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独立自治的商会法  
             江  平   

从法律的环境和法律的性质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需要注意： 
 
一、商会法应该是一部确定社会权力的法律。 
我们现在国家的权力很大，私人权力也在逐渐发展变化，但是社会权力仍然

非常薄弱，这一点吴敬琏教授和无锡市委杨书记都谈到了。法学界对这方面的问

题也作了专门研究。从行政许可法可以看出一个很好的倾向，行政许可法有这么

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市场环境中能够由私人自己解决的问题，尽量让私人自

己解决，私人之间达不成协议的，应该由社会中间力量去解决。私人中间力量无

法解决的，国家才来干预、许可、审批。我想这一个思想确定了国家权力滞后的

原则，而不是国家权力一切都是先行的原则。可是我国长期以来，包括改革开放，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仍然是国家权力先行。这个原则需要改变的话，必然要有社

会力量的出现。但是，社会力量的出现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社会权力和国家权

力怎么来界定，怎么来区分开社会权力和私人权力，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分开、

界定比较难。我们解决纠纷，使用的是国家审判原则、国家权力，但是世界长期

以来实行了仲裁的规则，而仲裁规则不是国家机关制定的，而是民间团体制定的。

这种民间团体许多都是商会下面的仲裁机构，在国际上，法律规定仲裁由商会来

行使。虽然仲裁是由商会来行使权力，但仲裁的裁决又跟判决的效果一样，这就

说明社会权力有的时候它也能解决社会重大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一些内部管理

或其它问题。所以，社会权力是很重要的，仲裁就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研究商会法，很重要的问是要解决国家权力、商会应行使的权力，以及社会权力

如何从理论的高度上来划分。现在律师的管理由司法局来管，那么律师协会自己

管哪些？司法局又管哪些？再如在医生的医务事情中，哪些应该由卫生局来管，

哪些应该由医师协会自己来管？这必须划分清楚，必须要区别国家权力和社会权

利间的界限。 
 
二、要有结社自由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结社法或者说结社自由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问题。我始终认为，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非政府组织，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健全的。一切

都靠国家机关，而不靠非政府团体那怎么行啊？我们前十年召开了世界妇女大

会，大家都知道政府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保护妇女权益，不久前国务院研究了

妇女权益保护问题。在国外，除了政府，同时还有一大批妇女权利保护机构，甚

至包括妓女权益保护机构在保护妇女的权益，国外在各个领域都有许多群众团

体，为什么不能有这么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机构呀！我们的环保，本来就是一个环

保局在管，现在才刚刚成立了一个半官方的中华环保组织，而世界各国的环保是

靠大量的群众团体、非政府组织。我们的监狱就靠国家监狱的监管人员去教育，

而在世界上就有大量的社会工作人员，从事对这些被国家囚禁在监狱的监犯出来

了以后的职业、心理等各方面的辅导工作，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非政府组织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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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不能解决这么多社会问题的。我国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担心这些非政府组

织弄不好可能变成异己的力量，弄不好就会造反，担心这些非政府组织变成反政

府的力量，所以国家在批准这种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时给以极大的限制和控制。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商会法就总会卡在上面。从意识形态来说往往认为

这些组织弄不好会变成国家无法控制的组织。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确实要有一

个结社法，虽然结社法一时搞不起来，我也同意刘培峰博士提出的可以建立类似

的法律环境，这样我们才能够为商会法的出台提供更好的条件。 
 
三、非政府组织应当是民间的自治组织。 
既然我们讲了有社会权力，行使社会权力的机构是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

这种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肯定应当是一个民间的、自治性的机构。但是很遗憾，

中国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号称的社会团体，很难说有一个是真正独立自治的，几

乎都是官方的或半官方的。妇女组织我们就一个全国妇联，肯定是官方的；工会

也是官方的。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商会，如果是商会仍带有官方性质或者半官方性

质，或者仍然代理行使政府管理职能，我觉得这种商会实际上还是没有自己独立

的、真正的人格。从法律上讲，真正的自治团体其内部权力机构的产生，领导人

员的产生应该真正是自治的，由这些组织自己来产生，而不是上面派人、上面指

定的人员。不实行这一条，那么商会仍然可能跟现在的各种团体一样不具有自治

性质，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强调自治。最近，有人研究并提出想搞一个村民自治法，

认为光村民委员会还不够，还应该有村民自治法，就是要真正解决农村基层组织

的问题。从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的商会，就是商人的自治团体，由商人自己管自

己，不需要政府来进行控制、干预。从商会本身来说，它应该确立自己的自治权。

我想有了这三条，才能够有商会法产生的法律环境：一是必须明确社会权力是哪

些；二是行使社会权力的非政府组织如何产生；三是这种非政府组织享有什么样

的自治权力和自治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部真正合乎时代潮流的商会

法。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