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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 

作者：张玉芹 

 

民间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一定群体利益，推进民主政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中具有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

程的加快，民间组织作为一支独特的社会力量，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但是，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目前我国的民间组织在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上存在着行政

化倾向，经费、人员及办公场所都由挂靠单位来解决，其活动往往也都是在挂靠单位的指令下进行

的。这种管理体制导致民间组织活动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制约了民间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

作用的发挥。同时，我国民间组织自律机制和诚信机制还不够健全，表现在：民间组织内部管理不

规范，活动不正常。有的民间组织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长期不开会，不讨论民间组织事务；有的社

团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无经费，无专职工作人员，有的社团不遵守社团变更制度，迁址后不到登记

管理机关登记备案，有的社团法人、秘书长长期缺位，影响社团工作正常有效的开展；服务意识、

竞争意识、改革意识不强，等等。 

  解决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规范内部管理。要建立以章程自律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管理机制。围绕章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

度，保证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现在民间组织中实行的会员代表大会制度，换届选举制

度，社团变更制度，社团重大活动报告制度，以及社团年度检查制度、社团财务管理制度等在加强

民主办会，规范民间组织内部管理，提高民间组织的整体素质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间组织

在坚持上述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还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出具体的规章制度。 

  发挥服务功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服务性是民间组织的根本属性，民间组织的活动只有

服务于特定群体利益，才会获得社会的支持和自身发展。比如，行业协会要发挥行业服务、自律、

指导、协调等功能，维护市场秩序和同业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学术性社会

团体要充分发挥优势，为政府决策和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订出谋划策。 

  增强自主意识，发展自治和自立能力。特定的历史时期，政府财力的支持曾使民间组织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并为其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

善，我国民间组织缺少活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因此，突破计划经济体制

下形成的体制性障碍，以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来运作民间组织，使之回归民间组织的“民间”本性，

是今后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这是从理论上和就总体趋势而言，要在须臾之间脱离旧的轨道

是不现实的，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要积极探索建立学(协)会与挂靠单位双向合作，相互支持的关

系，逐步由依附型向法人型过渡转变。 

  对民间组织实施分类指导。对一些具有方向性，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新兴民间组织，坚

持先培育后发展，边发展边规范的原则，给予积极的引导和扶持。对民间组织目前普遍存在的体制

问题，资金短缺问题以及职能匮乏等问题，政府要给予必要的关心和支持，并采取措施使他们走出

困境。对质量高，能力强，社会影响好、效益好的民间组织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和倾斜。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民间组织整体素质，关键因素是人才。要把讲政治、有政策水平、有专业

知识、有民间组织管理经验和能力的年轻的高素质人才引入到民间组织队伍中来，建立职业化的民

间组织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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