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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核心袁 也是推进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因

素遥 我国现阶段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制于依法行政的发展袁存在体育社会组织立

法不健全尧体育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尧行政过多干预体育社会组织管理尧传
统文化对体育依法行政的束缚以及体育体制改革与依法行政现实冲突等诸多问题遥
切实推进依法行政袁形成国家与体育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袁不仅有利于法治国家的

构建袁还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体育社会组织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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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based administration is the core of a modern nation of laws. It is also the key factor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social organizations.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enslav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There are quite a

few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legislation of sport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real plight of de-ad-

ministration of sport social organizations, exce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sport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restrai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o the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sport system reform and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and forming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port social or-

ganizations are not only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untry of laws, but also to the promo-

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soci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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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视角下推进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
向会英

新中国成立后袁 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袁体育管理实行野举国体制冶袁体育社会组织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的工具和手段袁 缺乏独立地

位和自治能力袁依赖政府处理公共事务袁而这种依赖

又为政府的职能扩张和对社会领域的野入侵冶提供了

充足的理由袁所以造成我国体育协会大多都是野官办

性质冶状况遥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野社会组织冶
概念并在野十七大冶报告中得到确认以来袁社会组织

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遥 党的野十八大冶
对社会组织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袁 明确

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尧权责明确尧依法自治的现代

社会组织体制遥为此袁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提出要改

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

出加强社会组织立法遥 2016 年 8 月袁中共中央办公

厅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叶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

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曳袁其中提出了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为院 到 2020 年袁
统一登记尧各司其职尧协调配合尧分级负责尧依法监督

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健全袁 社会组织

法规政策更加完善袁综合监管更加有效袁党组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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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更加明显袁发展环境更加优化曰政社分开尧权责

明确尧 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基本建立袁 结构合

理尧功能完善尧竞争有序尧诚信自律尧充满活力的社会

组织发展格局基本形成遥 这一系列的举措充分体现

了目前国家对于发展社会组织的高度重视[1]遥 2017 年

2 月发布的 叶社会组织蓝皮书院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

渊2016-2017冤曳指出袁随着影响社会组织的政策法规体

系与政策工具措施日益完善和丰富袁 中国社会组织

正进入整体性变革期袁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袁激发

社会组织活力袁已经上升为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遥
为促进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尧 实现依法治体的

目标袁以足球改革为野突破口冶野试验田冶袁国务院足

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于 2015 年 8 月印

发了叶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曳袁旨在以点带面尧
引领推进袁 最终实现中国足协改革与体育社会组织

改革的衔接和统一遥 随着体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进一

步深入袁我国体育管理正由野举国体制冶的集权向分

权发展袁政府控制逐渐减弱袁社会自治逐渐增强袁依
法限制政府权力袁 促进和培育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

是体育管理体制创新的发展趋势遥 我国体育社会组

织主要包括以野体育项目协会冶为代表的政府性体育

社会组织和以野体育社团冶为代表的民间性体育社会

组织 [2]袁本文的体育社会组织主要指野自上而下冶建
立的体育社会组织遥

张文显教授指出袁野法治国家冶包含野法治政府冶袁
对于法治国家来说袁法治政府是其最核心尧最根本的

部分[3]遥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袁其基本含义是国家

权力袁特别是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袁因此袁法治国

家有时又统称法治政府遥姜明安教授指出袁法治国家

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遥 这

一机制包括院国家公权力的相互监督制约尧社会公权

力渊行业协会尧社会团体尧基层自治组织等冤对国家公

权力的监督制约袁以及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国家

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渊以权利制约权力冤 [4]遥 我国依法

行政的概念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袁党的野十五大冶
依法治国的方略进一步推进了依法行政的普遍化遥
1999 年国务院颁布了叶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

定曳提出了依法行政的要求遥 2004 年国务院发布的

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曳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指

导思想尧具体目标尧基本原则和要求尧主要任务和措

施遥 2008 年国务院发布叶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

政的决定曳袁2012 党的野十八大冶进一步提出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冶和野推进依法行政冶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强调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冶野推进依法行政袁建设法

治政府冶袁依法行政成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路径

选择遥 国务院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曳对依法

行政提出了合法行政尧合理行政尧程序正当尧高效便

民尧诚实守信尧权责统一的基本要求袁对合法行政规

定为院野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袁 应当依照法律尧法
规尧规章的规定进行曰没有法律尧法规尧规章规定的袁
行政机关不得做出影响公民尧 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或增加公民尧 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义务的决

定遥 冶从民主政治的建设目标来看袁依法行政是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袁只有实现行政法制化袁各
级政府和领导干部依照表现为法律形式的人民意志

来治理国家袁 才能促进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

面得到普遍的遵守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5]遥

根据多元治理中心理论袁社会治理遭遇野市场之

灵冶野政府失灵冶后袁社会管理创新要求发展野第三部

门冶袁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是体育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

方面袁有利于推动依法行政的实现遥

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有利于厘清政府尧市场尧社会

关系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遥 叶2012 年政府工

作报告曳指出院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袁改革的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是院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袁完善宏观调

控体系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噎噎冶根据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袁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质就是上层建筑适

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趋

势遥 当前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治理现

代化袁也就是要求政府职能尧作用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求相适应袁与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相适应袁也需要

正确界定政府尧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遥从国家与社会的

关系来看袁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回归社会是最基本

的原理袁社会主义国家自建立的第一天起袁就应是一

种权力逐步回归社会的国家袁 为此恩格斯曾经建议

野把耶国家爷一词全部改为耶共同体爷渊Gemeinwesen冤冶[5]遥
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袁 社会组织是在社会和国家之

间起中介作用的自组织力量袁 是制约国家尧 分享权

力袁 实现国家权力回归为社会权力的重要形式和途

径[6]遥 社会组织改变了政府与公民间的对立关系袁通
过对话与协作形成共赢关系遥一方面袁社会中的分散

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袁 有序地参与

到政策形成过程中曰 另一方面袁 在制度化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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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袁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的来源渊合法性冤和
控制权 [7]遥

政府在转变职能过程中袁 要求政府把大量的微

观的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转移出去袁 而社会组织是

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遥 由体育社会组织承担大量的

社会性尧群众性尧公益性尧服务性职能袁从而在很大程

度上减轻政府职能转变的压力遥 自 20 世纪 90 年代

实行体育职业化以来袁学者就开始从野法团主义冶野多
元治理冶野分类控制冶 等视角对体育社会组织改革进

行理论探索袁 希望体育社会组织更多承担市场调控

的职能袁成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方机构遥新公

共服务理论强调还权于社会袁 认为政府属于它的公

民袁重点不应放在驾驶或划动政府这条船袁而应放在

构建具有完整性和回应型的公共机构上遥 政府应当

创造条件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袁 现代公法应当基于

对公共服务的合理排序袁分别授权行政机关尧社会自

治组织尧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获得特许经营的工商

企业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袁 构建一种公私合作的公

共服务模式[8]遥

政府的核心职能是野掌舵冶而不是野划桨冶袁要更

好地发挥野掌舵冶的作用就要将一些政府执行性和服

务性工作分离出去遥 作为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

者之一袁 体育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具有自身

的优势袁被视为公共体育服务野优秀的生产者冶袁它与

政府密切配合袁 形成了政府公共服务购买中的理想

关系 [9]袁从而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效率遥 野十八

大冶 以来袁 民政部按照中央社会组织改革的总体部

署袁简政放权袁降低登记门槛曰对符合条件的体育社

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袁大力培育发展多形式尧多层次

的体育社会组织曰完善购买服务政策措施袁联合财政

部出台了 叶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的通知曳袁23 个省份也相继出台了政府购买服

务的指导文件袁 推动政府部门将公共体育服务交由

社会组织承担 [10]遥

现代的社会的合法性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支持袁
社会组织的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本力量遥 当体育社会

组织发现本地的体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明显不合

理或者违背国家法律时袁 可以有组织地抑制这些政

策遥 在英尧美等国家袁体育协会等行业组织主要是独

立于国家之外的自治领域袁 它通过共同关心的事务

将其成员联合起来袁 并通过它们存在的本身或行动

对政府公共政策发生影响或施加压力遥 虽然这些体

育协会也有公共管理职能袁 但除了与政府共同管理

社会成员外袁它们更重要的职能是制约尧监督政府工

作遥 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填补了体育行政部门管理

和服务的缺失与不足袁 也为行政目标的实现提供了

多样化手段和路径遥

李克强在 2014 年10 月 4 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

党组会议上提出袁 各级政府依法治体是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遥政府落

实依法治国就要野依法行政冶袁核心是加快建设职能

科学尧权责法定尧执法严明尧公开公正尧廉洁高效尧守
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袁以野依法行政冶为总原则袁从职权

安排尧职能转变尧政策执行尧公共信任尧人员素质尧组
织形象等方面具体推动遥按照这些原则袁体育行政部

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袁 包括建

立政府权力清单尧简政放权尧管办分离尧体育项目协

会实体化等遥
2014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的 叶国务院关于取消和

下放一批行政项目的决定曳 中就有多个涉及体育行

政部的项目袁如奥林匹克标志备案核准尧运动员交流

协议批准等袁2014 年 10 月发布的叶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尧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 明确要

求院野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袁 加快

全国综合性和单项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袁 公开赛

事举办目录袁 通过市场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承办

赛事遥 有关政府部门要积极为各类赛事活动的举办

提供服务遥推行政社分开尧政企分开尧管办分离袁加快

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袁 将适合由体育

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袁 交由体育

社会组织承担遥 冶2014 年 9 月 2 日袁李克强总理在国

务院常务会中明确提出院野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

赛事审批遥 冶2015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的叶国务院关于

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曳 也包

含多个体育行政部门的项目袁 为体育社会组织的发

展释放了空间和提供了契机遥 此外袁以足球为代表袁
201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叶中国足球改革总体

发展方案曳袁进一步明确院野中国足球协会作为具有公

益性和广泛代表性尧专业性尧权威性的全国足球运动

领域的社团法人冶野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冶等袁进
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尧管办分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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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 叶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曳 强调政社分开规定院野在职公务

员不得兼任基金会尧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袁已兼职的

在意见下发后半年内辞去公职或辞去社会组织职

务曰从严规范公务员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噎噎冶从人

事上促进管办分离遥 在组织上袁张立等根据 2012 年

第二次经济普查库中全国 3.7 万多个体育组织机构

数据分析袁相比较于 2008 年袁随着国家体育行政管

理改革袁基层野独立体育行政机构冶数量减少袁已由

2008 年的 2 572 个袁 占体育行政机构的 85.4%的县

级体育机构袁下降到仍独立的仅为 27.7%[11]遥 国家体

育总局办公厅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 叶关于篮

球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曳指出袁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袁 将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承担的业

务职责交中国篮球协会袁 并以中国篮球协会名义开

展工作遥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袁彰显了体育社会组织管

理制度改革的决心遥在当前的转型时期袁我国体育社

会组织已逐渐取得了独立的社会地位袁 但还缺乏应

有的自主性袁虽然目前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袁但
在一段时间内野一套班子袁两块牌子冶影响仍然存在遥
首先袁在组织上袁政府对于体育组织成立要求较高尧
把控较严袁体育协会不得不依附政府曰其次袁大部分

体育协会的领导人员都是由体育主管部门派出或批

准的袁甚至还享有行政级别袁领导上缺乏自主性曰再
次袁 我国多数体育协会的运作经费主要依赖于财政

拨款袁经费上缺乏自主性曰最后袁我国体育协会享有

的管理权力极其弱小袁 仅有的管理职能也取决于政

府的主动退出和让渡袁而并非来源于法律的规定 [12]遥
体育社会组织管理的依法行政依然存在现实困境袁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遥

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相应的政府角色异位袁 是制

约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我国当

前的体育社会组织立法不仅面临着概念尧 规则和原

则层面的困境袁如基本范畴尚待共识袁权利和义务设

定适当尧法律体系亟待完备袁还存在规范与秩序断裂

的困境袁如野有法冶未必野可依冶袁野可依冶也未必野有
序冶[13]遥 因此袁政府在管理体育社会组织时遇到无法

可依的状况遥作为体育野基本法冶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曳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袁立法思想尧理念及

规定完全滞后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思想尧新理念遥与
体育社会组织相关的 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曳叶基
金会管理条例曳叶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曳 等也

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袁 也都是国务院在紧锣密鼓进行

修订的立法遥

政社不分是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主要问

题遥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形成的所谓野举国体制冶袁是指

国家为了尽快解决某项重大的体育任务袁 举全国之

力尧 集全民之智所形成的体育事业组织与项目管理

体制 [14]袁是一种具有高度行政垄断性质袁与计划经济

社会完全契合的体育体制 [15]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形成的 野举国体制冶 的体育管理体制有其时代背

景袁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遥但随着

社会及体育的发展袁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袁政府

在这一制度中同时扮演决策者尧组织者尧投资者尧经
营者和风险承担者的角色袁 不利于发挥市场的积极

性袁不利于体育社会组织的成长袁制约了竞技体育资

源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袁 也限制了整个体育事业的

发展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政垄断是野掠夺之手冶袁是
政府机构运用公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和排斥遥

体育社会组织相关立法滞后也是体育社会组织

去行政化的障碍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曳对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权的规定袁 对体育社会组织实体

化改革也有一定的影响遥但随着 2016 年颁布的叶慈善

法曳 以及 2017 年 3 月颁布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曳对非营利组织和非法人组织的规定袁进一步明确

了社会组织的性质袁逐渐减少了体育社会组织受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曳行政管理权的影响遥

此外袁体育行政部门掌握着丰富的体育资源袁竞
技体育的职业化改革和发展一直受到行政权力的制

约袁很难实现社会化尧实体化尧联盟化袁联赛既要服务

于市场袁又要服务于政府的奥运遥如国字号球队的长

期集训制度袁要求国家队尧国奥队集训和比赛野一个

都不能少冶的强制性要求袁就饱受争议遥叶中国足协纪

律准则及处罚办法曳第 75 条就规定袁运动员无故不

接受国家队征调尧不参加国家队集训和比赛袁要受到

严格的处罚遥 这种行政命令式的做法凸现了竞技体

育职业化改革以来袁 国家尧 俱乐部和个人利益的博

弈遥 行政与市场尧权力与利益尧任期责任与长远发展

的矛盾袁 使行政主导的管理体制难以尊重市场各个

主体的合法权益袁 难以在突出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

和平衡各方利益遥
导致体育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困境袁除了因为野自

上而下冶野举国体制冶 下建立的 野一套班子袁 两块牌

子冶 的体育社会组织与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外袁 还有由于体育社会组织为获得政府资源和支

依法行政视角下推进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

20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7年 第 38卷 第 3期

持主动与政府组织建立联系遥在野强政府尧弱社会冶的
关系模式下袁政府掌握着重要的资源袁取得政府的认

同和支持是体育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袁
从而形成了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对于政府体制的依

赖袁任何体育组织都很难完全独立于政府袁相反却是

与政府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16]遥当前袁由政府主导的

体育社会组织改革纳入事业单位改革范畴袁 建立了

野分类管理方式冶袁 对无稳定经常性业务收入的体育

社会组织法人渊以田协为代表冤实行全额拨款曰对有

一定数量收入的体育组织法人渊以排协为代表冤实行

差额拨款曰 对有充分经营性收入的体育社会组织法

人渊如足协冤可以实行自收自支[17]遥

举国体制就是依靠行政指令的方式建立起来

的袁而要想在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袁只能依靠法律[18]遥我
国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社会组织干预太深尧太广袁一
些干预措施也逾越了法律权限[19]遥 如 2001 年足球运

动管理中心为了进入世界杯决赛舞台取消了联赛升

降级袁导致足坛假球尧赌球尧黑哨等现象泛滥遥 2007 年

足球管理中心为保证国奥队和国家队的集训时间袁
将中超联赛砍为 7 段袁使得各俱乐部苦不堪言[20]遥 随

着体育体制改革的深化袁 行政干预的体育社会组织

管理情况发生了变化袁 但行政管理的模式及行政干

预的惯性在一定时间内依然存在遥 如在国内职业化

程度较高的三大球职业联赛中袁 项目中心具有重要

的话语权袁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参与尧干预利益分配

的问题袁且拥有野一票否决权冶遥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

动管理中心主任信兰成解释了篮球协会的 野一票否

决权冶的含义袁指出野只要联赛公司不提出脱离体制尧
脱离体育总局袁 基本上不会动用否决权冶遥 野珠超公

司冶状告野粤超公司冶案是国内反垄断第一案袁其中反

映了代表政府的权力机构可以授权垄断行为袁 也是

行政力量参与和干预民间资本和业余赛事的一种体

现遥
当然袁对于行政干预体育社会组织袁理论界存在

不同的观点遥有学者认为袁唯有政府转变传统的以行

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袁依法行政袁才能真正促进社

会组织良性发展 [21]袁行政干预是体育社会组织发展

的制约因素遥但也有学者认为袁行政参与体育社会组

织管理对于政府和体育社会组织都有有利的一面袁
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袁 指出院野政府

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控与监管袁 包括对社会组织的

成立尧人员组成尧资源筹集和服务内容等加强控制遥
这种路径将国家意志渗透到社会组织中袁 但可以让

社会组织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合法性袁
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22]遥 也有学者进

一步指出袁 中国传统社会是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秩

序袁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袁也不存在

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23]遥国家主导是中国社会组织

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袁 中国社会组织最终的发展趋

势不是从国家中分离出市民社会袁 而是一种新形式

的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联结遥俞可平指出袁目前制度

环境是宏观鼓励尧微观约束袁结果袁政府力图增大社

会组织的自主独立性袁 但政府对重要的社会组织的

主导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24]遥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行政管理野以官为本袁官尊

民贱冶的野官本位冶思想在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遥 野官
本位冶反映到依法行政中袁对政府官员而言袁发展到

极致袁就是野我就是法冶野权大于法冶袁依法行政成了

野依言行政冶袁依上级领导的意图行政 [25]遥在野官本位冶
思想的影响下袁行政权至上尧行政行为的任意性和行

政程序缺失袁严重影响了法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遥当
前我国的体育机制改革如火如荼袁 但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毒瘤的野官本位冶思想依然是当今改革和依法行

政的重大障碍遥 在野家国天下冶和野臣民文化冶理念影

响下袁国家仍主导一切袁家国本位价值取向和传统的

人治传统袁形成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的就是野为国争

光冶野为地方争光冶袁阻碍权利意识和法治理念的全面

树立遥 野无讼冶思想最早是孔子在叶论语曳中提出袁是
为了维护儒家所设的长幼有序尧 相互谦让尧 互不争

诉尧和睦安宁的野和谐冶社会遥 野无诉冶是息争心理倾

向袁在此思想的影响下袁常出现运动员尧教练员等不

愿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纠纷袁 法院也无法对行政权

的违法进行监督和纠正袁 从而阻碍行政诉讼制度的

健全发展遥

在体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袁政府职能收缩袁机构

精简袁让渡部分权利给社会袁以形成财政与市场双向

驱动袁政府尧社会和个人共同投资体育的新局面 [14]袁
形成政府支持和社会兴办相结合的多元体育管理体

制遥 2004 年国务院颁布的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曳指出袁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野必须把推

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尧 转变政府职

能结合起来袁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袁既要

体现改革和创新精神袁又要有计划尧有步骤地分类推

进冶袁 并明确提出行政改革应当遵从依法行政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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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遥 体育体制改革的困境是体育行政部门尧市场尧社
会组织及大众需求等多方面利益冲突和博弈造成

的袁胡小明指出院野中央集权的竞技体育体制袁深受计

划经济的影响袁最有利于迅速实现金牌大国的目标遥
而行政机构在掌控公共权力的竞技体育体制下形成

了牢固的利益格局袁自身难有改革的意愿冶[26]遥 改革

就是打破旧的制度袁形成新的制度遥我国的体育体制

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 野强制性制度

变迁冶[27]袁实质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职能转变形成新

制度袁缺乏民众对政府的有效制约袁实施取决于政府

内部的激励情况遥新制度的接收者是地方政府袁即使

中央政府能超越自身利益牵绊成为 野中性政府冶[28]袁
地方政府也很难在缺乏公众的紧密监督下不表现为

最求利益最大化的野经济人冶遥 作为新制度接受者的

地方政府缺乏实施新制度的积极性袁 作为制度制定

者的中央政府对接受者监管乏力 [29]袁都是政府职能

转变的难题遥由政府主导的改革袁还可能会出现一部

分政府官员仰仗资源的垄断权袁野体会冶 到从公有制

到私有制转变带来的是机会袁是寻租尧是进行钱权交

易的机会[30]遥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的背景下袁改革还会涉及违法和违宪袁理论界对此存

在野先立法尧后改革冶与野先改革尧后立法冶的不同观

点遥 李洪雷认为袁以上两种观点都存在片面性袁应当

坚持法律优先袁不能进行违法改革曰当改革在形式上

面临法律障碍时袁应先在法律体系内部解决曰合理界

定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曰 扩大地方立法权的主体范

围曰 行政机关应当注重以柔性和间接方式实现改革

目标袁必要时利用授权机制进行地方改革试验[31]遥

随着对国家与社会尧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的调整袁
以法治为目标的社会管理创新在不断推进袁 依法行

政袁促进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袁是体育社

会组织发展的根本途径遥 依法行政视角下促进体育

社会组织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遥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法治原

则袁也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要务遥依法行政的本质包含

3 个方面的内容院一是行政权力的法定性曰二是依法

行使行政权力曰 三是违法行政需承担法律责任 [32]遥
2004 年国务院出台的 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

要曳明确提出袁合法行政尧合理行政尧程序正当尧高效

便民尧诚实守信尧权责统一的六大要求遥 行政部门作

为依法行政的主体袁应当强化法律意识袁牢固树立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袁加强野以民为本冶理念袁切实保护公

民权利袁努力建设服务政府尧责任政府遥 切实加强依

法新政的理念袁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遥一是提高行

政人员的法律意识袁树立行政法律至上的法律观念遥
传统的野人治冶行政和法律文化使人们崇尚权力尧追
逐权力袁是以权力为信仰遥 而现代社会法治社会袁是
依靠法律来治理的社会袁只有树立法律信仰袁才能实

现法治行政和法治社会遥 二是依法行政的关键是行

政机关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袁 只要领导干部能够从

内摒弃人治思维袁时刻做到野心中有法袁虑必及法袁言
必合法袁行必循法冶袁依法行政才可能实现[25]遥三是加

强依法行政的教育与宣传遥通过学习法律知识袁增强

法治理念袁通过各种途径的法治宣传袁营造浓厚的法

治氛围遥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社会组织立

法袁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遥当前围绕社会组织

的立法正在拉开序幕袁2016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了修

订的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曳袁2017 年 3 月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曳正式出台袁这些立法为后续相关

立法提供了理念尧原则与制度的导向与指引 [13]遥与体

育社会组织直接关联的叶体育法曳也进入了修订研究

状态袁就体育社会组织依法行政方面来看袁关于体育

社会组织的规定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院 一是

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袁 政府部门的

主要职责为引导尧培育尧规范尧监督尧保障袁而不直接

参与体育赛事和活动的举办等具体事务曰 二是明确

体育社会组织的性质尧法律定位袁可参照叶民法通则曳
和叶慈善法曳社会组织的规定曰三是明确政府与体育

社会组织的关系为合作关系而非行政关系遥

社会组织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

关系遥推进政社分开袁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袁从野全能

政府冶转向野有限政府冶野有效政府冶袁也给体育社会

组织发展提供了空间袁有利于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遥
进一步厘清行政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的权责边界是

体育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遥 在野管办分离冶的社会体

育体制运行中袁 不断理顺政府监管和社会组织办理

的关系袁凡公民尧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尧
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尧 行业组织或者中介组

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袁政府都要退出袁并且通过法

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遥

依法行政视角下推进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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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袁 体育行政部门更多关注于举办体育

赛事和活动袁行政管理和执法非常有限袁导致了行政

执法意识和能力上的不足[33]遥为贯彻落实叶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曳袁 国家体育总局于 2006 年 7 月

发布了叶关于公布行政执法项目和执法依据的公告曳
明确规定了国家体育总局的 35 项行政执法项目袁包
括院行政许可类 5 项尧行政审批类 8 项尧行政确认类

5 项尧行政处罚类 13 项尧行政备案类 1 项尧行政裁决

类 1 项尧其他类 2 项 [34]遥 此外袁加强政府的行政责任

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袁 要求体育行政部门根据法

定的权限尧程序和精神管理体育事务袁不能逾越法定

权限遥

依法行政不但需要政府的守法观念袁 也需要对

政府执法尧守法的监督袁从而保证行政权力与责任的

统一遥 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权力监督体系袁包
括院权力机关尧审判机关尧检察机关尧行政机关的监督

以及新闻舆论尧人民群众尧各民主党派尧社会团体等

的社会监督袁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遥 加强监督袁一
方面可以通过增加监督的立法规定袁 使一些社会监

督得到落实袁另一方面加强监督机制的独立性袁充分

发挥监督的作用遥

有权利就有救济袁 在通往权利实现的狭窄道路

上袁一旦出现了结构性拥堵袁太多渴望获得权利的人

们拥挤在法律的门口袁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信念或社

会行为遥 如果通过合法手段实现自己的权利受到阻

碍袁 人们可能尝试用各种非法手段实现这些目标[35]遥
建立和完善体育行政救济是依法化解社会矛盾尧依
法行政的保障遥然而袁对体育社会组织的部分纠纷是

否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得到解决袁 是一个存在争论的

话题遥 2002 年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向北京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对中国足协提起行政诉讼袁法院以野不符合

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冶为由驳回了请求袁继而亚泰又

继续上诉到北京市高级法院袁 一时间引发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遥有学者从学理上分析袁认为长春亚泰足球

俱乐部可以对中国足球协会提起行政诉讼袁 也提出

了对行政处罚救济的必要性 [36]遥 也有学者就体育行

政诉讼进一步探讨袁 提出可纳入体育行政诉讼受案

范围的行政争议包括院 因对体育行政部门所做的行

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强制措施不服而产生的争议袁因
体育行政部门侵犯经营性单位法定经营权而产生的

争议以及同体育行政部门行政许可相关的争议[37]遥现

代体育行政管理过程中袁 对行政主体逾越行政权力

的法律界限袁造成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的袁通过

行政复议尧行政诉讼尧行政赔偿等行政救济手段袁确
保公民尧法人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袁是依法行

政的必然要求遥 依法行政的发展与完善必然伴随着

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袁 加强对权利的救济是依法

行政的根本保障遥

国家和社会都不是固定的实体袁 在相互作用的

过程中袁它们的结构尧目标尧支持者尧规则和社会控制

都发生变化袁它们在不断地相互适应遥当前中国的国

家与社会关系袁 正处于从社会管制向社会治理的发

展的过程中袁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被描述为野权
宜共生冶袁一方面体现为国家通过社会建设维持控制

机制袁强化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袁实现管理目的与管

控意图曰 另一方面体现为国家通过制度建设和治理

政策调整为社会发展提供空间袁 从而达到 野社会建

设冶 与提升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双

重目的遥
由政府全面负责管理袁 到政府逐渐退出并培育

和支持发展袁 再到政府监控下的行业自治是我国体

育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 [38]遥 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一

方面依赖于体育社会组织自治能力的提高袁 另一方

面则依赖于政府的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构建遥 体

育社会组织的自治空间建立在体育体制机制改革中

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权的释放的基础上遥因此袁推进

依法行政袁构建法治政府袁对于促进体育社会组织的

发展袁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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