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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间组织自我发展的法治环境 

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 崔立群 

 

民间组织的迅速发展是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变化。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发展给予

了高度重视，特别是先后出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使民间组织监督管理与培育发展具备

基本的法制条件。 

但目前民间组织自我发展的法治环境还不够好。如何在民间组织内部真正形成符合法律规范的

治理结构，使民间组织成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公共组织；如何真正显现民间组织的

非营利性，使之成为服务社会、反映诉求、架设桥梁的组织；如何理顺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

位及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等，还需要多方面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要达到上述目的，需要强化几个关

键环节。 

其一，要依法建立、完善民间组织的决策机构和决策机制。建立和完善民间组织的理事会、董

事会，既是有关政策法规的规定，也是民间组织实施正确决策的有效途径。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一些社会团体的理事会没有按条例规定严格履行管理制度。一些民办学校的董事会人员不是按照

《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组成，而是出现了“家族式”

董事会、“合伙式”董事会。这不仅不符合政策法规的要求，而且对民间组织的长远发展也是极为

不利的。民间组织的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要做到依法运行，就必须在形式和机制上加以

完善。不仅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规范的议事规则，而且应当建立民主的决策程序。这既可避免权

力过度集中，也能使决策更加符合民间组织发展的需要。 

其二，要依法制定并履行民间组织的章程和相关的制度。为规范民间组织的章程，民政部专门

制定了《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对其名称、住所、权利义

务、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资产管理及使用原则、章程修改及终止程序和终止程序后的资产

处理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民间组织按照章程范本的要求制定的章程，以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财

务管理、工资福利、人员招聘等相关制度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就具有了法律

地位，可以作为民间组织的重要依据。一部好的章程及相关配套制度，不仅可以明确民间组织内部

的配置与相互关系，构建形成民间组织运行的基本规则，而且可以把民间组织的业务理念、宗旨、

特点具体化，成为民间组织精神宪章和自身形象的宣传书。 

其三，要依法探索和处理好民间组织监督管理与培育发展的关系。民间组织的权利、义务在

《民办教育促进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都有

明确的规定。民间组织与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构成了更为清晰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和管理者

的关系。民间组织实现自我管理，是其维护独立法律地位的保证，也是自主活动的前提条件。但作

为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无论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还是微观具体的操作，监督管理只是手

段，增强服务功能是根本。只有明确管理和服务的关系，处理好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的内在联系，

使民间组织和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形成互动，才能真正达到依法治理民间组织，而非“以

法治理”，才能创建保障民间组织自我发展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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