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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动民间组织建设的具体措施  

为了要使得民间组织能够更好地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形成社会的善治结构，建议有关部门为民间组织创造更好的制

度环境，推动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以及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监督。具体措施为：  

  完善法律法规  

立法部门可以参考国际经验，出台有针对性、地方性的对非营利组织管理法规。以往的民间组织主要局限在民政系

统，但是事实上民间组织可以根据其自身特点注册在不同的管理部门，例如工商或者公安系统。而非营利组织法规可

以明确非营利组织的特点，并给予明确的管理规定和政策支持。  

l  建立民间捐赠和筹款的循环机制  

国务院去年六月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为民间自办基金会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这方面相关具体运作和手续都

还并不清楚。可以说从中国本土筹措资金是促进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和自力更生发展的关键所在。也只有发展出民间

筹款的自我循环机制，中国民间组织才能获得强大的动力。  

l  加强对民间组织的审计和监督  

经得起审计的民间组织可以获得社会更广泛的公信力，能够更好地促进自身工作。对哪些自身出现腐败问题的民间组

织应该加以整顿和处理，维护整个民间组织行业的声誉，民间组织也应有淘汰、退出机制。  

l  以不同方式投入各种资源  

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资源投入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将一部分原来由政府承担，但是民间组织也有能力承担的职能

以“政府采购”的形式，支付一定费用由民间组织承担。政府的投入重点应是解决民间组织的共性问题，例如政府可

以考虑划拨一部分经费，与大学协调开设培训班，解决所有民间组织管理能力不足，又缺乏培训资金的问题。  

l  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研究和培训  

更重要的，应该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研究和培训，及时发现问题，总结宣传、推广成功的经验。同时动员各方面的资源

为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让知识和信息成为民间组织发展的内在动

力，使民间组织成为学习型的组织，在建构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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