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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三部门管理》为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包括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即MPA）的&ldquo;第
三部门管理&rdquo;（或&ldquo;非营利组织管理&rdquo;）课程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学习框架。
当然，作为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书，它同样适合于参加各种培训的第三部门组织管理者，以及对第三
部门组织有兴趣的一般读者。
《第三部门管理》由11章组成，包括：第1章&ldquo;第三部门概述&rdquo;、第2章&ldquo;第三部门的
理论基础&rdquo;、第3章&ldquo;第三部门的兴起与发展&rdquo;、第4章&ldquo;第三部门与公共管
理&rdquo;、第5章&ldquo;第三部门与政府改革&rdquo;、第6章&ldquo;第三部门与企业发展&rdquo;、
第7章&ldquo;第三部门制度管理&rdquo;、第8章&ldquo;第三部门人力资源管理&rdquo;、第9章&ldquo;
第三部门绩效管理&rdquo;、第10章&ldquo;第三部门监控管理&rdquo;、第11章&ldquo;第三部门发展的
国际视野与未来展望&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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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军涛，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MPA教育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辽宁省行政管理
学会副会长；入选辽宁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
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经济、公共管理、可持续发展管理等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著作及合著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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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第三部门概述学习目标1.1 第三部门的概念和特征1.2 第三部门的类型1.3 第三部门的地位1.4 第三
部门的作用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土案例富平学校&mdash;&mdash;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中国式生存综合训
练第2章 第三部门的理论基础学习目标2.1 传统的第三部门理论基础2.2 当代的第三部门理论基础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土案例民办学校第一税案综合训练第3章 和三部门的兴起与发展学习目标3.1 第三部门
产生的历史渊源3.2 第三部门形成的动力因素3.3 第三部门的主要活动领域3.4 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发展现
状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土案例夹缝中的公益律师综合训练第4章 第三部门与公共管理学习目标4.1 公共
管理与第三部门的成长4.2 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角色、功能与失灵4.3 第三部门与公共部门管理的
变革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土案例中国NGO重建之路&mdash;&mdash;汶川抗震救灾侧记综合训练第5章 
第三部门与政府改革学习目标5.1 第三部门与政府的关系5.2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的互动关系5.3 多
维视角下第三部门与政府的互动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土案例&ldquo;第三部门&rdquo;蜕变成&ldquo;第
五纵队&rdquo;？
综合训练第6章 第三部门与企业发展学习目标6.1 第三部门与企业的关系6.2 行业性第三部门概述6.3 中
国的行业协会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土案例行业协会&mdash;&mdash;企业发展的助推器综合训练第7章 
第三部门制度管理学习目?7.1 第三部门的使命及原则7.2 第三部门的组织结构7.3 第三部门管理体制及
运行7.4 第三部门自治管理7.5 中国第三部门的自主治理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土案例探索社区志愿服务
机制化综合训练第8章 第三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学习目标8.1 第三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概述8.2 第三部门人力
资源管理方法8.3 志愿者、志愿服务及志愿者管理8.4 中国第三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
土案例志愿者在汶川综合训练第9章 第三部门绩效管理学习目标9.1 绩效管理概述9.2 第三部门绩效管理
及过程9.3 我国第三部门绩效管理的现状及完善措施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土案例某研究院绩效评估综
合训练第10章 第三部门监控管理学习目标10.1 第三部门的公共责任10.2 第三部门的他律和自律10.3 中
国第三部门的监督与控制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土?例&ldquo;胡曼莉事件&rdquo;综合训练第11章 和三部
门发展的国际视野与未来展望学习目标11.1 西方国家第三部门的理想发展模式11.2 西方国家第三部门
发展模式在我国遇到的困境11.3 促进我国第三部门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章 小结关键概念本土案例10年筹
备，&ldquo;爱眼无门&rdquo;综合训练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第三部门管理>>

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社会变迁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并越来越复杂，公共管理的
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府，在市场和政府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两只手”之外出现了“第三只手”
——第三部门。
这一部门不断壮大，越来越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使得当今的公共管理迅速走向开放性的社会化
和多元化，极大地改善了公共事务管理的绩效和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
1.1.1 什么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国家形成并流行起来的，它源于人们对
社会构成“两分法”的重新审视和再划分。
最早冲破“两分法”的束缚，提出“第三部门”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利维特。
他认为，以往人们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公即私、非私即公——的划分方法忽略了大批处于政府
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这类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
”的事，并进而把这类社会组织统称为“第三部门”。
联合国宪章第71条将第三部门定义为：第三部门是指国际范围内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政府以外的所有
组织，其中包括各种慈善机构、援助组织、青少年团体、学会、合作协会、经营者协会等。
由此可见，第三部门指的是介于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或之外的社会部门，它是除政府机构和营利
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它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定义第三部门。
第一种是给出法律上的定义。
例如，美国税法501（c）（3）规定，免税组织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该机构的运营目标完全是为了
从事慈善性、教育性、宗教性和科学性的事业，或者是为达到该税法明文规定的其他目的；二是该机
构的净收入不能用于使私人受惠；三是该机构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不是为了影响立法，也不干预公开选
举。
这样，能够享受免税资格的组织便是第三部门组织。
第二种是依据组织的资金来源加以定义。
例如，根据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标准，如果一个组织的一半以上收入来自以市场价格进行的销
售，就是营利部门；如果一个组织的资金主要依靠政府的资助，则是政府部门；如果一个组织一半以
上的收入不是来自于以市场价格出售的商品和服务，而是来自其成员交纳的会费和支持者的捐赠，则
是非营利的第三部门组织。
第三种是依据组织的“结构与运作”定义。
这一定义是美国约翰一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提出的，它着眼于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
作方式，即符合以下五个条件的组织即是非营利组织：第一，有内部规章制度，有负责人，有经常性
活动。
纯粹的非正规的、临时积聚在一起的人不能被认为是非营利组织领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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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三部门管理》：21世纪高等院校公共管理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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