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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伴随着苏州市经济的稳步提升袁加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多地从物质

向精神方向转变袁人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到体育活动之中袁在这一需求的驱

动下袁苏州市成为全省第一尧全国前十的体育社会组织高速发展的城市遥在苏州市体

育社会组织数量增长的背后袁体育社会组织的质量尧地位以及群众认可度等涉及组

织公信力评价的指标是否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袁值得探讨遥通过文献资料法等袁总结了

当前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发展的现状袁分析了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中制

约公信力提升的现实困境袁得出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在公信力建设中存在内部建设

意识淡薄尧专业人才和会员数量发展失衡尧承接项目服务意识缺失尧接受监管与评估

中表现消极等现实问题遥 提出院完善组织内部建设与职能定位袁优化专业人才供给与

组织会员扩充袁提升服务意识与理念袁强调监管流程尧重视等级评估袁力求政府尧组

织尧公民三者互信关系的深入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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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economy in Suzhou and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changing from material to spiritual, people are willing to spend more time on sports activities. Driven

by this demand, Suzhou, with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has become the

No. 1 city in the province and ranked among the top ten in China.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Suzhou, it is worthwhile to explore if the credibility assessment indicators of the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such as quality, status, and public recognition, meet the need of the people.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status quo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 credibility in Suzhou, analyzed the predicament of promoting social sports organi-

zation credibility, and concluded that there exist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developing the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 credibility: little awareness of internal construction, imbalance in the number of profes-

sionals and members, lack of service awareness in undertaking projects, being reluctant to accept su-

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internal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 orienta-

t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the supply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the expansion of

organization members should be optimized, the service awareness and concept should be enhanced,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the mutual trust among the government,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citize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 credibility; publicwelfare; assessment; supervision

收稿日期院 2019-07-20
基金项目院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16TYB004冤曰苏州市体育局体育科研局管课题渊TY2019-414冤曰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渊PAPD冤遥
第一作者简介院 吴相雷袁男袁硕士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体育人文社会学遥 E-mail院wxl930526@163.com遥
*通信作者简介院 王政袁男袁硕士袁副教授袁硕士生导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体育人文社会学遥 E-mail院wangzheng@suda.edu.cn遥
作者单位院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袁江苏 苏州 215021遥

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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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民政部印发了 叶野互联网＋社会组

织 渊社会工作尧 志愿服务冤冶 行动方案渊2018要2020

年冤曳的通知袁提出以公众需求为导向袁推动社会组织

信息网上公开袁 供公众查询袁 实现社会组织基本信

息尧年检等数据的一网通查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的知

晓度与公信力 [1]遥 政府利用购买服务的形式袁将具有

专业性尧 技术性的公共服务领域的部分工作移交给

社会组织完成袁逐步发展社会力量袁提升社会组织在

公众心目中的认可程度[2]遥
公信力被认为是与社会组织监督的可接近性与

解决事情的透明度有关 [3]遥 早在 1970 年袁西方许多

学者就从心理学尧 管理学与社会学等领域研究了关

于信任渊trust冤的问题遥 例如袁著名心理学家赖兹曼

渊L. Wrightsman冤认为袁信任是建立在某个特有的尧对
个体可信性上的一种普遍可靠的信念袁 公信力是社

会组织的安身立命之本 [4]遥 社会组织公信力是组织

自身是否能够拥有一个稳定发展方向的基础保障袁
同时也是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竞争的基础条件[5]遥
社会组织公信力的提升是组织在一步步成长过程中

不断储蓄得来的袁 任何组织理念的偏差所导致公信

力的透支袁都需要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来重塑遥在社

会组织中袁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要求更为苛刻袁其对社

会公众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袁 若在发展中其出现任何

定位的偏差和治理责任的缺失等信息袁都将严重影响

到慈善机构在政府尧组织尧公众中的公信力和地位[6]遥
同样袁体育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袁其公信

力的建设工作也应受到重视遥 在面对国际上体育非

营利组织中所涉及的公信力问题时袁 郭树理等经调

查认为袁 卡塔尔世界杯官员收受高达 150 万美元的

拉票贿选金额所导致的野腐败行为冶野钱权交易冶等袁
严重影响了体育非营利组织的形象与发展 [7]遥 樊静

以国际足联为例袁提出组织内部责任人意识欠缺尧信
息闭锁尧自律自治体系缺陷尧监管与评估欠缺等问题

导致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弱化 [8]遥 而对我国体

育社会组织公信力的相关研究中袁 张青提出体育社

会组织公信力应包括组织权威性尧组织行为有效性尧
组织制度规范性三个方面袁提出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袁
提高监管与评估力度袁 不断提升组织内部人员的公

益理念袁落实法律法规执行通道畅通袁是提升体育社

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保障[9]遥 周进国等提出袁作为体

育社会组织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袁 体育社团公信力

是其获得公众信任度的具体表现袁通过信任手段尧规
范要求和网络手段的助推袁 可以提高体育社团服务

效率袁也是体育社团提升组织公信力的必要手段 [10]遥
王晋伟等提出体育社会组织尤其是从事公益服务的

体育社会组织袁存在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袁组织内部

缺乏专业人才队伍袁组织内部人员服务理念薄弱袁腐
败行为严重袁监管与评估不到位等问题袁这些严重制

约组织公信力的提升 [11]遥
2014 年 7 月 24 日袁江苏省体育局尧江苏省财政

厅联合下发 叶江苏省本级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

服务暂行办法曳渊苏体规也2014页2 号冤袁江苏省成为国

内首个制定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地方省

渊市冤遥以此为契机袁苏州市作为江苏省经济发展中重

要的城市袁 成为第一批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

范区遥 伴随着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资金的投入不

断增加袁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袁同时在

国家野放管服冶改革的推进下袁2018 年苏州市体育社

会组织共获得三千余项的体育活动承办机会袁 成为

苏州市群众体育活动供给的中坚力量遥 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袁 体育社会组织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

复杂化尧网络化尧多元化的社会环境袁如何才能更好

地完成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这一重任袁 体育社会

组织要有清晰的发展方向袁 一步步推进在政府和群

众中的认可度袁通过组织自身建设优化尧组织价值观

和承接服务理念的升华来提升自己的公信力袁 才是

更好承接公共体育服务的应对之道遥

苏州市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支柱城市袁 国内生

产总值渊GDP冤自 2015 年以来长期处于全省第一遥 截

至 2018 年底袁 苏州市地区 GDP 为 18 597.47 亿元袁
比上年同期增长 6.8%[12]遥 苏州市经济的稳定增长为

本市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袁2015 年

开始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开始迅速增长袁 根据

苏州市民政局统计资料渊表 1冤袁截至 2019 年底袁苏
州市共登记社会组织 8 560 家袁 其中包括社会团体

3 269 家尧民办非企业单位 5 228 家尧基金会 63 家遥
其中袁体育类社会组织共登记 872 家袁占比 10.19%遥
体育类社会组织的注册会员数逐年增多袁 全市共有

注册会员 90 余万人曰体育类社会组织数量位居全省

第一袁包括 456 家社团和 416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曰市
本级体育社团为 50 家袁 民办非企业单位为 111 家袁
市尧区级体育社团达 406 家袁民办非企业单位达 305

家遥 2020 年 1 月袁苏州市市属及市尧区级社会组织中

共有 73 家社会组织获得了等级评定袁 包括 3 家 5A

单位尧35 家 4A 单位以及 35 家 3A 单位袁其中体育类

获评等级中 12 家获评 3A 等级遥 较高的等级有利于

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要要要基于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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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体育社会组织的公信力袁 且组织可以通过等级

评估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和公众支持遥
表 1 2019 年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登记统计表

数据来源院苏州市民政局调研资料

近年来袁特别是 2013 年以后袁江苏省体育局联

合江苏省民政厅印发的 叶关于培育发展基层体育社

会组织的指导意见曳提出袁公信力作为基层体育社会

组织培育发展的重要指标袁 一直受到各基层体育社

会组织管理层的重视遥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力度不断

加大袁 苏州市用于赛事活动的项目经费从 2016 年

37 万元增长至 2018 年 67 万元袁 投入资金的不断增

多袁为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遥体育社会组织的

非营利性尧公益性和公共性的原则袁决定了体育社会

组织的生存发展自始至终都不能脱离公信力这一基

础力量遥 体育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发挥着

重要作用袁 一些公信力高的体育社会组织通过承接

相应的体育服务袁上能有效连接政府袁成为政府职能

转移的载体袁下能密切联系群众袁是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提升的重要保障遥 体育社会组织通过活动的开展

获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认可袁 自身发展过程就是组

织公信力不断积累的过程遥与此同时袁随着政府支持

力度的不断增加袁 社会公众体育需求意识的不断增

强袁体育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尧表达公共利益诉求尧
缓解政府与社会之间供需矛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

效遥体育社会组织应该以这样的社会环境为契机袁通
过野提升内部建设袁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会员数

量发展袁明确组织公益性发展理念袁形成积极接受监

管与评估的态度冶四方面袁进一步提升体育社会组织

公信力袁 并将这四方面纳入到体育社会组织高质量

发展之中遥

通过对苏州市民政局尧体育局及部分体育社会

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正式访谈渊包括座谈会及一

对一访谈冤渊表 2冤袁 了解当前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

发展状况袁同时通过问答形式了解不同岗位工作人

员对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的认识以及现如今苏州

市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所面临的困境遥 相关负责人

指出袁体育类社会组织发展在苏州市整个社会组织

发展中依然受到一定的限制袁政府更多的是鼓励和

支持公益性的慈善类社会组织优先发展袁而对体育

类社会组织则要求其与上述组织协同发展遥 当前

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虽在数量上发展状态良好袁
但在质量上还是存在野组织建设规范性尧组织人员

合理性尧组织发展全面性冶略显不足等问题袁这些

基础性的问题影响了体育社会组织在政府及公众

心目中的公信力袁社会公众对公益类尧环保类尧慈
善类社会组织信任度较高袁而对体育社会组织的信

任度略低遥
表 2 实地调研访谈人员基本信息表

近几年袁 媒体与网络对社会组织失信问题的接

连曝光袁 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

象袁导致公众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持续减弱袁社会

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 [13]遥 体育社会组织作为

承接公共体育服务的主体袁 其自身的发展离不开政

府的支持与公众的信任遥随着社会的发展袁体育社会

组织已经在社会领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力袁例
如国际奥委会尧体育总会及各单项体育协会袁这些社

会组织若想寻求长期生存和发展袁 公众信誉度将是

类别

区域
体育类社团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合计

市本级 50 111 161

市尧区级

虎丘区 9 6 15

吴中区 24 10 34

相城区 17 8 25

姑苏区 13 9 22

吴江区 72 35 107

常熟市 46 75 121

张家港市 48 53 101

昆山市 140 68 208

太仓市 28 32 60

工业园区 9 9 18

合计 456 416 872

姓名 访谈时间 单位 访谈主要内容

胡伊 2018 年 10 月 苏州市民政局 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总

体发展状况

韩伊 2018 年 12 月 苏州市体育总会

秘书处

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内

部建设以及对组织发展

公信力的认识与要求王伊 2019 年 1 月 苏州市体育总会

秘书处

潘伊伊 2019 年 1 月 苏州市登山户外

运动协会

对社会组织公信力的考

量曰赛事活动的举办中哪

些环节会对组织公信力

产生影响

王伊 2019 年 3 月 苏州市瑜伽运动

协会

马伊伊 2019 年 7 月 苏州市健身健美

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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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国际体育这一大环境中保持权威地位的隐形

资产遥 现今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在公信力建设过程

中袁依然存在组织内部建设意识淡薄尧专业人才与会

员培养路径欠缺尧服务性理念缺失尧外部监管和评估

功能缺位等发展困境渊图 1冤遥

图 1 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四大困境

体育社会组织要有较强的使命意识和担当意

识袁而目前存在治理结构不平衡尧内部管理混乱尧使
命漂浮不定等问题遥 管理学大师彼得窑德鲁克曾提

到袁社会组织是同时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袁并且需求

最为强烈的组织[14]遥 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 叶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曳中提出袁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

中袁为群众所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不再强调多而广袁
而更多地强调细而精袁 高质量发展是体育社会组织

现阶段需要贯彻和落实的重要方针遥 伴随苏州市体

育社会组织高速发展袁在其数量持续增长的背后袁体
育社会组织内部建设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

求还有待考量遥
苏州市针对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袁 特定每两个

月举行一次集中式的培训或交流袁 培训与交流主题

多为项目开展面临的问题袁包括项目征集尧评审尧监
督与评估来保障项目完成的质量袁 但对社会组织自

身建设尧 规章制度完善和组织独立运行能力等培训

相对不足遥 大量体育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仅体现在

章程中袁而具体管理制度尧实施细则建设不足袁导致

出现问题时无制度可依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袁避开组

织内部基础建设问题袁 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项目

承接和项目完成上袁 不但不能使组织公信力有所提

升袁 反而严重破坏了社会公众对组织承接项目的信

任程度遥 同时袁体育社会组织缺乏自我造血能力袁体
育社会组织承接体育活动所需经费的 70%以上都需

要依靠政府袁活动开展都需要政府部门的批准袁他们

更多看重承接政府项目袁注重外部发展遥很多单项体

育协会尧体育俱乐部都是野一套人马袁两套牌子冶袁甚
至是一人多职袁兼任各个协会尧俱乐部的负责人袁体
育社会组织内部建设都是监事会的职能范围袁 但由

于各部门之间权力相互制衡袁 体育社会组织内部缺

少较为完善的自律机制和成长自治体系袁 组织内部

监督部门缺失袁体育社会组织财务尧决策分析尧人事

监督等监事会监督职责无法落实袁 影响到政府项目

的承接袁进而影响公众对其的认知遥组织内部建设欠

缺袁致使社会公众对体育社会组织的认可度不高袁制
约了组织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塑造感召力袁导致组织

公信力无法实现提升遥

2017 年 5 月中国发展简报 叶中国公益组织人才

供需发展报告 2016曳指出院社会服务机构是当前以

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吸纳公益人才的主阵地 [15]遥 面对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袁促进健康尧愉悦身心的体

育活动逐渐成为人民生活的刚需袁 体育与健康领域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逐渐赶超公益服务领域尧 社会保

障领域遥 体育社会组织对人员的体育专业化程度有

着较高的要求袁 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公益组织而特有

的需求曰体育从业人员尧体育兼职人员和体育志愿者

在从事各类公共体育服务包括体育赛事袁 健身活动

等过程中袁运用其专业运动技能袁正确引导公众参与

健身活动袁提升公众参与社会体育服务积极性袁可以

增强公众对体育社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程度遥 2017

年体育社会组织增长至 4.8 万家袁 其中 70%以上的

社会组织分布在基层袁体育社会组织更接近基层袁开
展公众活动更需要专业人才的技术支撑袁 在实践中

可以不断提升组织公信力袁 但现实情况体育社会组

织在专业人才配比上存在失衡遥 苏州市建立相关政

策制度袁鼓励体育社会组织给予专业技术人员尧志愿

者和长期服务于社会组织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一定的

政策支持和酬金保障袁但实际杯水车薪袁难以满足大

量的一线体育社会组织专业服务人员的基本生活需

求遥体育社会组织专职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普遍较低袁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仍存在由政府部门的离

退人员担任的情况袁 他们并不具备从事组织运作与

管理的能力袁加之部分体育社会组织对政府部门野条
性冶依靠现象严重袁大多成为政府部门的增设机构袁
野外公内私冶导致体育社会组织不姓野社冶遥 面对体育

社会组织成员老龄化尧专职人员数量少尧组织福利待

遇低尧人员配备不稳定袁组织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

环境

缺位

淡薄
人事

专业人才

与会员
匮乏

理念

内部建设意识

服务意识

缺失
制度

接受监督

与评估

公信力提升

渊四大困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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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袁严重影响了体育社会组织在公民意识中的公信力遥
同时袁体育社会组织开展体育活动袁若能拥有强

大会员数量支撑袁 将有利于体育社会组织活动的开

展遥 但多数体育社会组织缺少一定规模的人员参与

到其举办的活动之中袁 进而影响到公共体育活动的

社会影响力袁 体育社会组织的会员能够从一定程度

上保障公共体育服务的参与人数袁 确保活动的有效

开展遥但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会员数量发展失衡袁苏
州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拥有会员 4 359 人袁 苏州市

瑜伽运动协会拥有会员 1 186 人袁 苏州市游泳协会

拥有会员 1 097 人袁 它们庞大的会员数量足以支撑

组织的自我发展袁 对组织自身公信力有很好的传播

作用曰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苏州市乒乓球协会仅

拥有会员 45 人袁苏州市健身健美运动协会仅拥有会

员 38 人袁苏州市排球运动协会仅拥有会员 11 人袁稳
定会员的数量相对较少袁 缺少会员支持的社会组织

公信力发展更是举步维艰袁 无法满足组织自身发展

的需要遥

作为非营利性组织袁 体育社会组织公益性理念

不可或缺袁公益性体育服务的意识缺失袁将直接影响

到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袁 导致体育

社会组织目标宗旨异向遥 为谋取私人利益而造成对

公共利益的侵蚀是导致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弱化的

关键所在遥公共服务所秉承的宗旨是彰显公益精神尧
体现核心业务尧运行管理规范尧野品牌冶效应突出 [16]遥
目前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正面临着信任危机和声誉

流失的困境袁 苏州市健身健美运动协会承接了苏州

市第十七届健身健美比赛袁 为群众提供极具观赏性

的视觉体验赛事的同时也向群众提供了科学健身的

方法袁 赛事结束以后很多群众虽然有健身指导的需

求袁 但赛事运作周期与服务供给的持续性之间存在

冲突袁造成难以实现持续性服务的目标遥体育社会组

织仅以办好本次赛事为目的袁 缺少了对服务人群后

期服务的跟进袁 项目实施周期不固定无法满足人们

对科学健身的需求袁组织缺少公益性服务意识袁不利

于其组织公信力的建设遥 组织公信力的提升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帮助组织形成品牌效应袁 但我国目前具

有品牌效应的体育社会组织比例较低袁 体育社会组

织发展目光不够长远袁 多数体育社会组织在成立初

期为谋求组织的成长和发展袁将公益性尧非营利性理

念放在第二位袁 公共服务承接后不为群众切身利益

着想袁一味只想尽快完成服务以拿到政府拨款袁存在

应付差事现象遥 品牌意识缺失限制了体育社会组织

公信力的提升空间袁 组织成长中不断消耗自身公信

力袁 使政府对体育社会组织的资金和资源的投入上

降低遥

政府评估环境的影响与组织自身接受监督的意

识薄弱问题是制约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阻碍

和挑战遥 渊1冤政府临时组建的单一服务购买评估小

组袁对体育社会组织的评估缺乏专业性尧全面性的监

管遥 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上级分管政府部门野条性冶依
赖严重袁 区域保护政策抑制第三方评估组织的独立

性遥渊2冤体育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

务获得了自身的发展袁 同时拥有了一些较为稳定的

资源袁但其发展理念却有了偏差袁忘记了自身应承担

的义务渊表 3冤袁如江苏省体育彩票协会等连续三年

未按社会组织管理要求按期接受年度检查而被撤销

登记遥组织自律意识的缺失袁导致其所提供的服务无

法得到公众的认可遥 从承接公共体育服务到完成公

共体育服务袁体育社会组织很少通过网站信息尧报刊

新闻等形式公开本次购买活动中服务情况尧 资金使

用尧涉及人群以及取得的社会效益等信息袁体育社会

组织在完成服务后信息的闭锁导致政府尧 公众对其

承接服务结果心存疑虑袁 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并未

因承接服务而提升袁反而受到制约袁信息闭锁严重限

制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后期发展遥
表 3 江苏省 3 家体育社会组织依法撤销登记的情

况表

资 料 来 源 院http://mzt.jiangsu.gov.cn/art/2018/9/17/art_55002

_7817837.html

从目前来看袁 我国体育相关法律中关于体育社

会组织公信力问题还处在探索阶段袁2016 年 叶苏州

市社会组织评估实施办法渊2016 年修订冤曳中针对社

类型 名称 处罚原因 处罚结果

社会

团体

江苏省体育彩
票协会

未按规定接受 2013要2016

年社会团体年度检查袁违反

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曳
第二十八条规定遥

撤销登记行

政处罚

民办非

企业单

位

江苏拓展足球
体育培训中心

未按规定接受 2013要2016

年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

查袁违反叶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曳第二十

三条和叶民办非企业单位年

度检查办法曳第三条规定遥

撤销登记行

政处罚

江苏省雄通国

际信鸽俱乐部

渊公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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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评估出台了详细的工作细则袁 但很多社会组

织处于初创期袁组织规模较小袁运行机制不健全袁很
多工作的开展存在不规范的情况袁 这些造成了监督

和评估的障碍遥体育社会组织基本上是属地管理袁法
律法规不完善尧 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导致体育社会

组织成为政府衍生部门遥 政府对参与购买的体育社

会组织信息公开不及时以及体育社会组织在承接服

务前尧中尧后期不能按时将承接服务情况提交政府部

门公示袁 致使部分政府购买过程与体育社会组织承

接过程无法被公众所知晓袁 同时监管部门组建第三

方评估机构实施评估最终形成的评估结果难以得到

社会公众的信任袁政府与组织即使没有野钱权交易尧
阴阳合同冶等不正当行为袁一些社会舆论也会使公众

对政府和社会组织持不信任的态度遥此外袁由于公众

缺乏对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服务的监督意识袁 同时对

体育社会组织的行为和活动信息缺乏了解袁 造成公

众监督难以实现遥在属地管理制度的保护下袁政府监

督又存在监督过程野虎头蛇尾袁华而不实冶的现象袁最
终将导致社会组织在社会公众中的透明度降低袁组
织公信力受挫遥

社会组织是否具备相应资质承接服务取决于

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尧公信力和绩效评价袁因此政

府在寻找服务承接组织时袁需要评估他们的业务能

力尧公信力和绩效 [17]遥 苏州市民政局对 2015 年未参

加年检的苏州市体育集邮协会尧苏州市阳光健身健

美俱乐部尧苏州市足球协会等体育社会组织予以通

报袁使这些体育社会组织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公信

力严重下降袁他们后期想通过购买服务等手段重塑

组织公信力的目标难以实现遥 社会组织按期参加年

检是参与服务评估的必要条件袁也是体育社会组织

通过评估等级认定获取公信力的前提条件遥 目前体

育社会组织的评估模式分为三种袁 即组织自身评

估尧政府主导评估尧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 [18]遥 社会组

织自身评估是理事会尧监事会和会员大会的职能范

围袁 但在公信力建设困境中提到组织建设不完善袁
缺乏相应的理事会和监事会部门袁组织内部人员缺

乏自我评估意识袁 评估管理制度也只是写在纸上袁
挂在墙上袁因此自我评估过程只是走马观花袁难以

落到实处遥 苏州市部分社会组织负责人指出袁政府

主导的评估仅对一些书面材料例如活动执行情况尧
活动计划尧规定的台账尧财务账本尧中期报告和终期

报告等硬性材料要求较高袁而这些材料都会被接受

评估的社会组织提前准备好袁难以达到了解实际情

况的目的遥 第三方评估是建立在前者两种评估之上

的袁 在政府职能转移背景下产生的新型管理方式遥
在项目承接过程中袁 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评估袁但
由于其人力尧物力尧财力都需要政府部门支持袁评估

工作形式化现象严重袁评估结果的指导性和有效性

不足袁导致体育社会组织难以通过第三方评估提升

公信力遥 访谈中多位负责人提及在评估与监管过程

中监管小组的人员流动频繁袁评估人员之间的工作

交接不流畅袁监管过程的连续性就无法保障遥 第三

方评估模式由于刚刚起步袁 评估经验积累较少袁第
三方评估队伍面临着自身资金不足尧专业能力受限

等问题袁无法对体育社会组织进行全面评估遥 另外

评估透明度低袁信息不对称袁致使政府与社会公众

无法获得准确的社会组织相关信息袁最终影响到社

会公众对体育社会组织的信任度袁直接影响到体育

社会组织后期的发展遥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区别于以权力为核心的政

治管理袁区别于以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管理袁是逐步

追求自我管理的过程和手段 [19]遥 体育社会组织需要

不断完善组织结构袁规范体育社会组织内部建设体

系和财务管理条款袁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激励

制度袁发展自我评估制度等规章制度袁才能得到政

府和公众的认可与支持遥 建议细化理渊监冤事会执行

条例袁 达到决策权尧 监督权与执行权互不干预曰决
策尧监督和执行负责人不能兼任袁负责人与财务管

理者无上下级关系袁监事会应着重对体育社会组织

财务管理部门的资金流动情况全程监督袁定期向理

事会报告组织内部资金流动动向袁及时预防和制止

体育社会组织内部人员出现非法使用资金袁挪用公

款袁签署野阴阳合同冶等不法行为袁将可能严重损害

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公信力的不法行为从源头杜绝遥
与此同时袁作为体育社会组织的主管单位袁苏州

市体育局尧 苏州市民政局应定期开展可以提升体育

社会组织内部建设的培训袁 通过集中宣讲与组织之

间经验交流袁 使体育社会组织明确内部建设对组织

自身公信力的重要影响袁同时袁作为体育社会组织的

主管单位袁要实施不定期检查袁提高体育社会组织的

忧患意识袁 对检查中存在内部建设漏洞的体育社会

组织进行限期整改遥同时袁体育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层

面应着重加强和完善组织内部的党建工作袁 明确党

小组袁合理建设党组织成员梯队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

向和政治立场袁 可以为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发展

指明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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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人才队伍是体育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购

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不断提升服务效率与水平的

前提条件袁而高效的服务效率袁以及取得政府和公众

的满意是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关键条件遥
通过野自我培养尧校社合作尧人才引进冶三种手段

保证体育社会组织内部人才储备渊图 2冤院渊1冤体育社

会组织需发挥自身特有属性袁 秉持苏州市体育社会

组织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袁 致力于挖掘有潜力的员

工袁通过培养和交流袁打通提升内部工作人员的素质

和能力的渠道袁形成内部激励机制曰渊2冤以体育社会

组织所要求的特殊专业素质为标准袁 尝试建立与苏

州大学在内的江苏省各大综合类高校与体育社会组

织的合作模式袁 在合作院校中鼓励开设专业对口的

社会体育管理专业袁 建立与综合类高校中社会学专

业院系的长效合作机制袁 制定专业培养计划和科学

合理的课程体系袁 为体育社会组织人才储备提供源

泉曰渊3冤体育社会组织应依托自身条件袁通过设置完

善的专业技术人才薪酬制度袁 可在苏州市高校举办

的社会组织和社工等专业人才面对面的现场招募

会袁 积极吸收社工专业人才及其他怀揣公益信念的

有志之士遥 与此同时袁通过扩大宣传力度袁在全国范

围内吸收体育社会管理的专业人员袁 通过吸纳外部

专业技术人才提升组织内部人员配备的质量遥

图 2 体育社会组织专业人才队伍培养路径

苏州市近五年来经济发展迅速袁体育社会组织

应顺势发展袁不但要在数量上不断扩充袁而且还应

注重组织内部质量的提升遥 政府部门在积极响应政

府职能转移的政策执行中袁不能简单地将公共体育

服务交由体育社会组织承接袁而是要求体育社会组

织在承接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发展遥 政府应通过制

定相应的评价指标袁提高对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的

要求遥 在体育社会组织外部发展中袁 截至 2019 年

底袁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开展各类体育赛事活动

2 530项袁参与人数超过百万袁体育社会组织作为承

接项目的主体袁要珍惜每一次参与政府购买公共体

育服务的机会袁借助政府支持不断扩大组织队伍建

设袁不断发展组织会员数量袁同时提升组织在公众

心中的认可度袁使得体育社会组织在政府和公众中

的影响力逐渐加深遥 体育社会组织在开展体育活动

中做好会员的吸纳工作袁将更有利于体育社会组织

公信力的发展遥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模式较为特殊袁 与西

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具有鲜明的 野双
轨制冶特点袁既有传统的政府相关部门直接提供公共

体育服务的模式袁 也有当前政府职能转移背景下的

体育社会组织承接公共体育服务的模式遥 2015 年苏

州市民政局发布的 叶苏州市社会组织行为规范曳袁提
出进一步规范行为尧激发活力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

创新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遥 这就要求体育社会组

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能够打破传统的利益发展思

维袁突破个人私欲袁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公益服务中遥
在体育社会组织日常工作中袁 鼓励组织员工参与各

层面的公益性事务袁 在参与中提升自身行动能力和

公益性意识遥与此同时袁政府部门要不定期组织开展

社会组织管理人员联席会议袁 强调社会组织的使命

感曰作为体育社会组织的一员袁要逐渐通过提供优质

的公共体育服务袁宣传组织公益理念袁以服务公众为

第一准则袁逐渐促成组织与政府之间尧组织与组织之

间尧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尧良性互动尧协调发

展袁使体育社会组织不断消除意识壁垒袁取得公众信

任袁提升体育社会组织的公信力袁夯实苏州市体育社

会组织的发展基础遥

有研究者提出第三方评估机构可以根据社会组

织的基本要求袁建立一个由行政部门尧学校尧评估机

构与社会公众代表共同参与的评估委员会袁 通过不

同参与主体协同建立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社会组织

第三方评估机制袁为社会组织公信力发展提供支撑[20-21]遥
体育社会组织在接受外部监督和评估中袁 应重点加

强与政府尧业内体育社会组织尧公众三大主体的协同

合作袁通过强化体育社会组织评估的全面性袁提升体

育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遥 评估机构能否取得良好的

评估结果需要依靠良好的制度体系做支撑袁 以及严

体育社会组织专业
技术人才储备路径

健全体育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内部提升路径

依托高校袁建立高校与体育社会
组织的长效合作机制

通过完善组织内部薪酬缺度引
进国内外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自我培养

校社合作

人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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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的法律约束遥 信息公开是体育社会组织接受外部

监管与评估的必要条件袁人事安排尧公共体育服务和

体育赛事举办策划及流程尧资金流动尧财务记录尧后
期活动备案情况尧 涉及区域人群的绩效反馈等信息

要做到实时公开袁以便政府尧媒体尧业内组织和社会

公众对体育社会组织进行不定期的监管和评估遥 按

期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和考核是体育社会组织在发

展中所要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袁定期进行年检袁是组织

发展方向准确性和优化组织建设的重要保障遥 通过

考核保证体育社会组织在政府和公众心中的认可

度袁体育社会组织不断提升等级袁获取更多的政府资

源和群众支持袁确保组织形成良性发展遥

以监管手段确保体育社会组织的公益性袁 提升

社会组织公信力遥 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应根据每年

最新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标准袁 对体育社会组织基础

条件尧 内部管理尧 工作绩效等方面定期开展等级评

估袁并向苏州市民政局申报复核遥 同时袁苏州市体育

局应积极制定叶体育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曳将
失信的体育社会组织列入野黑名单冶袁通过限制购买尧
降低等级等措施惩戒失信遥 政府对参与招标的体育

社会组织的专业性资质和前期承接能力进行审查袁
在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服务期间对其服务效果进行全

面跟踪监督袁在体育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后袁政府监管

部门与第三方评估机构应严格对公共体育服务效果

与资金使用进行全方位的评估袁 根据专业评估机构

的评估报告袁最终确定后期资金划拨袁为后期合作提

供现实依据遥

加强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对等级评估的认识袁
明确更高的评估等级对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带来的帮

助袁 同时要清楚认识到体育社会组织等级的降低对

组织自身公信力带来的危害袁 通过集中通报加强组

织忧患意识袁 积极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形成按期接受

等级评估的自律意识遥 通过法律法规手段规范体育

社会组织评估工作袁根据 2017 年国家民政部颁布的

叶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曳 和江苏省民政厅颁布的

叶江苏省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曳等法规文件袁结合

苏州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袁 进一步优化苏州市社会

组织等级评估办法袁通过申报参评尧资格审核尧自我

评估尧实地考评尧申报复核尧结果公示及评定颁证七

大流程袁 对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提出更高的要

求遥 同时依据 2018 年叶江苏省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

法曳袁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应积极主动接受抽查小组

评估袁在抽查期间袁体育社会组织要定期提供内部管

理信息尧 定期公开相关信息包括机构内部的人事变

动尧组织的战略规划尧体育项目的运营信息尧体育项

目服务资金的来源以及资金的具体使用细则袁 强化

体育社会组织公共信息的公开透明度遥

政府对组织的资金支持袁 公众对组织活动的参

与支持袁以及组织自身的专业性尧独特性尧不可替代

性袁是支撑体育社会组织能够在一个地区尧行业领域

内做到野人无我有袁人有我优冶的能力体现遥 渊1冤苏州

市体育社会组织应以自身建设为出发点袁 细化职能

定位曰以三元协同为手段袁培养和壮大专业人才及会

员数量曰以公益性服务为理念袁树立品牌意识曰强化

外部监督流程袁重视等级评估袁通过加深政府尧组织尧
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信任程度袁 逐渐排除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矛盾分歧袁倡导三者之间无障碍信息交换袁
加强沟通尧互相合作袁共同促成公共体育服务的顺畅

开展遥 渊2冤 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发展面临的是复杂

化尧网络化尧多元化等不确定的社会环境袁不仅需要

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袁 还需要在方法论层面深刻挖

掘袁 在具体实践中围绕影响公信力发展的社会组织

自身定位尧政府职能调整尧参与方式促进尧法律法规

制度建设等问题袁制定具体的提升措施遥在获得社会

公众和利益相关者信任的基础上袁 体育社会组织建

设公信力应涉及到组织内部建设尧专业人才素养尧公
益性与使命感尧组织评估体系建设四大层面遥同时建

立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袁保证信息无障碍互通袁推动

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等袁
使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根基逐渐牢固遥

[1] 民政部.叶野互联网＋社会组织渊社会工作尧志愿服务冤冶
行动方案渊2018要2020 年冤曳 [EB/OL] . [2018-09-10] .

http://xxgk.mca.gov.cn:8081/new_gips/contentSearch?id

=152028.

[2] 崔月琴,龚小碟.支持性评估与社会组织治理转型要要要
基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实践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2017(04):55-60+145-146.

[3] 刘春湘 ,郭梓焱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公信力危机及重

构[J].湘潭大学学报渊哲学社会科学版冤,2016,40(04):
43-46+139.

[4] 王凯珍 ,汪流,戴俭慧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M].

1 版.北京院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42-144.

[5] 苗红培.我国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建设路径要要要基于政

体育社会组织公信力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要要要基于苏州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

50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0年 第 41卷 第 4期

渊上接第 21 页冤

[4] 陈书睿,陈思妤.国外反兴奋剂法律规制及借鉴[J].西

安体育学院学报,2014,31(02):146-155.

[5] 王磊.国际体育兴奋剂检测方法及相关领域研究进展

[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43(02):25-32.

[6] 喻坚.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的校园兴奋剂问题探析[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1,27(07):77-82.

[7] 高晶.对山东尧广东体育高考生使用兴奋剂的心理调

查[D].广州院华南师范大学,2004:7-9.

[8] 王茹.青少年体育运动中兴奋剂问题的现状及对策研

究[J].四川体育科学,2019,38(06):87-89.

[9] 孔祥渊 .问题学生的德育院基于越轨社会学理论的思

考[J].上海教育科研,2015(05):22-26.

[10] 吴金刚 ,许将明 ,钟海荣 .从社会控制角度思考转型背

景下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拓展[J].高等教育研究学

报,2014,37(04):51-54.

[11] 王克阳,王兴,李杨,等.反兴奋剂教育中应用社会控制

理论的思考[C].2015 第十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

摘要汇编渊三冤,2015:4896-4898.
[12] 黄谋琛.社会规则的秩序功能[J].实事求是,2015(01):55-59.

[13] 李玉雄.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社会控制: 高等教育的功

能与反思[J].2015,4(01):16-18.

[14] 易剑东 ,余俊明 .论兴奋剂产生和泛滥的社会心理根

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1,18(02):4-7.

[15] 祝大鹏.运动员体育道德院概念尧测量尧影响因素与展

望[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07):64-70.

[16] 李丽丽.基于社会控制理论视角下反兴奋剂教育策略

的探讨[J].运动,2016(16):3-4.

[17] 张春良 .建构体育法治信念的中国攻略[J].武汉体育

学院学报,2012,46(04):33-41.

[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尧非法经营尧非法使用兴

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N].人民法

院报,2019-11-19(003).

[19] 反兴奋剂中心关于印发叶反兴奋剂教育工作实施细

则曳的通知[EB/OL].[2020-03-31].http://www.chinada.

cn/jx/zxdt/20200109/3239.html.

[20] 王浩.法律视野下传媒舆论监督职责研究[J].新闻战

线,2014(11):231-232.

渊责任编辑院晏慧冤

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

版冤,2015,14(06):37-42.
[6] 石国亮,廖鸿.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危机与重建[J].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2015,(06):86-94.

[7] 郭树理,宋彬龄.国际足联频曝腐败丑闻[J].检察风云,

2011(12):32-35.

[8] 樊静.国际非营利体育组织的公信力弱化及其治理要要要
因国际足联腐败事件引发的思考 [J ].南京体育学院

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2015,29(05):33-38.
[9] 张青.社会学视角下我国体育组织公信力失范行为分

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27(06):674-677.

[10] 周进国,周爱光.体育社团社会资本的概念与功能[J].

体育学刊,2015,22(01):41-44.

[11] 王晋伟,虞满华 .我国体育公益组织发展困境与破解

研究[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6,32(06):73-76.

[12] 苏州市统计局 . 2018 年度苏州市 GDP 情况及构成

[EB/OL].(2019-09-23)[2019-12-20].http://www.sztjj.gov.

cn/sztjjgzw/tjrdwt/20190923/022_fcd3ab8b-e158-4515-b5

cd-ad0db0dcae49.htm.

[13] 李巍 .社会组织公信力问题探究 [J ] .行政与法 ,2017

(07):81-86.

[14] [美]彼得窑德鲁克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M].吴振阳等 ,

译.北京院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15] 周学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思考与提升治

理能力的路径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渊哲学社会科学

版冤,2018,45(06):109-115.
[16] 李松龄.野档案见证北京冶文化讲堂荣获公益服务品牌

奖[J].北京档案,2015(01):18.

[17] 纪颖.民间组织评估模式的国际比较及成因探析[J].

学会,2008(06):38-42.

[18] 吴相雷,王政,周铭扬,等.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承

接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实践困境与优化策略 [J ].体

育学刊,2019,26(06):69-76.

[19] 曾正滋.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的社会组织与人的全

面发展要要要以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冶为论域[J].

理论月刊,2015(03):16-21.

[20] 王晶晶 .民间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公信力的构建[J].

中国教育学刊,2016(01):45-49.

[21] 石国亮 ,苏媛媛 .通过第三方评估建设社会组织公信

力的战略思考[J].中国社会组织,2019(09):49-51.

渊责任编辑院晏慧冤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