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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转型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监管》一书的出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近两年来一直从事着的“中国非营利组织监管体制”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非营利
组织领域里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与智慧的展示。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并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最激动人心的现
象之一。
如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对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一样，非营利组织对公民社会和社会民主的发展同时
起着基础性的积极意义。
非营利组织发展与壮大所带来的社会多元化，将最终打破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促成民主社会的形
成和公共治理的多元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重视和加强非营利组织建设与管理。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也强调，要加
强对非营利组织的培育规范和管理，要把社会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非营利组织，实施社会
管理；要积极与非营利组织进行合作，鼓励、引导非营利组织有序参与。
这些都赋予了非营利组织更重要的地位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对非营利组织建设与管理也提出
了更新的要求。
迄今为止，中国登记在册的非营利组织有40多万家，因为体制原因，活跃在社会生活中却没有登记的
组织是这个数字的5～10倍。
随着非营利组织数量的扩大和非营利组织在公民自助，社会互助、倡导等方面积极作用的发挥，非营
利组织相关的监管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监管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大体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现有的监管制度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如何理顺监管体制，使非营利组织发展能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是各个方面的基本诉求。
其次，同其他领域一样，腐败也在侵蚀着非营利领域。
尽管由于占有权力和资源少，非营利领域的腐败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因为非营利领域承担更大的道
德责任，利用的是公益资产，所以其影响可能比一般的社会腐败更大。
近年来的一些负面事件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这些事件削弱了非营利组织正在建立过程中的非常薄弱的社会资源和社会信任。
由此，建立规范的非营利组织监管制度，也是促进非营利组织良性发展的前提。
再次，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新民本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标志着随着改革
开放30年来的推进，改革的重点领域由经济领域推进到社会领域，社会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创新是今后
一个时期改革的重点。
非营利组织的监管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如何在建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过程中，理顺中国非
营利组织监管体制，为非营利组织创造一个宽松、规范的环境，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
作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对非营利组织监管制度的研究，可以促进非营利组织的规范发展，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
的环境，对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的理论和政
策研究，并正在逐步成为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律问题研究的中心和非营利组织研究领域学术交流的平台
。
我们深刻意识到，非营利组织的监管制度和机制是目前非营利组织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应当进行
独立研究。
从理论上看，监管制度研究是非营利组织立法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非营利组织法的继续
深化研究的一个节点。
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给予明确的回应。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是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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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方面看，目前，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政府部门，都对监管制度的建构和各自的职能感到困惑
。
只有从体制上理顺监管体制，才能排除立法上的制度障碍。
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无论对于学界，还是对于实务界都有重要意义。
为此，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监管制度和机制”的研究项目，以期对前期
研究进行推进，并对现实问题进行回应，为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担负起学界的责任
。
　　本书集结了一批中国非营利组织领域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文章留下了可供借鉴的智慧和给人
以启迪的意蕴。
但就其理论和实践而论，也并非穷尽之言，因为构建科学的中国非营利组织监管制度是一项极其艰巨
的工作，需要全社会长期地努力，本书仅是朝此目标努力所做的一项最基础的工作。
　　感谢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感谢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同志、国务院法制办朱
卫国同志⋯⋯他们的支持与关怀，增强了中心的底蕴和力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感谢本文集中的每一位作者，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智慧，才使本书得以精彩纷呈；感谢中心的每一位成
员——陈金罗、魏定仁、金锦萍、刘培峰、沈国琴、方志平，因为他们的执著和热忱成就了这个团队
以及这个团队所寓意的一切。
最后，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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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中国非营利组织监管问题展开，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监管的基础理论、监管体制、监管途
径和方式、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
既有对基础理论的推敲扣问，也有对规则层面的丝丝解析，更有针对具体类型组织监管问题的特殊关
注。
无论是从事本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是业界人士，相信都能够从中获得信息和启发。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型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监管>>

作者简介

陈金罗，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型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监管>>

书籍目录

1　非营利组织监管的基本理论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结社革命与主权理论　中国的结社自由
问题2　中国非营利组织监管制度的省思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其改革建议　中国社会组
织建设与发展　非营利组织监管体制的几点思考　试析农村民间组织管理中的困境　论民间组织治理
和内部监管之间的关系　完善民间组织评估机制独立开展民间组织评估的思考　我国社会组织行政处
罚制度审视　公民权利纬度下的行政许可与行政确认3　特定类型非营利组织的监管　论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培育发展　慈善基金会的自治与他律　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我国社会组织工作的科学实践
　乡镇事业单位转制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制度分析　体制外行业协会的发展与监管　境外公益民间组织
在中国发展现状及其困局的思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型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监管>>

章节摘录

　　2008年，我们赴深圳，与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同志就民间组织评估问题进行了交流，据他们
介绍，深圳市民间组织评估工作是从行业协会开始试点，他们依据民政部的评估指标体系，结合深圳
市行业协会的特点，制定了深圳市行业协会评估指标，在这个基础上，于2008年5月开始对47家行业协
会开展了评估定级工作。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成立了由政府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和评估办公室，指导与协
调评估工作，具体的评估事务性工作则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具体执行。
第三方评估机构主要参与评估的前期调查，数据分析，指标体系与评估流程制定，组织专家开展实地
评估，并撰写初评报告交评估委员会审定。
最后，评出5A级行业协会9家，4A级14家，3A级17家，2A级7家。
深圳市的评估工作采用的评估委员会、评估办公室、第三方评估机构相结合的评估模式，既体现了以
政府为主导的权威性，又充分利用了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优势；不仅将政府部门从评估工作的烦琐
事务中解脱出来，而且由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开展评估，体现了评估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我们认为深圳行业协会的评估模式在当前具有可借鉴的地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2005年，民政部将民间组织评估工作列入工作计划。
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和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联合启动了“中国民间组
织评估体系研究”课题，并于2005年3月通过了民政部部级科研项目立项。
2007年形成研究成果，为民间组织评估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于2007年8月下发《民政部关于推进民
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民间组织评估工作正式进入议事日程。
同年10月，民政部启动了对基金会的评估工作，整个基金会评估工作历时约6个月，参与专家50多人，
实地考察近400人次，先后对62家基金会报送的材料开展全面评估。
通过专家小组对基金会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社会评价等方面的评估，评估委员会最终审
核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6家基金会获得了5A等级，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等13家基金会获
得4A等级，中国癌症基金会等19家基金会获得3A等级，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等14家基金会获得2A
等级，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等10家基金会获得1A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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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非营利组织法研究方兴未艾。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此，近期将陆续推出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
但是不限于）外国相关立法的介绍，非营利组织法纲要，公益信托制度，基金会法律规则诠释，监管
体制研究，等等。
希望这些著作能够记载和解读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变化，同时为蓬勃发展的中国非营利组织提供法律知
识和智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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