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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定位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理论视阈，探讨民间治理的现实动因和理论

诉求，通过界定民间治理及其主体民间社会组织的内涵和特征，分析中国社会转

型时期民间治理的发展现状、现存问题，国外民间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及民间

治理的法治追求和发展趋势。依据中国法治进程运行的立法、行政、司法、公民

意识和法律监督等环节的逻辑脉络，论证民间治理的宪政功能、社会功能和法治

功能，以及在法治与“自生自发秩序一关系中的反思支撑作用和中介纽带作用。

运用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比较类比分析、系统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得出民

间治理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中国法治进程提供结构性支撑和重要推动力的结论。

关键词：社会转型；民间治理；民间社会组织；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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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ield of society transformation stage in China,

which explores realistic impetus and theoretical desires of civil govemanee，defines the

conception and characters of civil governance itself and civil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its

subject，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current problems，demonstrates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 of overseas eiviI governance，and illustrates the pursuit

of rule of law and tendency of civil governance．In the term of logical network

composed by legislation，administration,judicature and legal supervision in the COurSe

of legal process in China，the author discusses constitutional function，social function aus

well as legal function of civil governance，and positive effects of reflective bracket and

medium bon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spontaneous order．By the

means of the analyses offact and value，comparative analysis，systematical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analysis，the autho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civil governance can provide

the legal process of rule of law、加th structural bracket and crucial impetu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Keywords：the society transformation；civil governance,civil social organizations；the

rule 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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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绪论

民间治理问题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学术热

点和前沿问题。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是伴随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

始、90年代集中进行的，由命令式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向以市场导向为主导的混合

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单_式的高度集权治理转向民主化实践的渐进过渡

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产生并发展的。

社会转型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社会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政治学、法

学等学科和界别都立足于本学科领域加以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讨。其中较早进行

理论分析的社会学学科，围绕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生成动因”、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描述"、“社会转型中的社会运行，，、“次级制度研究"、“重

大社会关系和竞争观念转型研究"、“社会阶层结构转型与贫富差距"、“组织变迁

的独特道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社会问题与政策回应"以及“转型的理论反

思与发展困境’’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富有启示性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继而为法

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提供有益的探讨框架和理论切入点。．

首先，国内学者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问题首先是围绕国家与市场关

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第三部门①与政府、市场的关系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

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主

导话题之一。同时，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结

构的松动以及由此导致的新的社会利益关系重组，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变

得突出。如何理解市民社会的出现以及新的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成为90年代以

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上述研究中由传统的国家——市场二分法以及

建构市民社会两引起进一步讨论的“第三部门”，最近又成为国内学术乔的一个热

点，它突出反映了学术界对第三部门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及其运作过程的探

。在本文“绪论”部分，为清晰地展现“政府——社会—一市场”的三元理论框架划分，暂且将“民间社会组织”

用“第三部门”一词代替，与“非营利组织'，、“社会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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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第三部门”成为当今国内学界的一个前沿研究课题，体现了研究者们已逐步

将注意力放在了政府体制之外的社会组织利益空间的扩展上。对“第三部门”的

理论关注，就成为学界研究国家——市场之外社会性力量成长的主要对象之一。

目前，国内学者对“第三部门”的研究已逐渐从理论概念的引介，如李亚平、于

海主编《第三域的兴起》、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等；向关怀本土经

验的实证研究转向，如陈健民、丘海雄《社团、社会资本与政经发展》、苏力等著

《规制与发展》；以及从单一的国外经验模式介绍向综合的比较研究分析转向，如

王绍光著《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等。此外，中国的非政府组

织研究还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展开讨论：1．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个案研究以及微观

管理研究；2．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环境研究；3．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比较研究；

4．中国乡村非政府组织研究。

其次，国外对第三部门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时代。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详尽地提出当时美国社会中多元化的志愿组织(教

会、社区团体、公民组织等))对一国的社会“文化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它们使关怀公共利益和互助形成为一种公民的习惯，使利他主义成为慈善

组织制度化实践的基本要素。“第三部门’’概念的出现及对其大规模研究的出现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有组织社会学家阐释趟第

三部门”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中的作用，如Etzioni，A．“The Third Sector and

Domestic Missions”；或将其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种实务策划来推行，如Levitt，T．，

砌P砌删Sector：New Tactics fo，．a Responsive Society。长久以来，学术界对“第三

部门”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颇感兴趣，而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随着西

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演进，参与公共事务和影响政府社会政策的

非营利组织再次成为学术领域的中心话题之一，其中包括对非营利组织角色的阐

述以及对其发展历史的考察。如今，西方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对非营利组织或是社

会团体(自助协会)中公民的民主参与实践进行实证研究或理论上的进一步阐释，

他们将这些公民在社区日常生活中的自发参与社团的实践视为一种创造信任和形

成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最具代表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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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nam，R．D．，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又次，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中民间社会组织的问题研究。中国“第三部门"

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首先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给予“第三部门"的

合法性和行动权利的空间；第二，“第三部门"在专业能力上的建构是否足以应付

所面临的问题；第三，。第三部门”在财政上的自主性有多高。按照戈登“怀特1993

年对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出现的“市民社会”的考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需要

依靠社会团体来发挥中介和平衡作用，而社会团体始终保持一种官民兼具的特色。

在探讨中国的“第三部门"问题时，合法性问题是关系到“第三部门”存在和发

展的重要前提，同时这种合法性的获得往往取决于政府的认可。对中国的“第三

部门"而言，政治方面的合法性是它们被国家认可的首要条件，但它们的生存和

发展除这一前提外，还要受到法律和社会行政机制的约束，见高丙中《社会团体

的合法性问题》、马长山《结社自由的深层历史底蕴及其对民主法治的结构性支撑》

世
{于。

最后，在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政府治理理念上的

开放和来自国际层面的影响，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理论研究及发展趋势：1．

就“第三部门’’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而言，研究者们对这一领域的探讨还

未形成系统的观点；2．研究尚未将“第三部门"和社会福利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

研究专题，尤其是未从中国后共产主义时期社会福利体制转变的背景下探讨国家

市场制度空间之外社会组织的成长与演变；3．较少阐释民间治理在国家能力建构、

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资本形成等方面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4．如何在现行体

制下，借用体制资源在稳定的组织架构下逐步发展出具有中国专业化色彩的“第

三部门”行政体系，扩大公民在社会空间的活动自由，是目前中国“第三部门"

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本课题研究的着力点在于：第一，从理论上界定民间治理的理论范畴及其在

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和功能；第二，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未来

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在合法性和能力双重建构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

三，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第三部门”的发育及成长的制度环境；研究视角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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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开始从草根社会入手，探讨研究法治进程中的自生自发秩序和本土资源，如民

间社会组织、村民自治、基层政权建设、社区治理、公共领域等等方面，通过培

育生活中的公民社会来促进社会权利的增长，进而稳步推进多元权利均衡机制，

从而得出民间社会组织所进行的民间治理构成中国民主法治的重要结构支撑作

用。



第一章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现实动因和理论诉求

第一章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现实动因和理论诉求

第一节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现实动因

本节定位于中国社会处于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总特征的转型历

史时期，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法治动因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

治理的现实动力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政治动因：以改革为特征的整体性转型

中国的社会转型，可以用“改革一来互称。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不同于中国历

史上的任何一场社会变革，因为它带来的是一种与传统相悖的“异质"文明，并

促动了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社会体制的社会整体转型，实现着

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从伦理社会到法理社会、从一体同质社会到多元异质社

会、从集权规划社会到市场自主社会等等的转换。①

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促使多元利益和价

值目标不断攀升，使得自由、平等、契约、权利等现代观念日益确立。独立平等

的经济主体在遵循竞争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出于经济目的自愿组成行业联

合体以共同抵御、消解市场的商业风险。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的行业自律

和社会自治活动，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利益重组和经济地位的变化都推动了

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兴起。

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和社会化取向，促使“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越发松动，在经济领域实行“政企分开"之后还要在政治

领域实行“政社分开”，二者都在自上而下地下放权力，全能型的政府机构大幅度

削减，往日萎缩了的社会活力逐步复苏。在国家放权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政

府做不好、市场又不愿做或也做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诸多问题，需要由社

。马长山．社会转型与法治根基的构筑【J】．浙江社会科学，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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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自行管理，这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的兴起。

因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催生中国民

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的兴起的经济和政治动因。

二、社会动因：社会转型时期民间组织的兴起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一个从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的全面改

革逐步展开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国家"逐渐退出“市场”和“社会"领域的过

程，也是以民间社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自治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

改革促使国家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分化，使得中产阶级崛起和日益扩大。@中产

阶级是社会多元化的产物和代表，而社会多元化使得民间治理的社会基础愈加广

泛，因而对民间治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产阶级比较关心公共权力运用，

易于加入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组织参加符合自身利益和兴趣爱好的社会团体成为

一种必然的选择。此外，社会成员在满足基本需要后，对更好地服务和参与的要

求逐渐增强。随着民间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自身经济来源渠道增强，社会关

系广泛建立，媒体社会监督作用加强，民间组织不再仅仅挂靠单位和主管部门了，

他们独立自主开展活动的能力越来越强，自律自治程度越来越高，自我服务、自

我管理、保护成员权益的能力逐渐加强。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兴起的民间社会组织类型，以学术交流社团、业务管理类

社团、文体联谊类社团居多，而利益代表类和公益服务类社团数量不多。④学术专

业类民间社会组织表现出较强的精英色彩，主要为政府提供参谋咨询服务，有利

地增强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业务管理类民间社会组织在社会转型时期，起到连

接政府与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中介纽带作用，从半官半民性和过渡性的阶段特征，

向独立自主、专业化和民间性方向发展，承担政府职能转换和机构改革所分离出

。廖锐锋，冯伟林．社会中介组织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川．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5，(1)．

。文军、王世军．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社会发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第47页．

。文军、王世军．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社会发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第75页．

。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一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M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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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公共职能。民间治理开展的活动主要在社会服务，调查、研究，行业协会、

学会，文化艺术，法律咨询与服务等领域。民间社会组织的兴起，在我国社会转

型时期发挥出日益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职能。

因而民间社会组织的蓬勃兴起，以及中产阶级的崛起及其广泛的社会参与，

客观地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社会动因。

三、法治动因：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持续发展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民主法治进程，在法治思想和观念的形成、法律规范

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执法司法的制度变革和运作、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加强等

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成就。①但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也存在着形式

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紧张关系，其消解出路在于重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

值，即公民根据自己的利益、信仰、爱好或情趣组建自愿社会共同体，实行自愿

体法治。@这种自愿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是作为民间治理主体的民间社会组织。

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也提出协商民主与多元治理的时代要求。协商民主要求

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的最佳方式是团体参与，团体参与又以结社自由为前提，@

而中国宪法中关于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相关规定也与之相呼应。中国民主法治进

程的持续发展，吁求以社会权力制约公共权力、以集合权利制约有限权力的多元

治理格局的形成，而民间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开展的民间治理活动，

正是作为国家法律规则的源泉、基础和补充来出现的。

中国民主法治还要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立法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行政

权力及其授权委托的膨胀扩张，司法诉讼程序的有限和被动，公民性品格精神的

培育，以及综合监督管理机制缺乏等状况，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途径之一就在于

蓬勃兴起的民间社会组织所开展的民间治理活动。

D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M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l页．

。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出路口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124页．

。於兴中．协商性民主与结社自由【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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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民主法治需要作为自愿共同体的民间社会组

织开展广泛深入的多元化、自主化、理性化的民间治理活动来推动，而中国民主

法治进程的持续发展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提供了法治动因。

第二节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理论诉求

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理论、全球社团革命的影响、治理与善治理论、公民社

会理论构成了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理论诉求，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

理可以看作是对上述理论诉求的现实回应。

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反思与超越

(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的问题在于市场部门因追求利润而造成各种问题，需要市场部门以

外的组织来解决。市场部门中的企业因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产生企业利益、个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而企业往往又不会将这种对外部利益破坏的代价计入自己

的成本，因而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此时，有三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

分别由企业、政府或民间社会组织来提供“公共物品”。

政府失灵的问题在于政府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存在“搭便车"、“绝

对强制"、不便进行社会改革和官僚化等问题。@1．“搭便车’’问题。公共利益不

具有排他性，人们的贡献和享受不一定成正比，贡献少的人也一样享用，也即个

人会逃避自己的公共利益成本。2．“绝对强制"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

来源依靠税收，但有时政府不能提供纳税人需要的公共服务，因此没有这种服务

需求的人要为此纳税，就认为税收不具有公平性了。而执行法律必须一视同仁，

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无条件接受。3．社会变革问题。作为一个政府若要进行社会变

革实验，理论上必须获得相对多数人的同意，所以政府采纳的方案必须要有较大

的确定性，不能是实验性的。4．官僚化问题。政府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科层体系，

在治理某些问题时可能效率低下，而且支付的成本也较高，还缺乏自主性运作组

。郭国庆．现代非营利组织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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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自主性、首创性、挑战性等激励动力。

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所以必然要存在民间社会组织，来

弥补市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失灵缺陷。

(二)市场政府双重失灵的反思与超越

韦斯布鲁德提出政府——市场双重失灵理论。①在这一双重失灵模式中，民间

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政府之外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圩而出现，以补充政府产出的

不足、提供私有产品的替代物。1．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而产生活力。

尤其在社会服务领域，政府机构将服务以契约的形式交给民间社会组织来完成，圆

从而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此外，还能增加资源配置效率和满足受众需

求。2．民间社会组织是多元化社会交往的润滑剂。民间社会组织的存在使社会容

纳了多样性，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增进了相互理解。3．民间社会组织具有

创新精神。由于民间组织的规模小，任务面大，再加上入们是本着共同的志愿精

神走入同一组织的，所以组织的活力实际上已经渗透进整个组织。形成多个富于

自主精神的“创新点"。4．民间社会组织具有奉献精神。民间社会组织表达着维护

社会公正的共同愿望，伴生着为正义而投入的热情与个人奉献精神。

民间社会组织凭借其竞争力、包容性、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能够形成与市

场和政府的功能互补，有效地解决更多的复杂社会问题，成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

灵的重要纠偏机制。

二、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的时代吁求

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吁求，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民间社会组织顺应

全球化时代潮流，积极应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等方面出现的新

兴复杂问题的良好姿态。

(一)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的兴起

“我们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

。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30页．

口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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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

性。"①同时“有组织的私人自愿性活动也即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了20世纪最

伟大的社会创新。"圆

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在以下三个层面促发了第三部门的兴起：1．全

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的理论宣扬在很大程度上启蒙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

民间社会组织，结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民间

社会组织迅速增长。2．全球社团革命中的社团成员，同时作为全球公民社会中的

公民成员，在一国增加就业和支出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形成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3．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构成整个世界多元化社会的一部分，满足人类的

多重需要，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第三部门的兴起，同时全

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第三部门的发展，又为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提供

了动力。

(--)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预示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发展走向

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促发了权力“分散——集中”的双向流变。@

较之集中趋向，分散化的趋向是更为主要和明显的，其主要体现之一即国家权力

向下层、外围的分权放权和多个权力中心的形成。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

际，权力分散的主要承载者都是正在蓬勃兴起的民间社会组织。处于全球化时代

的全球社团，以其团体化的组织形式凝聚起个体力量，运用社团组织所拥有的各

种资源、政治技能和专业知识，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维护成员合法权益和

主张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通过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积极投身于国家政府力所

不及的社会公共空间和活动领域。也就是说，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国

o【美】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A】．何增科译．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嗍．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43页．

。【美】莱斯特·萨拉蒙、赫尔穆特·安海尔．公民社会部门【A】．周红云译．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57页．

。陈玉刚、俞正梁．21世纪权力的流变：集中与分敖明．学习与探索，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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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权力回归社会的重要载体、媒介和途径。

全球社团革命造就了活跃在公共领域内的众多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程

度、达到一定数量的民间社会组织及其成员，便可作为抗衡专权的堤坝和监督权

力的一只“独立之眼"。①如此，活跃在社会空间内民间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形成了自

主自治的社会权力网络。这些多元复杂的社会自组织网络，发挥着监督国家公权

力行使、抵御国家权力扩张、捍卫社会权利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从而使得权力分

散化和多中心化以及统治资源的社会化。

全球化时代，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预示并表明国家的社会化倾向以

及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发展走向。

三、“治理与善治一、“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影响

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同为治理和善治机制中的重要合法权源，体现着民

间治理与公共管理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反思回应关系。‘

(--)“治理与善治"、“第三条道路峁理论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②治理

具有过程性、协调性、主体广泛性和持续互动性的特点。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

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

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

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性。欧美各国领导人所提倡的

“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即力图通过提高公民自理社会问题的能力，降低公

众对政府行政的过高期望，减缓由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所导致的政府与民众的紧

。马长山．民间社会组织对当代法治秩序的变塑【A1．刘瀚、马长山主编．社会转型与法治发展[M．】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157页．

。俞可平．qli仑-治理与善治IAl．俞可平主编．治理与菩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

页．

。俞可平．ql-论：治理与善治【A】．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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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关系，形成政府与公民的“双赢"的局面。回

治理与善治、“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民

间社会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形成了既有制约又有合作、既

有监督又有依存、既有协调又有规制的良性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政府面临公

共管理的难题，总结社会转型时期治理特点后所做出的反思回应。

(--)“治理与善治"“第三条道路"理论对民间治理的影响

1．治理与善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产生背景构成民间治理兴起的重要契机。

“第三部门的兴起起源于一系列来自公民个人、政府以外的各种机构以及政府本

身的压力。它反映了一系列独特的社会和技术变化，以及酝酿已久的对国家能力

的信心危机。"@面对全球化压力下的福利国家危机、发展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

主义危机，以及通讯革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国家能力的信任危机使得政府无力

应对所有的社会问题，因而需要资助民间社会组织使其发挥功能，以满足社会多

元需求和平衡社会多元化利益，都成为促发民间治理兴起的重要契机。

2．治理与善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作用场域构成民间治理发展的重要平台。

面对重大社会问题，人们认识到不依靠或者仅依靠政府都有不足之处，便自发组

织起民间社会团体，以群体的智识、资源和力量来应付挑战、化解危机和谋求发

展机遇。立足于政府机构不便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务，来补充政府功能缺陷，

也向政府反映和传达社会呼声与意愿、支持和协助政府进行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

政府职能转换后公共管理职能空位、缺位、越位之处，正是民间社会组织开展民

间治理的广阔舞台。

3．治理与善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政治实践构成民间治理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治理与善治机制中，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新的角色定位，为鼓励出现多样化的问

题解决方案和服务分配安排，发挥社会权力和民间力量的积极性、创造性奠定了

。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364页．

。【美】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A】．何增科译．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44页．

。陶传进．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一种批评的视角叨．社会学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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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这种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关系中的多元互动协作的秩序框架，成为民间治

理发展的重要方向。

治理与善治、“第三条道路"理论为民间治理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契机，并为民

间治理的发展搭建了理论平台，还为民间治理将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而治理

与善治、“第三条道路’’理论对于民间治理及其民间社会组织具有重要影响。

四、“市民社会"话语转换与公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话语以及公民社会理论，是学界进行法学理论

和法治研究的基本问题和重要理论分析工具。“市民社会”话语向“公民社会"话

语的转换，反映了由原有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二元理论分析框架，到“国

家——经济——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公民社会——经济社会”)三元理

论分析框架的发展。

(一)“市民社会"话语转换与公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话语向“公民社会”话语的转换可从法治意义的角度解读。一

方面，“公民社会"话语更贴近中国的生活现实。中国并没有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

基因和文化传统，这种转换更贴近中国公民身份社会的现实，并涵盖了所有社会

成员；同时有益于关注中国文化传统，也有利于更真实地剖析和研究“公民社会"

与法治进程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公民社会’’话语更能推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本土化研究。话语转换后会日益注重中产阶层与民主宪政、民间社会组织的“民

间治理"、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公共领域兴起与法治秩序等问题的研究。①

公民社会理论要点包括公民社会的内涵、结构性要素及特征、基本价值和原

则。“公民社会”是指“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

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1)私人领域(包括市场机制和个人私域)；(2)

o马长山．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的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J】．求是学刊，2007，(2)．

。马长山．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的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J1．求是学刊，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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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①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原则包括个人

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和法治原则。圆

“市民社会”话语转换为“公民社会"话语，为中国的民间治理提供了现实

参照的分析视角，同时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公民社会理论及民间治理问题研究的

本土面向。

(二)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

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公民

社会功能的角度加以分析：

1．政治功能。成熟的公民社会通过政治参与、民主决策、社会自治等民间治

理活动的开展，形成对公共权力行使和政府行为的监督与约束，有利于克服“政

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而中国的公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之中，无论是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

有最终定型，还极不规范。

2．社会功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自主互助的组织方式和参与社会生活的途

径媒介，表达和捍卫各种特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支持社会的多元格

局。但中国现在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尚不平衡，不同的民间社会组织之间在民间治

理的制度建设和内部治理结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和影响力方面差距还很大。

3．经济功能。公民社会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主体的发展与完善，有利于经济

组织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是经济现代化驱动的综合动力之一。在作为民间治

理主体的民间社会组织中，经济类组织、行业协会等占有相当数量和重要地位。

4．文化功能。公民社会有利于“公民性品格"、“公民精神"、和“法治观念”

的养成，使公民在思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制度安排等各个领域，

对各种新的需求和机会迅速做出反应并承担创新职能，积极引导社会发展的潮流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导论【A】．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0，第4页．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导论【A】．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杜，2000，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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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需要公民的现代法治意识作为先导。

公民社会理论提供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所需的政治参与功能、社会

参与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和文化导向功能，当然中国民间治理尚在形成之中，有

待于实践的检验和完善。

本章小结

本章“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现实动因和理论诉求"。从改革提供经济、政治动

因，民间社会组织的兴起提供社会动因和民主法治进程提供法治动因的角度来探

讨梳理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生发动力和影响因素。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是经济政治

体制、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等整体转型，可以说“改革开放一是转型时期民间治

理的总体背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是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总限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全球现代化和信息化的迅

猛发展，昔日国家与本国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公民的原有关系，一国之外

的国家间关系、主权国家与国际间政府组织之间关系、NGO／NPO的发展与合作等等

受到强烈地冲击和影响。一是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困境；二是全球社团革命和

全球公民社会的时代吁求；三是治理与善治、“第三条道路一的理论影响；四是公

民社会理论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话语转换的影响。上述方面成为全球

化时代背景下对转型时期中国民间治理的理论诉求。

因此，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必须对上述情境和影响做出符合中

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进程发展要求的切实回应。上述影响因素正是转

型时期中国民间治理兴起的现实动力和理论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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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趋势

第一节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的界定

一、民间治理及其特点

(一)民间治理的界定

民间治理是指在社会转型时期，生发于中国社会重大分化解组和整体转型的

民间社会组织，成为国家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自律管理、促进社

会民主的重要中坚力量，并经由行政“统治"向多元开放、互动回应的民主“治

理”的转变，最终形成“民间治理”的机制和民间秩序。回

对于民间治理的界定，我们需要明确以下几点认识：(1)民间治理的背景：限

定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阶段；(2)民间治理的生成动力：在于社会分化

解组和法治发展的内因，以及全球化时代理论诉求的外因；(3)民间治理的作用机

理：在于社团社会自治以及与政府公共治理的互动合作；(4)民间治理的功能：在

于推动立法民主、规制行政权力、补充司法诉讼程序和培育公民精神和品格；(5)

民间治理的实质和归宿：在于最终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制约权力的机制和秩序。

(二)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特点

根据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阶段特征，我国的民间治理呈现出下述特

占．
J’’、‘

1．民间治理的生成机制：民间治理自古有之，但是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赋予民

间治理新的时代内涵和特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转型时期民间

治理的双重趋动力。

2．民间治理的发育程度：民间治理及其主体民间社会组织已经有一定程度和

范围内的发展。目前，民间治理处于国家与社会合作，但国家处于主导地位或支

。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99．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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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地位，社会团体发挥“第二行政系统”职能的阶段。①

3．民间治理的活动领域：民间治理开展活动的主要领域在社会服务，调查、

研究，行业协会、学会，文化艺术，法律咨询与服务等。圆

4．民间治理的发展方向：不断向独立性、民间性、专业化管理和自律规范方

向发展。中国民间治理主体在民间治理中要加强自治自律观念和基本制度建设。

5．民间治理的功能：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的宪政功能；社会参与、发展经济

和文化导向的社会功能；规制导向、沟通教育、社会评价、社会裁断、综合监督

管理的法治功能。

二、民间治理的主体：民间社会组织

(一)民间社会组织的界定及特征

民间社会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或互益性活动、独立于

党政体系之外的正式的社会组织。@本文所称“民间社会组织"主要指在现行法律

法规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性基金会三大类别的规定中，将其中数

量最多的“社会团体"作为民间治理的主体。而社会团体又可细分为四类④：一是

学术性团体，指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交叉科学研究的团体；二是行业性

团体，指由同行业的企业组织的团体；三是专业性团体，是指由专业人员组成或

依靠专业技术、专门资金从事某项事业而成立的社会团体；四是联合性团体，指

人群的联合体或团体的联合体。@

民间社会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组织性、公益性、

排除性等共同特征。@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社会组织而言，其还具有明显的

。康晓光．权力的转移一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M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197页．
o王名主编．中国NGO研究200l——以个案为中心【M1．北京：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2000，第13页．

o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4页．

回吴忠泽主编．社团管理工作口哪．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第6页．

o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7页．

o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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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双重性①、过渡性②的阶段特性。

民间社会组织的“官民双重性”特征是指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政府创

建，并在登记注册、日常管理、人事安排和经费筹集等方面受到政府的主导，也

即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而民间社

会组织的“过渡性"特征体现在发育程度上未成熟定型、发展程度上有失平衡和

制度环境上欠规范性三个方面。

(--)民间社会组织主体地位的确定依据

1．民间社会组织主体地位确定的理由之一：现行行政法规规定的法定性和权

威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本条例所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

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该条款可视为民间社会组织主体地位确定的依据之一。民间治理强调社会团体作

为主体，而非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各类公益性基金会，主要基于社会团体较民办

非企业单位的“利用非国有资产”和公益性基金会的“利用捐赠财产且为非营利

性法人”而言，法律限定更为宽松，社会覆盖面更加宽泛，容易发展成为民间治

理的社会基础。因而数量最多的社会团体适宜作为民间治理的主体。

2．民间社会组织主体地位确定的理由之二：学术界对民间治理的主体尚未进

行类型学意义上的统一划分，以社会团体为内核的民间社会组织作为民间治理的

主体具有比较优势。借用联合国或者国外研究机构的分类方法，存在不符合中国

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特点之处，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中国民间社会组

织发展还很不成熟，其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不十分明显。④而从学术研究

和行政管理的角度考看待，虽然二者都结合中国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的实际，

但未免过于考虑分类管理的需要和便利。因而以社会团体为内核的民间社会组织

。俞可平等编．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16页．

口俞可平等编．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18页．

o参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9月25日国务院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1998年10月25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发布．

。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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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作为民间治理的主体。

第二节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现状与问题

一、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的发展现状，通过民间治理及其主体民间社会组织

在资源、综合动员能力、独立性自治性、社会公信力影响力和发展程度五个方面

加以论述。

(一)资源不足

相当一部分民间社会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来自政府、

企业和国际基金的资助均很缺乏，政府采购也尚未惠及民间社会组织。资金严重

不足使其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不少组织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也

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业务不相干的经营

性活动或者违法活动。在人力资源方面，绝大多数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民

间社会组织中，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

下来的离退休人员；多数自发成立的民间社会组织工资少、待遇低、办公条件差、

职业发展前景不明，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这导致了

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资源不足问题。

(二)综合动员能力欠缺

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资金筹措能力比较低，加上民间

社会组织培训不够，信息渠道不畅，缺乏明确的行动策略和专业知识，动员社会

资源的能力也就比较弱，民间社会组织对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社会动员能

力是不充分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民间社会组织自身综合能力不足，包括活动能

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能力不足的背后是缺

少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而我国现行组织人事制度，对优秀人才吸引力不强，

并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民间社会组织，使得其中难于产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

的领导人。另外，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及其成员有着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但现有

的向业务主管部门反映意见、建议和要求的制度安排以及行政依附性，阻却了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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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途径，因而民间社会组织提出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对业务主管单位的影响力很小，很难受到应有的重视。以上因素导致了民间社会

组织综合动员能力欠缺的问题。

(三)独立性、自治性不足

相当一部分民间社会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

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直接创办，者本身就从党政机构转变过来，或者由原党政

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创办。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

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

都严重依赖于政府，这无疑也是民间社会组织行政化、附庸化的一个必然表现，

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民间社会组织始终难以摆脱其行政化的

倾向，具有行政依附性和不独立性。民间社会组织也存在着“成为‘养人的机构’

和‘二政府’的弊端"，甚至成为政府部门向企业伸手的捞钱载体。①还有一些民

办非企业单位以营利和避税为目的，存在着严重的企业化和商业化倾向，这些导

致了民间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自治性不足的问题。

(四)社会公信力偏低

由于政府和公众对民间社会组织普遍缺乏信任，民间社会组织陷入“信任困

境"。某些民间社会组织缺乏自律机制，透明度不高，导致社会公信度较低。民间

社会组织的代表能力和维权能力还不是很强，体现在民间社会组织在解决与其他

民间社会组织发生的争端时，捍卫会员利益的指标没有达到会员的期望值，还需

进一步完善。正是由于不能很好地为会员提供利益和权利保障，使得“入会”热

情和动力受到削减，致使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性不很理想。而资金、人员、综合

动员能力不足的现实使得它们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的社会公信，不能

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此外，民间社会组织的功能变异，出现贪污、挪用、卷款

潜逃等恶性事件，也导致民间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偏低问题。

o冷明权、张智勇．经济社团的理论与案例【l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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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尚不平衡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巨大

的差距。东部发达地区多，西部贫困地区少，从业人数也有很大差距。根据1996

年中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东部发达地区的社团数量较多，如江苏省、上海市、

浙江省的社团数量分别占全国社团总量的7％以上。而西部贫困地区的社团数量相

对较少，如宁夏、青海等地的社团数量仅占全国社团总量的1％以下。从社团从业

人员的分布看，最多的上海市社团从业人员占全国社团从业人员总量的8．8％，而

最低的宁夏、青海则不到l％。①民间社会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

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

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

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

有民间组织进入。这对于民间社会组织整体部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以上两种表现反映了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尚不平衡的问题。

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存在的资源不足、综合动员能力欠缺、独立性自治

性不高、社会公信力偏低和发展尚不平衡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在正视

问题的同时，应该针对问题的生成原因加以分析探讨，以期促进社会转型时期民

间治理的能力提升。

二、民间治理现存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

分析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所存在问题的原因时，除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民间社会组织自身的管理和能力建设不足

也是重要原因。而更为根本和深刻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结

果，反映了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治理模式与体制的根本转变。

(一)基本价值定位与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

民间治理基本价值定位缺陷体现在准入困境和监管困境上面。准入困境指登

记注册门槛高，找寻业务主管部门困难，准入成本较高，导致大量民间治理主体

。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阴．管理世界，2002，(8)．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放弃登记或无法登记，从而游离于法律法规监管之外。现行双重管理体制、分级

管理原则和非竞争性原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政府监管部门的价值取向及其对民

间治理活动的基本定位存在缺陷，而这种缺陷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社会组

织通过登记注册来获得合法地位。监管困境指登记管理机关容易忽视对民间组织

活动过程的管理；业务主管单位忙于对民间组织内部管理的干预以及重复与民政

部门内容相同的监管，从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监管职能；税务部门在监管中发挥

作用很小；司法部门在监管中处于缺位状态。∞‘

民间治理制度构建的缺陷体现在围绕民间治理运作活动所必备的各项基本制

度存在缺位和亟需补位上面。如财务管理方面，现行采取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办

法，致使其间存在的巨大制度空间为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方便；评估和监督

制度方面，存在严进宽出和多头管理、双重负责以致成为无人负责的漏洞；理事

会制度、社会监督机制、财务公示制度等方面，更是缺少现行法规和政策上具体

明确的规定。

民间治理中存在的基本价值定位和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使得民间社会组织

各行其是、无所适从，严重妨碍了民间治理的发展。

(二)缺乏西方民间治理所具备的文化积淀

民间治理中存在缺乏西方民间治理所具备的文化积淀的问题。西方公民社会

及民间治理有着文化方面的深厚积淀，包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普遍的公民意识、

自治观念、法治观念、契约精神、公益精神等，而中国在此方面的文化背景明显

阙如。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巨

大冲击，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甚嚣尘上，社会资本体系全

面扭曲，使得中国民间治理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志愿精神、公益精神和社会公信力

严重不足，这些都成为中国民间治理发展中的无形障碍。

民间治理所需的文化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积累的过程，不仅要有来自政府

的自上而下的推动，还要有民间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积极努力。

。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要素分析【A】．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6。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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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精神和使命感的严重缺乏

民间治理中存在民主精神和使命感严重缺乏的问题。理念或使命是组织存在

和发展的灵魂。①中国民间治理的真正困难，在于缺乏明确的理念和强烈的使命感，

这使得民间社会组织难有能动性、创新性和艰苦创业的自觉性，从而带来被动、

盲目、急功近利、缺乏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动力不足，使组织发展难有后劲。此外，

现阶段民间治理中主体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内化程度，明显与其在中国法治进程所

担负的结构性支撑作用不相匹配。

因此，民间治理要提高社会活动能力和实现社会效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角

色定位，提升民主法治精神和主体使命感意识，继而进行民间治理的制度化建设。

(四)政府改革的滞后效应

民间治理现存问题与政府改革的滞后效应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我国的民间治

理是在政府主导之下、民间治理与政府公共治理互动合作的治理活动过程。一方

面，政府某些观念和认识滞后。如担心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会危及国家的政治经

济基础等等，这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举棋摇摆，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无力打击

在“非营利"名义下开展的牟利等不法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和政策配套滞

后。较为突出的表现在政府机构改革调整过后的政府职能迟迟不能落实到位，民

间治理主体的登记注册、监督管理、优惠税制等诸多方面，彼此不协调、不到位。

可以认为，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不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和相应的政府角

色异位，是当前制约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民间治理现存问题从价值定位、制度构建、文化积淀、精神理念与政府改革

等角度加以分析，有助于揭示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深层原因。可见民间治理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制度环境、自身综合能力的“硬件"

与文化价值、精神理念的“软件’’协同发展。

。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1．管理世界，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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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国外民间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民间治理

(一)美国的民间治理

美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开展的民间治理活动在美国具有重要且广泛的社会影响

力，许多享誉世界的机构，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福特基金会等都是开展民间

治理活动相当成功的民间社会组织。

美国民间治理发达的因素在于：首先，源于美国崇尚个体和社会权利、国家

的行动必须得到个体和利益组织同意方可执行的价值理念，①这构成美国民间治理

发达的文化价值条件；其次，美国政府通过提供拨款资助和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以及科学合理的分类管理，为美国民间治理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再次，有关民

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的法律比较健全，从宪法第一修正案、税法、商法或公司

法等，至今还在不断补充完善，为美国民间治理提供良好的法律条件；最后，美

国民间治理中民间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和行业管理评估机制，为美国民间治理提

供良好的组织发展条件。

美国民间治理活动的社会影响和作用，两组重要数据可见一斑：(1)美国社会

福利的一半都是由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资金主要来自捐助和服务收入。(2)美国

在成年人口中有一半人志愿捐献业余时间从事民间治理及其组织的活动，每年捐

献200多亿小时，相当于900万全时工人干一年，每年捐献的时间的价值约为2000

亿美元左右，大体上与全社会价值的资金价值相等。圆

美国民间治理活动有力促进了美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带有社会福利性

质的大部分社会服务，满足了社会多样化的需求；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有助于政

府了解民情民意，为政府提供参考咨询服务等。

(二)欧洲的民间治理

欧洲国家的民间治理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政府与社会团体的紧密合作，即社会

。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367页．

。吴忠泽等．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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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的制度安排。①“在奥地利、瑞典、荷兰、德国、法国和

许多其他的国家，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吸纳了工会、雇主协会之类的组织，他们

能够合法参与政府决策。这项变化引起的实际结果，是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交

织’。"⑦欧洲民间治理“社会合作主义"的一方面使得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垄断组

织被政府允许在正式的民主决策程序之外、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特权地位，

这样减少了政府的控制成本；另一方面，作为对上述特权地位的回报，利益组织

则需保证其成员服从利益组织与政府共同制定的政策条款，这样有利于减少劳资

间的纠纷。

欧洲国家民间治理的社会合作主义制度安排特点，原因有欧洲经济内部由生

产向服务业转移、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满意度高、欧洲国家赞助的扩张

民间治理组织的就业计划等等。上述因素促使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以削减政

府公共开支。

欧洲国家的民间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分化背景下，总结各国实践经验基

础上而提出的资本主义重新“组织化"的模式。回

二、亚洲国家的民间治理

(一)日本的民间治理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是对民间治理及其民间社会组织限制最严

最多的国家。④日本民间治理呈现出政府主导推动而生存发展的特点。日本政府对

民间治理及其组织采取谨慎和限制态度，

社会对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的重视，

以1995年阪神大地震为契机唤起了整个

政府也相应改变了观念。在1998年《特

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通过后，使得日本民间治理发展的制度环境有了根本的改

观。@

。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379页．

。张静．法团主义l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7页．

。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380页．

。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394页．

o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1．管理世界，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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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间治理在法律环境方面，有下述特点：(1)法律法规分割成许多门类，

专属管理、专规约束、专门活动。90年代日本规制民间治理有九种法律形式，即

公益法人、社会福利法人、学校法人、医疗法人、宗教法人、特殊法人、公益信

托基金、共同组合、市民社团。①这九类法人各自有专门的主管部门，受专门的法

规约束，只能在专门划定的领域内活动。(2)1998年《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通

过后，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在主体资格取得、申请成立条件、认证程序等方

面获得较以前宽松的制度环境。

日本民间治理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快速发展，在专门法律法规规定的框架

内开展专门领域的活动，即以九种法人的法律形式开展着民间治理活动。政府和

社会观念的转变为日本民间治理提供重要发展条件。

(二)新加坡的民间治理

新加坡的民间治理呈现出政府严格监管与适度宽松结合的特点。(1)严格监管：

体现在成立民间社团必须到政府内务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否则将被视为非法组

织，对于未经注册的社团，政府严惩不贷。经批准注册的社团，仍要接受政府的

监督，已经登记注册成立的社团必须在其登记宗旨的范围内活动，不得进行章程

规定以外的活动，尤其是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圆(2)适度宽松：体现在如果没有特殊

的政治理由，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注册申请一般都会批准。申请材料齐全，登

记机关不能随意拒绝成立社团的申请。对于社团的一般活动，政府不做干涉。

新加坡的民间治理特色在于存在官方社团和民间社团的和谐共处。新加坡政

府负责官办社团的资金拨付、安排任务和人事任免。官办社团最重要的使命是通

过全国性和社区性的官办社团联络社会各方面、各行业、各基层的民众，维护新

加坡新兴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民间社团较为复杂，从性质上将民间社会组织

分为20大类，新加坡政府根据社团性质的不同，采取分别立法的原则加以调整。

这一点与日本政府有相似之处。

新加坡民间治理活动，在推动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强多元文化的交流，

o吴忠泽等．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第247页．

。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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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各民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改善，以及国际间交往等方面具有重要社会作用。

三、国外民间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一)欧美发达国家民间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总结和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民间治理的经验与启示时，首先要注意到每个国家

民间治理自身的发展程度、历史文化背景、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社会分权与异

质程度、宗教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其次，欧美发达国家民间治理活动开展的领域很广，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推

动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服务、文化娱乐①等可持续发展；一类着眼于救援工

作；一类是在妇女、裁军、反核、生态环境、人权等方面活跃的激进组织。@

再次，民间治理发展的动力机制。欧美国家民间治理活动的资金来源有47％

来自私人付费和销售收入，43％来自公共部门支付，10％来自法人和基金会的民间

捐赠。@相应地，市场供求机制、多样化的社会服务需求、国家与民间治理的关系

成为民间治理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

最后，民间治理的发展趋向。迄今为止，民间治理已经发展到“第四代’’。民

间治理活动未来的发展需要动员更多的人，试图通过与其他类似组织在全球和全

国范围内结成联盟来促进制度和结构的变革，即民间治理成为一种“制度性环境”。

④欧美发达国家的民间治理在今后的发展中还要避免过分官僚化和过度商业化的

双重威胁。

(二)亚洲国家民间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

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在历史上对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既不关心也了解不

多。两国在民间治理方面的相似之处在于历史上都深受儒家思想的文化浸润；都

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权力格局，政府在民间治理中起主导推动作用。

o郭国庆．现代非营利组织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72-73页．

o文军、王世军．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社会发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第69页．

。郭国庆．现代非营利组织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82页．

@文军、王世军．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社会发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第7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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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加坡在民间治理的发展问题上，都是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整体转

型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随着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复杂化，政府面对新的

局面做出的政策回应。

日本、新加坡在民间治理的发展契机上，都是以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变为转折

点。对本国民间治理的监管上都采取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对本国的民间治理都

采取分类管理、专门法律规制、划定民间治理各自活动领域的法律制度。

当然，亚洲国家的民间治理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不仅要强调民间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还需要通过制度环境的变革和社

会资本的重建。因而期望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的态度向积极和宽容转变，以推动

民间社会组织走向与政府之间实现合作与互动的良治之道。

第四节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的发展趋势

一、民间治理的法治追求

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治理是

处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群和两对法治基本价值关系的重要社

会机制。并且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群和的法治基本价值关系之间的动态张力，奠

定了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基础。回

民间治理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法治追求体现在以下方面：

1．民间治理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关系时，(1)呼吁通过社会福利立法，对

弱势群体给予适当保护和倾斜，并推动民间治理中出现的“保护和倾斜"在今后

成为弱势群体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2)呼吁通过简化法律诉讼程序、提供法

律咨询与援助等措施缓解程序的阻力，提供社会救济，以追求结果公平。

2．民间治理在处理自由与群和的价值关系时，民间治理正视社会转型时期的

自由与群和的内在紧张关系。对于社会的弱者而言，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边

缘化和贫困化，在缺乏享有自由的必要物质条件时，自由的背后则是无人问津的

。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出路口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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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苦无助。民间治理旨在追求法治中的实质正义和结果平等，追求平等的自由。

当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不是解决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群和的法

治基本价值关系的灵丹妙药，我国经济市场化尚不健全，政治民主化尚不完善、

社会多元化尚不均衡的国情；法治建设的私法完善、社会法出现、公法崛起三个

阶段尚未经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国家权力归位、社会公权力的勃兴、公民权

利拓展三个方面尚未完备；国家权力横向结构中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之

间的制约关系有待强化、国家权力纵向结构中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新界定；行政

与法治关系中公共行政过程的民主化和公共行政主体的社会化有待发展等等。

虽然存在艰难险阻，但是上述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法治的现状与困境，正是民

间治理为我国民主法治进程提供重要结构性支撑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社会转型

时期的民间治理在我国未来法治发展中着力点：(1)民间治理作为法治建设中“政

府推进与公民参与结合"的动力；(2)民间治理作为公法建设中“权利与权力的均

衡化"的重点；(3)民间治理作为“多种救济方式整合刀中完善救济机制的途径。回

二、民间治理的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转型时期，随着经

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改革的进行，以民间治理为鲜明特征和重要内容的社会领域改

革也随之启动。

(一)民间治理日益满足社会多元需求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需求日益增加，从政府方面而言，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

换、管理方式由微观到宏观、从直接变间接，这需要有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占据

政府公共管理退出后的社会空间，以及承担政府职能转换所分离出去的社会功能；

同时，政府也需要民间治理提供信息反馈和信息来源，②需要民间治理及其民间社

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从民间治理方面而言，民间治理主体在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社会参与需求方

。袁曙宏、韩春晖．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发展规律研究唧．法学研究，2006，(4)．

。文军、王世军．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社会发展f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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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对于公民社会交往的需求，政府几乎无能为力，而市场部

门又从营利性考虑问题，于是民间社会组织成为社会交往的媒介。公民通过参与

各种类型、涉及不同领域的民间社会组织，如学术团体、兴趣团体、联谊性团体、

职业性团体、社会公益团体等。可见，民间治理主体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陷，

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

(二)民间治理推动社会保障公益事业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现象，相

应产生了包括下岗职工、贫困家庭、老年人、孤儿、残疾人等在内的弱势群体。

由于政府财政收入有限，无力为全社会提供及时有效的社会救济和充足稳定的社

会保障。因此，慈善福利型、社会服务型、社会互助型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吸纳、

利用社会慈善资金和社会闲散资金，以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的方式，实施社会

援助的民间治理活动。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将是民间治理今后大力发展的活动领

域。

民间治理中给予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济和公益活动，有效地维护社会弱势

群体的权益，在很大程度上分担政府财力不足的难题，促进了社会保障和公益事

业的发展进程。

(三)民间治理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全球社团革命与全球公民社会日见端倪，

我国的民间治理将作为增强我国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民间治理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将发挥如下作用：(1)通过与外国民间社会组织进

行合作，引进、开发和利用国外先进的知识、技术和资金，促进我国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2)通过对国际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使我国的利益和意愿能够不断地体现

在国际性的民间组织和政府官方的决策中；(3)在我国加入WTO后兑现所承诺的国

际责任方面，民间治理主体将集中代表我国民间社会力量，未来更多地在实施人

道主义援助、生态保护等全球性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民间治理进一步参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使得民间治理在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方面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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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为。政府职能的让渡使得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加入WTO后，独立分散的企业也需要通过民间社会组织来

维护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整体利益。因而，民间治理在进一步维护、规范市场

经济秩序方面将会起到综合治理机制的效屠。

政治体制改革的“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使得中国民间治理的半官半

民的性质发生变化，原来的官办逐渐向官助方向发展。民间治理活动未来的发展

成熟，使得政府缩减财政补贴，而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使得政府主管

部门在管理上放权，让社团自己管理自己，使其摆脱行政化的倾向，由半官半民

性转向官助民办性和民间性。①此外，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除少数需要国家

财政支持成为国立的非营利机构外，大量的事业单位需要转化为企业或民间社会

组织。因而，民间治理在未来发展中应当重视事业单位转换为新型民间社会组织

的问题。

民间治理在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推动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发展、

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参与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四个方面，呈现出积极的

发展态势。民间治理在以上方面的发展潜力，将会在我国社会整体转型中起到不

可或缺的社会支撑作用。

本章小结

本章“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趋势"，主要是对社会转型时期

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进行本体论意味的理论概括。笔者认同民间治理是一种

“民间治理"的活动机制和民间秩序，并从民间治理的背景、生成动力、作用机

理、功能和归宿角度加以说明。

按照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与问题、问题成因分析的逻辑，指出

存在包括资源先天不足、综合动员能力欠缺、自治性、独立性不足、社会公信力

偏低以及发展尚不平衡的问题。而社会转型时期基本价值定位与制度构建的双重

缺陷、缺乏西方成熟厚重的民间组织文化与精神、自身理念与使命感的严重缺乏

。王颖等著．社会中间层一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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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政府改革之后效应的影响共同造成了现阶段的问题。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民间社会组织方面体现出资源充足、发展成熟、自

治性独立性高、与政府合作良好、社会公信力高的特点，可供借鉴之处主要政府

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关系与界限，监管和运用的手段。亚洲以日本和新加坡为例，

二者都体现出以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变为转折点的共性。从中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民

间治理提炼出可供借鉴的有益因素。

民间治理是处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群和两对法治基本价

值关系的重要社会机制，法治也是民间治理的价值追求。论述我国转型时期民间

治理在在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推动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发展、增强

国际交流与合作、进～步参与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四个方面，都呈现出积极的发

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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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民间治理的合法性提供功能

一、公民身份认同与合法性提供

公民身份认同与合法性提供，是古代希腊城邦政治生活共同体的抽象内核、

近代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的胜利果实、马克思主义中结社与公民权理论的重要内

容，并经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激烈辩论后愈发明辨的现代民主与法治的重要结

构性支撑要素之一。

关于“合法性刀的内涵，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的定义较为科学，即“合法

性，则有两重意思：一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必须遵循与本国体制相应的价值观

念；二是指一切政权必须服从它的人民的普遍意志。这意味着，国家或政府不是

基于血缘宗法关系(当然也不是因为强权或神意的缘故)自然而然地获得自身的权

威，国家或政府需要证明自己拥有合法的权威。”①

公民身份认同与合法性确认的理论前提之一就是客观广泛存在的结社活动和

与法律相对应的身份识别。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结社是一种狭义概念，它指人们

为了一定的宗旨并按照一定的原则，自愿组成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也就

是组建各种民间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并采取团体行动的社会活动过程。⑦表现

为社会成员进行自由结社、组织社会团体的权利，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的自由联合和自主管理，从而构成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利回归、回归为群众直接地

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纽带。@

民间社会组织成为人们获得公共生活的重要组织形式，并在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承担起一定的自助互助、自律协同和民主管理的重要职能，

。傅永军．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论”评析阴．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4)．

。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lmll页．

。马长山．结社自由的深层历史底蕴及其对民主法治的结构性支撑【J】．江苏社会科学，1999，(1)．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因而，是国家公共职能回归于市民社会的重要载体。民间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通

过积极而广泛地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有效地维护和实现其群体利益；另一

方面，也可以平衡群体成员的需求，加强群体自律协作，从而构成推进民主与法

治，实现社会化、民主化管理的重要运行力量。

二、公民的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诉求

政治参与，是指为“公民自愿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①政

治参与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它是民主政体为保障公民自

主、及时、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自由表达政治意愿和利益需求所制定的相关法

律、法规等制度性规范的总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快

速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社会整体转型使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节

奏越来越快，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渠道，公众对

公共秩序与公民自由的要求越来越高j对公域之治过程的透明性和开放性以及政

治参与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从制度层面上看，当代中国政治参与制度日益完善、

参与途径进一步拓宽；从行为层面上看，公民政治参与行为日趋理性化、规范化，

政治参与的自觉性、主体性不断提升。

民间治理过程中，民间社会组织成为聚合民间利益和权利诉求表达的渠道、

平台，通过与政府进行沟通对话，进行民主决策，使得其权利诉求理性地进入国

家体制框架，得到有效伸张和保障。民间治理以其主体民间社会组织所拥有的各

种资源、政治技能和专业知识，“为公民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往往非常有效的政治

生活的表达途径"，@进而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去影响公共决策，反映民主

呼声和监督制约国家权力。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第485页．

。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f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7页．

国【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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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民主法治的核心：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

法治的内涵为转型期中国合法性基础的确立奠定了根基。①而古希腊先哲亚里

士多德早已做出经典性的阐述：“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己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

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一圆随着近代马克

思·韦伯的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经典划分，以法治为关键性要素的法制现代化，

蕴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判定标准：其一是法律形式的合理性，它表明法律的程序

合法性乃是法律权威的确证机制}其二是法律价值合理性，它表明法律能够提供

可靠的手段，来有效调节社会关系，并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其三是法律的效益

化原则，它表明法律实施后的社会效果，能够充分确证法律自身的价值，并且能

够得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

现代法治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而现代民主通常采取间接民主制的形式，与

之相匹配的政权组织与运行形式是分权制衡。基于这种权力配置和制约格局，公

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来自其他权力部门的法定监督和制约。但是这种权力制约权力

的机制存在局限性，主要表现为：(1)代议制本身会使人民与权力隔绝，造成人民

与政治生活的分离，人民主权旁落；(2)由于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原因，选举活动并

不能保证符合民意的代表当选；(3)如果相互制衡的权力同时失控时，权力制衡机

制会失灵；(4)受人性弱点的影响，对另一方实施权力制衡的制约方的积极性是有

限的，甚至有可能被利诱而玩忽职守。④鉴于上述多数人的暴政或者少数人的暴政，

多元政治理论主张社会上的多元制衡，而不是宪法上的分权制衡，尽管后者也是

民主得以实现的重要先决条件。@同时多元主义、宽容与心胸开阔是“民主社会’’

母于延晓．法治：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J】．理论学刊，2006，(1)．

o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513页．

廖汪海燕．形式理性、价值理性与刑事证据立法【A1．http：／／www．chinalawe．du．conl／news／2003．11．05．

印陶志诚．社会自治组织的司法保护与司法规制【D】．对外经贸大学2007级法律硕士论文，第13页．

o【美】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M】．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第27页．康晓光．权力的转

移一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M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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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①因此，需要一种权力制约权力以外的机制来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行使，

而民间治理活动所代表的以社会权力制约公共权力、以集合权利制约有限权力的

多元治理方式，从政府的一元化监督管理转向政府管理、社会监督和民间社会组

织自律相结合的多元社会调控格局。这种社会与国家之间、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力

之间良性互动式的新型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机制，这正是中国民主法治的核心要

义。

中国民主法治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共权力与私人权

利的博弈演进过程中，基于原有的国家全能主义、国家吞噬社会的历史背景，从

经济领域最先启动，再至政治领域的体制改革，在二者双重动力的推动下，作为

社会领域有生力量的民间治理及其民间社会组织，代表社会权力和集合权利、实

行社会监督和社会自治，’在法治运行的立法、行政、司法、公民守法和法律监督

的各个环节，切实起到加强立法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约扩张的行政权力及其

授权委托、补充诉讼程序不足、培育公民性品格和促成综合监督治理机制的法治

作用。

这种以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的法治进程，迫切需要社会转型时期民间

社会组织的壮大以及民间治理活动向纵深领域拓展。

四、民间治理促进中国民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民间治理促进主体内部决策的民主化，表现在：(1)由组织成员直接选举自治

组织的行政人员，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调整、撤换行政人员，即自治组

织实现了直接民主，这一方面是对代议制民主方式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

间治理的自主性和优越性。这种最大限度地反映和实现组织成员的意志和利益的

直接民主方式，同时为扩大公民社会基层民主权利奠定了社会基础。(2)民间治理

主体与组织成员距离较近，其开展的民间治理活动处在组织成员经常性监督之下，

有利于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3)民间治理主体内部的决议决策是组织成员共同的

。陈欣新．结社自由的司法保障【A1．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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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诉求，反映的是组织成员的意见与愿望，民间社会组织在贯彻实施决议、决

策时多采用劝导、激励、示范等治理方式，不采用强制性手段，不会产生对抗情

绪，符合人性的特点，有利于人格的发展，对于被治理对象更具有亲和力。①民间

治理促进主体内部决策的科学化，主要表现为民间治理中更容易采用社会科学的

成果运用于相应领域的管理和服务，往往管理理念新颖，管理手段多样。

民间治理促进主体内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为将来促进中国民主决策的

民主化、科学化提供素材和积累经验，这种基层直接民主方式和管理新成果的灵

活应用极具示范和推广意义，由此推动社会自治的发展，使民间治理中民间社会

组织的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的能力有所增强。

同时，民间治理促进中国民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支撑作用有待改进。

民间治理未来发展扩大的领域之一就是“思想库"和倡导型民间社会组织，如北

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圆“思想库"和倡导型民

间社会组织在参与政策调整过程、整合民间思想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另外，

在城市和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中，一些民间社会组织与当地政府合作，进行公民

教育、选举观察、协助过程设计等民间治理活动。民间治理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提高了社会的整合程度，推动着中国的民主进程。

现代民主法治进程，是国家公民在主体意识和平等自由精神的感召下，以日

趋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通过广泛的合法途径和渠道、以多种具有原创性质和中

国转型时期特色的、践行高扬理性自律和协同合作主旨的结社实践活动而具体推

动的。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凭借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合法地

位和权利，连同基于身份认同和共同志趣所结成的志愿共同体所承载的社会责任

和历史使命，都将在波澜壮阔的民主法治进程中描下浓墨重彩。

。姜明安．法治的自治基础与自治的法治保障【z】．中国审判法律应用支持系统／法学文献库．

。贾西津．中国公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f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4，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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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民间治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互动与合作

一、政府职能转换与“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

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是有限的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使政府由“全

能型"向“治理型"转变，需要政府职能从直接微观管理向间接管理、宏观调控

的方向转变，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西方国家实施的“福

利国家”政策和“伟大社会”的构想，即企图以政府为主实行一系列社会保障制

度，在20世纪末均已陷入困境。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机构的力量，一则呈现

强控制成本高、效率低和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二则已不可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

社会生活需求，也不可能解决多变复杂的社会问题。因而需要转换政府职能和培

养民间社会组织，以此解决“政府失灵"方面的问题。

政府职能转换和“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要求把政府包揽的社会事

务大部分还给社会，有社会组织自行管理。必须让社会组织自己依法组织起来，

否则整个社会就没有一个稳定器。①我国政府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以“小政

府、大社会"为目标模式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

数量可观的社会需求和相应的部分资源。

因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与“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目标

模式，为转型时期民间治理提供了一种自上而下式的发展动力。

二、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占据公共管理撤离后的空间

政府实行精简机构和减员增效的机构改革过后，导致管理真空和权力真空的

出现。如果没有民间社会组织来填补因精简而造成的管理真空和权力真空，就会

出现混乱。啭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民间社会组织作为横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联系桥梁和纽带，能够补充国家权力缩减后的权力空白。

在社会转型时期，民间社会组织扮演着承接政府公共管理逐步撤离并转交给

。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8页．

。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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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部分社会职能的角色。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政府基于资源优势和权力优势，

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也增加了其对社会转型负有的责任。

一个善治政府和责任政府，会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来积极影响社会进程，同

时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计划地培育公民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自

改和自组能力，从而有选择性地逐步撤离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让民间社会组织

早日担负起社会自治、自我管理的责任。

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占据政府公共管理撤离后的空间，具有社会转型时

期社会领域改革的必然性；同时，民间治理也会加速整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民间治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互动合作

界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界定政府的权力界限和管理范围，政府权力

无限，则会扼杀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并造成社会萎缩。鉴于前述政府角色定位

和职能转换，以及民间治理日益占据政府公共管理退出后的社会空间，因而在走

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民间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中介特性，即发挥政府与社会之

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被称作“社会的中间层"。民间治理与政府公共管理之间

的互动合作关系体现在下述方面：

(1)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社

会问题，也需要民间社会组织起到中介性的信息沟通作用，而且民间治理主体本

身就是传播政治信息的媒介。①如天津市工商联和商会积极参与了地方性法规的审

议工作，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还推荐优秀企业家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使其成

为社会主流民意的代表。@民间治理主体有效联结起民间治理活动与政府决策过

程，这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咨询，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2)民间治理活动客观上形成一支推动政府政务公开化、提高政府透明度的重

要动力。比如深圳市政府新近出台的《深圳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招

。文军、王世军．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社会发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第162页．

。周红云．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调研报告【A】．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1．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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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业主、学者、媒体等颇多关注和批评。《规则》出台后不久，近百名业主联名建

议政府依法撤销《规则》，他们认为该规则的部分内容超越了政府权限，部分内容

违背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侵犯了业主基本权利。也有学者撰文

称，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本身不规范。①这种在法治进程下民问治理中出现的公民话

语权，一方面连接所代表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另一方面也对政府行政合法性与合

理性构成商议、对话及妥协，以理性的社会舆论为中介纽带客观上促进法治进程

中“阳光下政府"的建设。

(3)政府职能转变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承接以

往由政府包揽的部分职能，提供更多的优质公共服务。比如改革开放以后，有些

民间社会组织在民间治理活动中还创办了自己的传播媒体，如四川省“绿色江河”

环境保护促进会已经出版的图书《长江魂》、《长江源》，计划出版的《金沙江》、《大

江东去》等@。民间治理中出现的民营书店，不仅扩大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而

且改变了政府对于信息传播的管理机制，帮助政府维护市场与社会秩序。另外，

如深圳市加工贸易、包装、机械、电子、医药等协会一方面积极帮助企业解决海

关监管、检验检疫、劳资纠纷、乱收费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又把

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处理意见转达给其组织成员。这些行业协会在民间

治理过程中开展的维权活动，也体现出民间治理主体在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与政府

职能部门之间的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民间社会组织在这一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

过程中，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正是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型的过程，是

政府职能转换、社会自主治理能力不断发展强化的过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

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随着中国公民社会逐步进入成长轨道，民间社

。周红云．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调研报告【A】．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41页．

o周红云．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调研报告【A】．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59页．

o祖玉琴．深圳市社会团体发展的现状分析【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1．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4，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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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在社会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日益凸显，逐步与中国政府改革形成相

互促进推动的互动合作关系。民间治理与政府公共管理形成良性回应、互动合作

关系，成为中国法治结构支撑中的重要环节。

第三节民间治理中调解机制对诉讼程序的补充

一、民间治理中调解机制有益于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

民间社会组织本身基于人合信任组织成团体，相互理解与沟通具有先天的亲

和性，这种相互信任、理解与沟通客观上为组织内部发生纠纷需要协调解决奠定

了基础。在其做出组织决策时，多采用劝导、激励、示范等治理方式，不采用强

制性手段，不会产生对抗情绪，因而节约了现有的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

当然，但组织内部的决议决策采取上述方法仍不能执行时，方才需要司法权的适

度介入和监督规制。

司法权在监督自治权运作时也应当张弛有度，审慎遵循司法被动性原则和法

律保留原则，防止越俎代庖，更不能直接干预、指挥自治组织的事务。司法审查

的结果应当以实现自治组织内部治理的法治化为限。任何可能导致自治组织丧失

或者削弱对自治事务主管权的司法审查都是应当极力避免的，也是违背司法初衷

的。司法审查必须谨慎把握审查的尺度，如果司法审查涉入过深，内部治理就缺

乏权威性，容易造成依赖外部权力，就会瓦解内部治理方式的有效性，自治组织

的独立品质将消失殆尽，自治组织最终将只能走向解体；如果涉入过浅，则不利

对组织成员权利的救济，也不利于内部治理的规范化，不利于在自治组织内部实

现法治。

二、民间治理调解机制有助于社会主体关系的修复和社会公德的践行

民间治理调解机制具有推动社会有序化的功能。民间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

的中坚力量，利于促进社会的有序性与稳定性。在公民社会里，由私有产权制度

所衍生的利益自主的社会个体在面临国家权力的威胁时，会自发组织各种政治的、

经济的、职业的等类别的社会团体来抵御这种威胁，保护个体或团体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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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免除政治上、经济上的动荡。①由此可见，非政府组织能够

增强社会凝聚力，推进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

当民间自治组织内部成员权利得以及时救济和有效维护，当民间自治组织的

内部规范和惩戒机制得以有效运行，当司法审查活动切实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和法

律保留原则并得以公正评价时，从组织成员的心理认同层面而言，继续加深对于

组织的信任和归属感，容易激发激励成员的参与投入热情；从民间社会组织而言，

当组织的决议决策危机得到化解，其组织本身的机制相当于一次更新升级，并为

以后组织的发展做好铺垫；从司法活动层面而言，司法的生命就在于公正和权威，

司法权和司法活动以其被动性、公正性、终局性著称，司法审查活动对于民间社

会组织的保护与规制起到了示范和屏障作用。

这样，社会个体成员内心信仰法律和成员组织体共同遵守法律，有助于破损

的社会主体关系的修复和社会公德的践行。

三、民间治理中调解机制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与和谐秩序

民间治理中调解机制有利于协调利益群体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社会转型时

期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价值重整。⑦改革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分化和利益

解组，在其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多元的利益主体，产生了多元复杂的自由、权利和

利益诉求，并出现了社会的失衡。现代社会多元和多样性的民间组织以及民间组

织的冲突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多元化民间组织之间的相互制约，可能会

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中的分裂因素并重建

统一。冲突具有安定功能，并成为关系的整合因素。"@

国家法秩序和民间法秩序共同构成维护社会秩序的调节机制，形式正义和实

质正义都是法治的价值取向。民间治理中的民间调解机制，体现在公民可以采用

。蔡磊．非营利组织基本法律制度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第52页．

。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出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372页．

o陈金罗、葛云松等著．中国非营利组织法的基本问题【M1．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第21页．

。【美】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l川．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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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诉讼方式，可以自由选择仲裁机构，而且还可以选择仲裁人员和程序，加上仲

裁一裁终局性质，因而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大量的民间纠纷。这样促进了互动

协调，利于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而，民间社会组织在民

间治理活动中形成的民间调解机制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与和谐秩序。

第四节民间治理中公民性品格的培育

一、公民性品格与中国法治进程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的现代化程度高，社会成员有很好的公民意识，人们

的结社习惯、志愿精神、民主观念、自主意识和权利信念等都较强0而我国长期

以来，-人们的臣民意识浓重，公民意识相对薄弱，没有养成结社习惯、民主与权

利意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基于过度强调“当家作主"和严重践踏法制，致

使全体社会成员毫无公民意识可言。‘

现代法治以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以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为正式制度

要素，以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为内核的公民意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①

中国法治进程需要自主自治、理性自律的公民性品格，在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

织所搭建的结构性支撑架构内提供内源性驱动力功能。

中国法治进程不仅需要权力机关立法、行政机关及其授权委托组织的行政执

法、司法机关的审判和监督，而且更需要全体国民塑造起良好的公民性品格与高

尚的公民性精神。具有高尚品格和精神的公民，通过其参与的种种社会活动，能

够培养出自主自律精神、民主参与观念、权利意识和互助合作，对促进社会价值

观念的革新、促进民主法治进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民间治理中公民性品格的培育养成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特征，强烈冲击着考验着公民的思维和意识。

社会的整体转型带来了重大的社会重组、文化冲突和价值震荡，从而出现了社会

资本的异化发展，即价值取向上的义理人情和群体本位色彩、自身品格上的亲和

。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J】．法学研究，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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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倾向、发展空间上的裙带主义特征、功能导向上的功利主义倾向等，加剧了

社会失范和“法律纸面化’’。①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民间治理中在公民性品格方面

尚存在着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守法意识薄弱甚至错位的状况，与其作为中国法

治进程中重要驱动力的功能相距甚远。随着法治进程中民间治理活动的深入发展，

民间社会组织成员的公民精神培育成为迫切解决的关键问题。

民间治理中公民性品格的培育需要在理性自由、民主参与、平等宽容、尊重

法律的思想境界和行为模式方面，公共精神、守法观念和尊重差异、包容异己的

情怀方面发展完善。⑦民间社会组织为民间治理中公民性品格的养成提供培育土壤

和组织基础。同时，民间社会组织是其成员主体观念、自主意识、社会参与能力、

合作与秩序精神培育发展的重要场域。

三、公民意识在推动法治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是当代西方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分析工

具和理论路径，其定位于以合作、信任和相互期待为基础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

进而成为能够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进行功能补充的非制度化要素。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人与人之间冷漠，缺乏基本的相互信任，

对丑陋事物的无原则宽容，庸俗的实用主义、物欲主义横流，不信任任何超越性

的情感，欺骗与腐败获得了默认的合法性，对贫困和平等的漠视等社会弊病。@针

对中国法治进程中出现的社会资本方面的问题，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

社会资本只有当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在民间社会组织内部的治理中得到尊重和重视

时，即内化为民间治理主体的制度化的价值和规范时，才会推动民主法治进程的

发展，对社会资本和民间治理的投入仍然被认为是达到民主法治且继续发展所必

。马长山．法治的社会根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65页．

。马长山．公民性塑造：中国法治进程的关键要素田．社会科学研究，2008，(1)．

。丁元竹．构建和谐社会与非营利组织法律模式的几点河题思考【A1．魏定仁主编．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律模式

论文集【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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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治理活动是社会资本得到滋养和发展的温床。圆

而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扮演着社会批判的角色，民间社会组织甚至会改

进现有的社会体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系，来促进社会进步。@作为民间治理主

体，民间社会组织能够满足成员谋求发展、维护利益、交流情感、寻觅同道、希

冀社会承认的需要等，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心、自治能力和主动精神。民间社会

组织通过开展民间治理活动鼓励公众积极关注，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精英和领

袖的成长提供合适的土壤。同时，民间治理活动的开展提升了公众的人格，扩大

公众的社会参与，并有助于建设民主理念和维护正确的价值观，有助于建设一个

健康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

而事实也表明，如北京“自然之友’’民间环保组织开展的旨在提高公众环境

保护意识的各种环境教育活动，“灿雨石信息咨询中心"民间社区参与行动组织开

展的促进公众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提升的多种活动等等，社会资本确实能够成为

当代法治发展变革的重要动力。同时，以信任、合作和相互的行为期待为基础的

社会资本，是法治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基础。

本章小结

本章“民间治理：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支撑"，主要是论证社会转型时期民间

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结构性支撑作用，包括立法

与科学决策、政府与行政执法、司法机关与司法审查、公民性品格与主体精神培

育四个逻辑环节。

从合法性问题出发，结合结社自由理论，明确公民权利合法性和理论先在性。

民间治理活动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其利益和意志，围绕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

的法治核心，进一步参与国家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利于民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

。【美1戈兰·海登．公民社会、社会资本和发展：对一种复杂话语的剖析【A】．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

r-JI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94页．

。【美】戈兰·海登．公民社会、社会资本和发展：对一种复杂话语的剖析fA】．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

f-JI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94页．

西文军、王世军．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社会发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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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社会效果的实现。

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和“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为背

景，民间治理占据全能政府撤离后的社会空间，在政府主导推进下形成民间治理

与政府公共管理的互动与合作的法治局面。

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视和充分利用民间治理中的民间纠纷调解机制的

长处，有益于解决司法资源有限性和司法成本的问题。民间治理中民间纠纷调解

机制通过非诉、内部和解等方式解决纠纷，有助于破损的社会主体关系的修复和

社会公德的践行。但是，由于这种纠纷解决机制尚存在一定问题，法治实践中仍

需司法机关予以合法地司法规制与司法保护。

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内部成员公民性品格对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意义。

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发展深入正有赖于民间社会组织成员的公民性品格与精神的

培育践行。依据社会资本理论，公民意识在推进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

作用。建立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社会成员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合

作关系对于中国民间治理，以及由此放大到中国法治进程都有颇为重要迫切的现

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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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民间治理的法治功能及其实现

一、阻碍民间治理的法治功能实现的因素

(一)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阻碍民间治理法治功能实现的因素，体现在形式方面具有

诸法合体、司法行政合一等特征；实体价值方面，具有礼治、德治、人治以及和

谐主义的特征；具有以古代刑法和官制法为代表的公法化特征；法律文化特征方

面，全面渗透以“礼一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具有强烈的伦理与教化功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阻碍民间治理法治功能实现的因素，体现在古代中华帝国

的“文化特殊主义”①取向方面，即以文化性的取向或“模式维持"为主导的历史

官僚体系，社会非常强调特定的文化传统、文化秩序和文化模式的维持。圆此外，

一元化政治结构的权威体制与权威性人格、君尊臣卑的政治价值观与等级制度造

就的政治臣服心理、人治模式思维路径，形成了传统封建体制和政治生活的精神

支柱和文化土壤。

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中的上述消极方面，与现代法治的形式理性、自由、平等、

民主、保障人权、主体意识等要求背道而驰，严重阻碍着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

的法治功能的实现。

(二)现实因素

民间治理阻碍法治功能实现的现实因素主要有下述方面：

1．夕}’部因素。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与反全球性、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思潮，

信息化全球时代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异质化状态；西方国家

与社会关系重大变异；西方法律传统的变迁和挑战，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

。【美】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l川．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230页．

。庞正．(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一书评介【玎．政治与法律，z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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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

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等因素的冲击和影响。

2．内部因素。(1)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阶段性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转型

中基本价值与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以及政治领域政府机构改革的滞后效应。(2)

民间治理所需法律法规的缺位错位问题。鉴于中国民间治理尚在初始发展阶段，

客观上更需要相对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但现行法规存在着缺乏高位阶法律、现

有行政法规规定存在交叉模糊、双重及多头管理等诸多问题。(3)中国民间社会组

织自身的问题。包括宏观层面的建设理念、组织文化、公民性品格精神，到微观

具体操作层面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绩效问责、评估和惩戒、激励等)、活动能

力、供给机制、社会评价和公信力等因素都构成阻碍。

来自内外部的各种因素交织组合，共同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法治

功能的发挥构成不同程度上的阻碍和限制，民间治理必须破除障碍，从传统文化

和内外现实因素中提取出有益因子，在将来更好为中国法治进程服务。

二、民间治理的法律环境分析

(一)现阶段民间治理的法律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1．立法方面。①(1)立法严重滞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关于民间治理及民间

社会组织的立法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总体而言严重落后于民间治理发展的客

观需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结社自由权利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2)立法层次偏低。

目前我国关于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的法律形式以行政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

性文件为主，没有一个高位阶的基本法律存在，而且现有的几项单项社团立法缺

乏对社团进行统一规范的法律，这构成了很大局限。(3)立法指导思想存在偏差。

体现在重政府管理轻权利保障、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督、重行政手段轻经济制约。

(4)立法技术含量不高。现行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内容复杂笼统模糊，技术细节粗

糙，可操作性不强。(5)立法透明度不高。缺乏制度化的公布渠道致使民间社会组

。陈斯喜．现状与未来：我国社团立法状况述评【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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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知情困难，而且总有一些规定没有公开，即使公开也带有相当的随意性。这种

现象也造成了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暗箱操作的空间。

2．法律规制方面。①(1)重程序规制，轻实体规制。(2)行为法律规制欠缺。民间

社会组织开展民间治理活动的范围、收入分配等问题都应有法律明确规定，避免

与营利性组织发生混淆。(3)财产法律规制欠缺。比如通过税收、募捐政策等鼓励

或者限制方面，尚缺乏研究和规范。(4)责任法律规制欠缺。法律、法规对民间组

织违反公共管理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制较为欠缺。

立法和法律规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现阶段我国民间治理法律环境存在的主要

问题。认识和揭示我国在民间治理活动在立法和法律规制方面的问题具有紧迫性

和重要性。

(二)现行民间治理法律规范的缺陷分析

1．双重管理体制和限制竞争原则。(1)双重管理体制。我国现行法律规范规制

民间治理活动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实行双重管理体制，这在目前应是最严厉的行

政管理体制之一。@双重管理体制不仅程序烦琐、时间延长，而且业务主管部门与

登记管理机关在审查标准上可能不同，在具体问题上极易发生分歧，由此给处于

起步发展阶段的民间社会组织及民间治理活动都带来不利的影响。(2)限制竞争原

则。在同一行政区域内，不许设立相同和相似的民间社会组织；不许民间社会组

织从事跨地区的活动。@然而限制竞争必然导致垄断的发生，而垄断对民间组织的

生存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将是巨大的，况且我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发育水平尚未达

到充分竞争的程度。

2．民间治理的法律模式选择不当。建议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社团法人和财团

法人制度，一改现有的民间治理主体制度主要由社团法人制度调整的单一局面，

结合国外经验，对于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性事业单位应当由财团法人

制度调整。

∞朱晓明．中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环境研究田．浙江社会科学，2004，(3)．

。苏力等．规制与发展一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I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178页．
口康晓光．权力的转移一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202页．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民事关系调整极为薄弱。现行民间治理法律规范中，行政管理规定与调整

民事关系的规定比例严重失调，有本末倒置之嫌。鉴于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性组

织的性质，其内部组织和财产关系最为重要，法律必须对其内部组织的民事关系

有非常具体的规定，才能保证民间社会组织在稳定和灵活性的框架下开展民间治

理活动，尽量减少不同利益共同之间的摩擦、纠纷，因而有待完善的民事实体法

规定出台。

双重管理体制和限制竞争原则、法律模式选择不当、民事关系调整极为薄弱

仅仅是现行民间治理法律规范缺陷中关于调整主体和行为制度的部分缺陷，尚存

其他方面的缺陷。

三、民间治理的法治功能及其实现

除了前述民间治理及其主体民间社会组织作为民主的重要推动力量，以及民

间治理与政府公共治理互动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之外，民间治理在规制

导向、沟通教育、社会评价、社会裁断、综合监督管理等方面也有重要的法治功

能。

1．规制导向功能。发达国家的民间治理法律主要从行为规范而非主体资格取

得方面依法严格监督。而受法治资源不足所困，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法制不够健

全，一方面给政府行政机关赋予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力，同时政府行政机关的能

力又难以满足数量过大的监督工作，因而在行为规范不尽完善的地方只能从严把

握准入机制，进而加强行政监督机制，这有碍于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因而中国

在迈向法治社会的时候，法制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规制重点应当由对民间社会组织

设立乃至成立的规制转向对其日常行为的规制。①民间治理在法治进程中的规制导

向功能可视为首要功能，事关民间治理及其民间社会组织角色定位的问题。

2．沟通教育功能。民间治理活动和机制为政府与个人社会沟通提供了“第二

条纵向渠道"。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活动的官民二重性和过渡性阶段特征，使得

。渠涛．中国社会团体法律环境的民法制度整合【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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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治理主体往往依赖体制内与体制外、官方和民间、政府和社会双重渠道的资

源，必须同时满足官方和民间的双重需求。在此情况下，容易出现民举官办或政

府包办，以及轻视或蔑视法律的现象。如果得不到法律积极的承认，为了得到自

身生存的合法性必然要寻求独善其身、规避法律的途径。如此一来，不仅现行法

制不能达到法治的目的，还会因为人们对法律敬而远之失去社会对法治的信任。

如果以规避法律这种危害的存在为前提，计算建立预防危害的机制的社会成本要

小于建立事后治理危害的机制所需的社会成本。①民间治理在法治进程中的沟通教

育功能从侧面说明民间治理功能有待改进和完善。

3．社会评价功能。(1)社会评价功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市场化改革要求市场

经济同时也应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这使得市场经济需要依靠具有专业知识和

专门设施的机构对其选择对象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而，评估、评级、鉴定、

认证等民间社会组织就相应承担起法治进程中的社会评价职能。(2)社会证明功能。

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为稳定交易秩序和维护交

易安全，诸如合同、证据、财产权属争议、遗嘱遗赠等行为和事实，需要由专I’了

性、权威性的民间社会团体来加以证明、公证、鉴证、见证。民间治理在法治进

程中的社会评价功能，是民间治理活动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生动体现。

4．社会裁断功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需要没有行政级别、不受地域限制、当

事人可以自由选择的民间社会组织中的裁断机构，承担起社会裁断功能。民间治

理活动过程中，经济、技术、国家贸易、海事等仲裁机构承担起大量的社会裁断

功能，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行政机关和单位的裁断功能不断弱化。民间

治理在法治进程中的社会裁断功能，是民间治理中民间调解机制作为补充诉讼程

序不足的有力证明。

5．综合监督管理功能。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活动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实践

表明需要一种以行政监管、司法决断、社会自律相结合，行政法、税法、民法、

刑法、诉讼法等各个部门共同研究确定的综合性机制。综合性机制的基本原则是，

o渠涛．中国社会团体法律环境的民法制度整合【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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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与成立分离充分体现结社自由；对成立采用准则主义为基本原则放宽准入机

制达到与国际接轨；加强对法人行为的监督机制以保证法人行为的规范；通过建

立各种社会团体和法人的自律机制来减轻监督的成本并提高监督的效率。∞综合性

的监督管理机制需要高度的立法技术，但却能最大限度地节省制度建设和制度运

营的社会成本。民间治理在法治进程中的综合监督管理，是民间治理及其民间社

会组织开展活动的保障机制，为民间治理在法治进程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民间治理在规制导向、沟通教育、社会评价、社会裁断、综合监督管理等方

面所发挥的法治功能，仅仅是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在法治进程中体现出来的主

要作用，当然民间治理在全球化背景下、法治进程中将会继续发挥其积极功能。

第二节民间治理促生“自生自发秩序”

一、民间治理在“自生自发秩序’’中的反思支撑作用

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还很不

明朗。一方面，民间治理发展过程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另一方面，

尽管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实际发展已有30年的历史，但真正开展研究时间尚短，这

就限制了社会转型时期对于民间治理问题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正处

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阶段特征也为探讨民间治理在“自生自发秩序”中的反思支撑

作用提供了思考空间。

1．民间治理与“自生自发秩序"互为社会生态环境背景。这些社会生态环境

背景主要包括社会单元的变迁、城市化进程、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以及执政党的

执政方式的转变、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旨趣的变化、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等

等。正是这些社会生态环境促进了中国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的兴起并型塑了

其特有的形态。尤其要注重中产阶层与民主宪政、民间社会组织的“民间治理”、

社区自治和村民自治、公共领域兴起与法治秩序等等的研究。这样，对于民间治

理与自生自发秩序关系的研究就扎根于草根社会，从而切入中国转型时期的生活

。渠涛．中国社会团体法律环境的民法制度整合【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蹶【M】．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46-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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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和社会进程。如何对待城市社区组织和农村民间组织，如何对待“草根组织”，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①

2．民间治理促生“自生自发秩序"。作为一种有效的表达群众意愿、参与社会

自治的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组织反映了民间自律管理的要求，代表了多元利益和

权利的自觉平衡，从而形成以自我控制和协调为基础的自生自发秩序，构成国家

法律规则的源泉、基础和补充。圆

(1)社区民间组织。社区民间组织产生于社区、服务于居民、作用于社区，是

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地带。以深圳市盐田区社区民间组织为例，@其中社区

居民委员会为实行完全自治进行了组织机构的改革创新，形成了“一会两站”的

社区管理模式，后又分化社区组织，细化社区事务，自觉培养社区民间组织。社

区居委会则由居民民主选举产生，其主要功能是作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调

动社区资源建设社区，将居民的合理权利要求转达给政府和社区内其他民间组织，

并对前者进行社会监督；同时按照白助或互助的方式设立各类专业委员会，举办

各种社区公益事业或服务活动。在人员配置、经费财产分配、办公服务场所方面

也有经由民主程序通过的规定。

以社区民间组织为代表的民间治理活动，在“自生自发秩序"中反思支撑作

用体现在有利于加强社区管理，推动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有利于实现

政府职能转换、企业减轻负担；有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利于

满足居民社会文化生活需求等。而这些又为公民提高民主生活的技能、社会资本

的增加、公民性品格的培育提供了社会基础。

(2)农村民间组织。中国农村民间组织是村民自治制度得以推进和发展的重要

组织基础。我国乡村的民间社会组织的数量目前已达到300万个以上，约占全国

。乔申乾、李勇．中国社会团体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99页．

。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147页。
。周红云．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调研报告【A】．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36-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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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组织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不研究农村的民间组织与治理，就很难了解

整个中国的民间组织与治理状况。"①以浙江温岭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该市农

民专业合作社都是在农民自发、自愿、自觉基础上成立的，“民办、民管、民受益”

是其基本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村民间组织，制定了组织章程、生产技术

操作规定、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了包括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事机构在内较为

规范的组织治理结构，形成较好的制度基础。在平衡农业大户小户的利益分配方

面，温岭农村传统重信义的经济习俗，以及民主的选举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我

国农村民间组织类型以老年协会、计生协会、妇女协会、农业合作社、各种兴趣

小组为主。在当地备案管理与登记注册管理并行，且备案管理更为现实可行，因

为大多数农村民间组织不愿到乡镇政府或市民政部门登记。

以农村民间组织为代表的民间治理活动，在“自生自发秩序"中反思支撑作

用体现在增强了组织成员的自觉意识、民主参与能力，提高农业知识水平和专业

技能，培养农民市场经济观念和销售品牌策略等方面。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城

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与城镇社区基层自治在很多方面仍存在差

异。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民间治理，尽管对中国民主法治

进程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上的重要结构性支撑和动力推进作用，但对民间治理及

其民间社会组织的研究仍有亟待拓展的地方。

二、民间治理在法治与“自生自发秩序"关系中的中介纽带作用

民间社会组织在其“民间治理”的过程中，通过行业自我治理、群体权益维

护、自助互助服务、利益代表和主张、与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对话和协调等孕育了

自生自发秩序。@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民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

。俞可平．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_一以福建省漳清县长桥镇东升村为例【A】．俞可平等著．中国公
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9-30页．

。周红云．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调研报告【A1．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1．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46-247页．

。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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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学术研究团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政府智囊的角色，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谋

咨询，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学术性研究团体以提供专业智识的民间治

理活动为中介，在法治与“自生自发秩序"关系中发挥着中介纽带作用。

民间治理在促生自生自发秩序中的中介纽带作用比较突出地反映在行业协会

上面。行业协会作为市场中介组织，发挥着代表、服务、沟通、统计、研究、协

调、监督、公证等八大功能。①

例如青岛船东协会的“付款赎单”和“清欠运费"等行动，体现来地方民间

社会组织及其“民间治理"过程中的自发性“制度性创新’’。圆又如，自2001年以

来，浙江温州的服装、制革、鞋类、灯具、眼镜等行业协会均相继制定行规行约、

签订侵权公约，进行强化产品信誉和质量的认证和管理，调解贸易纠纷、代表团

体利益诉求而制衡政府的不当干预和侵权等。@如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协会为制止

同行业恶性竞争，加强行业自律，几年来严格执行行规行约，对违规人员和企业

通报12次。④再如深圳市港口协会协助政府部门协调港口企事业之间的经济技术

合作，组织港口城市发展的经济论证，举办体制改革和港口企业制度研讨会，充

当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如，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多次开展

大规模的专题调查，及时向政府反映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况、意见和建议，对改善

深圳投资环境，解决外商实际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间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向政府传达企业的共同要求，同

时协助政府制定和实施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政法规和有关法律，通过沟

。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290页．

口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123页．

o贾西津．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5、
230页． ．

o祖玉琴．深圳市社会团体发展的现状分析【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4，第262页．

o祖玉琴．略论深圳市社会团体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战略【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03页．

o祖玉琴．略论深圳市社会团体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战略【A1。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I．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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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联系，使社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

成新的整合，从而发挥中介纽带作用。①

由农村民间组织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组织的社区自治和行业协会的行业自

治构成的中国社会基层自治，为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奠定了社会自治的组织基础。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来自政府、企业和海外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来

自公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本章小结

本章“民间治理法治功能的实现的障碍及克服"，从传统因素看，中国诸法合

体与礼治德治人治特点；公法化特征；儒家伦理教化功能。以及传统政治文化中，

一元化权威体制与人格；政治臣服心理；人治模式思维路径，上述中国传统文化

因素直接对现世法治进程构成阻碍。从现代角度来看，外部因素如全球化、现代

性思潮；国家社会关系重大变异；西方法律传统的变迁和挑战；内部因素如社会

转型时期问题；民间治理所需法律法规的缺位错位问题；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自身

的问题。上述现代因素对法治功能的实现构成一定的阻碍。

从现阶段我国民间社会组织生存发展法律环境存在的立法位阶低、、法律规制

欠缺主要问题，以及对民间组织严厉限制的法律取向、法律模式选择不当、民事

关系调整极为薄弱等缺陷进行分析，有助于民间治理法治功能的实现的障碍及克

服。民间治理在规制导向、沟通教育、社会评价、社会裁断、综合监督管理等方

面也有重要的法治功能。

民间治理在法治与“自生自发秩序”中的反思支撑和中介纽带作用。加强

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兴起应有其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态环境背景；关注建设社区基层

政权、乡村民间社会组织的现状和发展，反思的重点是乡土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有

待深入拓展的研究领域。

最后，从中国体制转变的角度讲，民间社会组织具有中介特性，即发挥政府、

企业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而且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各种多元利益

。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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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需要通过民间社会组织来维护自身利益。这种需要既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更为宽松的环境和广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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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伴随着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由政府主导推进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

进程，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和远大发展前途的民间社会组织，除汲取中国民间法的

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外，在立法与科学决策、政府与行政执法、司法机关与司法

审查、公民性品格与主体精神培育、法律监督与综合性监督管理机制等环节，所

开展的民间治理有利于民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效果的实现；有利于在

政府主导推进下形成民间治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互动与合作的法治局面；有助于

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社会主体关系的修复、社会公德的践行、实质正

义与和谐秩序的实现；有助于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内部成员公民性品格的养

成，并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有助于政府管理、社会监督和民间社会组织自

律相结合的综合性监督管理机制的运行。

同时，民间治理具有政治层面上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的宪政功能；社会层面

社会参与、发展经济和文化导向的社会功能：法治层面上规制导向、沟通教育、

社会评价、社会裁断、综合监督管理的法治功能。

此外，民间治理还是处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群和两对法

治基本价值关系的重要社会机制，奠定了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基础，体现了民间治

理的法治追求。民间治理在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推动社会保障和公

益事业发展、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参与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四个方面，

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

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在我国未来法治发展中着力点：1．从宏观层面看：

(1)从理论上阐释民间社会组织的概念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2)分

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民间社会组织的发育及成长的制度环境，及其与政府的互动

合作关系研究；(3)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未来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在合法性和

能力双重构建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扮演的角色和功能。2．从微观层面

看：(1)民间治理作为法治建设中“政府推进与公民参与结合’’的动力；(2)民间治



结语

理作为公法建设中“权利与权力的均衡化”的重点；(3)民间治理作为“多种救济

方式整合一中完善救济机制的途径。

因此，民间治理必将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提供重要的结构性

支撑和动力推进作用。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马长山．法治的社会根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郭国庆．现代非营利组织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王名主编．中国NGO研究2001——以个案为中心【M】．北京：联合国区域发

展中心，2000．

【6】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1．

[7】吴锦良．政府改革与第三部门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吴忠泽主编．社团管理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

【9】吴忠泽等．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10】文军、王世军．非营利组织与中国社会发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11】王颖等著．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

社，1993．

【12】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3】苏力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14】陈金罗、葛云松等著．中国非营利组织法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方正出

版社，2005．

【15】蔡磊．非营利组织基本法律制度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16】魏定仁主编．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律模式论文集【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

[17】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8】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9】俞可平等编．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2．

【20】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1】张静．法团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2】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M】．杭卅：浙江人民

出版社，1999．

【23】贾西津．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M1．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4．

[24】冷明权、张智勇．经济社团的理论与案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5】高鸿钧．现代法治的出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6】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7]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28】【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9】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0]【美】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l】【美】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M】．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

【32】马长山．结社自由的深层历史底蕴及其对民主法治的结构性支撑阴．江苏社

会科学，1999，(1)．

【33】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川．法学研究，1996，(6)．

[34】马长山．社会转型与法治根基的构筑【J】．浙江社会科学，2003，(4)．

【35]马长山．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的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J】．求是

学刊，2007，(2)．

【36】马长山．公民性塑造：中国法治进程的关键要素【J】．社会科学研究，2008，

(1)．

【37】廖锐锋，冯伟林．社会中介组织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J】．甘肃行政学

．61．



黑龙江大掌硕士学位论文

院学报，2005，(1)．

【38】陈玉刚、俞正梁．21世纪权力的流变：集中与分散[J】．学习与探索，1998，

(6)．

【39】陶传进．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一种批评的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3，

(1)．

【40】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

【41】袁曙宏、韩春晖．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发展规律研究【J】．法学研究，2006，

(4)．

[42】傅永军．哈9q-B斯“合法性危机论”评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4)．

【43】于延晓．法治：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J】．理论学刊，2006，(1)．

【44】庞正．(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一书评介阴．政治与法律，1999，(4)．

【45】朱晓明．中国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法律环境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4，

(3)．

【46】姜明安．法治的自治基础与自治的法治保障[Z】．中国审判法律应用支持系统

／法学文献库．

【47】陶志诚．社会自治组织的司法保护与司法规制【D】．对外经贸大学2007级法

律硕士论文．

【48】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导论【A】．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9】【美】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A】．何增科译．何增科主编．公民社

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0】【美]莱斯特·萨拉蒙、赫尔穆特·安海尔．公民社会部门【A】．周红云译．何增科

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fq[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1】【美】戈兰·海登．公民社会、社会资本和发展：对一种复杂话语的剖析【A]．何

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fU[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2】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A】．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II I|

【53】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要素分析【A】．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

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4】周红云．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调研报告fA】．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

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5】俞可平．中国农村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以福建省漳浦县长桥镇东升村

为例【A】．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6】於兴中．协商性民主与结社自由【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7】陈欣新．结社自由的司法保障【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8】贾西津．中国公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9】祖玉琴．深圳市社会团体发展的现状分析[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

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0】陈斯喜．现状与未来：我国社团立法状况述评【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

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1】渠涛．中国社会团体法律环境的民法制度整合【A】．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

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2】乔申乾、李勇．中国社会团体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A】．吴玉章主编．社

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3】祖玉琴．略论深圳市社会团体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战略【A】．吴玉章主编．社

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4】马长山．民间社会组织对当代法治秩序的变塑[A】．刘瀚、马长山主编．社会

转型与法治发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5】【美】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M】．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27页．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M】．杭

．63．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6】丁元竹．构建和谐社会与非营利组织法律模式的几点问题思考[A】．魏定仁主

编．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律模式论文集[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67】Anthony Giddens．BeyondLeft andRight【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4，

58．

【68】Putnam，R．D．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 993．

【69]Levitt，T．The Third Sector：New Tacticsfo厂a Responsive Society[M】．New York：

Amacom，1973．

·64-



致谢

致 谢

在黑龙江大学攻读法学理论硕士以及硕士论文写撰写期间，我的授业导师马

长山教授以及教过我的唐永春教授、杨昌宇副教授、孙光妍教授、钱福臣教授给

予了我巨大的帮助和不倦的指导，使得我在研究生期间受益匪浅、收获颇丰，在

此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特别是我的导师马长山教授，在百忙之中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无论从论文的选题立意，还是资料的搜集整理运用，再到论文的结构提纲、正文

内容的修改润色，无不凝聚着马教授的心血。在我攻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马

教授不仅给予学业上的指导和帮助，而且也给予为人处事方面的指点和教诲，相

信这会成为我今后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在此再次对马长山教授表示我的敬

意和感激之情!

马教授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法学积淀、笔耕不辍的忘我精神，时刻激励和鼓

舞学生。即便在毕业后仍会铭记研究生期间所学的知识和为人的道理，继续刻苦

钻研、踏实奋进，用自己的学识和贡献来回馈老师、母校和社会!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绪  论
	第一章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现实动因和理论诉求
	第一节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现实动因
	一、经济、政治动因：以改革为特征的整体性转型
	二、社会动因：社会转型时期民间组织的兴起
	三、法治动因：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持续发展

	第二节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理论诉求
	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反思与超越
	二、全球社团革命和全球公民社会的时代吁求
	三、“治理与善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影响
	四、“市民社会”话语转换与公民社会理论

	本章小结

	第二章社会转型时期民间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趋势
	第一节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的界定
	一、民间治理及其特点
	二、民间治理的主体：民间社会组织

	第二节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现状与问题
	一、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二、民间治理现存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

	第三节国外民间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民间治理
	二、亚洲国家的民间治理
	三、国外民间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第四节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治理的发展趋势
	一、民间治理的法治追求
	二、民间治理的发展趋势

	本章小结

	第三章民间治理：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支撑
	第一节民间治理的合法性提供功能
	一、公民身份认同与合法性提供
	二、公民的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诉求
	三、中国民主法治的核心：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
	四、民间治理促进中国民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第二节民间治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互动与合作
	一、政府职能转换与“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
	二、民间治理及民间社会组织占据公共管理撤离后的空间
	三、民间治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互动合作

	第三节民间治理中调解机制对诉讼程序的补充
	一、民间治理中调解机制有益于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
	二、民间治理调解机制有助于社会主体关系的修复和社会公德的践行
	三、民间治理中调解机制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与和谐秩序

	第四节民间治理中公民性品格的培育
	一、公民性品格与中国法治进程
	二、民间治理中公民性品格的培育养成
	三、公民意识在推动法治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社会资本理论

	本章小结

	第四章民间治理的法治功能及其实现
	第一节民间治理的法治功能及其实现
	一、阻碍民间治理的法治功能实现的因素
	二、民间治理的法律环境分析
	三、民间治理的法治功能及其实现

	第二节民间治理促生“自生自发秩序”
	一、民间治理在“自生自发秩序”中的反思支撑作用
	二、民间治理在法治与“自生自发秩序”关系中的中介纽带作用

	本章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