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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化的发展推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也促进了以非营利组织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兴起。
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城市化是在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过程中变迁的。
中国制度投入型城市化的特点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
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出现利益再分配不均衡的状态，导致市场失灵，如城市中贫富差距过大、就
业不充分、社会问题增长等。
城市化中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城市制度投人形式本身呈正相关，因此，这一问题必须在制度层面加以解
决，创造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要创造新的城市化管理模式，改变城市化中政府过度制度投入的局面，就必须大力培育中国市民社会
，形成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城市管理体制新格局。
　　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即国家、市场以及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
的第三域。
这三个领域之间的构成状况与相互关系如何，直接影响着整体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一个健全的、自组织的，与政府和企业可以有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壮大，对于形成中国合理
的社会结构，实现中国现代化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市民社会力量的缺乏，加之建国后中国长期实行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一个相对
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模
式已成为中国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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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了国家与社会合作的理论研究框架，主张在中国社团与政府之间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模
式，这种关系的实质是通过社团与政府双方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最终达到双赢的效应。
本书从对南京市社团的实证调查研究入手，通过分析目前社团与政府关系的特点及二者之间的互动，
指出社团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张力与合作的二元性，并在二者的互动中走向社团的自治化，实现在社团
自治基础上社团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模式。
     本书认为社团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体现为“整合－自治－整合”的关系模式。
二者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整合到自治，社团表现出较强的官办性，这一阶段
政府的制度安排直接决定着二者是否能够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第二阶段是从自治走向整合，随着
社团的发展及其自治化的增强，二者建立起真正的合作关系，走向自治基础上平等合作的良性互动的
目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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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是整体素质不高，活力不足。
4.1.2南京市行业协会改制“事件”的“过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先由政府有关部
门发起组建、带有较强官办色彩的行业协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必须加以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上海、广州、深圳、青岛等已经或正在进行行业协会改革的探索、试验，南
京市的行业协会改革也走在全国的前列，通过对南京市行业协会的过程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社
团特别是行业协会走向自治化的过程和内在机制。
　　2003年9月26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发布
了182号文件，即《市政府关于加快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文件就南京市加快行业协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行业协会的定位、职能以及协会改革
的内容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从此拉开了南京市行业协会改革的帷幕。
　　2004年4月7日，南京市民政局和体改办联合召开了全市行业协会改革发展工作会议，标志着南京
市行业协会改革的正式、全面启动。
各区（县）政府分管区（县）长和体改办、民政局负责人，各行业协会业务主管单位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各行业协会负责人等2。
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南京市民政局张大金副局长主持，市体改办陶隆福副主任就全市行业协会改革调整工作作了具
体部署，他指出南京市现有行业协会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而发展壮大的，在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多数行业协会原来由政府有关部门发起组建，结构不尽合理，行政色
彩较浓，不能发挥应有的组织、协调、咨询、中介等功能。
这次在全市进行行业协会的改革调整工作，以规范行业协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重点，按照“改革
、调整、发展、完善”的原则，进一步促进行业协会的发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并具体提出了调整布局、政会脱钩、调整职能、转变职能等四项目标任务，其中政会脱钩是此次行
业协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政会分离，就是现有行业协会要在机构、人员和财务三个方面与政府主管部门彻底脱钩，真正做到政
会分开，自主运转、依法接受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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