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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行业协会自组织机制的案例研究

———中西监督机制的差异

罗家德　侯贵松　谢朝霞　方震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通过对Ｓ镇行业协会个案的分析，并对比既有研究中协会的运作过程，将拓展个案
法和二手数据分析法相结合，辅以中西自组织差异的比较，集中探讨了地方企业集群中的行业
协会是如何利用社会资本建立监督机制，以制约成员“搭便车”的动机并促进合作的，验证了能
动的社会网、第三方信任和社会网结构内的封闭性在自组织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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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了大量的乡镇 小

企业集群，尤 以 江 浙 一 带 最 为 发 达。这 些 小 企

业集群凭借成本优势在国内外市场中迅速占据

了一席之地，但很快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随着

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之间开始相互压价、挖人

和抄袭产品，陷 入 恶 性 竞 争 的 循 环。价 格 战 不

仅造成了全行业利 润 率 的 下 降，还 给 外 界 购 买

者带来了产品“价廉质次”的 印 象，严 重 影 响 了

企业进一步 的 升 级 和 发 展。在 这 种 情 况 下，企

业之间能否自发组 织 起 来，成 立 行 业 协 会 协 调

竞争行为，停止恶性竞争，并通过合作来实现区

域产业在品牌、技术上的升级，成为影响一个地

区中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内由行业组成的协会分成３类：一 是 官

办的，由政府 发 起，主 要 由 政 府 提 供 经 费，且 执

行着政府赋予的职能。如全国工商联即为此类

协会，并有《中国工商业联 合 会 章 程》保 障 它 作

为各级商会 总 会 的 地 位。二 是 半 官 半 民 的，由

政府发起成立，承担部分政府职能，经费以自筹

为主，有一定 的 自 治 权 力。如 大 多 数 的 某 一 行

业分支协会或地方性行业协会多属于此类。三

是本文研究的协会，基于一群企业自身的需求，

自发 地 组 织 起 来，以 服 务 会 员 为 目 的，经 费 自

筹，自愿入会，自选领导，自聘职员。上述的“一

镇一产业”带动的行业协会即属于此类。然而，

自组织起来的 行业 协 会 常 常 因 各 种 原 因 失 败，

使地方产业集 群又 陷 于 竞 争 失 序，导 致 产 业 衰

败。如何 才 能 使 得 自 组 织 的 行 业 协 会 成 功 运

作？这是一个在管理学界还很少研究的议题。

如何促成人们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合作一直

是一项重要 的 议 题，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就 吸 引 了

许多学者 的 注 意。ＨＡＲＤＩＮ［１］提 出 了“公 地 悲

剧”问题，指出共有资源会因私人的自利行为而

过度使用，造成资源耗竭。博弈论中的“囚徒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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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 理 论 也 对 此 问 题 进

行了分析，它们都导向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在大

规模组织中，由于“搭便车”动 机 的 普 遍 存 在 和

有效监督的匮乏，即 使 在 合 作 能 够 增 加 所 有 人

利益的情况下，自发 的 合 作 依 旧 很 难 在 理 性 行

动者间实现。简 而 言 之，个 人 的 理 性 策 略 导 致

了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对此，ＯＬＳＯＮ［２］提出了

最早的个体－集体连结模型，他认为要在集体层

次上设定治理机制 来 修 正 激 励 措 施，才 能 使 个

人层次的行为发生变化。当搭便车者需要付出

高昂的成本，且成本大于收益时，理性的个人就

不会选择搭便车，同 时 个 人 层 次 的 行 为 又 会 引

发集体层次 的 后 果，改 善 集 体 福 祉。这 是 理 性

选择行为思维提出的解决方案。

这种行业协会实际上是一种自组织。“自组

织”的概念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

系统理论，指的是建立在自发性、自由性和自愿

性基础上的私人社团组织［３］。与政府的强制性

组织相比，自组织不需要外部力量介入，能够通

过自主协商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和实现合作。

自组织是异于市场与层级之外的第３种治

理模式，在 管 理 学 内 被 称 为 网 络［４］，曾 被 认 为

是层级与市 场 治 理 的 中 间 模 式 或 混 合 模 式［５］，

但它既不是如层级 治 理 建 基 在 权 力 关 系 上，也

不是如市场治理建 基 在 信 任 关 系 上，而 是 建 基

在因情感、认 同、共 同 事 业、共 同 兴 趣 而 有 的 信

任关系上［６］，所以ＰＯＷＥＬＬ［７］指出它 是 异 于 市

场与层级的第３种治理模式。因为它的主要沟

通手段既不是市场 的 价 格 信 号，也 不 是 层 级 的

流程命令，而是基于信任的协商；它的秩序既不

是来自于市场的交 易 契 约，也 不 是 建 基 在 层 级

的雇佣关系上，而是 基 于 相 互 依 赖 又 相 互 信 任

的互惠上。由 于 市 场 上 依 靠 讨 价 还 价 的 博 弈，

层级依靠权威的调 解，而 自 组 织 内 依 靠 着 互 惠

规范及声誉机制［７］，所以，市场建立在私有产权

及自由交易的权力上，是一种交易逻辑，层级拥

有着自上而下的权力，以权力的逻辑运行，而自

组织则是建立在自 下 而 上 的 权 力 上，依 靠 关 系

的逻辑运作［８］。

但是，这样一群有关系的人如何能形成 长

期的 集 体 行 动，而 且 持 久 合 作 呢？ＯＳＴＲＯＭ
等［９，１０］在分析共享性资源时指出，当公有产权排

他使用时，自 治 理 是 理 想 的 治 理 模 式。自 治 理

就是一群共享公共 资 源 的 人 自 订 宪 法 规 则、选

择规则与操作规则，并 自 我 监 督 和 惩 处 违 反 规

则。在治理机制的选择中［１１］，私 有 产 权 排 他 使

用的物品往往采用 市 场 治 理 模 式，公 共 产 权 非

排他使用的物品则由政府提供，让大家都“搭便

车”［１０］，但公共产权排他使用的物品如果由政府

提供的话，会导致政府使用所有纳税人的钱“图

利”少数使用 者，同 时，由 于 信 息 不 对 称 与 机 会

主义行为［１１］，个人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加上环境

的不确定性［１２］，由上而下的政府监管很容易被规

避，所以更好的治理模式是少数使用者自组织起

来，自己提供共享性资源，自定规章，自我治理。

但是，一群人又如何可能合作起来创造并自

治理共 享 性 资 源 呢？ＡＸＥＬＲＯＤ［１３］从 博 弈 的 连

续性出发，对多次连续博弈进行分析，从演化的

视角解释了合作的发生。只要博弈的次数足够

多，每个行动者都可以从持续的合作中获得比背

叛更多的好处。但是，在对行动者合作意愿的探

讨中，演化理论将行动者视为理性经济人，忽视

了社会背景及行动者之间真实的互动过程。

正如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６］所 说，经 济 学 的

分析往往陷入“低度社会 化”，将 行 动 者 当 成 完

全理性而自利的原 子 化 个 体，忽 略 了 镶 嵌 于 经

济行动中的社会关系环境。而传统社会学的分

析又常常“过度社会化”，总 是 以 集 体 的 变 量 去

解释集体的结果［１４］，忽视了行动者之间 真 实 而

丰富的互动 过 程。经 济 社 会 学 的 贡 献 之 一，就

是将对经济行动的分析带回了具体的社会结构

之中。其中，网络理论的视角，通过强调行动者

之间不断变化的社 会 关 系，为 理 解 自 组 织 中 合

作的实现与维系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创见。本文

试图将２种视角 相 结 合，一 方 面 将 行 动 者 视 为

现实中有限理性的 个 体，其 行 为 会 受 到 过 往 历

史、信任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将行动者视为

嵌入在社会关系网 络 中 的 个 体，关 注 社 会 网 络

和社会资本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２　行业协会的监督机制

２．１　自治理理论

呼应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对“低度社会化解

释”提出的批评，ＯＳＴＲＯＭ［９］指出，长期的合作

行为固然依赖 于规 则 的 制 定 与 监 督，持 续 而 频

繁的博弈也会 让人 愿 意 遵 守 规 则 以 保 持 合 作。

很多博弈实验加入了不同的条件，比如，让博弈

各方相互沟通，试着建立共同的规范，往往也可

以促成合作行为［１５］。如果博弈各方来自相对封

闭的团体，亦有助于合作 行 为 的 持 续［１６］。在 重

复的赛局中，如果 有 鼓 励 互 惠 与 合 作 的 规 范 存

在，非匿名状况下博弈各方会在乎个人的声誉，

提升合作水平［１７］。但问题是，面对信息、行为以

及环境的不确定性时［１２］，如何相信博弈 对 方 是

·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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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尤其 当 游 戏 规 则 是 自 我 制 订 的，监 督

机制是 一 群 人 内 部 自 我 执 行 之 时。对 此，ＯＳ－
ＴＲＯＭ［１８］提 出 了 影 响 合 作 行 为 的３个 重 要 因

素：信任、声誉 机 制 和 互 惠 性，构 造 了 二 代 的 理

性选择模型［２２］。她的解释是人们能够意识到互

惠带来的益处，并 通 过 一 系 列 的 标 准（如 声 誉、

信任机制）来辨别和避开搭便车者；她进一步指

出，在一系列的博弈实验中显示，当一群人不是

匿名时，还可以商议建立规范，更容易建构起声

誉、互惠、监督 等 机 制，这 些 正 是 社 会 资 本 理 论

能够解释的部分［１９］。

２．２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是当前使用很广的一个概念，但

对于这个概念的含义学界并未统一。研究者对

社会资本的定义 主 要 归 纳 为２个 层 面：①个 体

社会资本，包括个人 所 拥 有 的 社 会 关 系 及 其 在

网络中的结构位置 能 够 带 来 的 资 源；②集 体 社

会资本，是指一个宏 观 群 体 内 部 的 能 够 促 进 内

部集体 合 作 的 社 会 连 接、信 任 和 结 构 方 式［２０］。

本文所说的社会资 本 主 要 是 集 体 层 面 的 概 念。

社会 资 本 有３个 维 度，分 别 是 关 系、结 构 及 认

知［２１］。对集体社会资本而言，关 系 维 度 指 的 是

群体内关系的性质、来源和强度，决定了人际间

信任的强弱，从而影 响 群 体 内 个 人 两 两 间 的 合

作意愿。结构维度是指这一群体社会网结构的

特质，如 封 闭 性［１４］、权 力 集 中 度、社 会 网 的 密

度［２２］、内部派系的分裂等，这些影响的是整个群

体的相互信任。认知维度是指这群人是否有着

共同的记忆，相互认同和共享相同的规范［２１］。

集体社会资本中关系性社会资本在监督机

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合作过程中总有因为

违反规范产生的冲突，这就需要第３方仲裁，但
在自组织的合作行为中仲裁者往往不是权力机

构，而是接受 仲 裁 双 方 都 信 任 的 第３方。信 任

是 一 个 常 见 却 含 混 的 概 念，基 于 ＧＡＭＢＥＴ－
ＴＡ［２３］的意见，信任 应 包 括 以 下２个 属 性：①信

任是一种对互动对 象 可 信 赖 性 的 预 期；②信 任

建基于 可 选 择 合 作 伙 伴 之 时。一 件 有 风 险 的

事，我选择甲而非乙来做，说 明 我 较 信 任 甲［２４］。

信任又可以分为２种类型：①一般信任，没有特

殊的对象，源于制度、群体间的认同以及一般的

社会规范等；②特殊信任，只存在于特殊对象之

间，依赖于互动双方间 的 关 系［２５］。第３方 的 信

任关系其实包含 了２个 机 制：一 是 关 系 圈 子 的

重叠，可能争执的双方只是认识，熟人圈子并不

重叠，所以甲欺诈了乙后，乙无能力利用社会关

系网对甲进行惩处。但如果由双方都信任的熟

人丙来“评评理”时，由 于 甲 和 丙 同 在 一 个 熟 人

圈子内，丙 可 以 在 这 个 圈 子 中 破 坏 甲 的 声 誉。

同样，丙作为仲裁者如果不公，乙的权益未得保

障，乙也可以在圈子内破 坏 丙 的 声 誉［２４］。二 是

信任的可递 移 性，也 就 是 甲 信 任 丙，丙 信 任 乙，

甲也会因此 较 信 任 乙，反 之 亦 然。在 甲 与 乙 发

生纠纷时，如果丙作为中间人出面仲裁，基于信

任的可递移性，甲乙都会比较信任对方，相信对

方愿意保持善意［２４］。

结构性社会资本对监督机制的影响也十分

显著。在一个 相 对 封 闭 的 群 体 中，如 果 有 着 强

大的规范就可 以形 成 十 分 严 密 的 相 互 监 督，这

时群内人的行 为都 是 高 度 可 预 期 的，有 助 于 落

实合作规范，使 人 不 敢 背 叛。不 过 这 并 不 是 一

般意思上的信任，而称作保证，这样的关系是一

种保证关系［２６］。保证关系并不符合信任的第２
个属性，因为封 闭 小 团 体 剥 夺 了 合 作 对 象 自 由

选择的机会，但它 对 相 互 监 督 下 产 生 的 合 作 行

为却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２．３　社会资本的监督机制

这些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也早为研究合作

行为的经济学者所 注 意，并 以 实 际 案 例 说 明 了

其在监督机制中的 作 用，同 时 也 有 许 多 经 验 研

究证明了高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之间存在着显

著的正相关，如美国学者对环保协会的研究［２７］。

日本学者青木昌 彦［２８］的 分 析，揭 示 了 社 会

资本发挥作用的２个机制。青木对这一问题的

探讨源于其对 制度 的 起 源 和 变 迁 过 程 的 研 究。

他认为，制度是人们“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

共有信念”，是在博弈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正式

规则和非正 式 规 则。因 此，制 度 的 起 源 和 变 迁

会受到其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他将博弈参

与者及其可能的行动集合 称 为“域”，详 细 讨 论

了６个重要的域对博弈的影响。这６个域包括

共有资源域、交易域、组织域、组织场、社会交换

域和政治域。这里的共有资源域类似于 ＨＡＲ－
ＤＩＮ的“公地悲剧”模型，社会交换域指的是人们

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在其中产生

与交换了尊重、社会认可、归属感等一系列社会

资本。青木［２８］指出，当仅考虑共有资源域时，合

作难以达成，但 当 该 领 域“嵌 入”到 社 会 交 换 域

中，“合作性规范就可能出现”。他通过对实际案

例的分析，详细解释了社会资本在促进合作中的

２种监督机制：负筛选激励及社会地位补偿。
“负 筛 选 激 励”由 ＫＬＥＩＮ［２９］ 最 早 提 出。

ＫＬＥＩＮ认为，集体中不合作的行为会引起人们

的注意和谴责，人 们 会 出 于 社 会 责 任 感 的 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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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采取合作 行 为。这 种 责 任 感 就 来 自“负

筛选激励”，并且这一激励在封闭和均一的集体

中表现得 更 为 明 显。ＫＬＥＩＮ的 发 现 源 于 他 对

美国早期修建公路的研究。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

初，新修公路附近的 农 场 主 和 企 业 家 会 积 极 认

购股票作为支付路 费 的 方 式，尽 管 当 时 这 些 股

票被认为无利可图。ＫＬＥＩＮ解释，这是由于他

们在“负筛选激励”的影 响 下，出 于 对 他 人 意 见

的压力，不得 不 承 担 收 益 人 的 社 会 责 任。青 木

在对德川时期日本村庄灌溉系统的研究中也发

现了类似的 机 制。灌 溉 系 统 需 要 村 民 维 护，然

而由于其公共物品 的 属 性，人 们 很 难 从 技 术 上

限制偷懒者 的 使 用。但 青 木 的 研 究 发 现，一 些

地方的村民能够有效遏制偷懒者。他们采用的

办法就是 将 偷 懒 者 排 斥 出 村 庄 的 社 会 关 系 网

络。当地存在一 种 被 称 为“村 八 分”的 惯 例，即

“成为一 个８０％的 村 庄 成 员”。如 果 有 人 偷 懒

未尽义务，那么其他 村 民 就 会 将 其 逐 出 未 来 的

社会活动，比如拒绝在他紧急需要（如盖房子和

照顾病人）时提 供 帮 助，禁 止 其 参 与 节 日、宗 教

仪式等重要 的 社 会 活 动。青 木 认 为，社 会 驱 逐

提供了一种可信的威胁。因为认识到被其他成

员剥夺社会资本的 严 重 后 果，每 个 成 员 都 有 充

分的激励遵守合作 规 范，并 愿 意 用 停 止 社 会 交

往的方式惩罚犯规者。

青木同时发现，社会网不仅作为一种惩 治

违规的手段发挥监 督 作 用，也 是 一 种 奖 励 和 补

偿机 制。他 引 用 了ＰＬＡＴＴＥＡＵ 等 对 日 本 渔

民社区的比较调研成果［２８］。在拥有最高生产效

率的渔民群体中，成 员 会 积 极 分 享 关 于 捕 鱼 的

技能和信息，甚至在 内 部 实 施 净 收 入 的 平 均 分

配。但这也意味着有才能的渔民要付出更高的

成本，为 何 他 们 会 愿 意 参 与 这 种 合 作 呢？ 青

木［２８］指出，访谈材料说明有能力的渔民 在 当 地

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从而“能力较

强的渔民参与合作的机会成本通过分配给他们

的超量社会资本 进 行 补 偿”。这 里 的 社 会 资 本

指的是个体社会资本。

上述理论从 不 同 角 度 解 释 了 合 作 的 机 制：

理性选择理论解释 了 合 作 困 境 的 成 因，但 关 于

合作得以实现与维 系 的 解 释 较 为 简 化；社 会 资

本理论着重阐述了经济目标之外的社会网络和

社会动机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自组织的合作行

为依赖自订规章、自我治理，监督机制决定了参

与者是否依照规范而行，从而达到长期、频繁的

合作。这里社会资本起着 特 别 重 要 的 作 用［１９］，

尤其当一 个 群 体 中 有 可 信 任 的 人 作 为 仲 裁 者

时，对有效监督的形成帮助极大；而群体的封闭

性及合作规范 则可 以 带 来 内 部 的 相 互 监 督，并

以群体排除或 隔离 作 为 惩 罚 的 手 段，中 国 人 常

说“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就是这样的机制；另外

也可以用社会 地位 差 异 来 作 为 奖 励 的 手 段，比

如中国人常说的“挣脸”［３０］。下面以社会资本与

监督机制的理论来说明为什么一个行业协会能

够自组织成功，并用一个美国的案例作比较，试
图找出中国人自组织时监督行为的不同。

３　行业协会自组织案例分析

３．１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Ｓ镇 行 业 协 会 个 案 的 分 析，并

对比既有研究 中协 会 的 运 作 过 程，将 拓 展 个 案

法和二手分析法相 结 合，辅 以 中 西 自 组 织 差 异

的对比，集 中 探 讨 协 会 是 如 何 制 约 成 员“搭 便

车”的动机并促进合作的。

选取Ｓ镇的钢木家具协会（简称家协）作为

主要研究个案原因 有 三：①家 协 是 当 地 公 认 的

运作较成功的行业 协 会，获 得 了 地 方 政 府 和 企

业的高度评价，甚 至 被 认 为 是 全 市 运 作 最 好 的

行业协 会 之 一。②家 协 创 办 的 时 间 相 对 较 短

（２００４年３月创立），访谈对象在回忆协会的创

立和运作过程时不易失真。③家协发展史上曾

经历过一次改选。改选前的一届协会运作得并

不成功，家协是在改选后才获得了真正的发展。

这有利于笔者对 比 前 后２届 协 会 的 运 作 方 式，

发掘造成其失败或 成 功 的 因 素，揭 示 自 组 织 中

维系合作的 机 制。此 外，本 文 还 参 考 了 一 些 既

有研究中关于行业协会运作的资料。本文使用

的二手资 料 包 括：①ＢＲＯＷＮＩＮＧ等［３１］对 美 国

半导体行业协会发 展 史 的 研 究；②国 家 科 技 部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与挪威应用国际

研究所合作研究课题“汶 川 地 震 灾 区 重 建 问 题

研究”中关于Ｙ镇童鞋行业协会的记录①。

３．２　Ｓ镇家具协会概况

Ｓ镇 隶 属 河 北 省，地 处 环 渤 海 经 济 圈。

２００９年全镇总产值达到２８０亿元。其中，金属

玻璃家具产业产值为６２亿元，约占全镇总产值

的２０％。Ｓ镇 的 家 具 行 业 始 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早期真正 从 事 家 具 生 产 的 人 很 少，大 多 是

从邻近村落买来桌面、桌架和椅子，然后去各地

叫卖。每逢 集 日，Ｓ镇 西 桥 下 坡 的 街 道 两 侧 就

有很 多 卖 家 具 的，是 当 地 最 早 的 家 具 市 场。

１９８５年，Ｓ镇有了第一家家具厂，但实际上只是

·２４６·

管理学报第１０卷第５期２０１３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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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感谢肖为群学者为本文提供原始访谈材料。



一个家 庭 作 坊，手 工 制 作 铁 架 圆 桌 和 春 秋 椅。

８０年代是金属玻璃家具业萌芽的时光，当地出

现了约６０家作坊式家具厂，大多始于兄弟合伙

的几千元投资。那时候的企业仅能制造简单的

家具零配件及低档产品，发展极其艰难。９０年

代，Ｓ镇家具 行 业 开 始 兴 起。１９９３年 老 钢 木 家

具城落成开业，这个交易平台使Ｓ镇 成 为 北 方

重要的家具市场。早期Ｓ镇的家具行业存在严

重的抄袭之风，“砸价”等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 也 很

盛行。当时一 家 企 业 的 一 款 新 品 上 市，不 出 三

天就会被模仿。并且，各家之间为了争抢生意，

竞相 压 价，“挖 人”之 风 也 很 盛 行。２００４年３
月，在Ｓ镇政府的倡导下，Ｓ镇第１届家具协会

正式成立。但是最初成立的协会没有专业的办

公人员，也没有经费开支。成立一年时间，仅开

过两次会。虽然会上大家也曾协商停止相互压

价，最后仍是无果而终。协会基本形同虚设，会
员也慢慢散掉。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０日，家协进行了换届改选。

在４名候选人中，ＷＨＬ（简称 Ｗ）全票通过当选

为理事长。与协会中其他成员不同，Ｗ 并不从

事家具产业，而主要从事房地产经营。当时，Ｗ
及其公司正在筹划一个名为“家具博览城”的商

业地产项目，由 Ｗ 负责建设一个新颖、规 模 更

大的家具交 易 市 场，再 将 铺 位 出 租 或 出 售 给Ｓ
镇的家具 企 业。他 认 为，Ｓ镇 的 家 具 产 业 拥 有

很好的前景，但销售渠道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１９９３年建立 的 老 家 具 城 在 规 模 和 设 施 上 都 已

经不能满足家具企业的需求。正是借着筹备家

具博览城的契机，Ｗ 作为一个“外行”加入了家

具协会。这次 会 议 虽 然 名 为 改 选，实 际 上 几 乎

等同于成立了一个新协会。除了沿用原来的名

称，协会的会员、理事会成员和章程都发生了变

动。Ｗ上任后，首先就组织了专门负责协会事

务的工作团队。他派遣自己企业中的得力干将

张某（简 称Ｚ，后 担 任 Ｗ 名 下 家 具 博 览 城 项 目

的总经理）兼职担任协会的秘书长，并雇用了６
名专职工 作 人 员。协 会 一 成 立，Ｚ就 组 织 协 会

人员对当地３００余 家 主 要 家 具 企 业 进 行 走 访，

争取新会员。此 外，协 会 还 积 极 组 织 会 员 参 加

家具博览会，扩 大 客 源。当 地 家 具 企 业 的 竞 争

渐渐从内部转向外 部，企 业 之 间 加 强 了 沟 通 合

作，开始重视地方品牌的打造，不正当竞争也大

大减少了。２００５年９月，Ｓ镇被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中国家具协会授予“中国金属玻璃家具产

业基地”称号，２００６年被省政府批准为“省金属

玻璃家具产业特 色 基 地”。当 地 的 家 具 行 业 逐

渐开始形成区域品牌。

４　行业协会案例中的监督机制

４．１　关系型社会资本———第３方信任的作用

新家协的成功，Ｗ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由于 Ｗ 本 身 从 事 的 是 房 地 产 开 发 而 非 家

具行业，他参与 合 作 的 意 愿 与 其 他 成 员 相 比 有

所不同，是在筹 建 家 具 博 览 城 项 目 时 考 虑 加 入

协会的。对他 而 言，如 果 当 地 家 具 行 业 整 体 兴

旺，就意味着家 具 博 览 城 的 展 位 拥 有 更 多 有 实

力的买家，项目的盈利也会增加。因此，与其他

家具企业经营者相比，Ｗ 有更大的动机来参加

协会工 作，以 促 进 当 地 家 具 行 业 的 整 体 发 展。

那么，为什 么 其 他 的 家 具 厂 商 能 够 在 一 个“外

行”的带领下联合起来，互相沟通合作呢？这其

中很大一部 分 归 功 于 Ｗ 所 处 的 特 殊 位 置———

“既在行业 里，又 在 行 业 外”的 第３方 身 份———

这为他赢得了家具企业的普遍信任。由于协会

的建立和运作 是一 个 持 续 的 过 程，唯 有 当 参 与

的成员持 续 地 表 现 出 善 意 和 积 极 合 作 的 行 为

时，协会才有 可 能 实 现 互 惠 共 赢 的 目 标。对 于

参与协会的会员而 言，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都 会

面临不确定性的回 报，因 此 对 于 协 会 其 他 成 员

的信任，尤其是 对 于 会 长 的 信 任 就 成 为 企 业 决

定是否参与协会的重要因素。在访谈中笔者发

现，尽管特殊信任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协会成

员对会长 Ｗ 的 一 般 信 任 影 响 更 大。特 殊 信 任

是两两关系中产生 的 信 任，通 常 产 生 于 权 力 关

系或人际 关 系［２４］。Ｗ 在 当 地 的 确 拥 有 极 佳 的

口碑和人脉，这让 笔 者 曾 经 假 设 在 互 动 中 建 立

的基于人际关系的信任是他能够号召家具企业

参与协会的 主 要 原 因。然 而，在 与 协 会 成 员 进

一步的访谈中笔者发现，在加入协会之前，很多

人并没有与 Ｗ有过真正的交往。

“不太熟，但是也认识。见过面没有深入的

交往，就是见面说句话，点个头。”

上述企业 家 的 说 法 代 表 了 一 个 普 遍 现 象。

这种“点头之交”，无法称得上真正的熟人交往，

只能归入“生人”或“弱连带”的范畴［２４］，远不足

以产生 特 殊 信 任。在进一步访谈中笔者发现，

基于 Ｗ“既在行业里，又在行业外”的第３方身份

产生的信任，是企业愿意相信 Ｗ的主要原因。

４．２　第３方信任的建立

区域行业协会要发挥作用，就需要企业 之

间实现合作，一方 面 聚 集 资 源 打 造 地 方 品 牌 形

象、吸引客户；另 一 方 面 实 现 自 我 约 束 和 监 督，

遵循正当的竞争秩序。然而，当地方行业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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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龙头企业时，由 行 业 内 的 企 业 出 任 会 长 就

会面临强烈的不信任问题。以区域品牌建设为

例，会长会代表当地行业与外界客户、媒体等接

触，但由于所有企业都在相近水平上竞争，面对

的是同样的客户群，协 会 其 他 成 员 容 易 担 心 会

长在实际工作中截 留 资 源，借 机 优 先 推 销 自 己

企业的 产 品。行 业 自 律 需 要 企 业 之 间 彼 此 监

督，然而，当会 长 是 行 业 内 企 业 时，他 对 其 他 企

业的监督容易被理 解 成 假 借 维 护 秩 序 之 名，打

击竞争对手，难 以 服 众 和 发 挥 实 效。在 本 文 的

个案中，对身为同行的老会长的不信任，正是导

致家协换届改选的一个重要因素。

“之前 协 会 会 长，人 也 不 错。但 是 他 做 家

具，怎么说呢，在 这 个 行 业 里，大 家 对 他 的 信 任

度就不是很高……因为协会会长本身就是家具

企业，所以很多人认为有的资源他就截留了。”

“尽管在选 举 时 老 会 长 的 品 行 和 素 质 得 到

多数会员的肯定，然而在协会运行过程中，同行

竞争的压力始终存在，因此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相比之下，Ｗ则既在行业里，又在行业外，一方

面他从事的家具博览城项目使他赢得了家具企

业经营者的认可，另 一 方 面 对 于 当 地 的 家 具 行

业竞争而言，他 是 利 益 无 关 的 第３方。因 此 由

他作为代表组织协 会 和 进 行 监 督，能 够 使 协 会

成员更信服，从而更好地发挥协调作用。”
“当时大家都选王总是因为他盖了家具城。

因为大家都是做家具的，论资排队不太好，宏乐

是搞地产的，这样更好，不然大家不服气。”

“后来我们来提倡这个事情（协会），因为我们

本身，一个是王总在盛芳的人缘，再有一个我们也

不是做家具企业，大家对这个认可度比较高。”

因为行业协会会长与成员存在潜在的竞争

关系而导致协会失 败 的 例 子 并 不 少 见，肖 为 群

等①对我国西部Ｙ镇童鞋协会的研究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证。Ｙ镇童鞋产业诞生和发展的历史

与Ｓ镇 家 具 行 业 很 相 似：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初 Ｙ
镇成立了第一家村 民 自 办 的 童 鞋 厂，随 后 迅 速

增长 至１３０余 家，形 成 了 童 鞋 企 业 集 群，２０００
年左右Ｙ镇已经达到了平均日产１０万双的规

模。由于企业数目众多，规模接近，加上产品同

质性强，企业之间互相抄袭、挖人和压价的现象

十分严重。２００１年，在政府的倡导下，Ｙ镇２／３
的企业成立了童鞋 协 会，推 举 当 地 规 模 较 大 的

童鞋企业老板Ｆ为会长。但是，协会的运 作 很

快便遇到了 问 题。成 立 之 初，协 会 组 织 了 一 些

活动，例如组 织 企 业 参 与 展 览 会，以 及 去 温 州、

金花等地的制鞋大 厂 参 观 学 习，然 而 活 动 的 收

效并不大。企业之间仍然各自为战，恶性竞争。

会长与协会成员的关系是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

重要原因。成员 普 遍 认 为 会 长 只 想 着“把 小 厂

吃掉”，不愿为协会投入。
“没听说过谁（从 中）得 到 订 单。会 长 也 没

有精力去管。去 温 州 那 边 看 看 也 没 有 起 作 用，

去了拿回来都是自己的，有信息自己享受。”
“协会没有起到作用。政府号召过，心是好的，

人都是自私的。按自己赚，考虑带动小厂的少。”

面对 激 烈 的 竞 争，Ｆ需 要 投 入 大 量 的 时 间

经营自己的 企 业，保 持 优 势，以 免 被 市 场 淘 汰，

这样就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地方产业的长远发

展，更难以在行业内分享资源。同时，在面对互

相压价和产 品 抄 袭 时，Ｆ也 没 有 足 够 的 公 信 力

进行协调处理。为了遏制小厂仿造大厂鞋样的

风气，Ｆ曾 到 当 地 的 销 售 市 场 ＨＨＣ上 将 仿 制

的鞋样剪成 两 半。但 这 一 举 动 成 效 甚 微，反 而

被其他成员认 为“小 气”，是 有 意 打 压 小 厂。很

多成员不愿意缴纳会费和参与活动，渐渐地，协
会沦为了一个空架子。这个例子深入展现了在

一个竞争激烈的行 业 中，当 行 业 协 会 的 会 长 与

成员之间利益相关、存在竞争关系时，会导致成

员对会长的 不 信 任，形 成 合 作 的 困 境。对 于 自

组织而言，由于其 运 作 不 依 赖 于 外 界 的 监 督 力

量，依靠的是 成 员 之 间 的 共 识 合 作，因 此，成 员

之间的信任，尤其 是 成 员 对 于 组 织 者 的 信 任 十

分重要。Ｗ经营的企业虽与家具相关，却不存

在与家具企业的竞争，这种“利 益 无 关”的 特 殊

位置使得家具企业更倾向于相信他不会从中截

留资源，能以 较 为 公 正 的 立 场 来 协 调 问 题。然

而，家协由行业 外 人 士 担 任 会 长 的 做 法 实 际 上

并不符合地方政府对行业协会会长任职资格的

规定。２００５年印发的《河北省行业协会发展指

导意见》中明文要求：

行业协会的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

长），由在本行业 中 实 力 强、影 响 力 大 的 企 业 的

有威望、热心于协会事业、社会信用记录良好的

现职领导担任，也可吸收一定比例的有影响、有
代表性的专家学者。

上述规定将行业协会会长的身份限制在行

业内企业的现任领 导，这 恰 与 本 文 的 分 析 和 观

察相矛盾。规定的初衷或许是为了保证会长对

本行业的深入了解，避免出 现“外 行 指 导 内 行”

的现象。但这样的规定恰恰使得会长成为利益

相关者，无法获得足够的公信力。实际上，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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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协会会长“既是裁判 员，又 是 运 动 员”而 造

成协会 冲 突 的 事 件 时 有 发 生。２００６年 末 引 发

热议的苏泊尔收购案就是一例。针对这一规定

的弊端，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呼吁变革。

４．３　结构型社会资本———社会网封闭性的作用

社会资本的激励及其作为第３方的 身 份，

使得 Ｗ愿意 并 能 够 成 功 地 动 员 和 组 织 协 会 最

初的活动。在第一次协会组织当地企业参加上

海展会参展收到显 著 成 效 之 后，会 员 更 加 信 任

协会，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并主动缴纳会

费。那么，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来了，家协是

如何规范行业秩序，对 企 业 的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

实现有效的 监 督？作 为 自 组 织，家 协 并 没 有 强

制监管协会成员的 权 力，也 缺 乏 对 会 员 进 行 监

督的正式规章制度。在协会不到１　５００字的章

程中，仅仅对协会的作用、会员的基本权利义务

进行了宽泛的定义。章程第１３条提到，协会的

职能包括“协调行业内部矛盾，避免行业内部不

正当竞争”，但章程并没有对会员行为作进一步

的规定。对会员义务的规定也没有提及禁止不

正当竞 争 行 为，更 没 有 制 定 相 应 的 惩 处 条 款。

协会所做的唯一与之直接相关的工作就是协助

地方技术监督部门 修 订 区 域 性 地 方 规 范，而 且

规范的公布和实施 是 由 技 术 监 督 局 负 责 的，政

府并没有授予协会 监 管 的 权 力，家 协 也 并 没 有

像上文中的Ｙ镇童鞋协会一样，强制干预和销

毁仿制产品。事实上，协会的秘书长明确表示，

协会只是协调者和 服 务 者，尽 管 协 会 倡 导 良 好

的竞争秩序，但不会从制度上进行监管。
“我们协会不会干预各个企业怎么做生意。

我们协会倡导大家不要互相挖墙脚，不要低价竞

争、靠低价、次品，不要恶意竞争。我们帮助大家

拓宽视野。让大家看看外面怎么做……本身这

个协会对任何企业、任何个人没有制度要求。”
“（协会）只 是 提 供 一 个 平 台。如 果 你 不 愿

意抱团你就 走。原 来 大 家 都 不 愿 意 一 块 吃 饭，

现在关系融洽很多。”
“家协将促 进 企 业 之 间 的 交 流 和 沟 通 看 作

一项重要的 工 作 内 容。首 先，协 会 每 个 月 定 期

召开２次企业沙 龙，以 茶 话 会 的 形 式 让 企 业 家

聚集在一起交流和分享经验。沙龙的主题每期

轮换，包括钢 材、销 售、博 览 城 展 位 等 影 响 企 业

发展的重要 问 题。其 次，家 协 充 分 利 用 了 正 式

会议的交流机会，每２个 月 举 行 一 次 副 理 事 长

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常务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

会员大会。这 些 会 议 并 不 仅 仅 是 形 式，而 是 选

取影响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成员之间进行深

入讨论，同时还 会 利 用 午 餐 和 晚 餐 的 机 会 为 企

业提供更多单独交流的机会。此外，在展会、采

购会、培训等协会的其他活动中，家协在引导企

业开拓眼界、认识外部市场的同时，也注重通过

聚餐等方式加强Ｓ镇企业之间非正式的沟通。”
“现在有时 候，比 如 其 他 协 会 有 人 来 了，没

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就给企业打个电话，‘晚上一

块儿待会儿？’或者‘一块儿聊会儿啊？’”

协会鼓励企业之间坦诚交流经验，一方 面

鼓励较大的企 业主 动 发 布 新 的 产 品 设 计，另 一

方面劝说小企 业放 弃 恶 意 挖 掘 的 方 式，改 为 向

大企业请教经验。

我们对企业说，你有新的东西就说出来，这
样别人反而不好意思去学了。你说出来以后别

人反而不敢 抄 你 的 了。如 果 你 捂 着 盖 着，别 人

反而学。

“其实每个企业都走过弯路，你挖它的人还

不如避免走它的弯路。它走的弯路肯定都是要

花钱的，你挖人也是要花钱的，还是说取它那个

经要比挖它 的 人 要 好。其 实 这 些 大 企 业，大 家

一聊开之后也不会吝啬自己的经验。”

协会的这 些 工 作 使 企 业 家 之 间 交 往 增 多，

开始愿意信任对方，并 逐 渐 就 各 种 业 务 问 题 进

行交流，甚至 可 以 到 对 方 企 业 参 观 学 习。协 会

创造的交 流 平 台 使 得Ｓ镇 家 具 企 业 之 间 逐 渐

“聊开”了，愿意坦诚交流的企业越来越多。

“从２００６年 前 后，最 主 要 是 从２００７年 开

始，大家坦诚 交 流 的 现 象 就 挺 明 显 的。家 协 组

织这种交流活 动到 一 定 的 量 以 后，大 家 发 现 原

来你斗我、我斗你怎么着并不好。”

家具企业之间的内部认同感增强，许多企业

家之间成为朋友，私下经常一起吃饭或者电话沟

通。就这样，随着彼此接触增加，原本分散的家

具行业开始成为一个交往密集的社会网络。

４．４　结构型社会资本中的声誉机制：社会网作

为监督机制

尽管没有正式的监管制度，２００６年之 后Ｓ
镇的家 具 行 业 秩 序 仍 出 现 了 显 著 的 改 观。挖

人、抄袭的现 象 大 大 减 少。在 探 寻 其 中 的 原 因

时，“不好意思”成 为一 个 被 企 业 家 经 常 提 到 的

词语。
“现在大家彼此都很团结，大家是想把蛋糕

做大。有这个 协 会，现 在 大 伙 有 机 会 在 一 起 沟

通，最起码相互挖墙脚的现象少了，大家都有面

子，都觉得不好意思。”

随着家协沟通平台的形成和家具企业之间

社会网络的建立，网络内逐渐形成规范，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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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成员。就像青木昌彦［２８］在日本村落中观察

到的现象，社会网络 中 的 成 员 一 旦 感 到 了 被 驱

逐和被排斥的威胁———这种威胁作为一种非正

式但可信的惩罚会对成员产生压力———就会自

觉遵守网络中的规范。“不好意思”实际上就是

一种负筛选激励，企业感到了自己挖人、抄袭等

行为会引起其他企 业 家 的 注 意 和 谴 责，这 种 潜

在的舆论压力使得 企 业 感 到 羞 愧，甚 至 无 颜 面

对网络中 的 其 他 成 员，具 体 就 表 现 为“不 好 意

思”。一旦企业不顾舆论压力和谴责，执意采取

恶意竞争 行 为，就 会 受 到 其 他 企 业“比 你 还 较

真”的联合抵制。具 体 表 现 包 括 被 排 斥 出 信 息

交流和讨论的圈子，甚 至 可 能 会 被 其 他 企 业 采

取相似的手段报复（如故意挖人等）。就像老北

京的四合院一样，一 旦 交 往 密 切 的 社 会 网 络 建

立起来，网络中的负 筛 选 压 力 就 会 促 使 成 员 遵

循非正式的规则，互相表现出保持善意的行为。

在社会网的这种监 督 下，企 业 在 面 临 竞 争 压 力

时开始采取更为合 作 的 态 度，并 且 员 工 也 不 敢

不负责地随意跳巢，有利于企业的稳定运营，给

所有的家具企业都带来了长远的收益。企业体

会到了互相合作的 收 益，又 会 更 愿 意 参 与 协 会

并积极合作。另 一 个 值 得 注 意 的 现 象 是，这 种

“不好意思”的约束作用仅仅局限在社会网络内

部。目前Ｓ镇 的 企 业 尽 管 不 再 相 互 挖 人 和 抄

袭，但对广东、国外等地企业的挖人和抄袭现象

仍然很严重：
“之前人 们 就 是 互 相 抄 袭。但 现 在 就 是 自

从协会把大家都带 出 去 以 后，大 家 的 思 想 提 高

了一个档次：不再互相去内部抄袭了，转成对外

抄袭。从互相抄袭，到现在去向广东抄袭，这也

是给大伙提 高 了 一 个 档 次。像 我 们 呢，就 是 从

国外抄袭。”

这也说明了Ｓ镇家具企业目前的自律是源

于协会中社会关系网络造成的压力。一旦到了

网络之外，这种舆论 压 力 形 成 的 负 筛 选 激 励 不

复存在，监督自然也就失效了。

５　中西行业协会监督机制差异

对比家 协 和 美 国ＳＥＭＡＴＥＣＨ 协 会 的 运

作，可以发现 一 些 有 趣 的 现 象。最 为 明 显 的 就

是两者监督机制的差异。不同于主要依靠非正

式监 督 的 家 协，ＳＥＭＡＴＥＣＨ 最 主 要 的 监 督 方

式仍是一系列严格的制度规定与社会网的内部

相互监督。

５．１　“黑皮书”：协会运作的基石

ＳＥＭＡＴＥＣＨ成立 之 初，筹 备 者 们 制 定 了

协会各项事务的具体规定，并将其汇集成册，即
所谓的黑皮书。这本厚达４英寸的册子详细规

定了协会未来主要 任 务、工 作 计 划 和 行 动 方 式

等细节。黑皮 书 的 内 容 主 要 分 为４个 版 块：组

织框架、资金、人 员 制 度 和 政 府 关 系，其 中 每 个

版块下面又划 分为 众 多 具 体 议 题，如 全 面 质 量

管控等章节。黑皮书的内容最初由几位负责人

起草，再提交 全 员 会 议 讨 论。各 公 司 的 委 派 员

都站在母公司的立 场，纷 纷 对 条 款 和 细 节 提 出

修改意见，争论十分激烈。会议共进行了２天，

最终就主要条款达成了共识。各方的权利义务

在其中都能找到细 致 的 规 定，成 员 也 清 楚 地 知

道协会未来几年内的工作重心和详细安排。详

尽的制度规定使成员的行动及协会的工作都有

章可循。由于这些条款都经过全体会议认同通

过，具有公开效力，因此成员在正式条款的约束

下共同参与合作，使得协会运行良好。

黑皮书给予成员明确的约束和预期，成 为

ＳＥＭＡＴＥＣＨ运作 的 基 石。然 而，如 此 细 致 的

规定也 带 来 了 一 些 问 题。随 着 协 会 工 作 的 开

展，人们渐渐发现原先的部分规定不符合实际。

于是 围 绕 黑 皮 书 的 修 改，ＳＥＭＡＴＥＣＨ 又 经 过

了多次会议和讨论，增加了协会的工作成本。

５．２　“午餐会”：社会网络的辅助监督

尽 管 黑 皮 书 的 规 定 奠 定 了ＳＥＭＡＴＥＣＨ
运作的基石，但社 会 网 的 监 督 作 用 仍 发 挥 着 辅

助性的影响，具体 表 现 在 对 委 派 员 的 激 励 机 制

上。在ＳＥＭＡＴＥＣＨ的运作中，协会与成 员 企

业的沟通主要通过委派员实现。委派员会代表

各自的母公司，在 协 会 各 项 事 务 决 策 中 尽 量 争

取对母公司 有 利 的 结 果。同 时，他 们 又 会 负 责

将协会的最终决议传达给母公司，并促其落实。

由于委派员扮 演着 重 要 的 沟 通 桥 梁 的 作 用，他

们的尽心参与是协会成功运作的前提。

然而，正如前面介绍的，委派员通常是母公

司的中高层管理人 员，他 们 同 时 兼 任 母 公 司 的

职务，并常因 母 公 司 事 务 缺 席 协 会 工 作。在 协

会组建初期，近半数的委派员频频请假缺席，这

种失职行为严重影响了协会的运作。为解决这

一问题，来 自 英 特 尔 公 司 的 经 理 ＲＩＣＫ　ＤＥＨ－
ＭＥＬ发起了一项“午餐会”活动。每周三中午，

协会所有的工 作人 员 就 聚 集 在 会 议 室 里，一 边

吃三明治一边参与集体讨论。讨论的话题包括

上周工作回顾、下周工作计划、宣布新事项及同

事之间的不满。午餐会很快变成了对缺席者的

声讨，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委派员的出席率大大

提高。“午餐会”为协会人员提供了定期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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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使成员之间逐渐熟悉并形成一个社会关系

网络。当有人缺席时，他就会受到网络中其他成

员的一致排斥和谴责，这种压力构成了强大的监

督力量，使委派员不敢随意违背规则。随着协会

工作的开展，工作人员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如会

议、项目组等）进一步增加，更促进了成员之间社

会关系网络的发展和委派员之间的合作。

正如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６］所 说，经 济 行 动

总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家协和

ＳＥＭＡＴＥＣＨ协会作为诞生于不同社会背景下

的自组 织，其 监 督 机 制 也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差 异。

ＳＥＭＡＴＥＣＨ的 运 作 更 依 赖 于 正 式 制 度 的 规

范，家协坚持的是“对 任 何 企 业、任 何 个 人 没 有

制度要求”，不是去管理成员的行为，而是“去引

导”和“疏 导”。但 是，在ＳＥＭＡＴＥＣＨ 中 社 会

网络也发挥着监督 缺 席 和 促 进 合 作 的 影 响；家

协中也会有最基本 的 章 程，规 定 协 会 的 定 位 和

会员的基本 权 利 义 务。所 以，中 西 组 织 的 不 同

并非质的区别，而是量的差异。

６　结论与讨论

６．１　社会网与非正式监督

本文的分析验证了社会网在行业协会自组

织中的 非 正 式 监 督 作 用。正 如 青 木 昌 彦［２８］所

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中，成员通过对

违规者的谴责和排 斥，能 够 有 效 地 遏 制 成 员 的

搭便车行为。被排斥的恐惧构成了一种负筛选

激励，使成员遵循非正式的集体规范，保证合作

顺利进行。此外，在探讨社会网的监督作用时，

本文还有２点新的发现：

（１）能动的社 会 网　以 往 的 研 究 者 在 探 讨

社会关系网络的影 响 时，大 多 将 其 当 成 一 种 既

存事实，侧重分析现 有 的 关 系 和 结 构 对 行 动 者

的影响。然而，本文对个案的分析结果表明，社
会网不仅是一种被 动 的 存 在，还 能 够 作 为 一 种

资源和策略被行动者积极运用。行动者可以通

过种种行为主动加 强 与 其 他 行 动 者 的 交 往，从

而发展出新 的 社 会 网 络。家 协 的 个 案 表 明，对

于自组织而言，有意 识 地 通 过 社 会 网 的 建 设 来

实现监督和促进合作，是一种有效的组织策略。
（２）中西自组 织 的 差 异　尽 管 社 会 网 络 的

监督作用普遍地存 在 于 中 西 自 组 织 的 个 案 中，

对家协和ＳＥＭＡＴＥＣＨ的对比表明，诞生于西

方社会理 性 系 统 背 景 下 的 行 业 协 会 更 重 视 规

章、制度等正 式 监 督 机 制 的 作 用。虽 然 午 餐 会

中各公司代表间的 社 会 网 也 形 成 非 正 式 监 督，

但相比之 下，中 国 的 自 组 织 表 现 出 明 显 的“礼

治”传统———以非 正 式 社 会 规 范 为 主 的 治 理 机

制，所以更依赖于社会网络和非正式规范。

６．２　第３方信任

在中国人情社会的背景下，信任研究多 侧

重于对特殊信任，尤 其 是 基 于 人 际 关 系 信 任 的

研究。然而，本文的分析发现，对于自组织中的

合作而言，基于会 长 的 第３方 身 份 所 产 生 的 一

般信任影响更大。如果会长置身于各成员企业

之外，属于第３方身份，这样的位置能使协会成

员更相信其决策的 公 正 性，更 加 积 极 地 参 与 协

会工作。这一 发 现 的 现 实 意 义 或 许 更 为 重 要。

目前国内政府 对行 业 协 会 会 长 任 职 的 规 定，恰

恰与上述观点相悖。由行业内企业的现职领导

担任会长，有着种种弊端，可能会限制国内行业

协会的良性发展。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美国的

ＳＥＭＡＴＥＣＨ中，午 餐 会 就 是 建 立 第３方 信 任

的制度化管道，但是发起人ＲＩＣＫ　ＤＥＨＭＥＬ只

是一家企 业 的 代 表，这 又 是 一 个 大 家 交 往 的 平

台，与家协的 Ｗ会长相比，后者享有较高的中心

度及影响力，显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特色［３２］。

我们不能以中、西方各一个行业协会的 比

较就得出这是 中西 方 自 组 织 的 差 异，但 是 比 较

的结果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组织中监督来

自于第３方信任 者 的 仲 裁，网 络 封 闭 性 中 的 声

誉机制以及基于一定规范下的相互监督和排除

会员的惩处，这些都是相同的。但是，中国自组

织监督机制中的规 范，较 少 是 正 式 规 范 而 更 依

赖非正式规范，以 及 第３方 信 任 中 更 集 中 于 一

个人展现出来的差 序 格 局，则 是 未 来 值 得 在 更

多个案中进一步研究的差异。

６．３　讨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关系性社会资本中的第３
方信任，以及结构性社会资本中的群体封闭性，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社会资本因素也在影响着自

组织的监督机制，比 如 关 系 性 社 会 资 本 中 不 同

的关系强度会 产生 不 同 强 度 的 信 任，不 同 的 信

任程度又会对 两两 之 间 的 监 督 关 系 产 生 影 响。

结构性社会资本除 了 封 闭 性 外，内 部 小 团 体 也

是重要议 题。ＯＳＴＲＯＭ 强 调 较 大 的 自 组 织 需

要分层监督，所以 社 会 网 结 构 的 分 层 也 是 一 个

值得关注的议题。认知性社会资本则指导我们

去注意什么样 的社 会 规 范 会 促 进 监 督，共 同 叙

事、共同价值如何带来认同，而认同又如何影响

监督机制。这些都有待更多的研究加以说明。

从前文可以看出，社会网络的监督作用 是

强大而有效 的。然 而，网 络 作 用 的 发 挥 有 赖 于

一个前提：网络必须相对封闭和稳定，成员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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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流动和变迁将会极大地限制网络规范作用的

发挥。但是，随着自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主要依

靠网络非正式监督的机制是否可以持续地发挥

作用？以Ｓ镇家协为例，伴随着当地产业的进一

步成熟，企业家之间的网络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

迁：一方面，优胜劣汰使得部分老会员退出协会、

新企业加入协会；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和竞争范围

的扩大，企业去地域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外来

厂商会逐渐增多，企业聘用的外来管理人员也会

增多。家具企业组成的社会网络将更加流动与

开放，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机制能否持续地发挥

作用？这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下去。由于缺乏材

料，本文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然而，一个可能

的答案是，正式制度的作用将会更加明显。这个

假设源于访谈中部分企业家的回答。一些较大

的企业已经开始觉察到正式制度不足的弊端，希
望协会能在未来承担规范行业的职责。

过去我们对经济组织的研究多集中在层级

治理的探索［３３］，或者将之视为在交易治 理 上 对

市场治理机制的替代［３４］，或者探讨在经 济 组 织

中市 场 治 理 如 何 混 同 层 级 制 而 有 了 混 合 模

式［７］，但我们从 来 无 法 否 认 经 济 组 织 中 有 非 正

式关系及非正式组织的存在［３５］，基于非 正 式 关

系的信任会引发经济行动［１０］，从而可能 产 生 自

组织的治理 机 制，以 规 范 这 些 经 济 行 动。尤 其

是某些类型的经济 组 织 如 行 业 协 会、职 业 协 会

等，本身就是建基在同业关系上，只是过去政府

管控着这类组织，让 我 们 忽 略 了 其 应 有 的 治 理

特性，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这类组织也蓬

勃兴起，如何促使其成功发展，是值得我们研究

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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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ＳＩＭＯＮ　Ｈ．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３ｒｄ　ｅｄ．
ＮＹ：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１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Ｏ．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Ｍ］．ＮＹ：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１３］ＡＸＥＬＲＯＤ　Ｒ．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
ＮＹ：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４

［１４］ＣＯＬＥＭＡＮ　Ｊ．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５］ＳＡＬＬＹ　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８ｔｏ　１９９２［Ｊ］．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５，７
（１）：５８～９２

［１６］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ＳＩＣＫＥＲＴ　Ｃ，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Ａ　 Ｇ，

ＪＵＡＮ　Ｃ　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ｍｏｎ－Ｐｏｏ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６７（１）：２１５～２２７

［１７］ＥＢＥＮＨＨ　Ｅ，ＰＡＨＬ－ＷＯＳＴＬ　Ｃ．Ａｇ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８，２０（２）：２２７～２５２

［１８］ＯＳＴＲＯＭ　Ｅ．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９２（１）：１～２２

［１９］ＯＳＴＲＯＭ　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ｒｕｓｔ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Ｄｉ－
ｌｅｍｍａｓ：Ｔａｋ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Ｔｅｓｔ　ａｎ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ＬＥＶＩＮ　Ｓ．
Ｇａｍｅｓ，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ｏｄｙ． ＮＹ：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８：１～３９
［２０］赵延东，罗家德．如 何 测 量 社 会 资 本：一 个 经 验 研 究

综述 ［Ｊ］．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２）：１８～２４
［２１］ＮＡＨＡＰＩＥＴ　Ｊ，ＧＨＯＳＨＡＬ　Ｓ．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２３
（２）：２４２～２６６

［２２］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Ｓ，ＦＡＵＳＴ　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２３］ＧＡＭＢＥＴＴＡ　Ｄ．Ｃａｎ　Ｗｅ　Ｔｒｕｓｔ　Ｔｒｕｓｔ？［Ｃ］／／ＧＡＭ－
ＢＥＴＴＡ　Ｄ．Ｔｒｕｓｔ：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８：

２１３～２３８ （下转第６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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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ｔ［Ｊ］．Ｌｏ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０，３３（４）：

５７９～５９８
［１７］苏敬勤，崔淼，张竟浩．环境、氛围与外部取向管理

创新模 式：理 论 与 案 例［Ｊ］．科 学 学 研 究，２０１０，２８
（３）：４５９～４６６

［１８］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Ｊ　Ｒ，ＥＶＡＮＩＳＫＯ　Ｍ　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１，２４（４）：６８９～７１３

［１９］ＣＨＩ　Ｗ，ＦＲＥＥＭＡＮ　Ｒ　Ｂ，ＫＬＥＩＮＥＲ　Ｍ　Ｍ．Ａｄｏｐ－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Ｊ］．Ｌａｂｏｕｒ，２０１１，２５（１）：４５～６２

［２０］张钢．企业组织 创 新 过 程 中 的 学 习 机 制 及 知 识 管 理

［Ｊ］．科研管理，１９９９，２０（３）：４０～４４
［２１］李燚．管理创 新 中 的 组 织 学 习［Ｍ］．北 京：经 济 管 理

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２］苏敬勤，林海芬．个体企业家导向视角的管理创新引

进决策机理研究［Ｊ］．管理科学，２０１１，２４（５）：１～１１
［２３］夏冬．企业所 有 权 结 构 与 组 织 管 理 创 新———对 中 国

企业的理论与实证分析［Ｊ］．生 产 力 研 究，２００６（８）：

２１２～２１４

［２４］ＣＡＲＯＬＩ　Ｅ，ＲＥＥＮＥＮ　Ｊ　Ｖ．Ｓｋｉｌｌ－Ｂｉａｓ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Ｊ］．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１，１１６（４）：１　１４９～１　１９２

［２５］陈晓萍，徐淑英，樊 景 立．组 织 与 管 理 研 究 的 实 证

方法［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６］欧阳桃花．试论工商管理学科的 案 例 研 究 方 法［Ｊ］．

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０４，７（２）：１００～１０５
［２７］ＷＯＬＣＯＴＴ　Ｈ　Ｆ．Ｗｒｉｔｉｎｇ　Ｕｐ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０

［２８］国资委企业改革局．第十六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

化创新成果正式发布［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１－１８）［２０１１－
１２－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ｓａｃ．ｇｏｖ．ｃｎ／ｎ１１８０／ｎ１５６６／

ｎ２５８２５２／ｎ２５８６１４／６９０９６０１．ｈｔｍｌ
（编辑　丘斯迈）

通讯作者：苏敬勤（１９６１～），男，湖 北 武 汉 人。大 连 理 工

大学 （辽宁省大连市　１１６０２４）管理与经济学 部 部 长，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 方 向 为 管 理 创 新、案 例 研 究 方

法和国家创新体系。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ｇｑ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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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罗家德，叶 勇 助．中 国 人 的 信 任 游 戏 ［Ｍ］．北 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５］ＬＵＯ　Ｊ．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ｔｉｃ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ｕｓｔ：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１
（３）：４３７～４５８

［２６］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　Ｔ，ＣＯＯＫ　Ｋ，ＷＡＴＡＢＥ　Ｍ．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ｙ，Ｔｒｕｓｔ，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
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１０４（１）：１６５～１９４

［２７］ＷＡＧＮＥＲ　Ｍ，ＫＲＥＵＴＥＲ　Ｕ，ＫＡＩＳＥＲ　Ｒ，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７１（５）：

１　７２９～１　７３８
［２８］青木昌彦．比较制度 分 析 ［Ｍ］．周 黎 安，译．上 海：上

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９］ＫＬＥＩＮ　Ｄ．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Ｔｈｅ　Ｔｕｒｎｐｉｋ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１９９０，２８（４）：７８８～８１２．

［３０］翟学伟．中国 人 的 脸 面 观———形 式 主 义 的 心 理 动 因

与社会表征 ［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１］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Ｌ，ＪＵＤＹ　Ｃ．ＳＥＭＡＴＥＣＨ：Ｓ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３２］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Ｍ］．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３］ＰＥＲＲＯＷ　Ｃ．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ｓ－

ｓａｙ［Ｍ］．ＮＹ：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８６
［３４］ＣＯＡＳＥ　Ｈ．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Ｍ］／／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ＯＮ　Ｏ，ＷＩＮＴＥＲ　Ｓ．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Ｎ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１８～６１
［３５］ＰＥＲＲＯＷ　Ｃ．Ｓｍａｌｌ－Ｆｉｒ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ＮＯＨ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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