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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社团成为促进法律发展的社会基础

谢海定

� �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团组织在数量上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据国家民政部门的有关统

计资料,经过合法登记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社团数量, 分别由改革之初的 100、6000 个左右增长到近

2000和 20万个之多。同时,社团组织的类型、活动范围、社会功能等, 较之改革开放之初的状况也

均有很大程度的拓展。在法律领域,由社团组织的繁荣引起的最为显而易见的后果,是我国社团法

律制度的不断调整, 并使制定统一的�结社法�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而其最为深远的影响是,社团

组织的繁荣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社团在促进整个国家法律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

的。

一

每个活着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而且当人的某一或某些需求得到满足后,其他需求就会不

断产生。就此而言, 人的生活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为满足各种需求的过程。

然而,就社会整体来看,需求和资源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首先,需求是无限的。这既因为,

当我们满足了某一或某些需求后就会有其他需求产生, 也因为, 需求包括主观性的东西, 而主观性

的需求之产生是不受客观条件直接影响的,客观条件对需求的制约主要是就需求的实现而言的,它

并不直接制约需求的产生。其次, 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 资源总是稀缺的,或者表现为资源总量上

的不足,或者表现为一种相对的稀缺,需求与资源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基本矛盾。

由于资源的稀缺,个体的需求要得到满足,就必须与其他个体进行竞争。在人类历史上,武力

也许是最早的竞争手段之一, 但是,由于武力对人类社会整体的破坏性,竞争的另一种形式,即通过

确认个体需求的正当性, 以权利规则作为约束竞争的机制, 逐渐发展起来。

受资源稀缺的限制, 社会必须在相互冲突的需求之间确定哪些需求应该优先得到满足,而这就

需要人们将自己的需求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甚至违法犯罪、武

装起义等等,都是表达需求的方式, 尽管从表达的社会后果看, 有些方式具有极强的社会破坏性。

对于表达出来的各种需求,每个社会都通过一定机制进行整合。在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需求整

合机构莫过于法律机构。对需求的整合,正是为了确定谁具有以何种方式实现其何种需求的资格,

亦即谁之权利的过程。

社会对需求的整合结果有时候是针对特定个体的,更多情况下, 是就一定范围内的个体在某一

方面或某些方面的规定, 即以权利规则的形式来约束不同需求之间的相互竞争。在一个社会中,当

新的权利规则形成, 增加、修改或补充了原有的权利规则时,整个权利规则体系就发生了变化,如果

我们以某种标准为参照, 就可以称其为�发展�。法律是权利规则体系的主要体现,在此意义上,我

们称其为�法律发展�。

社会团体是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开展活动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在上述法



律发展的发生过程中,其可能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作为由个体组成的团体,它可以对该组

织成员的需求进行初步的整合,然后以该组织的名义表达出来。这与那种完全凭借个体力量的表

达相比,由于其系统性、规范性、说理性以及社团本身所占有的资源, 而在表达的有效性上将有较大

程度的提高。其次,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社团都参与社会的需求整合活动, 如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

讨论,甚至某些社团的主要负责人还作为民众代表参与对法律的表决。

法律是对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需求的规制。法律所体现的利益要具有广泛性,首先必须能够

得到关于民众需求的相对完全的信息。同时,在对这些需求的整合上,必须吸收各界代表参与到整

合过程中。以此来看,社团的繁荣壮大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够有所作为。而更为重要的是,社团以自

己的名义进行的需求表达,以及对需求整合过程的参与,对于突破法律在政治统治方面的工具性和

压制性,强化法律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促进自治型法律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一点,

在有关法治化道路的讨论中, 有学者把社团组织的繁荣视为我国自然演进型法治化道路的操作方

案。

二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团组织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其对我国法律发展所起到的作

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而这主要表现在它们的活动开展方面。

首先,提供培训、信息服务、评优、制定各种行业标准等, 在我国各种社团组织开展的活动中占

据重要位置。这些活动对社团成员个体技能的提高、某些需求的满足当然具有直接的意义,但同

时,它们也对社团成员个体需求的形成起到引导作用, 有利于需求在某些方面形成某种程度的规范

性、一致性,提升需求的品位。

其次, 社团提供了个体表达需求的一个新的空间, 通过接受和收集两种方式, 社团能够掌握成

员的诸多意见、建议和要求,为初步的需求整合提供了基础。很多社团组织的社会调研活动,就是

其主动收集需求信息的重要方式。

就对法律发展的促进来说,进行需求表达和参与需求的整合是社团更为重要的活动。其中,创

办报刊杂志、编辑出版相关书籍为需求表达提供了较过去更大的空间。到目前为止,由社团创办的

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杂志的数量达几百种,由其编辑出版的书籍则不计其数。进行社会调研、撰写

调研报告,是进行需求表达的另一方式。在近年来对下岗工人生活情况的关注中,中国个体劳动者

协会、中国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协会就曾多次组织调研, 撰写了�下岗工人情况反映�、�关于下岗工人

再就业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报告�等调研报告 � �

向国家各级立法机构提出立法建议、立法议案,参与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是

社团促进法律发展的直接方式。根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来, 由社团提出的各种立法建议、立法

议案总数达八千之多,曾参与过法律、法规草案起草、讨论的社团数占到社团总数的近 20%。社团

组织的繁荣为立法的民主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基础。三

但是,在社团组织的繁荣与法律发展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通过社团促进法律发

展,在实践中受到下述方面的制约。

第一,社团的分布状况。社团的分布状况既包括社团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如东部沿海与

西部内陆、城市与农村,也包括社团在行业或社会阶层中的分布, 如工业、商业与农业,富有阶层与

贫困阶层。在理论上,随着社团活动范围的拓展、社会功能的增强, 社团分布上的不均衡将扩大不

同地域、行业、阶层之间的差距,并有可能导致法律对这种差距的确认和保护,从而使法律更为不平

等、不公正。

第二,社团的性质。社团本应是完全民间性的组织, 但在我国的社团实践中, 完全民间性的社



团占社团总数的比例尚不到 10%。在这种背景下,社团自治性程度的大小对其作用的发挥就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自治性程度较高的社团往往在需求表达和参与需求的整合方面,能够发挥更大

作用。而缺乏自治性并因而缺乏独立性的社团,主要只能在帮助国家和政府推进政策和法律的实

施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社团活动的制度空间。社团对法律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在已有的制度环境中发挥的,在这

个制度环境里, 社团究竟有多大的活动空间, 直接影响到其作用的发挥。目前, 规范我国社团活动

的制度主要有法规、政策以及一些政府部门的习惯,其中法规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而 1998年修订

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则是众多社团法规的核心。从其对社团组织的规范看, 近年来学

术界、部分社团组织以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均提出有对其进一步修改的必要,尤其对我国社团的

�双重管理体制�,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它制约了社团组织作用的发挥。

总之, 社团组织通过提高个体需求表达的有效性, 以及参与需求的整合过程, 可以促进自治型

法律的形成,为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一定的社会基础。而社团对法律发展的促进作用,既

与社团的分布状况、社团的性质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团法律制度给予社团活动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