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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动物生活在自然给予的世界之中，人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之中。
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有了自己创造的世界。
人自己创造的第一个世界就是国家。
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国家的出现，表明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
人在自然给予的世界中，是依据自然法则来组织社会和治理社会的，因而，社会既是人的组织系统，
也是人的治理系统，在这其中，人不再孤立无援，不再无法无天。
这无疑是人类的桃源春梦，美好，但不能长久，因为人的生命意志不可能沉睡不醒的。
生命意志一旦觉醒，就会激发无限的欲求。
有欲求，就有争斗，有争斗，就有生命的危险。
为了在争斗中获得安全，人就在自然给予的实实在在世界之上，即社会之上，创造一个人造的世界，
即国家。
于是，人在国家领域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公民。
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最天然关系，就转变为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转化
为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冲突。
解决公民与公民冲突的力量，就不是自然社会的法则了，而是国家的法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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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危机管理中的社会组织研究》阐释了社会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背景和现状。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了社会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功能，并对危机管理中的任务型自组织进行了尝试
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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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中国第三部门的分类，目前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例如，现行法规只将其划分为“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
一些研究者根据组织服务的对象区分为“互益型”和“公益型”组织，或依据其是否是会员制以及服
务对象的种类，将其区分为“会员互益型”、“运作型”和“中间型”组织。
另外还有学者根据组织的生成路径将其区分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外部输入型”，
或根据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密切程度将其区分为“官办”、“半官方”和“民办”组织。
王名和贾西津借鉴美国税法的规定，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第三部门应主要包括五大类：会员制互益型组
织、公益型组织、人民团体、转型中的国有事业单位、未登记或转登记的团体。
这种分类的可取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相对全面与细致，还在于它将中国的人民团体、转制中的国有事业
单位以及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也纳入了第三部门的结构体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2）中国第三部门兴起的动力机制。
很多学者都认为，近年来中国第三部门的兴起，首先应归因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所创造的广阔空
间；①其次，政治控制的松动和市场化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产生了政府控制以外的资源，使
得第三部门有可能不完全依赖于政府而独立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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