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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得到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的资助。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和谐社会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民生问题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积极投入扶老、济贫、助残等各项民生工作，介入到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
由此，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互动，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
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特性，以及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在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议题密不可分，它们是本研究不可缺少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背景。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从国家法团主义理论视角出发，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互动关系划分为庇护性国
家法团主义关系和层级性国家法团主义关系等两种类型。
对于这种关系类型的划分，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准理想类型”，目的是构建一个整合的政府与非政府
组织互动关系的谱系模式，即：从动态的角度出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并非是静止和固定
不变的，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类型犹如一个连续谱系上的不同节点或位置，随着环境的变
迁，这种关系类型的位置也会发生改变。
从较具国家法团主义倾向的庇护关系：依附关系、间接介入关系，到较具社会法团主义倾向的协商关
系。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互动会根据各自的成熟程度和力量状态选择一种或数种相应的关系类型，并且，这
种关系类型会在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下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个理想的演化趋势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模式，将不断从具有更多的国家法团主义倾向
朝着具有更多的社会法团主义倾向乃至市民社会元素的方向变迁，从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将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理性、更加多元，最终促进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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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作了探讨和研究。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特性，以及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在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议题密不可分，它们是本研究不可缺少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背景。
具体内容包括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政府主导下的社团存在空间——Y机构的诞生和运作分析；自主
性和依附性之间的张力——R机构成长的曲折和摆动；对于个案的理论分析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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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王信贤认为，中国内地虽然各类社会团体涌现，但其国家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国家权力对民
众生活渗透这一前提下的，政府透过基层权力组织将社会团体与政府治理目标结合在一起，换言之，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运作是紧密镶嵌于国家机构内，就此而言，各式各样民间组织的出现并非是完全自
发、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而是有鲜明的国家色彩，而这正是“统合主义”的观点。
统合主义论者强调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确实发展改变，但逐步出现的并非是市民社会，而是一种“
统合主义”结构。
统合主义强调社会组织只是国家机关的延伸，国家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形构、控制社会团体，防止其问
无序的竞争，而使社会利益的表达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
就此看来，“国家统合主义”似乎颇符合目前中国内地的国家社会关系，其中也有不少精辟的研究证
实此种发展趋势。
而在中共十六大的党章修正案中，第二十九条增加了“在小区、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中成立党的
基层组织，有利于党的组织、党的工作切实有效地覆盖全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在实践上证实了这种
观点。
但这种论述似乎只看到国家统合与控制能力的伸张，却忽略了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实际互动，一方面
忽略了部分社会团体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过于强调国家由上而下力量的同时，往往会将国家视为统
一的整体，而忽略了国家内部的分裂性（王信贤，2007）。
　　在对上述研究观点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王信贤的主要看法是，在社会团体与政府间的关系上
，市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的观点，强调的是社团具有相对于国家之外的活动空间与自主性；国家统合主
义的观点则是倾向于“制度化的利益表达”，社团与国家间的密切联系。
上述两派观点在“社会部门自主性”上虽有南辕北辙的差异，但未将国家内部的分裂性列入理论考虑
却是一致的。
因此，需要提出观察中国内地社会团体的新角度——自利官僚竞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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