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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门兴起的社会背景分析

刘 桂 云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 　要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第三部门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它的影响已渗

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就其产生的背景而言 ,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

但它们在西方和我国的具体表现不同 :在西方 ,第三部门是在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

基础上兴起的 ,它弥补了政府与市场的不足。而在我国 ,改革开放之后 ,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

门和第二部门正在形成 ,此时兴起的第三部门注定要为促进前两个部门的完善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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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 hird sector began to sp ring up in large numbers at all places of t he world f rom

1980s. It has influenced every realm in t he human society. So far as it s emergence background is con2
cerned , t here are many factors related to politics , economy , society and cult ure , but displayed differ2
ently i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 ries. In t he western count ries , t he emergence of t he t hird sector

remedied t he defect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af ter t he complete develop ment of welfare state and

market economy. But in China , t he first sector and t he second sector were taking shape af ter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in t he st rict sense. The t hird sector emerged at this time was doomed to working

hard to p romote t he perfection of the first two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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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门 ( t he t hird sector) 这一概念首先由

美国学者列维特提出 ,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以外

的第三种社会组织。如果把人们的社会活动分为

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这三大领域 ,那么

与此相适应 ,人们的社会组织也可分为三类 ,即政

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 ,其中 ,政

府组织是第一部门 ,营利组织是第二部门 ,第三部

门就是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总称 ,由此也产

生了“第三域”、“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

些与“第三部门”相同或相关的概念。第三域是针

对人们的活动领域而言的 ,是除政治、经济活动领

域以外的第三域。因此 ,第三域和第三部门之间

没有太大的差别 ,均指非政府的、非营利的民间组

织。非营利组织 ( non2profit organization ,简称

N PO)也经常与第三部门交替使用 ,指称一切政

府部门和营利部门以外的组织。非政府组织

( non2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简称 N GO) 在

狭义上更侧重于其国际性 ,《1987 - 1988 年国家

组织年鉴》认为 ,非政府组织为与政府没有任何联

系的、国际性运作的、有组织的机构。广义上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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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和第三部门基本是一致

的 ,指“那些非政府的、非营利的、带有志愿性的致

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 1 ] 。但是 ,就第三

部门、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公认的确切定义

在理论界还没有形成。

一、第三部门在西方兴起的社会背景

第三部门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就政

府和企业之外的组织而言 ,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

现的新生事物。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 ,政府与企

业之外的民间组织自古就种类繁多 ,如中国的会

馆、行会、学社等 ,另外还有一些政治性的组织 ,如

青年团、救国会 ;西方国家也依托于教会、行会建

立了许多传统的慈善组织。但严格意义上的第三

部门是在国家和市场的二元格局确立之后 ,在前

两个部门已经形成的基础上才产生的。从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 ,这种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

的发展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

从影响力上 ,都不能否认它的痕迹已渗透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角落。美国著名学者萨拉蒙的调查表

明 :在法国 ,单在 1990 年就建立了 60 000 多个社

团 ,而在 1961 年却不到 18 000 个。类似地 ,在德

国 ,每 100 000 人口的社团数量从 1960 年的 160

个增加到 1990 年的 475 个 ,翻了近三倍。在美

国 ,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运动 ,无论是民权运动、

环境保护、消费者运动、妇女运动还是保守派运动 ,

都在非营利部门建立了自己的根基。在世界上的

其他国家 ,社团的数目也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第三部门的兴起还表现在它的影响力上 :从对弱势

群体的关怀到公民权利的保护 ,从促进经济发展到

保护社会环境 ,甚至从国家政策的制定到国际谈

判 ,第三部门在各个领域都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这

使得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度忽视它的重要性。萨

拉蒙所说的全球性的“社团革命”正在悄然兴起 ,而

且 ,“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 20 世纪后期世界的重

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 19 世纪后期

的世界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

第三部门⋯⋯这些团体的激增可能永久地改变了

国家和公民的关系 ,它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

们所能提供的物质服务。”[2 ]244

任何一种新兴力量的出现都与产生它的时代

密不可分。20 世纪的后 20 年 ,全球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变化 ,成为第三部门在世

界范围内兴起的重要背景 ,主要表现在 :

(一)国家的有限性

20 世纪 50 年代 ,西欧和北美兴起的福利国

家制度涉足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此前作为

慈善组织服务对象的范围因为国家福利的渗入而

逐步缩小。但到了 80 年代 ,福利国家越来越暴露

出其缺陷 ,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

战。一方面 ,日益庞大的福利开支加重了政府和

公众的经济负担 ,使政府无力解决由社会保障带

来的各种问题。但同时 ,这种社会保障体系极其

完备的福利国家也造成了私人投资领域的萎缩 ,

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经济活动能力不断降低 ,

对政府的依赖性扼杀了个体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创

造能力 ,这样的矛盾 ,就必然形成政府无力保障而

又不得不保障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 ,除了物质

性的社会保障之外的各种呼声和要求 ,政府并不

能全面顾及 ,其庞大的组织和机构难以真正地深

入到民众之中 ,切实了解个人作为社会公民角色

的多元化追求。同时 ,政府的这种大规模运作也

增加了它管理社会的成本 ,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

因此 ,在政府力量达不到或政府管理造价很高的

地方 ,“第三部门”这样的自愿组织就应运而生了。

第三部门弥补了国家管理社会的不足之处 ,

但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政府的作用。西方有些学者

认为 ,第三部门部分地执行了国家的功能 ,第三部

门的扩张就是在减少国家的作用 ,将最终导致国

家的瓦解。事实上 ,政府和第三部门的关系是以

合作为基础的 ,二者互相依赖、互相影响。政府足

够的财政和法律的支持为第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

保障 ,第三部门也部分地实现了政府渴望社会公

平与稳定的良好愿望 ,相互合作 ,促进二者共同发

展 ,这将是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基本格局。

(二)市场的局限性

20 世纪初 ,西方经济学家描绘了一个完全竞

争 ,市场制度能自动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完美

世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在摆脱束缚、自

由竞争的同时 ,也失去了传统慈善组织的保护。

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

越来越富有 ,社会资本总是向着既定的方向流动。

在同一过程中 ,市场也造就了竞争中的失败者 ,而

市场的趋利性决定了它本身决不会为穷人服务 ,

那么 ,这一群体抵御风险的力量来源就出现了空

缺 ,这一空缺在福利国家出现危机的情况下 ,必然

就成为第三部门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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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奉行自由交易原则 ,但也需要各种

不同的中介组织 ,沟通买方与卖方 ,协调二者之间

的利益关系 ,作为第三部门的中介组织正在进入

以营利为导向的商业活动中。因此 ,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很难明确地划清界

线 ,这就给第三部门的研究者带来了困难。在许

多专家学者中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衡量第三部门

的标准 ,对一些组织的归属问题也就难以达成一

致。这些非营利组织除了自身进入市场之外 ,有

的还通过具体活动推动民众参与市场竞争 ,如通

过对贫民的救助 ,使其有效地进入市场经济的大

潮之中。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第三部门为

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作出了许多努力。

因此 ,在现代社会中 ,第三部门和市场经济有着密

切的关系 ,二者是相互影响的。第三部门的兴起

是时代的产物 ,市场经济社会兴起的第三部门必

然不能离开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简单地把

第三部门的快速增长看成是市场经济失败的一种

反应是不合理的 ,只能说市场经济不是全能的 ,它

的不足之处必须有新的组织去弥补 ,适应新形势

的第三部门因此而兴盛。

(三)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

进入 20 世纪以来 ,生态、人权、人口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的大量出现 ,针对这些问题 ,一些志愿组

织也相应产生。民间环保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使

其成为第三部门中的一个亮点。全球性的生态危

机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保护 ,民间性的环

保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自觉地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同时这些组织还通过宣传活动使可持续发展的观

念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 ,也促使政府

更加重视环保问题。为了维护人权 ,解决新时期

的人权问题产生的社会组织也有很多 ,特别是针

对一些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保护 ,许多由此而

产生的社会组织作出了大量贡献。这些第三部门

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非政府组

织运动的显著作用和影响在 1984 年召开的另一

个经济峰会 (与每年召开的七国政府首脑会议并

行的组织) 、1992 年在巴西举行的环境峰会、1994

年在开罗举行的人口峰会、1995 年在哥本哈根举

行的社会峰会和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

大会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2 ]271 另外 ,科技的进

步、电视、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变成了地

球村。世界上某个地方的一项重大举措 ,就可能

会立即引起其他地方做出相应的反应 ,这种影响

不仅仅是针对政府和市场 ,也会是针对第三部门

的。通讯技术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地同类或不同

类的第三部门的联系 ,便于对民众进行组织和动

员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第三部门的组织能力。

与科技进步相伴随的是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

中 ,第三部门成员的整体素质都在不断提高。由

此可见 ,第三部门的崛起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加 ,

也是能力上的增强。

(四)多元化的价值观和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理论 ,人的基本需

要可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受尊重

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人类的低级需要得

到满足的时候 ,就会产生更高级的需要。现代社

会发展的不平衡 ,使一部分人产生受尊重的和自

我实现的高级需要时 ,而另一部分人生理和安全

的低级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前一种人为了实现

自己的价值、完善自我 ,就自愿地形成了一些慈善

性的组织 ,发扬利他精神 ,支持和帮助后一种人摆

脱贫困 ,满足他们的低级需要。这样 ,第三部门组

织就在人类平等、博爱、正义、高尚等价值追求下

产生了。因此 ,第三部门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

有明显的区别 ,其行为目的不是追求经济效益和

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在于“自身价值实现”,追求

“社会美德”。[ 3 ]另外 ,社会的发展也使个人的角色

更加多元化。不同的人对社会问题的不同看法形

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中 ,仅

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整合社会显然是困难的 ,而

旧的社会组织也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 ,于是新

型的第三部门组织产生 ,它们通过满足新的社会

需求 ,为自己的存在赢得了一席之地。因此 ,在现

代社会中 ,多种价值观下的多种需求 ,也是第三部

门在当今社会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五)公民社会理论的流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公民社会理论在全

球范围内再度流行。它强调民主、自由 ,强调公民

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 ,强调公民个人的自主

权及其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自治性 ,反对国家对公

民社会的限制和干预。有的公民社会理论者甚至

认为国家和公民社会是完全对立的 ,他们之间是

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 ,国家权利的扩张将是

对个人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 ,以上是建立在国

家和社会二分法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基于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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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公民社会三分法的公民社会还反对市场经

济的过分扩张 ,反对过分夸大市场经济的作用。

要建立和发展公民社会 ,必须有代表公众利益的

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 ,为人们争取民主和自

由的权利 ,产生于民间的第三部门自然承担了这

一责任。第三部门以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

性和志愿性等特征成为公民社会的主体 ,并作为

沟通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 ,也为公民

社会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实践的场所 ,因此离开第

三部门就无所谓公民社会。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

第三部门兴起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三部门”也

被称为“公民社会部门”。

此外 ,第三部门的兴起还与它本身的优点分

不开。第三部门的组织机构小而灵活 ,管理和运

作所需要的费用低 ,其成员具有自主参与意识和

利他精神 ;第三部门还可以作为社会创新的实验

场 ,其实验结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二、第三部门在我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在全球性“社团革命”与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

体制改革大潮的影响下 ,我国的第三部门蓬勃发

展。以社团为例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到改革开

放前的 70 年代 ,各种社团和群众组织的数量非常

少 ,50 年代全国性社团只有 44 个 ,60 年代也不到

100 个 ,地方性社团在 6 000 个左右。到了 1989

年 ,全国性社团剧增至 1 600 个 ,地方性社团达到

20 多万个。到 1997 年 ,全国县级以上的社团组织

即达到 18 万多个 ,其中省级社团组织 21 404 个 ,全

国性社团组织 1 848 个。[4 ] 中国第三部门的涌现 ,

一方面体现了全球性发展问题的突现 ,如资源危

机、环境危机等 ,引起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范围

内的环保组织的建立。另一方面 ,则与我国改革开

放后特有的历史背景有关 ,这是研究我国第三部门

的兴起所必然要关注的。

从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的改

革经过了多年的摸索 ,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 ,政府职能也发生了由“全能政府”向

“小政府 ,大社会”的转变。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成

为了第三部门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兴起的重要

背景。

(一)政企分开是我国第三部门兴起的

重要前提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庞大的政府体制

管理着社会的每个角落 ,作为第二部门的企业的

各种权力统统由政府行使 ,失去了其独立性。第

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因此完

全意义上的第二部门没有了 ,当然就更谈不上第

三部门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 ,面临的任务首先

就是要政企分开。邓小平说 ,“企业下放 ,政企分

开 ,是经济体制改革 ,也是政治体制改革。”[ 5 ]计划

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实际上是官办机构 ,对内没有

任何自主权 ,对外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政企分开

就是要政府放权 ,恢复企业活力 ,使其自觉参与市

场活动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政企分开也转变了

政府的职能 ,真正做到权力下放 ,提高了社会效

率 ,也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政企分开 ,使第一部

门和第二部门的划分越来越清晰 ,这就成为我国

第三部门兴起的重要前提。

(二)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需要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正确认

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这一时

期的改革实践 ,强调了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

律、发挥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党的十四大才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

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基本原则

加以系统化和具体化。我国的第三部门同样兴起

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它起源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改

革 ,所以许多第三部门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几乎

同时产生。[ 6 ]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市

场体系 ,使企业完全进入市场 ,享受充分的活动自

由 ,而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在这一过程中 ,许多

第三部门组织如行业协会、行会等纷纷出现。这

些组织和企业密切相连 ,它们通过各种活动为企

业及其劳动者争取权利 ,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和完善。如 2001 年以来 ,温州的服装、制革、鞋

类、灯具、眼镜等行业协会均制定了行规行约 ,倡

导会员企业依法经营与服务 ,规范了本行业的经

营规程。在应对外国反倾销中 ,温州行业协会也

发挥了重大作用。[ 7 ]另外 ,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会引

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如国有企业改制出现了大

量的下岗工人、城市拆迁改造中的被拆迁人对安

置方案不满、农民工拿不到辛苦工作应得的工资、

企业与员工之间出现诸多矛盾等 ,要解决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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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维护社会公正 ,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

如果政府直接出面协调各种社会矛盾 ,又可能被一

方认为政府已经与另一方成为“利益共同体”,致使

部分群众产生与政府对立的情绪 ,使矛盾解决的成

本和难度加大。第三部门则能够使民间诉求组织

化 ,通过与其它部门或群体的对话协商 ,进行组织

化的利益表达 ,而产生巨大的力量。由此可见 ,随

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第三部门本身就成为

发展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第三部门的兴起有利于促进政府

职能的转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离不开政府 ,

但政府的职能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而

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上。其中 ,宏观调控的一项

重要内容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要对老弱病

残、失业者、贫苦人群实施社会救助 ,也要保障全

体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

变 ,过去“政府办社会”、“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在改

革后已不复存在 ,劳动者曾经依赖单位获得的福

利保障没有了 ,个人和家庭需要承担的责任明显

增加。所以 ,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上许

多人都忧心忡忡 ,一些弱势群体甚至连解决温饱

都有困难。这就需要有一些新的社会组织出现 ,

以承接过去由政府统揽的社会职责与功能 ,提供

相应的社会服务。第三部门因其公益性、非赢利

性和志愿性而具有较高公信力 ,在社会保障方面

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组织、团体通过发起社会

捐赠、组织志愿服务 ,大量吸收社会资源 ,为弱势

群体提供多种服务 ,维护了社会稳定并减轻了政

府负担 ,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职能的转变解决了

后顾之忧。同时 ,第三部门还可以发挥整合作用 ,

把公众的个人意志聚合起来 ,“以一种制度化的公

共利益取代了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 8 ]进而影响

政府决策。近年来 ,我国的第三部门有了很大的

发展 ,并逐渐显示出其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

力 ,有时这些组织通过其卓越的活动甚至可以影

响公共决策。如 2005 年夏季 ,民间组织“地球村”

为促进节约能源发起了呼吁使用空调时室内温度

不超过 26 ℃的活动 ,直接促使了中央政府部门建

设“节约型社会”政策的出台。[ 8 ] 因此 ,在我国 ,第

三部门的兴起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同时 ,第三

部门的发展也促使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化。

三、结语

我国的第三部门与西方国家的第三部门兴起

于同一时代 ,处于共同的国际大环境之中。为了

解决共同的时代问题 ,这些第三部门之间可以互

相交流 ,互相借鉴经验 ,为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和第

三部门本身的发展而努力。但另一方面 ,我国第

三部门的兴起还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背景。

西方国家的第三部门是在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充

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的 ;而在我国 ,当第三部门

兴起时 ,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还没

有完全成熟。这也决定了我国第三部门的主要任

务必然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

足 ,而是要和政府密切合作 ,为建立规范的市场体

系服务 ,也就是要把促进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

完善作为自己当前的主要任务 ,把第三部门自身

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市场体制的健全联系

在一起 ,实现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共

同现代化。因此 ,必须对我国的第三部门作出切

合实际的分析 ,不能用西方第三部门的模式来套

我国的现实 ,而应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第

三部门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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