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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社管联办〔2018〕1 号 

 
 

关于开展全省性社会组织负责人 
任职前公示工作的通知 

 

江苏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

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以及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

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推行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前公示制

度”的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条件的

监督，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

务行业的作用，现就开展全省性社会组织（以下简称社会组织）

负责人任职前公示工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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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对象 

公示对象包括新成立的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以及存量社

会组织拟变更的新任负责人。 

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包括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包括理事长、

副理事长、执行机构负责人（行政负责人）。 

基金会的负责人包括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二、实施主体 

实行双重管理的社会组织，由该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进行

公示。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进行公示。脱钩的行

业协会商会，根据省委组织部《关于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后党建工作管理体制调整的办法（试行）》的要求，

由其党组织隶属关系所在党委负责公示。 

三、公示内容及方式 

公示内容包括公示对象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

籍贯、政治面貌、学历、工作单位及职务、拟任职的社会组织

名称（是否为慈善组织）及职务等。在公示人选的同时，应公

布举报电话和地址、信箱等信息。 

各单位可以通过已有的公示渠道，也可以通过网络、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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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媒体向社会公示。要加强宣传，让群众及时了解公示内容，

并为群众广泛参与创造条件。公示期限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 

四、公示的基本程序 

1．社会组织履行内部民主选举程序选出拟任负责人后，向

有关单位报送审批材料； 

2．有关单位经过初审后，开展公示； 

3．遇有群众反映问题的，有关单位负责调查核实，并按相

关规定进行处理； 

4．公示通过后，将审批材料报送登记管理机关。 

五、相关要求 

此项工作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

责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接待群众来访，并及时登记建档。对

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

调查核实结果的处理，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对

于查证属实、违反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有关规定的，不予批准

其任职。 

推行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前公示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的明确要求，也是加强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资

格审查的重要抓手。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组织拟任负责人

的审查把关，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要把任前公示制度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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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代表人述职制度、任职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产生整体效应，

提高社会组织选人用人质量，引导全省性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

展。 

特此通知。 

 

附件：1.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前公示推荐样式 

      2. 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相关规定 

 

 

 

江苏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4 日           

 

 

 

 

 

 

 

 

江苏省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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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前公示推荐样式 
 

为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监督，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根据

社会组织相关法规和文件要求，现对下列同志拟担任社会组织

负责人情况予以任职前公示： 

1.张某，男，XXXX 年 XX 月 XX 日生，汉族，江苏南京人，

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南京市 XX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拟任

XXX（社会组织名称）会长。 

2.…… 

公示时间为：X 月 X 日―X 月 X 日。对公示对象如有异议，

请于公示期间与 XXX 单位联系。联系地址：XXXXXXXX（邮

编：XXXXXX）；联系电话（传真）：025-XXXXXXXX；信箱：

XXXXX@XXX。 

 

 

               XXXX（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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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相关规定 
 

一、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社会团体

的法定代表人。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得担任社会团体的负责人。 

二、正在或者曾经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或者不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得担任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

务机构）的负责人。 

三、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由内地居民担任，且不得同

时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有以下情形的，不得担任基金

会的负责人：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2．现职国家工作人员； 

3．因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执行完毕

之日起未逾 5 年的； 

4．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执行期间或者曾经被判

处剥夺政治权利的； 

5．曾在因违法被撤销登记的基金会担任负责人，且对该基

金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基金会被撤销之日起未逾 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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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具有慈善属性的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社会服务机构）及基金会的负责人：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2．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未逾五

年的； 

3．在被吊销登记证书或者被取缔的组织担任负责人，自该

组织被吊销登记证书或者被取缔之日起未逾五年的；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社会组织担任职务，应严格执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

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

体兼职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

体领导职务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

脱钩总体方案》和《江苏省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实施

方案》等文件要求，不得存在非工作需要的安置性、照顾性兼

职，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从严规范公务员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原则上不得兼任

社会团体（包括境外社会团体）领导职务（含社会团体分支机

构负责人）。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从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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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且兼职一般不得超过 1 个。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因特殊情况

确需兼任的社会团体领导职务，必须是与本职工作基本一致或

相关，不得到与本职业务工作无关的社会团体兼任领导职务。

兼职不得领取社会团体的任何报酬。在职公务员不得兼任基金

会、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 

2．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任职务，须按干部管

理权限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兼职。确因工作需要，本人又无其他

兼职，且所兼职社会团体的业务与原工作业务或特长相关的，

经批准可兼任 1 个社会团体职务；任期届满拟连任的，必须重

新履行有关审批手续，兼职不超过两届；兼职的任职年龄界限

为 70 周岁。除工作特殊需要外，不得兼任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 

3．行政机关不得推荐、安排在职和退（离）休公务员到行

业协会商会任职兼职。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

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及在职工作人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商会兼

任职务。领导干部退（离）休后三年内一般不得到行业协会商

会兼职，个别确属工作特殊需要兼职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审批；退（离）休三年后到行业协会商会兼职，须按干部管

理权限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兼职。 

六、高校、科研院所领导人员在社会组织担任职务，按照

组织部门有关要求执行。军队人员在社会组织担任职务，按照

军队有关要求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