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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公民社会的兴起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共青团组织具有公民社会组织

的群众性、自愿性和非营利性等特征, 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公民社会组织。高度的政治性、强大的行政职能和特殊的运行机制

是共青团组织区别于一般公民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始终坚持党建带团建、主动融入公民社会、明确基层团组织的地位和职

责、创新基层团组织的工作方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加强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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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民社会的兴起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现代社会, 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是人们活动

最主要的三大领域。相应的, 社会组织可以分为政府组织、

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 (又称公民社会 )三大类别, 社会领域

的状态如何主要取决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状态。

(一 )公民社会的涵义。一般来说, 公民社会是国家或

政府系统, 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

关系的总和, 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

共领域。由于它既不属于政府公共部门,也不属于市场经济

组织, 所以人们把他看作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 /第三部

门0。对于第三部门的界定, 各国的研究者根据侧重点的不

同, 有不同的定义方式,有的根据法律的规定,有的依据资金

的来源, 有的强调组织的目的或功能, 有的着眼于组织的基

本结构和运作方式, 有的则根据组织的特征定义。其中, 根

据组织的特征定义的方法包容性比较强, 涵盖面比较大, 第

三部门是指那些以服务公众为宗旨 ,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所

得不为任何个人牟取私利, 其自身具有合法的免税资格和提

供捐赠人减免税的合法地位的组织。从这个定义来看, 我国

绝大多数社会团体、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和一些民办的非企业

单位都符合这些条件 ,都属于第三部门 [1]。

(二 )中国公民社会的特点。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

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中国

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政府创建, 并受政府主导, 政府对重

要民间组织的主导始终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点 [ 2] 2。党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决定6,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提高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高度看待民间组织的作用,明确提

出要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社会管理格局0, 突出了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和参

与的政治地位,同时强调 /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

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

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形成社会管理和

社会服务的合力0 [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健全

基层社会管理体制0, /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0等等, 积

极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 参与社会管理和

服务 [ 4]。

(三 )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条件。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

社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 直接得益于其制度环境的改善。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拉动。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

的体制基础,没有市场经济, 就没有公民社会。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利益的差别和利益的竞争促使人们利益意识的觉

醒,使利益日趋组织化,那些利益和价值取向具有同质性的

公民个体就会形成利益组织,借助组织的力量进行利益的表

达与实现。二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外在推动。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修改了宪法, 进行了以党政分开、政事分开、

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国家等为重要内容的政

治体制改革,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规范公民社会组织的

法律、规章和政策。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向 /小政府、大社

会0的目标迈进。这就意味着, 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 政

府所承担的 /硬性管理0的领域和空间将越来越小,而 /软性

管理0即经济活动中的一些服务性工作和相当一部分执行

性、操作性的职能将由相关的公民社会组织来承担 [ 5]。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它

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程, 而且



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能力, 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具有中

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 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

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

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某

种意义上说, 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是社会团结和谐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2] 35- 46。

二  共青团组织不同于一般的公民社会组织。

共青团组织的主要特征是, 具有很强的政治和行政色

彩, 像行政机关一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领导机关与各级

政府机关同设, 由国家给予正式编制, 并且承担一定的行政

管理职能。从其职能和性质来看,共青团组织更像是政府组

织, 而不像是公民社会组织。

(一 )高度的政治性是共青团组织区别于一般非政府组

织的重要特征。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

众组织, 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政治性团体。加入该

组织的成员必须符合 5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6的要求,

并享有规定的权利和履行规定的义务。只有符合团章要求

的先进青年, 才有资格加入这一组织。同时, 党的政策文件

对共青团组织的定性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 在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

着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 高度的政治性是共青团组织区别

于一般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特征。

(二 )强大的行政职能是共青团组织区别于一般的非政

府组织的显著特征。党的政策文件对共青团组织的定位是

协同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 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由于在我国的政府部门中,没有专门的青年工作部门,

很多本应由政府部门承办的事务,都委托给共青团组织去承

担。与此同时, 共青团组织在参与某些社会公共事务的重大

决策或执行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也彰显了共青团组织的

特殊地位与社会价值所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

济的发展, 必然为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 )的发展提供良好

的土壤, 也为共青团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广义上的非政

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工作空间 [ 6]。

(三 )特殊的运行机制是共青团组织区别于一般非政府

组织的主要差异。共青团组织的运行机制不同于一般的非

政府组织, 它拥有自己的组织体制和管理机制, 它贯彻民主

集中制原则, 有一整套与中国共产党类似的严密的组织体

系。共青团组织不受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约束,直接接受各

级党委的领导, 享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其领导人的任免由同

级党委决定或推荐后, 由团的同级委员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共青团组织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 它都

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党和政府。

共青团组织的定位可以借鉴 /第三部门0的概念。传统

意义上的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在理论上其实就是

/第三部门0的典型, 只是在实践中其职能受得了局限。比

如共青团由于传统政治职能定位的惯性,在发挥服务青年的

职能方面, 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 [7]。从公民社会组织的一般

定义而言, 共青团可以视为广义上的公民社会组织。但由于

共青团组织产生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及其运作模式, 决定

了该组织不同于一般的公民社会组织, 正如5中国共产党章

程6第 49条规定的: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0这一

论述是对共青团特殊角色的定位 [8]。

三  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问题

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公民社会

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符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的规律。它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就现实而言,它

的确给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

(一 )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的环境和对象发生变化。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始终是以系统或单位

为主线展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单

位人0开始向 /社会人0转变, 青年的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和

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特别是各类民间组织的

大量涌现,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必须面对全新的环境和对

象。各类民间组织不仅在性质上, 而且在行为特征上, 都有

别于国有和集体的企事业单位, 也有别于改革开放前的 /社

会团体0, 大量的流动团员游离于团组织之外。比如在农村,

大量青年外出务工致使农村基层团组织呈现 /空壳化0, 他

们在城市也没有固定的工作, 亦游离于团组织之外;在城市,

有一定数量的青年因为没有工作单位而游离于团组织之外;

来自农村和城市的数量庞大的高校毕业生, 面对严峻的就业

形势,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单位,亦成为流动团员而游离于团

组织之外。

(二 )共青团基层组织设置形式单一, 覆盖面小。农村

团组织主要以乡镇和行政村为单位设置, 具有明显的行政区

域性和封闭性,有效覆盖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基层团

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一些企业团组织设置及隶属关系没

有随着企业的改制重组和管理体制的变化及时明确和理顺,

存在被 /改制0掉的问题和被边缘化的倾向。城市社区团组

织设置还不能适应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社区团组

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团建起步

较晚,相当数量的单位没有建团, 覆盖面存在 /空白点0。高

校团组织设置仍沿袭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教学系、教学班为单

位的传统建团模式, 无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完全学分制

改革和大量学生自组织的涌现, 对团建创新说得多做得少,

重表面形式,轻实质性内容。

(三 )共青团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减弱。在传统体制下,

政府包办社会,独立的民间组织很少,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

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组织, 其作用发挥是坚强有力的。但在

公民社会组织广泛兴起后, 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

从理论上讲,公民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党政机关和国有集

体单位的社会自治领域。这个领域具有天然的分权化倾向,

其本身固有的独立性、民间性和自治性势必对党和政府的权

力构成制衡和限制。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一些团体和组织

为了维护和谋求自身的利益,正在不同程度上对党和政府的

10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



权力进行侵蚀、渗透和影响。其次,从实践层面看 ,由于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 团组织在人、财、物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没有实

际上的控制力, 民间组织中团员人数少、团组织不健全等, 团

组织的作用难以渗透到民间组织的行为中,团组织的影响力

不强, 作用难发挥,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

(四 )共青团基层组织传统的工作方式与新形势不相适

应。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政府职能转变, 市场功能

深化、社会组织兴起的大背景下, 青少年内部的利益分化日

趋明显, 分层日益显著,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教育程度、

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构成了不同群体,他们的利益需求与

社会心态大相径庭。一些基层团组织在机构设置与具体运

作过程中, 采用与政府机构一样的科层制模式, 难以有效覆

盖所有青年。在具体的决策与工作过程中,往往按照普遍性

的标准来提供服务, 难以照顾到不同青年群体的不同利益诉

求。当青少年需求出现多样化趋势时,一些基层团组织束手

无策, 反应滞后,致使一部分青年对团组织丧失信心,他们难

以感受到团组织的温暖, 没有了组织归属感, 使团组织凝聚

力有所下降。

四  公民社会视角下加强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路

面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适应党的事业发展需要, 顺

应广大青年的新期待,履行好共青团的根本职责, 解决公民

社会给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带来的问题,我们必须以改革创

新精神, 大力推进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

(一 )始终坚持党建带团建。 /党建带团建0是指基层党

组织在各级党委领导下, 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时, 加强对基

层团组织的领导, 以基层党组织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发

挥团组织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坚持党建带团建是

确保党对共青团工作领导的重要方面,是新形势下推动团的

工作的根本保证, 也是共青团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

验。坚持党建带团建就是通过强化基层党建工作,带动基层

团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 提高党团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把青年一代紧密团结在党团组织周围,增强党团组织的生机

与活力, 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 9]。只有坚持党

建带团建, 紧紧依靠党的领导, 才能更好地把握和体现党的

要求, 保持团的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 )主动融入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条件下, 共青团

基层组织只有主动融入公民社会,才可能发挥其整合社会资

源、凝聚青年群体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 ,共青团组织应注

意以下两点: 一是培育和完善青年组织体系。要发挥共青团

组织在青年组织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增强青联和学联组织的

凝聚力和影响力, 加强对青年社团的服务与管理, 高度关注

青年自组织, 把握青年中相同兴趣爱好者之间需要交流互

助、共同提高专业水平的特点, 深入研究青年自组织产生和

发展的趋势, 加强同青年自组织沟通联系,配合有关部门做

好对青年自组织的引导和管理 ,同时要主动培育和发展具有

自组织特点的青年社团。二是满足青年的需要。要从增强

共青团基层组织在青年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入手,切实做好

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年合法权益的工作。

满足青年的需要既是党对共青团的要求,又是青年对团组织

的期待。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 服务青年、满

足青年需要是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在团的工作中的具体体

现,是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必然要求, 是发挥党联系青

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必由之路 [10] 20- 22。

(三 )明确基层团组织的地位和职责。党的要求和青年

的使命始终决定着共青团的光荣职责。中国共青团是中国

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是党

和政府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

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团结带领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这是共青团的根本职责所在, 也是共青团组织区别

于其他组织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点。当前, 要切实履行共

青团的根本职责,就必须广泛吸引和凝聚青年。共青团基层

组织吸引和凝聚青年主要有四种途径: 一靠先进的思想吸引

和凝聚;二靠对青年合理的利益诉求的尊重和服务吸引和凝

聚;三靠对青年兴趣的满足来吸引和凝聚; 四靠基层团干部

的人格魅力和感情来吸引和凝聚青年 [11]。

(四 )创新基层团组织的工作方式。一是找准工作切入

点。一方面,要对当代青年成长发展过程中的身心健康、个

人成长、事业发展、社会参与、权利表达等普遍性需求进行深

入分析,找准不同青年群体需求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 要

深入研究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的总体供给机制,也

就是说,在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功能深化和社会组织兴起的

条件下,青年的哪些需要由政府提供, 哪些需要由市场和社

会组织提供,而共青团组织在其中有哪些服务是对青年有普

遍性意义的 [ 10] 18。二是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 [ 12]。要根

据公民社会组织的特点, 按照 /灵活、小型、多样0的原则推

进工作和开展活动。要充分借鉴国内外青年组织、公民社会

组织的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和运作模式, 使团的基层组织网

络覆盖全体青年,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影响全体青年。要

注意把资源向基层倾斜, 把目光投向基层,把活动放在基层。

三是借助互联网加强对青年的吸引和凝聚。在我国 2. 53亿

网民中, 35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占到中国网民的 79. 6% ,接

近网民总数的 4 /5, 约有 2. 02亿 [ 13], 大多数青少年网民把互

联网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网络影响着青少年的知识结构、

人际交往、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已经成为青少年重要的生

活方式和成长环境。更为重要的是, 网络实际上改变了新形

势下动员组织青少年的方式。青年社团和青年自组织多数

是运用网络作为联系青少年的方式的。互联网时代的共青

团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 高度重视运用

网络手段动员组织青年。

[参考文献 ]

[ 1]  赵慧珠.第三部门 :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 J]. 中

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2( 10): 33- 35.

[ 2]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 [M ]. 北京: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6.

[ 3]  本书编写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若干问题学习读

本 [M ]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15- 16.

[ 4]  本书编写组. 十七大报告读本 [ M ]. 北京: 人民出版

11第 5期         李国荣: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    



社, 2007: 30- 39.

[ 5]  吴  辉.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党的建设 [ J]. 理论前沿,

2004( 10): 29- 31.

[ 6]  吕素香. 新时期共青团组织的职能定位与核心竞争力

[ J] .中国青年研究, 2006( 8): 31- 33.

[ 7]  张  伟. 新时期共青团职能定位的思考 [ J]. 中国青年

研究, 2003( 8): 76- 79.

[ 8]  袁宝成.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共青团工作的启示 [ J].

中国青年研究 , 2003( 9): 39- 42.

[ 9]  王恩蔚. 新时期 /党建带团建0工作意义探略 [ J]. 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3( 4) : 27- 31.

[ 10]  陆士桢. 共青团十六大报告精神辅导读本 [ M ]. 北

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 11]  陆  昊. 以最大的决心支持和推动团的基层组织建

设和工作, 切实增强对广大青年的吸引和凝聚 [ J].

中国共青团, 2008( 9): 4- 9 .

[ 12]  胡锦涛. 胡锦涛的讲话 [ N ] .中国青年报, 2008- 06 -

15( 1) .

[ 1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 [ EB /OL ]. [ 2008 - 07 - 23] . http: / /

tech. sina. com. cn/ focus/ cnn ic22 /.

TheR ise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LIGuo- rong

( S ichuan University of A r ts and Science, Dazhou 635000, China )

Abstrac t:  The r ise of the c iv il society is the inev itab le trend o f them odern soc iety as w ell as the ha llma rk of Ch inese develop-

m en.t F eatured by m ass, volunteer ing and nonpro fit characters, the organ ization of the Comm un ist Youth League is d ifferent from the

o ther organ izations o f the c iv il so ciety, in tha 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h igh po litica l na ture, pow erful adm inistra tion and spec ia lm an-

agement m echan ism. There fo re,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 f the basic organ ization of theLeague in the civ il so ciety, the League con-

struction shou ld be led by the Party construction, be invo lved into the c iv il soc iety, be c lea r about its position and responsib ility, and

innova te its m anagem ent as we l.l

K ey words:  the c iv il soc iety;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basic o rganiza tion;  innovation of the League construction

(上接第 8页 )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 Two Cultures0 in Chinese andW estern Contexts

WANG Jian- ping

(H unan F irstN orm al Co llege, Changsha 410002, China )

Abstrac t:  The con flic ts be tw een the / Tw o Cultures0 are o f g reat difference in meaning and charac teristics in Chinese andW es-t

e rn contexts though they are a un iversa l phenom enon in the wor ld. The conflicts betw een the / Tw o Cultures0 in thew est arise as a re-

su lt o f the advance o f/ sc ientism0 w hile there is no / sc ientism0 o f rea lm ean ing in Ch ina. The above- m entioned con flicts in thew est

take place am ong parties of equa l sta tus wh ile in the Ch inese context the basis for such an equal interaction is still o f absence. The

/ Tw o Cu ltures0 in the w estern context resu lt in two soc ial groupsw ith opposing standings wh ich do no t em erge in Ch ina. The conflicts

betw een the / Two Cu ltures0 in the west occur due to the fact that sc ience predom inates ove r human ities wh ile in China the la tter pre-

dom inates ove r the fo rm er.

K ey words:  contex t;  Tw o Cu ltures;  sc ientism;  hum anities;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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