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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如贫富分化严重、就业压力
增大、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问题依然突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等，社会组织迅
速发展，但其社会功能仍然有限，基层社区建设不断加强，但居民自治程度依然有限，这些问题直接
关系到未来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同时，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所关注的问题更多地集中在一些与生活质量有关
的方面，如社会福利、政府治理以及社会环境等。
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政府的工作重心要相应地转向满足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要。
从提高生活水平到提高生活质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各级政府未来面临的最重要
的挑战。
简单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发展经济来解决，但生活质量的提高则是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的完善、健全密切相关，即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协调政府、社会组织
、私人部门的相互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为公众提供充足的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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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研究》认为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
府失灵，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市场失灵；既能减少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概率，又能较好处理市
场不能或无力处理的问题和矛盾。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研究》围绕这个命题从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研究兴起的背景与公民社会组织的
发展环境谈起，就公民社会组织与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政治文明建设的关系，
观代社区建设与发展，村民自治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以及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索和论证，提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合作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民主治理
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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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研究兴起的背景　　公民社会在当今的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了政治家
、政府官员、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公民社会曾一度活跃，但从总体上来看，它对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还依然是个新的
事物。
从20世纪初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公民社会的概念横空出世，其理论与模式构建正在回应时代的挑战，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背景和政府改革的运动稳步推进。
　　一、公民社会组织的概念　　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
民间公共领域，其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
在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们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 society的三个不
同中文译名。
虽然国内学者目前仍然交叉使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三个术语，但这三个不同的中文称谓
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异。
市民社会是最为流行的术语，也是对civil society的经典译名，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
。
但这一术语在传统语境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许多人事实上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容
易把这里的市民误解为城市居民，民间社会最初多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近代的民间组织时加以使用
。
这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但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在政府的概念中，它具有边缘化的色彩。
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对civil society的新译名，这是一个带有褒义的概念，它强调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
意义，即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乐于使用这一新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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