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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一本大书了，它是多人努力的结果 C 总的说来，它经历了三

个黯段，即立项时的热血沸腾，中!可时的心有旁颐，到最后时的一鼓作

气将其完成。尽管这三个防段各自的主题不同 但是，它们的核心还是

一致的，即一直努力向读者奉献一部好的作品。今大， ~中国民间组织大

事记( 1979 - 2008 n 终于出版了。

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哥深毅的变化，也

经历了波掘壮挠的历史征程，其中，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是一个非常显著

的现象。这种发震的程度和规模不仅在我虽历史上很少见，从整个世界的

意义上讲，也给人留 FT深刻印象。那么，如何把握这-现象的学术意义

呢?学界有不民尝试。就当代我国公民结社的研究而言，方方面面的议论

不少，建议也很多，但是，这--领域的实际发展究竟如何? 30 年的发展走

向又如何?对此，客观的记录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我{们门特另到4着力选择若

干个"点

以便"现往知今"也。为此，我们通过大事记的叙述方式，客观描述这一

发展过程。

我胃民间组织在 30 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主人少到

多，从国内走向世界，从形式单一到影式多样等等变化G 今天，民间组织

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一道蘸丽的风景线，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到 2008 年底，

我自己经有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近 42 万家，而参与其中的公夜也不计其

数: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于我自员间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它们

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民间翠织问题已经成为党和离家必须妥善处理的一

个陪题，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不能不涉及的问题。是的，我国的

民间组织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合法性坷题，管理制度相对落后，

至少目前还没有得到党和政府的充分重视，法律审i度和环境还相对不很锺

全，等等，但是，即使在这些问题的民扰中，我国的民间组织还是渐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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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来了，看来发展真的是"硬"道理，它不仅表现为在社会转塑中要高

度重视发展问题，而且也表现为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硬"道理。

我们甚至可以说，部使在发展了一个阶段之后，我国的民间组织也还是要

在种种问题的纠缠之中发展，但是，发展带来了现寨和解决闰题的新视角，

也带来了新方法 O

新语大事记者，将某一领域内若干时间内的重大事件一→串联起来，

并记录在案也。大事记这种记述方式的特点就在子，叙述者在己不需要强

调或论证自己的什么观点，但是却可以通过对于某一领域内重大事件的客

现语录来表现这一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于参与其中的年轻博士引来说，这

种文体的写作假乎以前也没有或很少经历过。过去的写作，例如博士论文，

那是需要自己组织材料，自己表明创新观点的C 大事记与它的不同，大事

i己这种记录可以使读者发现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例如提前组织领域的实

际发展过程和阶段，它具有事实性和客观性O 大事记不是理论著作，它里

面几乎没有重大的理论判麟，也没有镜假发人深省的结论，有的只是不同

类型民间组织发展的实际过程。 {B是，这种记录又不能完全没有记录者个

人的感受和议论，而这种感受和议论，在过滤掉那些纯粹个人的感受之后，

也许能够透露出撰写者个人对于民间组织发展变住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c

从这种角度看，读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来判断大事记里面的描述是否

准确，也就是说，大事记里面丰富的资料和它的排列方式还给读者留下了

自己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和空间。理此，大事记不仅有利于总结当代经

验，更可以为未来发展提供积极思考的素材。

什么是民间组织?在我国，学界的定义不少，也有争议O 人们一般把

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组织称为民间组织。这里又可以分为两个层

次。在我国，按义的民间组织是指除了上述特点之外，符合法律和政策镜

定的民间组织:广义的民闰组织员。包括所有公民自愿组成的，有自己的章

程，并坚持非营利性宗旨的民间组织C 根据这样一种划分，我们画家的民

间组织就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已经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最据我

国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它又包括三种具体形式，它们分别是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另一类就是未经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它

们的组织形态五花八日，不一而足 O 在我国，已经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

截止到 2008 年康，已经将近 42 万家，社会团体有 21 万家左右，民办非企

业单位又有 21 万家左右，还有 1500 家上下的基金会。近 42 万家的民间组



序言 Preface

织新涉及的公民人数，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眶。至于那些未经合法登记的

民间组织，人们的估计数字不同，不过，大致判断是，有接近合法登记民

间组织十佳数量剖未经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存在于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学者们对这一数字的估计从 300 万左右~J 800 万不等。实际上，各式各样

的民间经织不仅存在着，黯旦在社会生活中相当活跃。它们商涉及的具掉

公民人数更是难以信量。

在我霞，民间组缤的迅猛发展是与 30 年来整个社会的激烈转型密切梧

关的。这个转型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人的一时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是，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全面的社会转型。就普通人的角度看，不仅人们自常

语言中的词汇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人们的日常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再就国家的政治生活而言，变化也很惊人。不说射的，单就法律的变化就

是如此 O 假法治国的呼声在益高涨，法律开始发挥自己"基本治国方路"

的作用。可以说，正是整个社会的迅在变化才催生了许许多多民间组织的

产生和它钉的积极活动。蹬着社会的变化，人们却利益逐渐多元住了，人

的之间的层次也逐渐拉开了 O 同时，人妇的思想也渐渐开始了多元、多变

的发展趋势，思想的独主性也在相应加强O 一方噩，由于政府逐渐开始从

它过去全面占领的社会生活中逐渐退出;另一方面，公民们自愿结成组织

来追求自己的共商目的、爱好或利益也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的平常现象，

而且，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政府不仅不干预，相反

还鼓励公民自己组织起来迫求自己的爱好。

从法学的角度看，我们怎么理解我国社会生活中畏间组织的蓬勃发展

呢?我认为，民间组织的繁荣发展只是一个结果，丽它的真实原因在于公

民结社权利的逐渐发展。这种权利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在我国，公民的

结社权利已经开始从书本上或法律条文中走向实际生活，公民的结社权利

开始"活"了，开始成为公民的实际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我

国公民结社权利的逐渐发展，有助于我们深到认识我望社会中公民权利的

发展规律和它们的大致走向 O

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国家，权利的实现也经历了一个从书本走向实际

生活的过程，看来，这种转变或许是权利实现中的一个通钢。从这个意义

上讲，在法典上公布权利只是权和i故事的一个开始，它表晓国家开始走上

了法治道路.开始关注公民的权耗。但是，仅仅有这样一个开始，对于权

利实现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权利必须要完成另一个阶段，那就是从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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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走向实际生活，使权利从法律的白纸黑字变成公民维护自己科益剖"法

宝"。我们甚至可以说，权利的本性不但在于被公布，更在于实际运用，由

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权科在告性质，实际上，就是实践的 O 在法典上公

布的权利只是规定了公民自由的一个大致范匾，但是，在特定环境租特定

时间草围内，校和l具体的界限在哪里，如果没有经过公民的具体实践，那

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O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权利的性质，除了实践之

外，它还是具体的，换句话说，权利不完全是一个理论概念，它还是由具

体经验包裹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是历史的，也是经验的。李

泽草先生也曾经讲过即使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也不是天生的，而是JJj

史的产物" ({读书) 2009 年第 11 期)。相反，如果一谈起权棋，我们只是

知道它理论概念的含义，而没有具体的校和i经验加以印证，那么，我们所

理解的权利一定是片面的，是不完整的，是需要有所弥补的。

权和j实践的开端对于权利实现来说非常重要，不过，这种开端，甚至

它部实现路径，都是不能由人自由选择的，所以马克思的话一一任何权利

不能脱离制约权糙的整个社会结构(大意).就格外重要 O 对于我妇国家的

情况而言，这种权利的实践过程直接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或转型C

这种转型不仅是指社会制度的变化，还是指人111 J号、想观念和国家政策的巨

大变化，以及人{巧精神风载的巨大变化。过去依赖于单位或组织的人钉开

始发现，除了组织或单位，公民还有其他的维护自己科益的渠道，而走这

一道路到于当事人来说，还是一种戚本比较低的道路，是国家保护的道路，

是法律的道路。也就是说，权利的实现过程又是与法律的逐渐实现密切结

合的，雨法律的实现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一环c

对于这种开端，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屑一顿，认为这种开端与西方国家

的权利发展开端相比显得蜀捶 C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哪个国家的校和j

实现过程会是真的十分完美呢?实际上，新生事物的生成和发育从来都是

不完美的，要经历许多坷坟，甚至反复，才有可能越走越辉煌，越完美c

对于人类社会的不同形态来说，权利肯定是一种新生事物，它都必须在它

不能选择的具体环境中努力为自己的实现开辟道路。 i璋此丽外，这里还有

一个立足点的问题。研究问题还是应当以当代中医为出发点，以西方国家

权利发展历史的真实面目为参照，而不是以某些别有用心的学者自己"重

构"的故事(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来做参考系统。

对于这种真实的权利开端，也许有人会认为不完美，因为权利必须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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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权力交织的雨中开辟自己的发震道路。也就是说，由于我国的特殊

国情，由于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租它的影响，在我国，

权力特那是政府权力，对于整个社会生活而言，具有全面的覆盖和控制性O

因此，公民行使自己的权科就不能不是从这种高度覆盖之中有所摆挠，而

整个社会的转型又为这种摆脱创造了有科的条件 O 同时，也应该看到，我

们的政府也逐渐开始放弃了过去那种无历不能的全能政府而改为有限责任

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在我国，公民权利的逐渐实现要符合下面这样一

种规律，即公民权和j的实现需要在政府的帮勘下，从各种权力的重围中逐

渐摆脱出来。这里所说的政婿帮助是指，政策法令、权力收敛和依法仔政

等等靖施。上面这个意思，用法学的术语说，就是权利需要在权力的帮助

F逐步实现。从当前中国的情况看，没有权力的帮助，或者说没有政府的

鼓励和支持，公民权利的实现是无从谈起的 O 实际上，公民的主张一旦权

利化，那就意味着合法化，因为我们所说的权利都是法律所规定的权利，

也就意味着一种公民与政府合作、和谐关系的建立。因此，由于迷信西方

学者所谓的"权和U v. 权力"雨幻想或希望在当前中国也有一种权利反拉权

力的斗争，看来是很不现实的，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从本书内容来看，民间组织领域的各个方面似乎是强立发展起来的，

但是，这种认识是一种错觉 O 员间组织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它的有自己的

不平衡问题，有自己的不同方面的不再速度问题，也还有具体的生存空间

问题等等，但是，它们确实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不仅受到整个民;同组织

发展大环境的棋约，也受到黑间组织领域内各种实标问题的制约。

由于民间组织领域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我们的大事记肯定会有所遗

漏，这种遗漏或者是某些应该列入大事记范畴的的窑没有到人，或者是在

记录某→现象发展变化中有所缺失，这些我们都不能回避。我们自己对于

如何编好畏部组织发展的大事记也没有把握。实际上，编写大事记的过程

也同时是认识提高的过程、认识逐渐统一的过程。当然，我们也认为，在

现阶段，人们也不可能创造一个非常全菌的岳向经织发展大事记，西为无

论是学者的个人能力，还是整个民间组织发展变化的现状，都还没有成熟

到那个程度 D 自此，这本大事记实际上只是针对以往发展的一种描述性总

结，是人们了解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民间组织发展变化的基础或资料准备。

我们相信，也期待学界有人继续努力，推出自己的更为完善的大事记，更

为清楚地震现中国当代民间组织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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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上的研究雨言，有很多标准对民间组织加以分类，例如世界银

行把 NGO 分为两大类， l!P运作型 NGO 与倡导型 NGO。再就我国民间组织

的分类来说，目前有这么几种主要的分类。第一种是按黑它的的法律地位

来区分， l!P它的是否具有合法的身份来区分。按照这种标准，可以将民间

组织分为:合法的、不合法的，以及介乎其间的民间组织O 第二粹是按照

民间组织的性质和体制来区分，将民阔组织亘分为互益性(会员帘n 组织

和公益性组织。第三种是按照民间组织的活动区域区分，这又可以分为 12

大类和若于小类。根据民政部办公厅 2007 年 8 月 28 日发出的一份通知，

又可以将民间组织分为如下几个大类，即经济类、科学研究类、社会事业

类、慈善类和综合类等，其中又将其细分为 14 项小类等等。第四种是提据

琵 i司组织的民 lì同性质究竟如何来区分，可以分为官办的、半宫半畏的、民

办的，以及外部输入的组续等。当然，还有人根据民间组织的活跃程度将

其分为活跃的和不活跃(冬眠的)的等等。我们对于上面的这些标准分类

也不很赞成，它太注重形式了，它关注的是"菌"上的问题，是"雷"上

的全局和整体，然晤，在我国民闻组织的实际发展中，不平衡是一种常态，

而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也是根据这种不平衡状态丽提出和制定的G 大事记

本身就是这种不平衡的反映。以此观照，我们这里的大事记肯定没有面面

俱到 c 一方面，读者说前都有自己的道理，也是也{门各自的感受，对此，

没有必要强行"统一另一方面，编写者虽然都是各个具体问题的专家，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毕竟很难捏各个方面的编写人员都凑齐。同时，我

们在设计这个大事记项目时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尽量反映那些在当代社

会中活跃的民间组织，有意记录它们的发展轨迹。

结心的读者会发现，即使在同一本书里，不同的人所撰写的大事记各

个部分也不尽梧同。自然，不爵的人，由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教育背景不

同，他们把握各自题材的能力也就不同。是的，正如俗话所说十个手指

头还不一般长呢!"但是，我相信，在撰写过程中，每位撰写者不&锻炼了

自己收集材料的本领，而且也提高了自己对相关部题的理性认识。他f们f门]都

会有自己的收获"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

够控窜帘棋1号i 它， t到如它的选题革围、篇幅、叙述甚至封面等等， {且是，一旦出

艇，我们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它，它就将开始自己的航程。在此，我

们真诚地祝它一帆风烦 G

我们这一课题是由荷兰使馆资璋的研究课题。实际上，大事记还只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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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写 Preface

我知研究谍题的部分成果，其他成果也会在近期陆续公布。不过，当大事

记得以公布时，我们由衷惑谢荷兰使馆的大力支持，感谢荷兰乌特勒支大

学人权研究所李玉文教授长期以来对于本项臼的关心和帮助。

最后，感谢课题组的五博士小组，他们是谢海定博士、刘培蜂博士、

达国琴博士、孙春苗博士、韩俊魁博士 他们共同组成了本书统稿校对小

组 σ 他们在完成各自负责的章节后又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帮助别人做了出

版前的整理和校对，为确保本书的厦量作出了重要贡献。感谢花京大学的

陈金罗教授和袁瑞军教授，他们曾经对于草拟中的大事记有关部分提出了

自己有价值的意见。感谢中自社会科学皖法学研究所历挂领导和同事对于

这一研究项目的理解和支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

的重视，使得本书得以尽早与读者见面。

本书的具体分丁-安排如下:

序言一一吴玉章

行业协会的发震一一再春苗

基金会的发展一一沈国琴

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一一李 勇

环保领域内民间组织的发展一一一乐 园

艾滋病防治领域民间组织的发展一一乐 园

劳工领域民间组织的发展 周少青

妇女民间组织的发展一一一沈国琴

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一-XiJ培睫

境外民间组织的发展一一韩凌魁

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一一陶传进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一一一谢海定

国内民间组织研究机构-一一孙春苗

民间组织领域的学术会议一一孙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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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行业协会的发展

行业协会的发展与改革

行业协会是某行业内以企业为主体、自惠参郎的、以保护和增进会员

利益为吕标的经济类社吕组织，活跃在市场领域中的经济类挂国法人还包

括各种产业联盟、裔会、同业公会等尘， {ß 目前各种行业组织的性质、结持

和功能等都出现了趋同现象，仅仅从名称上进行区分意义已经不大，本书中

的"行业协会"这一名称的适用范围是kJ.行业楼会为主的经济类社团法人。

从性质上看，行业协会具有市场娃、行业性、会员性、非营和j'霞、非

政府性和互益性。具体来说:号"市场性"强调行业协会的基础是市场经

济，离开了市场经济就无所谓行业协会，不仅如此，行业协会在本质上属

于市场机棋;②"行业性"强濡行业协会以市场经济中客现存在的业静、

品种、工种等行业差异作为组织标识，形成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范

围的行业协会;③"会员性"强调行业协会在构成上属于会员制的社会团

体，由各种形式的会员(如团体会员、个人会员等〉构成，会员制是行业

协会的和i度基础并由此决定了其利益边界，旦、然以会员利益为转移;⑨"非

营利性"强调有业协会虽以谋求会员利益为目标，但其自身运作并非以营

利为吕的，而要致力于谋求会员的共商利益，组织活动所产生的剩余不得

进行分红;⑤"非政府性"强调行业讲会既不是政府机关及其前属机构，

也不采用行政式的管理与运作机制;⑥"互益性"强调行业协会的吕的既

非私益也非公益，而是为了特定群体的共司利益服务，是基于梧互间的利

益认同而达成的一定的共同体。②

① 在中国，由工商联发起或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该类组织往往选择商会、同业公会的名称。

@ 贾西津等; {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9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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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臣民闰组级大事记一

按照经济关联性划分，行业协会可以分为主ü'.缘性组织、地缘性组织和

身辈革性组织严按照生成路径划分，行业协会可以分为官办协会与民闰协

会:按照组织功能划分，行业格会可以分为政策性协会、市场性协会和专

业性协会:按照活动注围划分，行业协会可以分为全国性行业快会和地区

性行业协会。

从理论上来看，行业挠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医:①在经济上，

能够节约交易戚本，提高资摞的配置效率 O 行业协会本质上是市场上的

交易主体(如企业〉为了减少交易戚本市达成的一系列合约安排，以协

会内部的监督、管理的成本代替企业部反复出现的谈判、缔约交易成本。②

②在社会上，可作为第五种社会制度与国家、市场、企业、社区这四种

社会制度梧互制衡和补充，使社会整体秩序更加健全完善 C ③在政治上，

作为利益集团之一参与公共决策，使政府政策的制定能够更加公开、公

平和公正。④在法律上，其自律性规周(如行规行约)可对国家法律起

到补充、延伸、辅勘以及初创等作用，从而提高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和执

行效率。③

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行业协会在我国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领域建设三个

方面: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行业拚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机制和社会组

织、，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和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

个国家经济软实力的有效载体。④行业协会有利于减少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

(包括竞相压价引起的谈先成本、开展各种合作的缔约成本和监督屋约成本

等) ，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能。在国残市场方面，通过转业自律和经

济自治，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忧化配置、商品的生产流通、交易的公平合理、

市场的规f应有序以及产业的键康发展。③在国际市场方面，行业协会作为重

要的民间国际交疏组织，可以灵活运用 WTO 规则中的相关条款对本屋企业

① '"'~缘、地缘犯身缘，分别基于行业、地理和身份进行划分。

③ 贾西津等: {: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第 18 - 19 页。

③ 余Z军等: {: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理论与案例>> ，经济管理出版社. 2∞2 ，前高'部

分，第 2 -3 1jL 
④ 张军: (对我国行业性社团发展的几点研究)， (社问1管理研究>> 200在年第 7 期。

③ 孙燕: (优化行业协会发展环境的能度构建:> ，见《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论坛论文选编>> , 

2008 年 10 月，第 12 爽。



第一章;行业协会的发展

进行公开的保护。国际经验也表明，在经济贸易领域发生的各种纠纷，最

适宜的胁调机制往往不是政府而是行业协会。①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政

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为了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政府职能需要从做现、直接的管理转向宏观、间接的管理，从部门管理

转向行业管理，从管理为主转向服务监督为主;同时，政府职能转变也

促进了政府的机构改革，即要求政府机构按照转变后的政府职能进行精

商、归井，形成.. IJ、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O 上述转型命题带来了行业

治理职能下放的问题，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治的关键主体，能否 }I匮利承

接政府的职能转变， :H 当前中国的政府机持改革乃至整体政治改革进程

部具有重要意义 C

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一个日益壮

大的社会群体和社会中间层，企业家采取行业快会这种结社方式进行一定

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弓，并承担→定的社会责任，这些经济精英正逐渐形

成支持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剖新的社会力量。首先，行业挠会内部的选举、

快离等机制有利于企业家获得民主体验，提升公民主体意识，锻炼和提高

其参政议政能力;其次，企业家通过行业协会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有利

于提高公共政策的透明度租科学性，并构成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最后，企

业家通过行业协会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利于捺:动各种社会群体之间

的良性互动，缓解社会矛盾并降证社会管理风险。因此，有必要推动行业

k协会的发展和改革，通过行业协会这一载体提高企业家的参与意识和集体

行动，提升社会资本和整个社会系统的活力，从而为我国的宪政民主进程

和公民社会建设提供动力。

(一)行止协会的总体发展情况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企业强立科益的凸现，

以及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移的实施，中屋的行业协会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单一向多元发展的历史性过程C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窑的行

业协会的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民政部网站

( http://www.china叩o. gov. cn) 提供的后息统计资料、哇示， 2002 - 2006 年

@ 王名毛X1J 主音 d海等: (民间组织通论) ，时:李出版社， 2004 ，第 187-1889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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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行业性社团的数量约占全国社团总数的 30% ，年平均增长率约 ll% ，

可以说行业协会的发展从数量和增量上来看是非常可观的(见表川。

表 1 2002 -2006 年全昌的行业性社团的数量情况

2∞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岳年

全汹的行业性校园数量(个) 3914争 41722 46370 53004 59783 

当年全国的社民总数(个) 133297 141167 153359 171150 19194岳

行业性社团数量指比去年的增长率(% ) 6.6 11. 1 14.3 12.8 

占''1年全国社内总数的百分比(% ) 29.4 2♀ 6 30.2 31 3 1. 1 

(二)行业协会的友展阶段和规律

中国行业协会的发震可以分为准备、起步和发展三个阶器(见表 2)0

袤 2 行业协会发晨的三个阶段

主婪特征

准备阶段
:体制内新生增最为主

(1979-1983 年) : 

典型事付

1980 年中间包装技术协会成立

1981 年中国食品 τ-业协会成合:

1983 年中国电子音响 E业协会成立

1984 年城市祭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

起步阶段 体制内存量转型为主，
1986 年省巾二级行政性公司撤销并相应建立→批

(1984 - 1996 年) I 少量体制外增量突破
地区性行业协会

1988 年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

发展阶段

( 1997 -目前)

1993 年经济管理体制再次进行重大改革

1 凹97. 帆 2002. 20叶中央相继出台促进行
体制内存量转型和体制 i 业协会改革发展的重委政策

外增量突破并行 I 2008 年行业协会立法被列入 i一一届全闯入大常委

i 会的五年主法规划j

第一 i资段:准备阶段( 1979 - 1983 年) ，以体制内新生增量为主 c 这

一除段行业协会数量很少，虽然从组织类型上属于新生事物， f.E!基本是靠

行政指令的方式成立而且行政色影浓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地方性

行业持会基本没有 o 1978 年底十一窟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提出了"按行

业组织、接行业管理、按行业规划"的思路，原因家经委组织了x1罢外行

业协会的考察，行业协会的地位和作用开始进入政府的被野， 1亘是政府、

企业和社会各界对于行业协会的性震、功能等缺乏足够的了解。当时吕务



第一章 行业协会的发展

院批准成立的全国性行业协会数量十几家，伊i如中国包装技术胁会( ]980 

年或立)、中罔食品了-业协会( 1981 年成立)、中虽电子音辑工业胁会

(1983 年成立)等。

第二 i资段:起步 i讲段 (1984 - 1996 年) ，以体制内存量转型为主，也

有少量的体制外增量突雄。在这一阶段，行业格会的组织形态大量产生，

然而在功能和表现上并不是非常明屋。在数量上以官办的自主雨下的行

业博会为主，也有自发的自 F顶上的地区性行业协会产生， 1R数量徨少

且主要出现在温州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 o 这一阶段行业协会是伴

摇着政府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而产生的，政府大量撤销或合并专业经

济管理部门，促使一大批宫办行业协会产生以承接政府原有部门的经济

管理职能 c

其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是四个年份 1984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全E启动，提出政}府E育f杭构实行"二三二个转变

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 rHJ 接管理、由 1故现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机械王业

部和电子T业部被国务院确定为管理体制改革武点部门 1986 年，省市二

级行政性公司撤销并建立了一撞地区性行业协会取代它们 1988 年，中央

国家拉关机构改革，一些国家机关部委、专业司局撤并，梧应成立了若于

行业陆会 1993 年，中央对经济管理体都再次进行重大改革，将专业经济

管理部门的改革分为三类:一类保留和新设的行政管理机构;一类属于改

为虽有资产经济实体;一类改为仔业总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代

行政府的行业管理职能，主u撤销纺织工业部和轻丁-业部，分别组建中昌纺·

织总会和中国轻T业总会。

第三揄段:发展 j资段 (1997 -目前)，体制内存量转型和体制外增量突

磕并行 3 白上}古jT形成的行业胁会的数量增长速度放慢，开始在政府的指

导 F进行一些改革，比如在人员、财务、办公场所等方面与业务主管单位

脱钩等，以及在行业治理和向全员提供服务等方面进行初步探索;在市场

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和行业，成为自下雨仁的行业胁会的产生和发震的显

著特缸，这种行业协会白产生开始就具有自治特征，当前处于功能的充实

发展和组织的巩固提高阶段，如温州地远的行业协会在整顿市场秩序、实

施行业治理方面的表现就是比较典翠的树子c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于行业格会都非常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来挺进行业协会的培育、发展、规革和改革 c 这一阶段中央政帘出台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