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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战略》

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战略》以国情为立足点，以战略为出发点，以政策为落脚点，参照SWOT方法，
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组织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创新点包括：对社会组织发展阶段、发
展机遇、发展障碍、时代定位做了独到分析；提出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原则；明确了社
会组织发展方向与目标；构建了社会组织发展的预期指标体系；对政府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中如何正
确发挥作用和履行责任提出建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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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规划研究总报告
一　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二）中国社会组织范畴界定
（三）研究工作基本原则
二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战略要素分析
（一）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阶段
（二）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机遇
（三）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障碍
三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使命
（二）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取向
（三）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预期指标
（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重点
四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的政府责任
（一）正确发挥政府领导作用
（二）推进官办社会组织改革
（三）矫正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走向
（四）规范社会组织管理系统
（五）实施合理的培育扶持政策
（六）建构社会组织法律制度体系
第二部分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总体战略研究
一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
（二）中国社会组织的作用
（三）中国社会组织自身的问题
二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机遇
（二）中国社会组织的时代使命
（三）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障碍
三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战略方向与预期
（一）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价值定位
（二）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方向目标
（三）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指标和预期
四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改进和完善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制度
（二）建立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系统
（三）以良好政策环境支持社会组织
（四）矫正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方向
（五）分类推进官办社会组织改革
（六）构建适应社会组织发展的法规体系
（七）正确发挥政府的组织领导作用
第三部分　中国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建设研究
一　混合制下社会组织准入及管理制度
（一）对准入及管理机制的突破
（二）准入及管理尚存制度缺陷
（三）准入及管理制度下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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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监管执法制度
（一）监管执法上的问题
（二）监管执法的改进
三　社会组织的治理及其自律
（一）外部环境存在的问题
（二）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
（三）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四）社会组织治理的改善
四　结论
第四部分　中国社会组织相关财税政策研究
一　社会组织相关财税政策综述
（一）社会组织财税政策概览
（二）社会组织财税政策评价
（三）社会组织财税政策改进
二　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政策
（一）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概述
（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国内实践
（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践评价
（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国际经验
（五）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政策体系建设
三　改进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税收政策
（一）有关社会组织税收的政策概述
（二）现行社会组织税收政策的效果
（三）社会组织税收政策的国际经验
（四）相关社会组织发展的税收政策改进
四　健全支持社会组织的其他财政政策
（一）规范施行对社会组织的财政补贴
（二）对社会组织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减免
第五部分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分类研究
一　不同视角下的中国社会组织分类
（一）根据组织性质和目的的分类
（二）按照组织活动领域进行的分类
（三）中国特色政社关系意义上的分类
（四）政治治理意义上的分类
二　三类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
（一）社会团体的分类统计分析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分类统计分析
（三）基金会的分类统计分析
三　对三类中国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
（一）对社会组织分类指标及其活动领域的反思
（二）社会组织发展规模的比较
（三）社会组织基本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比较
（四）社会组织人力资源的比较与分析
（五）社会组织的支持环境
四　结论
第六部分　关于加快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建议
后　记
图：
图2-1　社会组织增长（1990～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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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社团增长（1990～2012年）
图2-3　2012年社团服务领域
图2-4　基金会增长（2003～2012年）
图2-5　民办非企业单位增长（1999～2012年）
图2-6　2012年民办非企业单位服务领域
图2-7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图2-8　根据34国均值预测的社会组织全职雇员人数
图2-9　根据17国均值预测的社会组织总支出
图2-10　根据17国均值预测的社会组织增加值
图2-11　根据17国均值预测的志愿者人数
图2-12　根据17国均值预测的社会组织慈善捐款
图2-13　社会组织增长总个数的上下限预期和自然增长数
图2-14　社会组织人数增长及预测
图2-15　社会组织经济总量及预测
图4-1　国家财政决算收入及增长速度（2000～2012年）
图4-2　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增长趋势（2007～2012年）
图4-3　2001～2012年社会组织捐款收入所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图4-4　2001～2012年社会组织接受社会捐款情况
图4-5　2008～2012年社会组织收入情况
图4-6　2008～2012年社会组织经营性收入情况
图4-7　2008～2012年社会组织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图4-8　2008～2012年中国社会组织营业税纳税情况
图5-1　全国社团职工人数变化
图5-2　职工人数变化最大的五个省（市、区）
图5-3　全国社团和中央级社团平均职工人数对比
图5-4　社团平均职工人数变化最大的五个省（市、区）
图5-5　全国社团和中央级社团职工中的女性比例
图5-6　全国社团及中央级社团负责人中的女性比例
图5-7　35岁及以下社团职工比例
图5-8　36～45岁社团职工比例
图5-9　46～55岁社团职工比例
图5-10　56岁及以上社团职工比例
图5-11　社团职工大专以上比重
图5-12　全国社团与中央级社团人均固定资产比较
图5-13　全国社团的发展与同期经济社会指标的比较
图5-14　图5-13的补充说明
图5-15　中央级社团的发展与同期经济社会指标的比较
图5-16　图5-15的补充说明
图5-17　全国民非职工人数历年变化
图5-18　全国民非平均职工人数历年变化
图5-19　民非职工中的性别分布
图5-20　民非负责人数量及其在职工总数中的比重
图5-21　民非负责人中的性别构成
图5-22　民非中35岁及以下的职工人数历年变化
图5-23　民非中35～45岁的职工人数历年变化
图5-24　民非中46～55岁的职工人数历年变化
图5-25　民非中56岁及以上的职工人数历年变化
图5-26　民非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职工人数及比重
图5-27　民非中建立党组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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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8　2006～2011年全国基金会增幅
图5-29　2005～2011年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数量
图5-30　基金会职工数量及其变化
图5-31　基金会平均职工人数变化情况
图5-32　全国基金会职工中的性别分布
图5-33　全国基金会负责人数量及其在职工总量中的比重
图5-34　全国基金会负责人的性别情况
图5-35　基金会中35岁及以下的职工分布
图5-36　基金会中36～45岁的职工分布
图5-37　基金会中46～55岁的职工分布
图5-38　基金会中56岁及以上的职工分布
图5-39　基金会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职工的分布
图5-40　基金会中建立党组织的情况
表：
表1-1　“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的两组指标均值
表1-2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定量与定性指标总表
表2-1　2012年社会组织职工数、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总额
表2-2　社会组织人均固定资产和社会组织增加值占GDP比重
表2-3　安徽省2012年非主要农作物品种鉴定费用支出测算
表2-4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表2-5　“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的两组相关指标均值
表2-6　对全职雇员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的预测
表2-7　2011～2013年中国社会组织总支出测算
表2-8　对社会组织总支出占GDP比重的预测
表2-9　社会组织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预测
表2-10　对志愿者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的预测
表2-11　对慈善捐赠占GDP比重的预测
表2-12　社会组织增长总个数预期(万个)
表2-13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定量指标及预测
表3-1　三个条例的准入门槛比较
表3-2　条例关于三类社会组织退出的规定
表3-3　改革后的双重管理体制
表3-4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框架
表3-5　现行立法赋予登记主管机关的执法手段
表3-6　社会组织登记主管机关与银监会的监管比较
表3-7　三类社会组织年检内容和效力的比较
表3-8　限制性监管与激励性监管的比较
表3-9　对社会组织的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比较
表3-10　相关部门的分工与协调机制
表3-11　非营利社会组织与营利组织治理比较
表3-12　现行立法限制竞争
表3-13　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
表3-14　现行立法有关社会组织管理人员激励的规定
表3-15　现行立法对社会组织管理者义务及利益相关者权利的规定
表3-16　现行立法对社会团体信息公开的一般性要求
表3-17　对公益性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特殊要求
表3-18　社会组织评估中信息公开在总评估分值中的占比
表3-19　支持型社会组织在社会组织治理中的作用
表4-1　广东省2013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节选）

Page 7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战略》

表4-2　广东省2013～2014年部分社工服务项目公开招标信息
表4-3　2013年部分省市区福彩金用于购买公益服务项目的资金及比重
表4-4　美国的免税机构分类
表4-5　英国对慈善机构和非慈善机构的社会组织的税收政策
表4-6　英国向社会组织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
表4-7　德国社会组织享受税收特惠一览
表4-8　德国现行适用于捐款的抵扣税收
表4-9　日本社会组织享受税收特惠一览
表4-10　日本捐赠者的税收政策一览
表4-11　2008～2012年社会组织营业税纳税情况
表5-1　社会组织按类别历年变化情况（1988～2011年）
表5-2　对中国社团数量的总体估计
表5-3　社会团体按类别历年变化情况（2007～2011年）
表5-4　社会团体按活动区域历年变化情况（2004～2011年）
表5-5　社团分省（市、区）党建情况
表5-6　社会团体增加值占GDP比重（2006～2011年）
表5-7　全国及中央级社团发展与同期经济社会指标的比较
表5-8　社团数量变量间相关分析（2011年）
表5-9　社团职工数量变量间相关分析（2011年）
表5-10　民非按类别历年变化情况（2003～2006年）
表5-11　不同类别民非历年数量与比例变化（2007～2011年）
表5-12　民非增加值占GDP比重（2006～2011年）
表5-13　民非增加值及GDP增幅比较（2007～2011年)
表5-14　民非组织数量增幅与同期经济社会指标的比较
表5-15　民非数量变量间相关分析（2011年）
表5-16　民非职工数量变量间相关分析（2011年）
表5-17　教育类民非数量变量间相关分析（2011年）
表5-18　2005～2011年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数量
表5-19　基金会组织密度
表5-20　基金会职工分省（市、区）人均固定资产（2006～2011年）
表5-21　基金会增加值占GDP比重（2006～2011年）
表5-22　基金会数量增幅与同期经济社会指标的比较
表5-23　基金会数量变量间相关分析（2011年）
表5-24　基金会职工数量变量间相关分析（2011年）
表5-25　社会组织密度
表5-26　社会组织变量间相关分析（2012年）
表5-27　就业人数的比较
表5-28　三类社会组织占城镇就业人员以及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
表6-1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定量与定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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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全面，适合作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入门读物
2、为了社会组织“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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