览暨高峰论坛（ＩＣ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和“十年中国芯评选活动”等。

（五）案例５：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成立于２０００年，内设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其中两名副

秘书长分别主管登记服务和会员服务，办公室主任负责培训、宣传、统计和财务等工作，协会现有专

职人员九名。与上述四个行业协会不同的是，软件行业协会的会长和秘书长均由政府委派，而非会

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①。２０１０年浙江省软件产业业务收入７０１．４亿元，居全国第七位。２０１０年底

全省已认定软件企业１　５０９家，在海内外上市的软件企业共３４家，居全国第三位②。

在对内职能方面，协会制订了软件和信息产业的“十五”、“十一五”规划。由于信息产业地位的

重要性，该产业的“十二五”规划直接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制订。协会主要在科研设计、品牌标

准、行业培训和建立专委会等方面促进产业升级。

协会于２００８年参与了“钱塘平台软件产业联盟”的组建工作，本联盟由浙江大学、杭州国家软

件产业基地有限公司、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１３家单位共同发起，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

目标，使用自主研发的平台软件进行应用软件的研发，进一步提升浙江软件产业的竞争力。与此同

时，协会为企业提供专业的专利申请代理咨询，ＣＭＭＩ认证，ＩＳＯ９０００、ＩＳＯ１４０００、ＩＳＯ１８０００等系列

认证，以及ＩＳＯ／ＩＥＣ２７００１（ＢＳ７７９９）认证、投融资、知识产权侵权、项目申报、企业信息交流等咨询

服务工作。基于信息产业的特征，协会还多次组织技术和信息培训班，如２００８年与中信保国际集

团合作举办了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国际软件研究院著名软件工程专家授课的ＣＭＭＩ　ＡＴＭ 成员课

程培训班。此外，协会还成立了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为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提供环境与制度保障。

在对外职能方面，协会与上下级协会建立了良好关系，发起了六省三市的长三角软件行业协会

联席会议。在与政府合作方面，协会除为政府决策提供基础数据外，还执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直

接下放的“双软认定”工作，每月做好认定登记统计，这些职能的履行也为协会提供了主要收入来

源。从２００２年起，协会协助国家版权局和省知识产权局做好知识产权和著作权的申报、认定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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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第一届会长由原浙江省信息产业厅厅长退休后担任，第一届秘书长由原浙江省信息产业厅信息化管

理处处长担任。第二届会长是浙江工业大学软件学院院 长，第 二 届 秘 书 长 是 浙 江 省 信 息 化 推 进 中 心 主 任，第 二 届 会 长 和

秘书长的上任时间为２００８年４月。

资料来源：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提供的资料《浙江省软件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０年度）》。



查工作。协会还联合其他省级软件协会向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务院提出延续“１８号文件”政

策等建议。在对外交流方面，协会多次组织会员企业与国内外企业及协会交流，如组织企业参加在

大连世博广场举 行 的“２００８中 日 信 息 服 务 外 包 对 接 交 流 会”和“浙 江 省·静 冈 县ＩＴ产 业 交 流

会”等。

三、案例分析与研究结果

上述五个案例可以按照规划发展、设计研发、品牌创新、市场营销、对外交流，以及与政府部门

合作等维度进行概括。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机制机理分析，我们将产业

类型、产业市场地位、内部机构与人员设置状况等三个维度一并纳入表中（见表１）。
可以看到，上述五个案例在六个基本维度上体现出如下特点：其一，并不是所有协会都涵盖上

述六个维度；其二，即便在同一维度上，不同协会的作用也有差异。我们按照产业类型、协会自身实

力、规划发展、设计研发、品牌创新、市场营销、对外交流合作、与政府部门合作等维度对上述五个案

例进行类型学研究。将产业类型分为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其中皮革、自行车电动车和服装属于传

统产业，半导体和软件属于新兴产业。依据协会专职人员与内部机构配置等资料，将协会自身实力

分为强、较强、一般、较弱和弱等五个等级，其中皮革行业协会是常务理事会领导下的专职理事长负

责制，下设秘书处有六名专职人员以及制革、皮件、皮鞋、箱包、皮革科技与化工五个专业委员会，在
温州、海宁两地具有信息网络，经费充足，负责人明确，机构完善，记为“强”；软件行业协会由专职的

两名副秘书长负责登记和会员服务，同时下设办公室主任分管培训、宣传、统计和财务，经费充裕，
协会负责人由政府退休人员挂职，内部机构完善，记为“较强”；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由常务理事

会领导下的专职理事长负责，下设秘书处，共有十名专职人员作为协会日常办事机构，在秘书长带

领下处理日常工作，协会经费较充裕，记为“一般”；服装行业协会由专职秘书长负责，由秘书长和副

秘书长带领处理日常协会工作，协会自身经费一般，活动时更多的是来自企业的资助，专职人数不

多，记为“较弱”；半导体行业协会是专职秘书长带领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工作人员数量少，事情

多，经费紧张，记为“弱”。
在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方面，为了更好地评估各个协会的作用“有无”与“大小”，我们分别采

用了２分量表（用“１”表示“有”，“０”表示“无”）和５分量表（从“５”到“１”分别表示作用由大到小的排

序）。其中规划发展除了软件行业协会未能制订“十二五”规划（但有中长期规划）外，其他协会均有

制订年度计划和“十二五”规划的职能，因此全部记为“１”。
在设计研发维度上，皮革行业协会具有创意设计大赛和协会科技专委会两项常规性主导职能，

记为“５”；软件行业协会具有参与搭建基础软件研发和应用平台及组织申报创新软件产品和企业等

主导性、辅助性职能各一项，记为“４”；服装行业协会提供了一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主导性职能，
记为“３”；半导体行业协会发挥了推荐申报国家及省市政府设立的高技术项目、传递设计研发信息

等辅助性职能，记为“２”；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更多地只是发挥了协会内部刊物中传递设计研发

信息的职能，记为“１”。
在品牌创新维度上，皮革行业协会和服装行业协会发挥了品牌申报指导、配合政府开展品牌审

核推荐工作、品牌创建经验分享等多项职能，但皮革行业协会还办有定期内部刊物并组织品牌创建

经验分享交流会，因此将皮革行业协会记为“５”，服装行业协会记为“４”；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承

担了为会员企业提供生产销售上牌咨询指导服务的职能，记为“３”；软件行业协会为企业品牌专利

做好申请代理咨询服务，记为“２”；半导体行业协会在品牌创新服务上只有零星的服务，未能形成一

定的机制，记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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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营销维度上，服装行业协会具有举办省级层面的国际展览会、在线发布国内外展会信息

等常规性职能，尤其是每年组织国内外参展成为服装行业协会常规性活动，记为“５”；自行车电动车

行业协会也具有举办省级层面的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在线发布国内外展会信息等常规性职

能，但是组织国内参展等活动未能形成常规性机制，记为“４”；半导体行业协会一方面通过协会内刊

的形式为企业传递市场信息，另一方面作为中介者形成市场平台，为企业和国内外需求方牵线搭

桥，记为“３”；皮革行业协会并不举办展会，而是统一组织参加上下级协会举办的大型展会，并通过

协会网站和内部刊物给会员企业提供国内外各省市的展会信息，记为“２”；软件行业协会只通过网

站为会员企业传递分享市场信息，记为“１”。
在对外交流维度上，五个协会均组织国内外市场与企业考察活动，还与各个层级的行业协会建

立良好联系，区分度不大，均记为“１”。
在与政府部门合作维度上，由于五个协会生成路径基本相似，因此都需要承担政府的延伸性职

能，但是关系的密切程度有所差别。软件行业协会和半导体行业协会除了接受国家和省级政府部

门的工作职能委托之外，还为行业向政府建言献策、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等多重职能，软件行业协会

甚至还掌握了政府授权的“双 软 认 定”权 力，因 此 将 软 件 行 业 协 会 记 为“５”，半 导 体 行 业 协 会 记 为

“４”；皮革行业协会承担了接受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家、省级、市级和镇级等）的委托咨询事项、倡

导产业节能减排等职能，因此记为“３”；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主要是接受省市两级政府的委托，同
时倡导产业标准制订与修改，记为“２”；服装行业协会更多的是接受省级政府的委托工作，呼吁产业

转移和质量强化政策等，因此记为“１”。
通过计分比较可以发现（表２），皮革行业协会的对内职能总分“１３”，为最高值，对外职能总分

“４”，为中间值，可以判定皮革行业协会是内强外中型，用“内外平衡型Ⅰ”来表示；自行车电动车行

业协会的对内职能总分“９”，为较高值，对外职能总分“３”，为较低值，可以判定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

会是内外一般型，用“内外平衡型Ⅱ”来表示；服装行业协会的对内职能总分也是“１３”，为最高值，对
外职能总分“２”，为最低值，可以判定服装行业协会是对内职能强、对外职能弱，用“内强外弱型”来

表示；半导体行业协会的对内职能总分“７”，为最低值，对外职能“５”，为较高值，可以判定半导体行

业协会是对内职能弱、对 外 职 能 较 强，用“外 强 内 弱 型Ⅰ”来 表 示；软 件 行 业 协 会 的 对 内 职 能 总 分

“８”，为较低值，对外职能的总分“６”，为最高值，可以判定软件行业协会是对内职能较弱、对外职能

强，用“外强内弱型Ⅱ”来表示。

表２　浙江省五个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的初步类型

行业协

会名称

产业

类型

协会自

身实力

规划

发展

设计

研发

品牌

创新

市场

营销

对外

交流

与政府

间关系

对内职

能总分

对外职

能总分
类型

皮革行

业协会

传统

产业
强 １　 ５　 ５　 ２　 １　 ３　 １３　 ４

内外平

衡型Ⅰ

自行车

电动车

行业协会

传统

产业
一般 １　 １　 ３　 ４　 １　 ２　 ９　 ３

内外平

衡型Ⅱ

服装行

业协会

传统

产业
较弱 １　 ３　 ４　 ５　 １　 １　 １３　 ２

内强外

弱型

半导体行

业协会

新兴

产业
弱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７　 ５

外强内

弱型Ⅰ

软件行

业协会

新兴

产业
较强 １　 ４　 ２　 １　 １　 ５　 ８　 ６

外强内

弱型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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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作用的初步类型：内外平衡型Ⅰ、内外平衡型Ⅱ、内
强外弱型、外强内弱型Ⅰ、外强内弱型Ⅱ。需要指出的是，表格中所给的分值并不是衡量协会在产

业升级中真实作用发挥能力的强弱，而是仅就五家协会内部比较意义而言。事实上，这五家协会均

是浙江省经信委评比的“先进行业协会”，在实际的产业升级中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存在着五种类型，其中，内外平衡型Ⅰ指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

的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处于均衡状态，且都比较强；内外平衡型Ⅱ指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对内

职能和对外职能处于均衡状态，但两者均一般；内强外弱型指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对内职能较

强，而对外职能弱；外强内弱型Ⅰ指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对内职能很弱，而对外职能较强；外强

内弱型Ⅱ则指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对内职能较弱，但对外职能很强。
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类型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行业协会具有

不同的类型学特征，新兴产业的行业协会主要表现为很强的对外职能，其对内职能较弱，相反，传统

产业的对内职能相对较强，而对外职能不一；其二，传统产业内部的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的作用中

也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学，传统产业的行业协会在对内职能一般或较强的相似性上，对外职能的差异

性较大。
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行业协会具有不同的类型学特征，其原因或许可以用产业类型和政府

等其他机构支持两个维度加以解释：新兴产业由于其产业发展尚处于起始阶段，产业内企业尚不具

备足够的实力支撑或促进协会发展。受到活动经费与协会人员的限制，此时的协会在产业升级中

对内职能的提供上更多的是零碎的、不稳定的，未能形成常规机制，显得比较薄弱。另一方面，鉴于

国家和政府对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协会尽管能够获得比传统产业行业协会更多扶持、资助与权

力下放，但协会这种资助和特权的获得必须以替政府履行更多的延伸性职能为代价，这在一定程度

上使协会更多地担任着“二政府”角色［１１］５８，从而减少了对会员企业的服务，消耗了协会对内职能的

时间、人力等资源。所以，新兴产业的行业协会总体上表现出外强内弱的特征。而新兴产业内部的

行业协会在内弱外强的大类型下也有细微的不一致，这与政府对该产业的关注度和放权力度大小

有关，如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更多的是获得浙江省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是通过各级

政府购买协会服务项目加以实现的。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主要获得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及省政

府的支持，这种支持是通过 政 府 直 接 授 权 给 协 会 办 理“双 软 认 定”和“软 件 著 作 权 认 定”等 方 式 实

现的。
与之不同的是，传统产业的行 业 协 会 经 过 对 产 业 的 长 期 服 务 发 展 之 后，逐 步 形 成 了 一 定 的

对内服务机制，资本雄厚的传统企 业 也 为 协 会 保 证 了 充 足 的 经 费 来 源 和 工 作 人 员，这 就 使 传 统

产业的行业协会对内职能显得 较 强。而 传 统 产 业 内 部 不 同 行 业 协 会 促 进 产 业 升 级 的 不 同 作 用

类型则可以用协会 自 身 实 力、产 业 竞 争 压 力 和 政 府 等 外 部 机 构 规 约 三 大 维 度 加 以 解 释：根 据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和Ｓｔｒｅｅｃｋ的观点，任何一个协会的组织行为均是 出 于 生 存 性 发 展 的 结 果，是 会 员 逻 辑

与影响逻辑互动的结果［８］１９。在会员 逻 辑 视 角 下，一 个 产 业 的 发 展 实 力 决 定 了 该 行 业 协 会 的 发

展，而该产业的发展受到了来自竞争性市场和产业 转 型 升 级 压 力 的 挑 战；在 影 响 逻 辑 视 角 下，省

经信委主管下的行业协会，其权利 和 活 动 均 受 到 政 府 的 制 约，协 会 的 部 分 权 利 资 源 需 要 协 会 在

与政府的互动中获取。根据上述观点，与新兴产业 的 行 业 协 会 主 要 依 赖 于 政 府 等 外 部 资 源 得 以

生存发展不同，传统产业的行业协 会 既 可 以 从 会 员 企 业 中 获 取 资 源 维 持 生 存，同 时 也 可 以 从 外

部力量，如从政府和其他协会的互动中汲取资源 维 持 发 展。但 传 统 产 业 的 竞 争 性 市 场 和 产 业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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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压力之大往往使协会必须以对内职能作为其生存发展的核心，而传统产业的不同行业协

会之所以会在对外职能上产生不 同 作 用 类 型，其 原 因 在 于 协 会 的 自 身 实 力：因 为 会 员 逻 辑 和 影

响逻辑并不总是互动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协 会 希 望 尽 可 能 争 取 外 部 资 源，但 是 对 外 部 机

构施加影响则需要战略调整，协会可能需要有所让 步，消 耗 有 限 的 协 会 资 源，这 就 需 要 协 会 进 行

权衡。于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同的协会根据其 资 源 汲 取 能 力 和 不 同 的 权 衡 展 现 出 了 不 同 的

对外职能类型。
此外，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行业协会在促进产 业 升 级 过 程 中 的 不 同 类 型 学 特 征 与 各 级 政

府的动力机制有关。新兴产业行业协会的作用发 挥 更 多 以 中 央 政 府 的 强 力 支 持 为 后 盾，如 国 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国大力推动新兴产业的发 展 与 升 级。然 而，新 兴 产 业 占 省 级 政 府 财 税 收 入

或ＧＤＰ比重很小，省级政府与市县级政府即使投入 很 高 也 未 必 能 立 即 获 得 相 应 收 益，因 此 缺 乏

足够的动力去重点支持发展新兴产业行业协会。在 现 实 中，省 级 政 府 和 市 县 级 政 府 较 多 只 是 遵

照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做好执行工作，并与协会联 系 合 作；相 反，传 统 产 业 占 省 级 政 府 财 税 收 入

或ＧＤＰ的大部分比重，省级政府 与 市 县 级 政 府 有 足 够 动 力 去 推 进 传 统 产 业 行 业 协 会 在 产 业 升

级中的作用①。而且，由于传统产业本身具有坚实的产业资本与发 展 基 础，省 级 政 府 与 市 县 级 政

府推进产业升级并不 需 要 投 入 太 多，对 于 传 统 产 业 行 业 协 会 并 不 需 要 让 渡 权 力 而 多 采 取 政 策

支持。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行业协会所在产业类型和（或）产业地

位决定了行业协会所能获取的内部资源的多少，政府等其他机构则决定了协会所能汲取的外部资

源的多少。协会通过内部机构与人员的优化配置，提高对内和对外资源的汲取能力，以提升协会在

产业升级中的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反之，协会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的实现也受到内部资源和外部

资源可获得性的影响。而协会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的履行构建了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机

制（见图２），因此，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不同作用类型正是上述作用机制的结果：不同协会基

于自身能力及产业类型和（或）地位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资源汲取能力和重点，体现在对内职能和

对外职能上也就导致了不同的作用类型。

图２　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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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浙江省传统产业经济呈现出块状经济的特点，很多传统产 业 的 主 导 产 业 都 在 一 些 市 县 获 得 较 大 发 展，如 海 宁 是 中 国 著 名

的皮革、皮草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皮革业是海宁的支柱产业；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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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托马斯·里德是思想史上一位十分 重 要 的 人 物，是 苏 格 兰 常 识 学 派 的 创 始 人。在 本

书中，里德对因果概念进行了分析。在涉及因果 关 系 的 问 题 时，里 德 认 为 人 类 语 言 以 及 通 过 这 种 语

言表述的基本可以信赖的常识立场，需要哲学思辨的拷问。他不同意休谟 认 为 我 们 不 能 有 关 于 真 实

因果的概念。本书还对自由和道德问题进行 了 讨 论。里 德 对 因 果 和 行 为 能 力 的 解 说 建 立 在 他 对 世

界和人的道德属性的信仰前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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