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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是政党与社会的基本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离不开民间组织的发展。
与此同时，民间组织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培育、扶持与引导、监督。
尤其是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我国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开放以及应对全球化发展态
势。
两者的关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目前，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还未达到一个最优化的状态，民间组织仍缺乏自主性，自身能
力建设薄弱，没有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这反过来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与国家建设
、社会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因此，优化两者的关系，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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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闫东，北京服装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1999年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2004年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党史硕士毕业，2007年中
央党校党建部党建博士毕业。
作者主要关注政党比较、政党建设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
题以及北京市教委、组织部项目，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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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是高度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内涵的执政逻辑是：党代表一切人的利益与权利，不承认个人、群体的合
法权利。
民众只需要履行义务、服从与执行党的决定，向党交心、汇报，无需个人、群体组织起来进行利益诉
求。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布在社会的一切领域。
无论是农村人民公社还是城市单位，都是集生老病死、社交、娱乐、政治活动各种职能于一身的总体
性组织，在其中起作用的都是政治与行政权力。
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全能主义政党，其政治行为影响到政府与社会各界。
　　在总体性社会环境下，民间组织的产生、发展等均受中国共产党控制。
大多数民间组织去了其本身应发挥的功能与应有的组织结构，民间组织基本上没有民间性，都被纳入
了党与国家的目标体系之内，成为党的附属机关与政策执行工具。
一方面，由于社团的成立，只需要党政部门的同意即可，没有统一的登记主管单位，属于多头管理。
社团大都由政党或政府主办，大多数社团成为官办型或半官办型社团，因此，社团官僚化与科层化严
重，缺乏独立性，很难形成自己的体系与组织意识。
另一方面，民间组织活动政治化，党与国家的政策影响着社团的方向与活动内容。
比如1964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了迎春晚会，中宣部就认为这场晚会着重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
俗低级，趣味恶劣，因此掀起了一波社团整风。
中宣部认为，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不健全，思想不革命化，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机关衙门化，
因此需要参加整风的社团有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协会、电影工作者
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协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
毛泽东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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