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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这是一本由独立的研究报告组成的文集，各报告的撰稿人来自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
知识背景，读者将会发现，这些作者在研究方法、分析视角、学术观点、叙述方式，甚至文风和用词
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同样一个civil society，一些作者称为公民社会，另一些则称作市民社会。
因为每位作者的研究都是独立完成的，都对自己的文章负全部责任，所以甚至连文字的统一工作也无
法进行。
当然，把这些不同作者的研究报告编为一本书，一定有其相同的地方。
首先，它们都是案例研究；其次，研究的重点都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民间组织。
该书主要研究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民间组织及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分别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中国青
少年基金会、行业协会、村民组织、社区组织为实例，对民间组织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管理方
式及其对治理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从案例出发，作者对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及其对善
治的意义做了初步的理论概括。
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公民社会的兴起正在对中国的整个社会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读者加深认识公民社会本身及其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深远意义。
最后，衷心感谢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本书所有作者在研究和出版过程中给予的支持
与合作。
　　俞可平　　200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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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外学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了深刻的经济改革，但政治体制基本未作变动，这
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从政治学角度而言，政治体制内涵是多方面的，除了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三权分立、代议制外，还有
法制和法治、行政体制、领导体制、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如果根据后面这些广泛的标准来看，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其中的许多变革直接间接地促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主要研究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民间组织及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
影响，分别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行业协会、村民组织、社区组织为实例，对民间组
织的影响、功能、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及其对治理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从案例出发，作者对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及其对善治的意义做了初步的理论概括。
该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公民社会的兴起已经并正在对中国的整个社会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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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可平，生于1959年7月，教授，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
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深圳大学等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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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多学者在论及中国近21年的改革时，常常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奉行一条先经济改革后政治
改革的道路，至今没有对政治体制做重要改革，所以中国的改革成功了；而前苏联奉行一条先政治后
经济的改革路线，所以改革失败了。
这种观点的局限在于：它完全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来界定中国的政治发展，把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西
方的代议民主视为政治改革的惟一标准。
确实，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至今未作实质性的变革。
但是，衡量政治发展应当还有其他的标准，例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与国家的关系、政府与公民
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官员的选拔制度、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政治管理制度、政治文化、政
治宽松程度、基本人权状况等。
如果从后面这些标准来看，那么就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整个政治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种政治变化是农村民间组织得以成长的基本政治环境。
　　　像其他农村一样，改革前东升村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一元化的领导，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村
的权力归村“革委会”外，其他时间党支部是惟一的权力机关。
虽然从法律上，村党支部和革委会都不是一级政府权力机关，但从其实际作用来看，它们完全履行政
府权力的职能。
党支部和革委会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权合而为一的单位。
下面再分6个生产小队。
在党支部和革委会统一领导下，村民没有民主选举和自治权利，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行为。
党支部或革委会通过生产小队将每一个村民的工作、分配和劳动时间完全控制起来，村民在政治和经
济上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生产队长的安排，如有违背，不仅在经济上要受到处罚，如降低或扣除工值，
在政治上也要受到相应处罚，如强制性参加学习班，对社员进行批判，直至召开批斗会。
党和国家通过村党支部、革委会、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等严密的科层体制把每一个农民整合到高度集
权的政治过程中，从而使他们完全失去了自主性。
　　80年代后，中国政府在农村率先实行了政社分设和党政分开，将管理经济的机构与行政管理机关
分开。
特别是明确规定，村党支部不再直接作为行政管理机关管理村务，取缔村革委会，取消原先的生产大
队的行政管理职能，设立村民自我管理机构“村民委员会”，增大基层的自主权。
所有这些重大的农村政治改革，使得原先绝对一元化的政治模式开始解体，代之以一种相对多元化的
政治模式。
在东升村，这一政治模式的转换过程直到80年代后期才基本完成。
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直接管理村民的科层式的生产小队消失，代之以完全松散的村民小组；
村党支部不再直接管理村民事务，代之以村委会。
村民破天荒地享有自由选举村干部的权利；从前村民必须参与的那种政治学习班、政治夜校、政治动
员大会、政治运动一去不复返；村民可以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不再会因盲获罪。
这种建立在乡村经济多元基础上的乡村政治的相对多元化，正是东升村民间组织迅速发展的基本政治
环境。
　　农村民间组织的法律环境与城市有很大不同。
从东升村的实例看，其多数民间组织并未像在城市那样必须经过主管民政部门的登记才算合法。
除了村委会严格按照国家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产生和登记外，其他的民间组织都未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和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和管理条例》进行登记和管理。
例如，村的“果树研究会”和村“老年协会”从性质上说应当属于民间社团，按照规定必须到民政部
门登记注册，但它们至今并无正式登记手续。
村的“经济合作社”性质上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按规定应当到县民政局登记注册，但也未办理注册
登记手续。
可是，东升村所有这些未经登记的民间组织无论从官方还是从村民的角度看，都被认为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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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的合法性依据便是上级党和政府的文件及规定，在村民和村干部的眼中，这些内部规定与公开
的法律是完全等值的。
所以，从东升村民间组织产生和存在的法律环境来看，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合法性目前主要来自上级
党政领导机关的文件规定，而不是公开发布的国家法律。
　　农村民间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也深受传统文化环境的制约。
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采取种种强制的和非强制的措施，试图彻底消除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甚至不惜
发动“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传统文化的影响确实被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低限度。
但是，这些传统文化对农村的影响只是被强压在心中，远没有真正被彻底清除，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
政治环境的宽松，它们又逐渐恢复对农村生活的影响。
从东升村的案例至少可以看到传统的乡贤文化、乡民自治和宗族文化的巨大影响。
诸如村委会、能人会、老年协会、治保会、庙会等村民组织几乎都可以在东升村的历史上找到渊源。
庙会体现了传统佛教文化的影响，能人会体现了乡贤政治的传统，老年协会反映了宗族文化的价值，
村委会可以看做是乡民自治的延续。
　　　　1．放弃官方组织系统的优势　　尽管中国青基会的建立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但从“希望
工程”开始实施时起，中国青基会就明确主张，“希望工程”不能完全依赖过去的体制和组织系统，
要实行社会化运作，要“直接面对社会”。
翻看一下中国青基会负责人的讲话和中国青基会的有关文件，可以看到对“社会化运作方式”的大量
强调。
　　实际上，当中国青基会决定放弃“过去那种方式”的时候，也就放弃了“过去那种方式”所具有
的种种优势。
这对于一个一无基础、处于草创阶段的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抉择。
而且，在一个几十年间民间公益事业销声匿迹、社会成员缺少参与民间公益事业的实践和意识的社会
中，不依赖原有的官方组织系统，在资源的筹集和获得上无疑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就中国青基会本身来说，在开始阶段，不依赖封闭的共青团组织这—点是明确的，但怎么才能做到有
效地“直接面向全社会”，并没有一种现成的模式。
　　中国青基会最初选择的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其做法就是向工矿企业发信。
当时印了大约50万份传单，动员工厂的青年工人帮他们抄信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每天晚上抱一大
摞信封回家去抄。
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顾晓今回忆说：“那时候一天一个人差不多要抄120个信封。
募捐信都要盖章的。
就我们几个人。
盖到后来，手都酸了。
后来我们就把它当一个游戏来做。
中午打扑克牌，谁输了谁就到边上盖章去。
写不了拿回家去让女儿写。
当时我们都写过。
从1989年10月份开始，发了十三万多封信。
”(顾晓今访谈录)用这样的方式，中国青基会于1989年10月将13．7万封筹资信寄到全国28个省、市、
自治区、直辖市的工矿企业。
接着，在1990年1月，又向全国40万个工矿企业发放了宣传材料和劝募信函。
为了形成劝募的诱惑力，中国青基会甚至采取承诺对捐赠者提供种种服务，如捐赠者来京出差时帮助
购买车票，帮助联系住宿等。
在这种最初的市场化尝试中，“希望工程”大约募集了二三十万元的款项。
但这种操作方式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成本大，收效小。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种募捐方式很难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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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后来被称为“革命性突破”的全新的社会动员方式出现在1991年5月。
中国青基会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
、《工人日报》、《中国少年报》、《华声报》等全国性报纸上同时刊登了名为“希望工程——为救
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的公益广告。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募捐广告。
这个广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对希望工程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回顾“希望工程”1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募集资源的方式，既不同于西方社会民间公益事业
主要依赖常规性捐赠，也不同于过去几十年依靠官方组织系统进行募捐的方式，而主要是依赖一些富
有创意的大型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以社会化的方式开展起来的。
　　2．站在社会，面对体制　　在报纸上刊登募捐广告，是“希望工程”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此，“希望工程”的活动才正式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然而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报纸上刊登募捐广告，特别是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募捐广告，其意义
还不仅仅在于募捐的对象在一夜之间扩大了不知多少倍，从而使得筹集的资金数量大大增加。
更重要的是，这个决定成为后来那种以社会的方式动员组织资源模式的重要开端。
广告，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象征。
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中，广告被取消，在改革中得以恢复，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利用广告进行募捐，却具有一种很强的象征意义，在这个象征中同时包含
着体制与社会的双重因素。
　　这首先与报纸在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地位有关。
在中国社会中，报纸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社会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大部分报纸都是各级党组
织或政府的机关报。
这些报纸上所发表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看做是党或政府的意志的体现。
特别是《人民日报》，更是党中央的机关报。
即使是在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10年多的当时，这种情况基本没有改变。
注意到报纸的这一特点是重要的。
因为在当时，一般群众缺少社会公益事业的概念，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的不规范，人们的信任结构已经
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而在党报上，特别是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募捐广告，无疑有助于赋予这项活动以合法性和权威性，
以形成社会对这项活动的认同。
对于这一点，这个举动的策划者是心知肚明的。
“登在党报上人们觉得大有来头，一般都会看一看”(徐永光访谈B)。
因而，以在党报上刊登广告的形式进行资源动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社会的方式动员体制资源
”的精髓，或者说是“准组织化动员”的精髓：站在社会，面对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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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国外访问讲学期间，当我把我们所做的关于地方治理的案例成果介绍给国外同行时，他们无不
惊讶地说，原来以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只有社会经济的剧变而无政治的大变，没有想到中国的基层也
在努力进行趋向善治的各种改革。
　　　　　　　　　　　　——俞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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