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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维度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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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开发了我国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测量

量表$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确定了行业协会功能三维度模型$为我国

企业和政府更加重视协会发展$发挥协会功能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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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K$ 年以来!我国通过撤销%转制政府相关

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诸如轻工部%纺织部%煤炭部

等-!用行政手段建立各个层次行业协会的方式!

实现了从#部门管理体制$向#行业管理体制$的

转变!也促成了我国行业协会规模的快速发展"

同时!在我国江浙地区以及东南沿海!以浙江

温州地区为代表!由于其私营经济发达并且市场

竞争激烈!为了维护企业自身利益!从 !" 世纪 $"

年代末起!出现了众多由企业自发组建的行业协

会!这是我国行业协会的形成的另外一种方式"

这些行业协会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技术培训%制

定行业规范%联系国际交流%进行反倾销等集体性

服务"

无论是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还是市场

竞争下的产物!我国的行业协会随着市场化改革

的深入!其在数量上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根据民

政部的统计!从 !""!0!""H 年!我国行业性社团

规模在以年均 ##)![的速度快速增长" !""K 年

我国工商服务业类社团达到 #K K%K 个!!""$ 年为

!" G%M 个!比上年增长 #$)"![" 当前我国行业

协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其活跃程度在逐

步加强"

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行业协会被形象地描述

为(#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

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协会被

称作#二政府$!其功能不被认可!行业协会的社

会合法性存在质疑" 本文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探

讨行业协会的功能维度!寻找行业协会在其服务

对象000企业中的认可功能!从而找到我国行业

协会的发展动力源泉!进而为提高行业协会的社

会合法性!改善协会发展环境而提供理论参考"

一%行业协会功能综述

从行业协会的形成原因可以看出!一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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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业协会的职能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

灵" N+-6,和 ?72-6496,8,!"""-

*#+进一步地将行

业协会弥补政府失灵的职能称为市场支持性活

动!将行业协会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能称为市场补

充性活动" 其中!行业协会的市场支持性活动主

要包括(,#-通过对公共部门官员施压!间接地促

进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廉洁的行政.,!-推动政府

增加或改善本应由其供给的公共品" 行业协会的

市场补充性活动主要包括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改

革!如对工资和价格总水平的影响!降低宏观经济

波动对企业的冲击.行业内部企业之间横向协调!

以避免产品和要素市场上的恶性竞争.在上下游

企业之间就供给%价格和质量进行垂直协调.降低

信息搜寻成本.制定标准和技术升级等" 这些服

务和产品涉及对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进行直接

的协调!可以克服各类市场的不完善"

郑江淮,!""H-

*!+延续以上研究!将协会的功

能分为合约性实施和非合约性实施两类" 行业实

施中降低交易成本和惩罚合约执行中的机会主义

行为的功能称为合约性实施!其目的是形成良好

的合约秩序.而除此之外的增进同一方交易者集

体利益的集体行动!称非合约性实施!其目的在于

通过制定行业质量标准%信息共享和披露%制定行

业发展规划%组织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等!形成良好

的行业发展秩序"

R8/6,!""G-

*F+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俄罗斯经

济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 从加强企业间的横向联

系方面来说!行业协会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可靠的

潜在的客户商品内部信息交流!获取开发新市场

和新技术的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地解决企业间的

争端" 从加强企业间的纵向联系方面来说!主要

体现在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协调!从而维护企

业利益!具体包括游说政府官员%参与立法和规避

政府对企业的不合法干预等功能"

余晖,!""!-

*%+认为!信息提供%协调行动是

协会组织的两大功能" 就信息提供而言!协会组

织主要有三种功能(第一!信息库功能" 第二!受

相关单位委托调查违约投诉的真实性" 第三!利

用其专业化职员或共同使用外部知识资源!为本

行业整体发展前景提供预测!也可以为成员或成

员群体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就协调功能而

言!行业协会的作用主要由三个方面!,#-为行业

内部所有当事人提供一个合作框架!促使所有当

事人之间的交易和博弈从欺骗均衡转到合作均

衡" ,!-行业协会制定规约和处罚程序!对那些

搭便车的成员实施处罚!从而避免其机会主义行

为造成行业获得整体利益增进的机会丧失" ,F-

协调协会内部成员自律性行动!甚至直接对制定

行业标准%合约纠纷进行仲裁和判决"

贾西津,!""%-

*M+

%孙燕,!""G-

*H+基于交易成

本的分析!认为行业协会产品类似俱乐部产品!更

接近公共产品" 第一!协调行动!包括政策游说活

动%价格协调%制定行业规范并负责监督实施!提

高行业信誉" 第二!服务功能!包括信息服务%组

织展览会和国际交流会%技术培训交流等"

吴碧林,!""$-

*K+认为!行业协会作为行业发

展的自我管理者!是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外的

第三种调节机制000中间调节机制" 其功能主要

体现在(提供公共服务!促进行业的发展.代表本

行业参与政府公共行为!制约政府权力的扩张.沟

通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交流!缓解各方面的矛盾.

实行行业自律管理!维护行业整体利益和市场经

济秩序"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归纳了行业协会的功

能!但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行业协会有哪些功能

可以被认可) 下文将以企业为视角!借鉴现有的

研究成果!通过对行业协会的实地调查和企业人

士的访谈!形成我国行业协会的具体功能量表!然

后运用 ?R??#K)" 和&PE?K)" 等统计软件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我国企业

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维度模型"

二%中国行业协会功能维度实证分析

"一$量表开发

本研究中!量表开发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

阶段!从现有文献中摘录尝试性指标!其中包括

N+-6,%郑江淮等学者的研究以及&政协温州市委

员会关于进一步促进行业协会发展的建议案'等

文件.第二阶段!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预测

试的方式!对来自企业和协会的 H 位相关人员进

行访谈测试!通过他们的反馈和评价!对项目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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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设置%问题量等方面进行了修正.第三阶段预

调查!小范围发放问卷!并对原量表题项进行修

正" 量表最后由 #H 个测量题项组成! 均采用

4̀Z6,>K 级量表法设计而成! #完全同意$计 K 分!

#完全不同意$计 # 分"

"二$数据搜集

本研究调研时间从 !""G 年 K 月 H 日至 #" 月

F" 日!历时三个月!调查对象为福建%重庆%四川%

广东%山西等地参加了行业协会的企业!由与行业

协会有往来关系的企业相关人员填写" 共收集到

问卷 MFK 份!剔除填答不完整%答案过于一致的问

卷 !K 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M#" 份"

表 #C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功能命名 行业协会具体功能 代号
1+TS+-6->

# ! F

信息功能

协会创办了刊物和简报 _# ")$%G ")#H# ")##H

协会组织各种宣传%信息发布活动 _! ")$KM ")!#! ")#"H

协会进行行业调查和行业分析 _F ")$%$ ")!%G ")!!#

协会组织本行业企业的经验推广 _% ")$"F ")!G% ")!MM

协会经常向企业通报本行业重大事件和政策变化 _M ")$#" ")!HG ")#%$

协会组织人员%技术%职业培训 _H ")KF$ ")!!M ")!F"

协调功能

协会组织%引导企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b1# ")FKM ")H$# O")"#$C

协会制定行规行约!并监督执行 b1! ")!K! ")HK! ")#M!

协会协调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关系 b1F ")#K$ ")K!G ")F%!

协会协调会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b1% ")!FF ")K%K ")FFH

协会协调会员单位之间的关系 b1M ")#F% ")K#F ")#!!

管理功能

协会参与企业员工的技术职称评定 ?1# ")!#$ ")!%! ")$H$

协会参与行业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的有关工作 ?1! ")#HG ")!%H ")$G$

协会参与企业年审评价 ?1F ")!FM ")#%# ")$G!

CC"三$结果分析

#)描述性分析

在参加本次调查的企业中!民营性质的企业

比重为 MF[!其他类型的企业比重为 %K[" 从企

业加入行业协会的动机来看!为了解行业信息和

提高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比重分别为 MG)!![和

M$)!%[!为认识同行和寻找客户资源的企业比重

分别为 FH)"$[和 FM)$$[!问卷中列出的其他原

因!包括寻求保护%大家参加我也参加%为获取非

会员享受不到的服务以及其他原因等项目勾选的

企业比重均不足 !"[" 从受调查企业在所参加

协会中的地位来看!处于会长或者副会长位置的

企业比重为 FF)$"[!一般会员的为 M$)G%[" 此

外!加入协会的时间超过 # 年的受调查企业比重

为 G!)%G[" 从以上对受调查企业基本情况的描

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何种性质的受

调查企业!对所参加的行业协会是有一定认识了

解的!并且认为协会可以为企业提供帮助"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在做因子分析前!使用cPE值对样本

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适合性检验" cPE值越大!表

示变量之间的公共因子越多!越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 本调查样本的cPE值为 ")G#!!表示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 :.,>/6>>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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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K)#!G!显著性水平为 ")"""! 说明各指标间

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的!可以对样本数据进行

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法!选择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处理!

以特征值大于等于##$作为因子提取的原则!并

参照以下原则逐个删除题项(,#-在所有的共同

因子中的负荷量均小于 ")M 的题项.,!-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共同因子中的负荷量均超过 ")M 的题

项.,F-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同因子中负荷量差

异过小的题项"

按照上述原则!依次删除#协会参与%组织本

行业的展销会$和#协会参与制定%修订地方或国

家有关行业标准$两个题项" 这也是由于我国行

业协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的" 根据作者对相关

企业人员的深度访谈调查!普遍认为目前我国行

业协会在对企业的影响力与对政府的施加影响等

方面能力有限!所以协会组织展会和参与制定行

业标准等功能的实现还不普遍!因此这两项功能

在分析中被删除"

重新对剩余的 #% 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得到的因子负荷矩阵如表 # 所示!共计提取出

F 个特征值大于 # 的共同因子" 根据所包括题项

的具体内容!分别将这三个因子命名为信息功能%

协调功能和管理功能" 所有 #% 个题项的因子负

荷量均超过了 ")M"!没有出现严重的交叉负荷"

三个共同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量达到了

KF)$"M[!远大于 M"[的最低标准!这表明提取

的因子足以描述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内容"

F)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结构方程建模分析软件 &PE?K)"!对企

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的探索性结构进行验证!

从而最终确定行业协会功能的具体测量结构"

初始模型包括 #% 个题项!模型拟合指数如表

! 所示"

表 !C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模型的拟合指数

拟合指数 1P_D 1P_DIN̂ Q̂_ bPb bP?@& RD̂_ RQ̂_ D̂_ b̂_ 1̂_

初始模型 FGM)H$% M)F%K ")$G% ")##K ")"G! ")KM% ")HF" ")G!$ ")G## ")G%"

修正模型 # F"%)"K$ %)#HM ")G!" ")#"$ ")"KG ")KM$ ")H%" ")G%% ")GF# ")GMK

修正模型 ! !HM)#F% F)H$! ")GF" ")#"G ")"KF ")KMF ")HF$ ")GM! ")GFG ")GH%

修正模型 F !!K)$H# F)!"G ")GFG ")##! ")"HH ")K%$ ")HFM ")GM$ ")G%K ")GK#

修正模型 % !"$)K#K !)G$! ")G%% ")#"$ ")"H! ")K%" ")H!G ")GH! ")GM" ")GK%

阀值标准*$+

O gF e")G g")"M g")"$ e")M e")M" e")G e")G e")G

CC初始模型中!包括1P_DIN̂ 等指标没有达到

标准值!因此对测量模型进行修正" 因为#协会

创办了刊物和简报$与#协会组织各种宣传%信息

发布活动$%# 协会进行行业调查和行业分析$与

#协会经常向企业通报本行业重大事件和政策变

化$%#协会制定行规行约!并监督执行$分别与

#协会协调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关系$%#协会组

织%引导企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这些功能之间

有关联性!所以增加这些变量之间的残差相关路

径!结果卡方值显著减少!并且其他拟合指数均有

较大程度的改善!如表 ! 所示" 最终的修正模型

% 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良好!因此决定采用

修正后的模型!如图 # 所示"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考察样本数据的信度!本文主要采用 1,+-L

V.721;&/S2.系数和组成信度,7+TS+;4>6,6/4.V4/4L

>8!1b-系数" 依据样本数据!计算不同变量的信

度1,+-V.721;&/S2.系数如表 F 所示" 本文所涉

及的 F 个潜变量!其最小的 1,+-V.721;&/S2.系

数为 ")$!GH!大于 ")K 的阀值标准"

1b系数用以表征同一因子中的多个指标的

内部一致性!其临界标准是不低于 ")K" 三个构

成维度的 1b值都达到了 ")K" 以上!最低为

")$FF G" 这表明了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三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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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

图 #C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模型

CC在进行量表开发的时候!为了保证量表的稳

健性!需要验证其构念效度,7+-;>,'7>=./494>8-"

本文通过收敛效度,7+-=6,(6->=./494>8-来评价行

业协会功能维度模型的构念效度" 收敛效度主要

用于评价测量指标彼此之间一致性的程度" 根据

表 F 和图 # 中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各测量指标

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均符合要求,

#

e")M"-!且>值

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S g")""#-!这表明评价模

型具有较好的收敛性" 另外!通过计算各个因子

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来进一步评价收敛效

度" 三个因子中 &A@的最低值为 ")M"K F!大于

")M 的推荐标准" 综上所述!本文开发的企业视

角行业协会功能三维度模型具有很好的收敛

效度"

表 FC企业视角行业协会功能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指标

潜变量
可测变量

个数
1b &A@

1,+-V.721;

&/S2.

行业协会功能 #% ")GH% M ")HH% ! ")G#G #

信息功能 H ")GFK K ")K#H " ")GFH F

协调功能 M ")$FF G ")M"K F ")$!G H

管理功能 F ")GF! $ ")$!! % ")GF! %

阀值标准*$+

O e")K e")M e")K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的探讨!本文

在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行业协会功能进行

了归纳和分类!用规范的方法发展了测量行业协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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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功能的调查量表!最终确立企业视角的行业协

会功能维度模型!提出企业认可的行业协会功能

包括信息功能%管理功能和关系协调功能 F 个维

度" 实证结果显示!该模型的内部一致性和信度

较好!同时具有较佳的收敛效度!适用于我国行业

协会功能表现情况的测量" 该模型显示出行业协

会的哪些功能是被企业所普遍接受的"

由于受条件和工具的制约!本文仍存在局限

性(,#- 本文主要从企业的角度对于行业协会功

能体系进行了检验!但是在调查研究样本的覆盖

广泛性%样本容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后

续研究可将问卷的调查对象不断扩展!从而使研

究更加完整" ,!-尽管本文进行了访谈和预试!

但评价体系的测量指标为自行开发!后续研究有

必要进行更为严格规范的质性研究" 例如对访谈

内容进行编码分析!以提炼出更多测量指标!从而

发展出更为精确的企业认可的行业协会功能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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