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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作为重要的社会中层组织，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商会

和中国外交的渊源可追溯至 20 世纪

初，新式商会刚建成便立即投入外交

领域，在动荡的局势中，商会外交显

得异常坚韧与活跃。新中国成立后，

商会经过改组改建，形成了以“工商

联”和“贸促会”为两条主线的新商

会体系，同各国的贸易团体展开了广

泛的合作，为当时正在遭受西方经济

封锁和禁运的中国找到了外交突破

口。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后，商会的国际交往职能

日益凸显，已发展成为活跃在中国外

交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何谓“商会外交”

商会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

展而逐步兴起并演变成熟的。自 17

世纪初法国最早成立商会以来，[1] 这

种组织形式迅速传播到其他商品经济

比较发达的国家。随着全球贸易的

兴起，国际商会于 1919 年应运而生，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中国早在唐宋时

期就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的“行”或“行

帮”[2]，这类商业组织的存在符合了

中国人同乡而聚、同业而集的社会运

行方式，主要形式包括同业公会、商

人会馆、公所、帮会等。由于中国资

本主义商品经济出现得较晚，现代意

义上的商会直到 20 世纪初才在中国

出现 [3]。同旧商会相比，新式商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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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系上更加完整和规范、法律地

位更加明确、组织运行方式更加民主

和公开。1949 年之后，根据社会主

义基本性质的要求，分散的各类民间

商业组织经过改组改建和统一整合

后，成立了新的商会组织体系。

商会的活动和交往范围是由贸易

的业务拓展范围决定的。随着全球市

场的兴起，商会的活动不再囿于主权

国家边界，而是愈加频繁和深入地参

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服务于主权

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外交战略。商会为

了在全球市场中寻找更优的发展空间

和合作伙伴而迈出国门，同别国的政

府、商会、企业或个人开展交流与合

作，这在贸易全球化深入的时代成为

许多商会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这些交

往活动中，商会作为半官方或非官方

机构的商业组织发起和参与，以主权

国家外交政策为原则和目标，同各国

政府或组织进行的正式交往活动，称

为商会外交。商会外交常常就相关商

业问题交换看法，寻求问题的解决方

案，对推进主权国家间的关系产生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它是商业和外交的

交叉产物，是政府和商会在外交领域

互动的过程，是主权国家“大外交”[4]

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商会外交的主体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

实行了经济上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中

国的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因此受到严

重阻碍。当时的中国政府决定组建一

个能尽快打开对外交流和合作通道的

组织机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会（简称贸促会）于 1952

年 5 月应运而生。贸促会是带有商会

组织性质和特点的民间组织。贸促会

的建立与中国外交的目标紧密相连，

自建国至今一直活跃在中国外交前

沿，完成了许多重大外交使命。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于

1953 年，简称全国工商联，又称中

国民间商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面

向工商界、以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为主体的人民团体和商会

组织 [5]。全国工商联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民间商会，它对内是中国共产党进

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人民团体，其

主要对象是私营工商业者 ；对外是全

国性的民间商会组织，与各国全国性

质的商会及港澳台地区的商会组织为

对应机构。作为辅助中国政府治理的

全国组织，工商联将外交纳入主要任

务范围 [6]，伴随着国家政策和外交目

标的变化经历了中国商会外交的全过

程。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同业公会、

进出口商会、地方商会、专业性商会

等迅速发展起来，突破了原有整合的

商会体制，发展出多元庞杂的商会组

织架构。比起全国工商联和贸促会在

改革开放前的外交，这些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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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不等的商会组织进行的对外交往

更多带有民间交往的性质，对外交往

的领域更加具体和专业，交往的目标

更多偏向经济贸易，交往的对象也扩

展到国外的政府、商会、企业、个人

等多个层次。商会从“贸促会”和“工

商联”的双线，发展到由众多行为体

参与的外交网络，此间半个多世纪的

历程是与跌宕起伏的中国政府外交相

伴相生的。

新中国商会外交的特点与成就

随着国内大政方针的调整和外交

重点的变化，商会外交的目标有很大

不同，参与外交的方式也随之调整。

把握商会外交的特点是理解新中国商

会外交史的核心。

特点一 ：落实国家政策，助力

政府外交。商会并不是经济实体，它

的职责核心在于为企业服务。当政府

总体外交方针有利于维护本国商业利

益、改善商业环境、保护本国工商业

者时，政府外交目标就与商会利益达

成了一致。作为商业领域的组织者和

领导者，商会实际上协助了政府的治

理，因而商会通常都在主权国家相应

的外交政策规范之下开展外事活动，

受到政府的指导和约束，遵循政府外

交方针。

新中国商会在国际交往中紧密配

合政府的行动，落实国家外交政策。

1956 年 4 月，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出

席国际商会亚洲与远东事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的中国代表、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副秘书长舒自清在万隆会

议上宣布，由于会议委员会也邀请了

台湾政府的商会代表，中国代表团向

会议提出抗议，并且决定不参加会

议。[7] 此时的中国依旧在外交上面临

着严峻的形势，历史上的弱国形象影

响着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蒋介石

政府凭借在大陆统治时期的对外联络

关系同共产党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争夺

着外交空间，中国商会在这种不友好

的国际环境下与中国政府的目标是一

致的，都是要获得国际社会对新政权

的尊重和支持。商会代表团在各国的

同行业和对等组织中积极寻求合作和

支持，拓展外交空间，争取国际社会

的理解和尊重。

特点二 ：延伸时空维度，扩展

外交范围。商会外交虽然受政府的规

范，但绝不仅是政府外交的跟随者。

商会作为外交系统的中层组织，是企

业商人的联合，具有部分民间性质，

因而可以更加灵活和频繁地展开外交

活动，其外交形式也更容易调整，表

现在外交实践上，商会往往能够在国

家间正式外交关系之外同别国展开交

流，也能够在政府间对话正式开始之

前成为国家间交往和合作的主要渠

道，在时间和空间的延展性上都具有

独特的优势。同时，商会承接了政府

外交的部分权威性，在外交实践中往

往是国家间正式交往的前奏和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初，需要在零基础

上逐步发展和建立同其他国家的正式

外交关系，商会能够不囿于此，开展

广泛的外交活动，显示出政府外交之

外的优势。在中美正式建交以前，中

国贸促会一直是两国间贸易的中方窗

口。商会凭借经贸交往的优势，先后

同日本、奥地利等国的有关团体签订

了民间贸易或经济关系的协定，同有

关组织相互在对方首都设立商务代表

处，为日后的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典型的就包括同菲律宾、奥地利、日

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建交过程。

特点三 ：弥补政府缺失，稳定政

策波动。国家的外交方针往往受到国

际形势变化、国内政权更迭、政府人

员换届、突发紧急事件等冲击和影响，

使得政府外交政策在一些情况下产生

巨大的波动或短时间的空白，此时作

为外交中层组织的商会可以通过自身

的外交努力保持甚至适当修复国家间

的外交关系，保留国家之间的对话和

合作渠道，充当政策波动和关系变化

的“缓冲层”。以商会为桥梁建立起

来的复杂交织的国家间关系有助于政

府外交的绩效提升，能够促进平稳、

连续和相互依存的国家间关系。1966

年起，由于受到“文革”的冲击，该

时期的商会外交带有明显的极左外交

思想特征。尽管如此，中国商会的驻

外机构在特殊政策环境下表现出了维

持国家对外关系的独特作用。由于当

时的政府外交严重脱离正常轨道，驻

外外交人员被陆续召回，政府外交机

构基本无法开展正常的外交工作，商

会所维系的经贸关系在国家对外交往

方面就显得异常宝贵。尤其是在“文

革”后期，商会外交获得了全面的发

展，中国商会代表积极落实“三个世

界”思想，逐步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

门，有效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

式接待了墨西哥国民商会等几十个外

国商会组织的正式访问，中国商会也

经常赴波兰、荷兰等地交流访问，这

些活动客观上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外交

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特点四 ：人员构成多元，外交方

式灵活。许多商会的前身就是有着近

百年历史的传统商会，历来和海外经

济界、企业家有着长期交往和密切联

系，便于同海内外工商社团和工商界

人士联系和合作。因而商会长期以来

的一个重要外交角色就是充分运用这

些有利条件，广交朋友、加强联系、

增进友谊。商会外交的参与者多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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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士、企业管理者和商会领导人等

非专业外交人士，他们的身份背景更

加多元化 ；比起政府外交人员的谨言

慎行，商会外交参与者更容易通过参

观、访问、交谈、联系等非正式方式

开展交流合作。商会往往可以利用人

员构成方面的优势，以多样而灵活的

外交方式开展民间外交。

以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为例。各地

商会开展的民间外交形式多样，包括

组织在台湾有亲友的成员召开各种座

谈会、茶话会、赏月会、联欢会等，

阐述政府方针政策，听取意见，加深

了解，增强团结 ；做好来访的台湾同

胞和有关人士的接待工作 ；积极协助

落实对去台人员亲属的政策等。

通过民间渠道加强对外宣传工

作，也是商会的一项重要外交内容。

在对外联络和经济合作交往活动中，

商会把宣传中国建设、改革的成就和

宣传国家对外开放政策、“一国两制”

方针的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充分运用

民间渠道的优势把接待交往与宣传工

作结合起来，特别注意运用事实和典

型事例的宣传。

特点五 ：性质地位独特，外交平

台重要。随着商会组织之间交往的日

益频繁及商会在外交方面影响力逐步

提升，国际间形成了一些以商会为主

体的外交机制，商会在活跃的多边外

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中国

商会通过参与国际商会、世界贸易组

织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加快了

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进程。[8] 在中国

申请加入国际商会的八年历程中，中

国贸促会与国际商会成立了双边合作

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双边高级会晤，

使得国际商会成员认识到接纳中国入

会对于国际经贸事业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1994 年 11 月，中国 170 家创始

会员正式以中国国家委员会的身份和

资格加入国际商会。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之后，商会以“继续为国家的

外交、外经贸战略服务”为主要目标，

在国际合作及争端解决中的主体地位

进一步显现，外交灵活性和独立性增

强，商会外交从政府性向民间性拓展。

近年来，中国商会逐步从单纯加

入和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向尝试举办和

主导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转变，提升

了中国商会的国际影响力和外交话语

权。2002 年，国际商会（ICC）亚洲

地区会议在北京召开，该会议由国际

商会和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共同

举办，是中国商界与国际商界进行的

重要对话和交流。2010 年上海世界贸

易博览会的召开为中外商会的交流合

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中外商会

高峰论坛等由中国主办的商会合作平

台是尝试创立商会外交机制的成果。

商会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启示

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外交面临

多重复杂的使命，外交服务于经济的

目标趋于多元化，变量逐渐增多，国

家层面的外交已经无法完全地顾及各

阶层、各行业的利益 ；中国迅速强大

的经济实力必然要求中国新外交能够

对国际上各个层面的外交要求给予有

效的回应，这就同时需要中国运用“智

慧和想象力”形成外交转型过程中的

“巧力”，推行更加注重合作、协调、

共赢的新外交，发展出符合国情、立

足现代、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和前瞻性

外交。

面对新情况下的新使命，中国

外交必须突破原有的政府外交单线模

式，充分发挥商会等中层社会组织的

作用，建立立体式的外交组织体系，

由政府外交负责国家间外交关系的方

向、调整和发展，由各级商会分散外

交压力、逐级落实外交政策，通过中

层组织将国家宏观外交与企业分散的

涉外交往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上下联

动的立体式外交体系，尤其是在当今

的国际舞台上，很多国际机制更适合

由商会出面参与，增强商会的外交能

力有助于中国灵活对等地参与国际事

务，促进外交更好地为世界和平服务，

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为中国新型国

际形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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