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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化探索 
◆林雨岚 

（广东工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 

 
摘要：大学的服务社会功能鼓励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会实践，为社会发

展提供有益的志愿服务已成为重要趋势。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在

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的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探索大学生志愿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探索基于项目运作的大学生志愿

服务活动形式、探索推进政府购买的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化的途径，有

助于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向更优质、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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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服务指的是大学生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自愿
花时间提供各类社会服务工作，在社会发展之中贡献自身力量。
大学生志愿服务具有促进大学生社会化，促进大学服务社会的功
能。大学的服务社会功能鼓励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会实践，根据
社会需求，对口专业学生进入相关服务领进行服务，满足社会需
要。大学生服务社会的内容既有困难群众的帮扶、留守儿童的关
爱、医疗卫生服务，又有普法普教、科技下乡、新农村建设等等。
大学生志愿者利用他们学到的本领，深入社交生活，协助政府处
理公共事务，满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需求。 

一、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探索的意义 
2017 年，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做好政府购买青年社会工作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政府明
确提出对于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要求。这项规定是落实群
团工作会议精神和《实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5）》
的重要举措。它进一步发挥了共青团作为桥梁的作用，支持青年
社会组织根据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政府购买，引导青年社会组织的
正向发展。 

政府购买青年社会工作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购买志愿服
务。如今，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依靠政府为社会工作组织（即社会
工作组织）购买的项目和岗位提供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组织在开
展政府公共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大学生志愿者。 

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的探索具有
深远的意义。项目运作是目前志愿服务的一种重要形式。大学生
志愿服务活动采用项目化运作机制，使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内
容、形式和效率更具针对性，以节省人力，物力，获得更多财政
支持，提高志愿服务活动的质量。在政府购买大学生志愿服务项
目的过程中，既可以保证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的可持续性发展，
又可以促进志愿服务的专业化转变。高校志愿服务的推广使社会
孵化了大批愿意加入社会公益的大学生，更能促进志愿服务向全
社会扩展。 

二、政府对于购买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相关研究 
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国外大学生志愿服务逐步形成了比

较完善的志愿服务管理体系。志愿服务是西方国家人民传播公民
道德，开展公民教育的重要手段。通过文献梳理，以美国为例。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学开始建立社会工作部门，通过总
结实践经验系统地研究社会工作相关理论，通过科学理论来指导
社会实践。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政府和 121 所高校共同签署协
议，为社会提供各种志愿服务，使大学生志愿服务走向规范化和
制度化。美国通过超过 43％的财政补贴资助志愿服务，利用各
种政策调整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企业支持志愿服务。可以看出，
政府购买服务促进了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健康发展。 

中国正式启动青年志愿者行动仅 20 余年。在现有文献研究
中，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的
动机和影响志愿服务质量的因素上。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宏观环境
变化的关注较少。近年来，中国政府将青年社会工作作为政府购
买服务实践的重点对象。关注政府购买志愿服务主要集中在社工
机构的服务主体上，缺乏对更为庞大的大学生志愿者群体的关
注，缺乏对服务项目和大学志愿者服务团队素质的关注。但是，

通过新闻搜索，可以了解到针对政府购买高校志愿服务的行为有
迹可循。2016 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民政局正式从温州大学
“阳光信使”志愿服务中心购买了优抚对象服务项目。这意味着
大学生志愿者为鹿城区的老年人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全部费用都
由政府支付。17 年 3 月，学校与政府签订合同，再次开启 2017
年“你的声音，我会倾听”优抚对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由此可
以看出，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项目运作有利于政府购买高校志愿服
务的目的。 

三、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的探索方向 
（一）探索大学生志愿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 
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管理是行政化和分层级的。大学生志愿

服务主要是基于官方的集体志愿者活动，缺乏学生的自主选择。
各个学院和社团的个人资源缺乏共享，服务内容高度重复。学校
已有的其他非公益性社团资源（例如文化特长、工科技能等）没
有被充分开发利用到志愿服务中去。 

大学生志愿服务能力不足，缺乏系统培训。大学生志愿者多
是在突击情况下，以不了解活动内容和目的的从众心理参与志愿
者服务。高校志愿者服务管理团队对于最为重要的服务技能、人
际交流、志愿精神的培训一笔带过，满足不了志愿服务的需要。 

志愿者队伍不稳定，流动性大。队伍成员的新陈代谢过快造
成组织的不稳定，没有稳固的志愿服务网络，大学志愿服务的传
承不到位，志愿者组织和项目建设的组织和运作缺乏连续性，往
往无法实现预期的服务目标。 

志愿服务资金不足。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资金主要来自学
校社团活动经费，比例过低。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大部分交
通费、生活费和通信费仍然需要大学生自己承担。 

（二）探索基于项目运作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形式。 
以项目运作形式建立志愿服务内容。以社会公共需求为导

向，结合志愿组织的服务能力和资源，准确定位服务对象和内容，
体现项目的个体化特征。 

以项目合作方式建立服务团队。将志愿者的部分管理工作交
由专门的志愿者服务的业务单位（即项目组）来负责，包括志愿
者招募、考勤、培训、奖惩，项目承接、需求研读、宣传反馈等
工作，进行系统化处理。 

通过项目管理方法管理学生志愿服务。在志愿服务实施过程
中，采取项目管理的监督和后续措施，及时了解具体情况，解决
问题，确保项目的持续实施。活动结束后，跟进目标管理和绩效
评估内容，并给出评估和反馈。做好服务事前摸底和事后反馈工
作。 

（三）探索推进政府购买的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化的途径。 
加强学校顶层设计，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大学志愿服

务项目管理核心组织，开展志愿者日常事务管理和资源信息整
合，负责志愿服务项目的申报和审核。搭建校内外资源联系的重
要平台，构建与社会需求互通互动的信息渠道，探求长期性需求
合作方。建立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数据库，完善项目全过程。以
项目行为获取政府购买。 

融入社会工作理念，并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提供服务。
建立加强志愿服务能力和素质的课程体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引导大学生志愿者在推进志愿服务项目过程中掌握服务方法
和技能，挖掘自身能力，真正坚持“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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