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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省工商联组织建设和行业组织发展概况。 

截止 2004 年 6 月底，全省工商联会员共有 124896 个，其中：企业

会员 58000 多个，团体会员 1010 个，个人会员 65578 位。 

全省县以上的工商联（商会）120 个，其中：省一级的 1 个（省工商

联），省辖市一级的 13 个，县 26 个，县级市 27 个，县辖的区 53 个。基

层组织的总数为 1455 个，其中乡镇商会 1159 个，街道商会 198 个，还

有异地商会、市场商会、开发区商会以及联谊会等 98 个。 

行业组织情况。省行业组织的总数到今年 6 月底为 477 个，其中：

省一级的有 14 个（工商联系统的），地市一级的 86 个，县一级的 289 个，

乡镇和街道一级有 88 个。这是一个基本的数字。 

二、行业组织的作用。 

省工商联行业组织工作发展比较快，从资料反映，从 80 年代以后，

近 5 年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刚才讲的 477 个行业组织，实际上是 5 年前

的 10 倍。目前 477 个行业覆盖 80 多个行业，会员数达 6 万多个。工商

联系统的行业组织，首先是从工商联的会员当中组织发展，另外江苏省

有 1159 个乡镇商会当中，有的叫“一镇一品”，“一乡一业”，地方经济

特色比较明显的地区，实际上乡镇的商会发挥着行业组织的作用。这么

多年，全省行业组织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推进行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的出台。 

2、代表行业说话，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3、自觉规范行业的行为，协助政府制订行业标准，强化产品质量和

专利的保护。 

4、联合采购、联合投资、共同发展，提高地区的整体水平，推动“一

镇一品”、“一乡一业”的地方特色经济的发展。 

5、打造知名品牌，推动市场专业化的发展，也推动对外交流，拓展

国际市场。 



 

6、组织人才技术职业培训，提高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安置下岗职

工的再就业，解决劳资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扶贫帮困，为光彩事业作

出贡献。 

7、招商引资，为会员企业提供信息，信贷融资等服务。 

各地商会发展不完全平衡，但是从全省看，各种类型的行业组织正

在蓬蓬勃勃开展活动，发挥各自的作用。概括地说，商会的作用就是服

务、协调、自律、维权、参政、监督等等。 

总体上看，江苏省行业组织的发展在全国还是领先的。由于江苏省

位于长三角地区，紧靠上海，所以经济发展比较快。民营经济发展同样

如此，虽然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浙江、广东相比慢了一拍，但是不管怎

么说，经济体量已经不亚于浙江。目前江苏省的私企已突破 40 万户，今

年已经 41 万户，数量是惊人的，企业运行的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 

三、商会发展工作的构想。 

江苏省工商联行业组织的工作还是处于发展的阶段，数量还是不多，

行业的覆盖面不够宽，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没有形成网络体系，有些

行业组织的作用也没有很好地发挥。原因很多，现在省级、市级有的已

换届了，有的二、三年一次，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活动不够正常。按

照全国工商联对行业组织工作的构想，省工商联打算在 4 年左右时间，

将全省行业组织的总数从现在的 477 家，争取发展到一千家以上。省工

商联这几年工作指导思想是：“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机遇，进一步深入

推进我省行业组织改革，进一步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推动

我省工商联的行业组织建设再上一个台阶”。即还要继续大力推动行业组

织建设的发展，不仅数量上有一定增加，而且覆盖面要有所扩大。 

具体设想是，通过发展行业组织，初步形成工商联工作与会员结构

相适应的、各具特点的、上下结合的行业组织网络体系；初步形成依据

政府有关法规、工商联章程规定，管理、运作规范的行业组织管理体系；

初步形成职能健全、服务比较有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特

别是能适应加入 WTO 要求的行业组织和运行机制。 



 

四、几点体会。 

1、有些方面确实感到理论上面没有突破，在实践中难操作。譬如说

从统战工作角度讲，工商联组织性质是“三性”：统战性、经济性、民间

性。15 号文件规定了统战性为主。后来在中央文件和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要发挥它的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综合优势。保育钧会长说得很有

意思，以统战性为主，体现了工商联的特征和优势。工商联是人民团体

性质，是政协的组成单位，参政议政是它的优势所在，工商联离不开这

个。要将工商联变成纯粹的商会，目前没有办法开展工作。 

2、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有些协会正向经济性、民间性发展。如江

苏省的乡镇企业占经济的比重比较大，原来有乡镇企业局，现在省里把

民营企业的工作责任赋予经贸委，成立了中小企业局，其人员也就是原

来乡镇企业局的一套人马。原来的乡镇企业家协会、乡镇企业促进会，

最近在酝酿更名组建为全省的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同时设想把乡镇企

业家协会更名为中小企业家协会。又听说，有些原生型的民营经济发展

规模很大，也有几十亿、上百亿的销售，他们其实不是中小企业，而是

大型企业，如：苏州的沙钢是股份制的民营企业，规模接近武钢，如果

把它划在中小企业中，他有想法。因此，也有设想把乡镇企业家协会更

名为全省的民营企业家协会。如果这样，它就应该是我们工商联的工作

对象。所以民政厅说：你们经贸委要组建民营企业家协会、民营经济促

进会，要征求工商联的意见。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工商联工作跟民

营经济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政府的职能部门要组建这个协会，而且他有

一定的基础，这叫工商联如何发表意见？最后我们告诉他们：工商联作

为人民团体，无从发表意见。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省的民营企业促进会

要成立了。邀请我们的李仁会长担任他们的名誉会长，请我和另一个处

的领导担任他们的顾问，另外有政府研究室的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

者来担任他们的顾问。而民营企业家协会目前就没有实施。 

前一段时期，我们协调过工商联系统的小型企业进出口商会，经贸

委当时很重视。今年年初经贸委成立了江苏省进出口商会，发展速度非



 

常快。那天我与他们的会长沟通这个事，商量小型进出口商会与进出口

商会的关系如何处置问题？我说：你们这个商会在江苏省肯定会主宰外

经、外贸这个行业，因为它是外经外贸厅直接转换过来的，业务上、培

训上基础都相当好，企业马上会靠拢它。从目前的状况看，工商联的小

型企业进出口商会成为它的团体会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我认为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各种商会、协会和工商联系统的行业商会，将会长期并

存，互相包容。实践证明行业组织的发展对省的民营经济发展起着很重

要的推动作用，在商会和行业协会两者之间，作为省工商联要相互合作，

彼此可以成为相互的团体会员。 

3、工商联自身内部改革的问题。许多领导、专家谈到工商联自身内

部也有改革的问题。今年中央统战部在牵头，对 1991 年的 15 号文件作

调研，无非是因为工商联的许多重要工作，在理论上不太清楚。譬如说：

工商联作为代表非公经济人士这个表述问题；工商联的“三性”——统

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表述问题，15 号文件以统战性为主，但是 2000

年中央有个 19 号文件表述：“工商联是党领导下的具有统战性、经济性、

民间性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这里的为主为次的问题，以及“三性”

之间是什么关系等，这些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展开一些讨论和研究。

再如工商联的组织成员结构如何调整？工作对象是否需要拓展？保育钧

会长的设想是，行业组织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行业协会、行业商会的会

长，或者这个组织的代表人士来组成工商联，这也是一种模式。 

4、明确工商联的工作任务、职责和工作方针。工商联性质定位的问

题，它的工作任务、职责和工作方针也需要进一步地明确。实际上工商

联全国“九大”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工作提出了“团结、帮助、

引导、教育”八字方针，这八字方针也作了一定的调整。 

5、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基层。在发展行业商会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我

们提出要把推动行业商会、民间商会的发展重点放在基层。这里基层的

概念不仅是前面讲的乡镇等基层组织，而是包括推动县或省辖市，甚至

到省的一级的基层商会。譬如前段时间，浙江、福建的企业在江苏发展



 

不错，他们提出要成立异地商会，名称叫江苏省工商联福建商会、浙江

商会。又如福建的莆田是一个地区，另外南京市本身有一个福建的南苑

商会，为了怕形成相互之间的矛盾，建议他们成立南京市工商联莆田商

会。 

6、如何协调协会和商会的关系。我们在 15 号文件调研中，希望中

央从我省的实际出发进行研究和协调，现在有许多省一级的协会，我们

在推动某一个行业组织发展时就遇到了问题。如有的企业老板是省的某

协会的会长或主要的领导成员，你叫他担任工商联系统某行业商会的会

长就比较难办。“实践是成功的一半”，实践了以后才能通过理论不断研

究，推动将来商会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商会工作一定能

够有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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