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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不容回避的是，我国法治事业也面临着一系列理论上较为困惑、实践中无法绕开、必须面对的
问题。
　　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在国际视野下如何理解中国的法治建设之路与西方法治之路
的关系；二是在国内视野下如何理解全国统一法治体系与区域法治建设的关系。
　　有关前者我国法学界已基本取得一定的共识，即认为我国法治正在从以偏重于学习与借鉴西方法
律制度和理论为取向的追仿型法治进路，转向以适应中国具体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基本目标，
立足于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的自主型法治进路。
虽然自主型法治进路是我国过去30年法治实践的进一步延续，但这一法治的形成和确立，肯定需要从
理念到制度的重要变化，尤其是需要对法治理论和制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重新审视，更需要对我国特
定社会条件下理想的法治模式的认识与构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与倡导正是对这种需要的理论回应。
　　有关后者我国法学界展开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与精细的实证研究，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实际上
是由许许多多细微的甚至是琐碎的小制度合力构成的，仿佛滚滚长江本是由无数支江细流汇聚而成，
离开了具体的法治，那种宏大而高扬的法治只不过是引起空气振动的口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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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团组织与法律秩序研究》从法律秩序和社团组织概念入手，在梳理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
，界定两个概念的应有内涵，并在二者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
在此基础上，其一，从社团组织兴起的角度，分析了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状态下自由主义秩序观与
国家主义秩序观各自的构序思想及其在法律秩序形成上的特点与不足，法律秩序面临危机，从而进一
步分析了社团组织的兴起表明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体现了人类构序思想的反思与完善及法治范
式的转型，从而促进了法律秩序的重塑。
其二，从社团组织功能的角度，探讨了社团组织的立法参与功能与普遍性法律规范形成之间的关系，
社团组织的立法参与功能有利于普遍性法律规范的形成，而普遍性法律规范是法律秩序形成的前提条
件，所以社团组织有利于法律秩序的形成；探讨了社团组织的权力制约功能在法律调整过程中对权力
制约的优势，社团组织以一种组织化的新型社会权力对法律调整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实行有效的制约与
平衡，形成了良性互动式的新型权力制约，有利于在法律调整过程中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从而最终
有利于法律秩序的形成；探讨了社团组织的负功能对法律秩序的消极影响，并分析了通过实现社团组
织的法治化来防治社团组织的负功能对法律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
其三，从社团组织运行机制的角度，阐述了社团组织的自律机制与法律秩序之间的契合关系，社团组
织的自律机制促进了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而法律秩序是自发秩序与自觉秩序的统一，因此，社
团组织的自律机制有利于法律秩序的形成；阐述了社团组织的互益或公益的利益表达机制是社会公共
利益的确证与实现，有利于现代法律秩序的公益价值取向的实现，从而有利于现代法律秩序的形成。
最后，从法律秩序视野，分析了我国社团组织的发展现状，并从社团组织的选择模式、社团组织自身
能力建设与社团组织配备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社团组织发展中有待完善的地方，探讨了社团
组织发展的完善措施，以加快培育我国现代法律秩序形成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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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监督机制　　对社团组织的规制是政府的一项职能。
在政府对社团组织的规制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政府需要社团组织能够承接
起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必须为社团组织的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但放松管制之后，社团组织违规操作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就明显增多，使政府又不得不加强管制；另
一方面，政府如果强化管制，又等于抑制社团组织的发展。
因此，为了促进社团组织的健康发展，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就显得十分迫切。
监督机制包括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手段、监督过程。
广义的监督包括社团组织自律已在前面涉及，这里仅指社会公众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和相关组织
的监督，相关组织是指社团管理组织。
监督内容一是财务监督，即确保社团组织的非营利性，财务收入是否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二是业务监
督，确保社团组织在自己的宗旨范围内运行，是否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内部监督，确保社团组织
的内部运作依据民主的程序进行。
监督手段和方法一是社团组织的会务、财务的公开性；二是专业评估机构和管理机构的审查、统计和
按评估程序进行评估；三是建立制度化渠道搜集公众、媒体对社团组织的评价、举报信息，进行社会
期望值和公信度调查，综合整理，定期发布。
监督过程是收集、整理、发布社团组织运作信息，建立规范的评估体系，根据收集信息依评估体系进
行业绩和公信评估，并发布评估结果。
监督机制的建立主要在于应设立专业评估机构和独立或半独立的社团管理机构，强化其对社团的监督
和管理职能，改变目前的多头管制而监督不力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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