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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的进步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关怀。高校志愿服

务组织在普及文明风尚、送温暖献爱心、公共秩序维护方面起

到了重要的功效。大学生通过参加志愿者服务能够提高其素质、

拓宽其人脉，增强其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精神和能力。高校

志愿服务质量提升就需要加强大学生志愿者组织能力建设，尤其

要加强高校志愿服务组织的品牌化建设，但是当前大学生志愿者

组织品牌化发展存在诸多困境，高校志愿者组织品牌化建设的制

度建设落后，志愿者服务长效机制缺乏，志愿者服务组织专业

化水平较低，没有充足的经费进行支持和保障大学生志愿者服

务，志愿者服务组织发展能力不足，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较

低，难以塑造大学生志愿者组织的品牌。因此，高校需要加强

大学生志愿组织的品牌化建设，克服高校志愿者组织的品牌建设

困境，打造有影响力的志愿者服务组织。

1  当前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品牌化建设的困境

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品牌化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在建设中

还存在诸多困境：

1.1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品牌化建设的外部困境

外部环境是影响组织品牌化建设的关键因素，对大学生志愿

者组织品牌化建设而言，这个外部环境主要体现在条件保障方

面，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品牌化建设能够获取的资金保障和财力

支持较少，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的相关法律支持不足等。

1.1.1组织能够获取的资金保障和财力支持较少

我国现行的大学生志愿者组织管理体制下，政府没有设置专

项资金能够划拨给大学生志愿者组织，这就会造成大学生志愿者

组织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经济紧张、经费不足导致一些活

动无法出彩，由于较为有限的经费无法保证大学生志愿者组织有

效地开展一些志愿者活动。有一些志愿服务活动中没有较多的资

金保障，获取经费的渠道有限，为了保证活动的正常进行，可能

造成一些大学生志愿者自己需要付出经济代价，这严重削弱大学

生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和积极性。高校志愿者组织能够获

取的资金保障和财力支持较少，这难以保证高校志愿者组织的各

项志愿者服务活动有效进行，连基本的活动都难以保障，志愿者

组织的品牌化建设更是难上加难。

1.1.2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的相关法律支持不足

虽然近年来我国中宣部联合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对于志愿者服

务组织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意见和政策性文件，要求社会各界支持

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并且2017年12月1日施行的《志愿服务条

例》为支持和推动志愿服务组织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是现行

的相关法律实施细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和支持的

具体手段，对于大学生志愿者的人员构成、权利和义务、行动的

范围和形式、志愿者组织之间，志愿者，志愿者组织与服务对象

之间的关系等许多问题都缺乏法律上的界定，没有从法律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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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增强大学生对于志愿服务的定位，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的定位

不清，也难以有效地塑造其品牌。

1.2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品牌建设的内部困境

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品牌建设的内部困境诸多，大学生志愿者

服务组织缺乏组织设计、缺乏长效机制、缺乏管理人才。

1.2.1志愿者服务组织缺乏组织设计

当前，我国高校的志愿者服务组织基本上都是在学校团委设

立一个工作部门，通过这个工作部门再安排一些岗位和人员，组

织结构简单单一、权责不清楚，这样的组织结构很容易失去志愿

者服务组织功能，难以满足现实的发展需要，高校志愿服务组织

缺乏组织设计，难以对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产生效能，难以保证其

优质服务。

1.2.2志愿者服务组织缺乏长效机制

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缺乏长效的机制

保障，没有设计有效的制度规范和制度保障，高校志愿者服务组

织管理缺乏规范化、程序化和精细化管理。高校志愿者服务组织

人才选拔、使用、培训与开发、留人等方面缺乏长效机制，难以

形成稳定性的志愿服务队伍，无法确保组织的品牌化建设的人员

需求。

1.2.3志愿者服务组织的管理人才缺乏

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要加强专业化水平建设，这就需要优

秀的管理人才，但是志愿者服务组织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只是

由学校的共青团组织来完成，难对志愿者服务活动的组织、策划、

执行进行高质量管理和保障，难以提升志愿服务组织能力，大学

生志愿者服务组织的品牌化建设缺失组织保障。

2  高校志愿者服务组织品牌化建设存在困境的成因分析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高校志愿者服务组织品牌化建设造成其

发展诸多困境，政府和高校为其提供的保障条件不充分，社会对

高校志愿服务的认可度不高，高校志愿服务组织能力建设落后等。

2.1政府和高校为品牌化建设提供的保障条件不充分

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品牌化建设需要获取充分的保障条件，但

是政府和高校对志愿服务组织品牌化建设的保障条件不充分，政

府和高校缺乏对志愿者服务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无法给大学生

志愿者服务组织提供充足的资金进行保障，高校志愿服务组织的

品牌化建设难度增加。

2.2社会对高校志愿服务的认可度不高

当前，全社会对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的认可程度并不

高，这是影响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品牌化建设的重要因素。首先，整

个社会尚没有形成一种全民认可志愿服务的氛围，大学生参与志

愿服务的社会认可度较低。其次，由于大学生在能力建设较差和

志愿服务经验积累不足，同时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组织不被视为正

规的志愿服务组织，所以无法获取长久的社会支持。社会对于高

校志愿服务的认可度不高就难以形成品牌化的高校志愿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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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高校志愿服务组织能力建设落后

当前，我国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很多，由于大学生志愿者服务

组织缺乏正式的管理，同时由于自身组织能力建设落后，大学生

参与志愿活动后，对于志愿者服务组织的认可度较低，难以提升

其继续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无法满足高校志愿服务组织的队伍

的稳定性建设，稳定性无法保障就难以建设品牌化高校志愿服务

组织。

3  高校志愿者服务组织品牌化建设对策

高校志愿者服务组织品牌化建设急需要加强政策性保障，还

需要加强对于志愿服务组织品牌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构建，提升志

愿者服务组织的组织能力等。

3.1加强高校志愿服务的政策性保障

地方政府要加强对高校志愿者服务组织的规范，加强高校志

愿者服务组织中志愿者管理（志愿者注册、招聘与选拔、志愿

者的评价和奖励等），以及高校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组织建设的经

费支持和保障，为高校志愿服务规范化、常态化和品牌化发展

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

3.2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的激励机制建设

高校要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的激励机制建设，对志愿者进行评

级评优，能够让大学生志愿者再入党、优秀团员、评优、树

模等方面进行激励，建设长效的机制，能够激发大学生参与志

愿服务组织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促进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的活

力建设。

3.3开拓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参与渠道

高校要建立大学生志愿服务中心，大力建设大学生志愿服务

平台，不断开拓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参与渠道，围绕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乡村文明、生态文明、尊老爱幼、爱少助残、助

力乡村、环境保护等志愿服务，建设大学生志愿服务品牌，提

高社会对于高校志愿服务的认可度。

3.4增强高校志愿者服务组织力建设

高校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提高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力建设，

建立信息化的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信息系统，全面推进高校志愿服

务组织信息化建设，推进大学生志愿者注册制度，加强高校志

愿者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管理能力，不断壮大高校志愿者服

务组织力建设，从而为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品牌建设提供重要的组

织保障。

4  结论

总而言之，我国高校的志愿服务发展迅速，高校志愿服务

组织的品牌化建设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因此，高校需要进一步加

强大学生志愿服务的优质开展，建立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实现学

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建设，提高高

校志愿服务质量，建设高校志愿服务组织的品牌，提升高效志愿

服务组织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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