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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志愿服务和公共服务的关系，

或者讲这个志愿服务对公共服务提供的价值和影响。我从三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

是非营利组织和志愿服务在全球兴起及对GDP的贡献，二是通过几个案例来说明这个志愿服

务对公共服务价值和影响，三是结论和思考。

一、背景引入：志愿部门和志愿服务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关于公共服务和志愿服务这个概念，在座各位都是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的管理者，这个概

念我们不再这儿做深入的探讨，我们采用联合国的定义和我们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当中

对志愿服务的定义。

　　志愿者：联合国将志愿者定义为“不以利益、金钱、扬名为目的，而是为了近邻乃至世

界进行贡献活动者。”

　　志愿服务：《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将志愿服务定义为“自愿无偿地为他人和社会

的公益性活动”。志愿服务是志愿者不以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自愿贡献时间、能力和财

富，为社会和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旨

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

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 

　　1.志愿服务和公共服务都以增加社会公益为价值目标

　　志愿服务和公共服务都旨在满足民众和社会发展需求；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社会劳动，本

身能够提供满足需求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往往需要志愿者的参与，因此志愿

服务和公共服务具备天然的结合性。

　　2.政府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为志愿服务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历史经验来看，20世纪3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政府往往通过加大公共服务提供力度来



克服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影响。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兴起，强化政府的

公共服务职能成为主流，西方社会更加重视公共服务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对公共服务供给，

从而满足民众的需求，以缓解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带来的信任危机。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

造成供给渠道的增多，大量志愿服务参与其中，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必要因素。

2008年萨拉蒙总结了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志愿工作所创造的经济价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全球总体来说，各国志愿工作所创经济价值占GDP平均比值为0.8%，其中发展中和转

型国家志愿工作所创经济价值占其GDP的平均比值低于1%，大概在0.6%左右，而发达国家所创造志愿服务价

值的GDP占比超过了2%，在2.8%左右。

几个典型发达国家志愿服务发展的情况：

　　英国，根据NCVO最新的数据，2012-2013年，英国有超过16万家注册志愿组织，2013-2014年，超过2/5的

16周岁以上的英国公民每年至少参与一次志愿活动，2012-2013年，英国志愿组织和志愿者所创造了239亿英镑

的经济价值。

　　澳大利亚，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澳大利亚有大约60万家注册非营利机

构，在2012-2013年，第三部门创造了超过500亿澳元的经济收益，占了GDP的3.8%。再具体看志愿者的情况，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志愿工作报告(Voluntary　Work)，2010年，超过三分之一18周岁以上的澳洲居民（约610

万人）参与了由正规机构组织的正式志愿服务

　　在美国，据“志愿美国”网的数据，2013年全美有大约6260万志愿者（超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提供了

近77亿小时的志愿服务（人均123小时），经济价值约1730亿美元。

　　在法国，“法国志愿者”（France　Bénévolat）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法约有1300万社会组织。 2013

年，全法志愿者人数约为2000万人。一项2005年的研究估算，法国志愿服务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将近占当年GDP

总量的1%。

　　最后回到中国，到2014年，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0.6万个（社会团体31.0万个、基金会4117个、民办非企业

单位29.2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10.9万个；全年有1095.9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2711.1万小时的志愿

服务。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2013年成立以来，覆盖了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15万多个，覆盖志愿者近1亿人。

　　从全球各国的数据，我们都可以志愿组织和志愿者规模的不断壮大，大量的志愿部门和

志愿者活跃在社区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中，其服务覆盖了文体娱乐、养老助残、儿童关怀、

女性扶持、流浪者庇护、失业者就业支持等领域，为人类社会创大了极大的价值。

二、影响和启示：志愿服务对公共服务的价值创造

1.志愿服务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果
　　（1）志愿服务能够降低民众享受公共服务的门槛。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告诉西方



社会“市场失灵”，志愿服务的优势在于，无偿性质使服务对象能够得到买不起的服务；由

于志愿服务的公共产品性质，式的服务对象能够得到市场不生产的产品；由于志愿服务很少

限定准入门槛，使得志愿者可以通过享受其他志愿服务的无偿服务弥补自己的收入不足。

　　案例：心目影院——为盲人讲电影。由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主持开展，从2005年至今，每周六上午都

会为盲人免费放映一场电影，经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担任电影讲述人，用生动、丰富和准确的语言解说电影场

景，为盲人传递视觉信息，不仅帮他们看懂一部电影，更让他们通过电影了解社会，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他们正

确的社会行为模式信息。“心目影院”项目将专业、昂贵的视障服务带到普通群众身边，得到UNV支持，多个

企业、社会组织给予资助。2005年开办至今，有上千人次志愿者参与，上万人次盲人朋友到现场听讲电影，树

立了生活的信心。

　　（2）志愿服务能够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政府失灵”

论盛行，志愿服务组织凭借志愿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优势，获得了广泛声誉。作为政府

失灵、市场失灵的有益补充，志愿服务组织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呈现蓬勃发展的态

势，出现了全球性的“社团革命”。“政府失灵”为志愿服务介入提供了重要契机，志愿服

务在弥补政府失灵方面有多重功能，灵活性以及贴近民众，迅速发现并满足需求；动员公众

参与、协调和筹集资源，能够部分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空隙；公益和草根性质，易于接受监

督，较少滋生腐败；大量使用志愿者，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有限资金提供服务。

　　案例：“志愿北京之青春伴夕阳”志愿服务项目。北京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9064的养老规划，助老

志愿服务一直是北京志愿者重要的服务内容之一，从80年代“综合包户”志愿服务，到当前“邻里守望”志愿

活动，助老一直都是重要领域。2012年团市委、市民政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启动“志愿北京之青春伴夕

阳”志愿服务项目，通过青年志愿者与全市100家养老院“老少结对”，建立结对档案和志愿者接力机制，形

成长期有效帮扶。志愿者结合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以平均每月至少两次的频率，持续开展以“综合包户”亲

情陪伴服务、“送快乐、送健康、送温暖”文体娱乐志愿服务活动、“健康养老大讲堂”健康养老指导服务、

“法律援助进家门”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年龄无障碍”新知识、新信息交流服务等五个内容为主丰富多彩的

助老志愿服务活动。设立“志愿北京之青春伴夕阳”志愿服务站，使各服务场所得以阵地化，制作“孝心月

历”，以简短的生动的语言向志愿者和广大市民进行提示，倡导大家积极参与助老服务，共建和谐社会。

　　（3）志愿服务能够优化公共服务的供给路径。由于公共部门的宏观性，对于具体的个

体的需求缺乏方法和途径，存在滞后性和不对称性。有的志愿服务具备链接公共部门受众个

体的功能，为公共服务到达受众需求建立有效路径。



案例：英国的微志愿——家中援助（Help from Home）。是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微型志愿服务枢纽站，通过

手机或电脑，注册志愿者可以通过网络在线进行志愿服务，如给患病儿童写邮件、宣传倡议环保活动、二手物

品爱心回收等等。这个项目秉承“小努力大贡献”的宗旨，凭借这现代网络技术为汇聚志愿资源供给志愿服

务。

2.志愿服务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正义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的目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

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公平分配，实现公

平和效率的统一。实现均等化不仅需要公共部门的统筹调度资源，更需要志愿服务来进行必

要的衔接和补充。志愿服务一是能够关注地域间的差异性，；二是关注阶层之间的差异性，

能够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做好与政府直接供给的衔接，关注地域、阶层之间的差别，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从而保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案例：澳大利亚国际志愿者组织。目前是澳洲最大的志愿发展机构，已连续50多年走在国际志愿行业前

列，共向世界70多个国家派遣6000多名志愿者及实习人员，组织和参与了境内外很多机构的活动他们同亚洲、

太平洋、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合作组织共同开展工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他们在消除贫困、促进人权及

性别平等、推广教育、健康服务和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卓著成效；他们用知识、经验和技能热情地为当地社区

服务，继承并发扬了澳大利亚的志愿服务精神。

　　案例：“志愿北京之蓝天行动”关爱农民工子女项目。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众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众

多、生活环境较差的现状，北京团市委于2011年3月启动该项目，组织150多支志愿服务团队，与全市125所农

民工子女较集中的小学以“志愿者团队+农民工子弟学校+接力”的模式进行结对帮扶，开展长期服务，利用下

午4:00下课后时间，开展包括志愿读书会、参观博物馆、快乐运动、成长话题讨论等活动。有效服务了城市低

收入人群。此项目中，团中央投入资金开展“七彩课堂”建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开展“志愿服务站”建设，

有效提升了项目的执行力。

3.志愿服务促进了公民参与，推动了社会和谐发展
　　（1）公众易于参与。志愿服务是自愿、公益、无偿的行为而非职业，领域十分宽泛，

形式比较灵活，普通公众到专业人员都能成为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找到适合自身的领域。

　　（2）公众乐于参与。参与志愿服务使志愿者具有荣誉感和自我成就感，同时提升技能和

交往领域，使公众乐于成为志愿者。

　 （3）网络便于参与。在信息化时代，通过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使普通公众的



参与更加便捷。

　　案例：“志愿北京”信息平台是北京市志愿服务信息平台。在平台上，志愿者个人可以注册生成唯一账

号，具备志愿服务团队注册、项目发布、志愿者招募、志愿服务排班、服务计时、效果评价等功能。根据“志

愿北京”信息平台显示，截至2015年10月7日，实名注册志愿者达307.601万人，注册团体4.9839万个，注册项

目5.3637万个。

　　2014年，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委托以“志愿北京”为基础，运用大数据理念和云技术，研发推出“志愿

云”信息系统和手机APP软件。目前全国已经有（19）个省区市使用和接入“志愿云”，注册志愿者超过1300

万，为下一步全国志愿服务互联互通创造了条件。

4.志愿服务优化了政府社会关系
　　志愿服务的参与，解决了传统上政府、市场两分法造成的供给失灵问题。

　　（1）志愿服务为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提供可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就是将政府

和志愿服务力量进行有效链接的方法。国务院2013年印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

指导意见》，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者服务进行指导和支持。

　　案例：政府购买志愿服务组织服务。北京市通过政府购买志愿服务组织服务的方式提升公共服务的效果。

2011年以来，市级财政向市级志愿服务组织购买了90个项目，总投入为760万元，同时还产生了引导放大效

应。如“大医博爱走进和田医疗援助项目”，项目批复资金18.4万元，带动配套资金20万元以及价值近500万

元的药品、器材援助，为新疆和田、西藏阿里等地区培训73名医护人员。

　　（2）志愿服务改善了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方法。志愿服务的参与使政府对社会的管理

变为治理，多元供给使得大量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了多元共治。

　　案例：新青年学堂。由北京团市委、“青春梦想　同龄同行”志愿者协会推出的社区青年汇“新青年学

堂”培训项目，旨在帮助希望参加成人高考的社会青年提供业余辅导的平台。项目由北京高校优秀大学生志愿

者作为讲师，在全市502家社区青年汇免费提供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等考试课程辅导以及创业辅导。2013

年首次推出后，高中起点的学员通过率达99.4%，专科起点的则为96.8%。

三、结论与思考：重视和支持志愿服务的发展

　　1.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应当巩固与志愿服务组织的伙伴关系。政府支持志愿服务的发

展，要持续、常态化地进行投入，以及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要逐渐从“管制”变为

“伙伴”。从一些高收入国家的志愿服务推动经验看，都有一个枢纽型组织统筹协调志愿服



务的发展。例如，美国政府设立了自由服务军团（USA Freedom Corps）、英国政府设立了

志愿服务部（Voluntary Service Unit）和国家志愿服务联合会（NCVO）来推动志愿服务的发

展。在西班牙，则有内阁统筹志愿服务工作推展计划，整合劳动、环保、教育、文化、体

育、内政和卫生等部门，一起推动志愿服务工作。因此，创设一个全国性的官方或半官方的

志愿服务协调机构是统筹协调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志愿服务的一个通行做法。这种方法能够将目前分散的多元化的志愿服务资源有效地协

调整合起来提供更为高效的公共服务。

　　2.要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志愿服务的扶持力度。中等收入国家仍然处在“发展中”

阶段，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首要问题是关注民生基本领域，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开展志

愿服务，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志愿服务带动社会力量投入，有利于健全公共服务

供给的体制机制，形成地区间和城乡之间资源的公平配置制度，提升公共服务所提供的数量

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