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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介组织对社会信任建构的功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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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信任成为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性因素，而产生在社会转型中的中介组织对

于社会信任的建构有着特殊意义。阐述了中介组织对于社会信任建构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并提

出了如何克服其局限性，发挥中介组织建构社会信任的优势，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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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从传统礼会向现

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的转变。这不仅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

转化，而且几乎是所有社会规范准则的转化，更是

一种发生在人自身、灵魂和精神中内在结构的本

质性转化，也是一种人的实际生存方式和价值判

断标准的改变⋯。这种转型变革，将会把人们

“带离”传统的秩序轨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将人们“带入”一种新的生活状态。正是在这种

转型变革造成社会结构的脆弱性和个人只追求自

身的利益，人们普遍地感受到了信任危机的存在。

当前社会中不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

而且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

信任度也很低。这不得不使我们思考如何解决我

们当代社会的信任危机问题。有的学者从制度的

角度提出对策旧1；有学者从发挥中华民族的道德

角度提出对策口J。本文从产生于社会转型时期

的中介组织对于社会信任的建构角度，阐述中介

组织对于社会信任建构的有效性和局限性，从而

使中介组织更好地发挥其有效性，克服其局限性，

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转型期中介组织对于社会信任建

构的正功能

中介组织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实质是国家权

力向社会的回归。从我国现实来看，中介组织是

指那些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商品生产者与经营

者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为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咨

询、培训、经纪、法律等各种服务，并且在各类市场

主体包括企业之问、政府与企业、个人与单位、国

内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从事协调、评价、评估、检

验、仲裁等活动的机构或组织H J。从定义可以看

出，中介组织有中介性、独立性、社会性。而且许

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中介组织是宏观调控与市场

调节相结合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具有政府行政管

理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它对于社会信任的

建构也一定正功能。

1．中介组织是信息传递者，构建社会信任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我们个体的发

展和生活越来越重要了。但是如何及时地和有效

地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变得格外重要。社会信任问

题的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在现代经济中，中介组织在联系政府与市场、沟通

宏观与微观、在国家经济生活和秩序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中介组织通过对企业的验证、评估、代

理等方式，把企业的发展状况和要求、建议报告给

政府。政府会对中介组织的报告作为参考，从而

对于市场主体履行相应的职能。可见，在此信息

传递的过程中，中介组织的作用尤为重要。因此，

我们要发挥中介组织对相关企业的信息比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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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和能够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及个人

与政府之间起到良好的沟通和协涮作用的优势。

如果中介组织在社会中扮演：独立、客观、公正的

角色，就可以给利：会中或者市场中的主体提供及

时的信息，避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导致信任的

缺失，从而有利于社会信任的建构。

2．中介组织做政府和个人的润滑剂，构建社

会信任 ，1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而言，政府的决策总

是从社会的长期发展出发的。但在某些方面，在

一定程度上政府的政策可能有损一部分人的利

益。特别，在当前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既何-'IEI利益

集团，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既得利

益集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他们总是从自

己集团的利益出发。这样，必然带来一部分人对

于政府的不信任感的增强。最终，导致个人和政

府的冲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由于中介组

织自身的特点，决定它可以缓和政府和个人的冲

突，协调二者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在各种政策、

各项法规、规定的制定之前和实施过程中，都可以

通过中介组织的“转换器”，听取民众建议和意

见，提高政府的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达到

缓和政府和个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个人在自

己利益的表达和诉求方面，可以借助中介组织的．

作用。通过一种集中化的、和平化的方式表达自

己的要求。这样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

更加符合民意，从而推进政府信任和个人信任的

良性互动和社会信任的建构N J。

3．中介组织提供个人情感的归属感，构建社

会信任

我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广大人民的价值

取向日益多元化。人民更加注重个人行动的理性

化和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之间的不信任

感增强。同时，为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的需要，国

有企业纷纷进行体制改革和重组，导致很多企业

的破产和倒闭。那些以前生活在国有企业单位的

人，享受着各种福利和待遇。他们可以在单位中

获得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但是，现在一大批

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倒闭，使这样一部分人，不仅在

收入方面上减少，更甚者有面临下岗的风险，而且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出现缺失。

这就是单位制解体的带来的“情感真空”，其中一

部人在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中，不

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或自己不能及时有效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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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里的困惑。他们常常在行动上出现了越轨行

为，导致社会信任度的下降。而社区中的一些中

介组织就可以满足这些人情感上的需要，解决由

于社会转型带来人们心灵的恐慌，给予情感的归

属感，构建高度的社会信任，实现社会的和谐。

4．中介组织履行监督职能，构建社会信任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主体竞争越来

越激烈。一些企业就采取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

骗等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严重了影响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全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有严

重的情况是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中介组织利

用它对于企业信息了解的全面性和自身的独立

性，应该敢于揭露和举报企业的不法行为，使有关

部门及时地给予严厉打击和处理。从而有效地维

护市场秩序，使广大人民可以吃上放心的食品，可

以增强对企业的信任感。

二、转型期中介组织自身的不足，对社

会信任建构的负功能

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外因的推动下，自上而

下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我国的中介组织也是社

会转型的产物，必然也具有“二元性”的特点，即

我国中介组织是有表无实，虽然具有现代意义上

的中介组织形式但在实际运作中完全按照传统的

方式。因此其同时也存在着对社会信任的建构的

负功能。

1．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差，过分依赖政府，不利

于社会信任的建构

中介组织的发育是我们社会转型的产物，是

我国实现从总体性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的产物，

是权力分化的产物，是一种进步的体现。中介组

织的本质是应该具有独立性，可以在政府与民众

之间充当一个“调解人”的角色，有利于我国市民

社会的发育。但由于中介组织的先天性就在政府

的帮助和扶持下产生和成长。因此，它必然成为

政府有关部门的“一只手”，在实际的工作中按照

政府的政策开展工作，并没有真正地实现自身的

发展，服务广大的民众。这样导致很多人在观念

上认为，中介组织是政府部门，中介组织和政府是

“一家的”，等看法，增强了人们对于中介组织的

不信任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介组织在

构建社会信任的优势的发挥№】。

2．中介组织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利于社会

信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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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介组织的活动，是在市场的三大主体

(个人、企业、政府)之间提供中介服务，协调三者

关系。然而中介组织自身作为市场主体也得面对

市场竞争，赢得其服务对象和良好的信誉，以求存

续与发展。但由于中介组织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再加上监管部门的不利和中介组织的具有行政部

门的支持。因此，中介组织“只惟上，只惟利”，放

弃了为社会提供周到、全面服务的努力；另一方

面，有的中介组织为了拉拢“客户”，严重背离竞

争机制和公平原则。比如有的质量认证机构为企

事业单位颁发产品质量认证书，往往不是认真认

证并帮助其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而是只要给了

“认证费用”就颁发证书。这种不管质量的做法

实际上是在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老百姓不能从

中介组织的“服务”中获得高品质的服务，久而久

之便对其失去信心；对中介组织来说最终的结果

就是“作茧自缚”。更为重要的是中介组织的做

法严重影响了社会信任的建构。

3．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素质低下、不利于社会

信任的建构
’

目前，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有些从业人员是从政府机关分流出来的，不具备

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另有一些从业人员却是

离退休人员，由于身体及精力不济，难以胜任工

作。这种导致我国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

乏、服务意识不强，从而使得一些中介组织不顾社

会效益和职业道德，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使得从

事中介组织的人员为了自己的私利，经常做违背

自己的行业的职业道德的要求。如公证部门搞形

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做假账，咨询部门搞信息欺

诈的事件屡见不鲜。同时，由于对中介组织的管

理缺乏规范，造成中介机构游离在法律边缘，钻法

律的空子，乱收费、违规操作等现象时有发生。这

种状况严重制约我国中介组织的发展和其在建构

社会信任的优势的发挥。

三、克服转型期中介组织的局限性，发

挥社会信任建构的正功能

中介组织应该从自身做起，加强自身的独立

性和自律性，改善自身管理规范化，提高从业人员

的素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克服中介组织的不

足，方可发挥其对于社会信任建构的正功能。

1．理顺中介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建立科学合

理的中介组织管理体制

我国现有的中介组织大多数是由政府机构改

革转化而来的，或是由原来国有企业的某些职能

部门转化而来的，真正适应市场需求南社会自身

产生的为数不多，即是有这样产生的中介组织也

受到相应的政府部门的领导和登记机关的干预。

这就导致我国中介组织的“官办”和“事业单位”

的色彩比较浓，甚至一些中介组织还承担着政府

的某些管理职能。

因此，要发挥中介组织对于社会信任的构建

的优势，必须让中介组织脱离政府的干预，给予独

立性，自主的发展。政府应该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引导、帮助，使中介组织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

求，形成科学合理的中介组织管理体制。

2．完善中介组织的法律建设，实现中介组织

的管理制度化

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针对中介组织的

全面、严谨的法律。因此应加强对中介组织立法

的研究，抓紧制定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形成配套

的、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虽然，目前，我国

已经对一些重要的中介组织、中介服务颁布了相

应的法律、法规，譬如《注册会计师法》、《律师

法》、《证券法》等，但这些已经出台的法律在许多

方面尚不够健全和完善，难以充分发挥法治作用。

而更多的中介组织则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其管

理主要是依据一些行政条例和行政规定如条例、

守则、办法等行政法规来进行，这在代理、评估、咨

询等业务领域尤为明显。

因此要发挥中介组织对于社会信任的建构作

用，必须要加快立法速度，抓紧制定和出台《社会

中介组织法》，规范中介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

分类、作用、权利与义务；规范中介组织的组织形

式、经营形式和名称；规范中介组织的设立条件、

审批程序和运行机制等。应抓紧制定中介行为

法，规范中介行为防止不正当中介，维护服务对象

的合法权益。应抓紧制定对中介组织违法违纪行

为的惩戒法律，以使对其监督惩戒有依据。

3．加强中介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自身治理

水平 ．

自律性不强严重地影响着中介组织对于社会

信任的建构的作用，因此，应该在实际的工作过程

中加强中介组织的自律性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其一中介组织的形式。中介组织作为一种民

问组织，应当采用合伙制、公司制等权责清晰，治

理结构清楚的组织形式，从而在成立伊始就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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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以独立的姿态存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其二

自身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譬

如财务管理制度、执业制度等，严格违规处罚。

其三加强行业协会的建设。行业协会对中介组织

的监督、管理功能。一方面应加快各种社会中介

组织行业协会的建设步伐，构筑完善的社会中介

组织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加强已有行业协会对中

介组织及从业人员的管理力度，加强组织行业内

培训，提高业内执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

4．扩大中介组织的影响，发挥其建构社会信

任的作用

中介组织在我国的历史并不长，人们对它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所忽视、因此必须加强普及和

宣传工作，逐渐形成社会各界对中介组织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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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cial trust has become the obstacle of building aharmonious society in our country nowadays．Intermediary organiza-

tions emerging from the cours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ve special significance．in constructing a the society of hish trust．This

article mainly illu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limitations of that soci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in building a society of high

trot，and suggest that how to overcome its limitations，give play to the adavantange of soci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and further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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