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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中国 青 年 志 愿 者 行 动 是 在 总 结 学 雷 锋 活 动 和 借 鉴 国 外

志愿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由团中央 1993 年下半年发起，并

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的以倡导青少年利用业余时间，志

愿无偿地参与扶 贫 帮 困 和 社 会 公 益 事 业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一 项

社会服务活动。 在某种意义上说，青年志愿者活动起着社会

润滑剂的作用， 成为政府服务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社会服务。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设计 了《青 年 志 愿 者 调 查 问 卷》，就 有 关

问题展开调查，收集资料 和 数 据，为 有 针 对 性 地 开 展 志 愿 者

活动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000 份，回收 983 份，回

收率为 98.3%。 在回收的问卷中我们随机抽取 500 份有效问

卷运用统计软件 spss11.0 进行分析。
问题 1： 您知道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是什么时 候 吗?

（单选）
这是关于中国志愿者的一道基本问题，正确答案是每年

的 3 月 5 日。 回答正确的人数只占样本数的 58%，说明相当

部分的同学对于志愿者的基本常识并不是特别了解，我们还

应加强宣传。
问题 2：第一次知道"志愿者"是通过什么方式？ （单选）
回答通过广播、电视的占 55.4%，报 刊、杂 志 占 8.6%，互

联网占 4.6%，其他志愿者活动占 23.6%，亲友、同学处听说占

5.4%，本次调查占 2.2%。以上数据表明，通过广播和电视知道

“志愿者”的所占比例最多（为 55.4%）。 位居第二的是通过其

他志愿者活动（占 23.6%），而通过报刊杂志、互联网、同学亲

友处听说等途径所占比例很小。
问题 3：大学之前有无志愿者经历？ （单选）
问题 4：大学期间有无做志愿者的打算？ （单选）
问题 5：有过几次志愿者经历？ （单选）
曾 经 在 大 学 之 前 做 过 志 愿 者 服 务 的 人 数 占 总 比 例 的

48.4% ， 大 学 期 间 有 做 志 愿 者 的 打 算 的 人 数 占 总 人 数 的

88.8%。 低年级同学大都只参加过一两次志愿者活动。 可以看

出，当代大学生对于参加 志 愿 者 活 动 是 满 怀 热 情 的，但 参 加

次数偏少。 这与参加调查的主要为低年级学生有关，同时相

关部门可以多组织一些志愿服务活动，为大学生创造更多回

报社会的机会。
问题 6：您如何看待志愿服务？ （单选）
对于 志 愿 者 服 务， 大 部 分 的 同 学 都 认 为 应 该 是 无 偿 的

（占 89.6%），只有少部分同学选择得到适当报酬（5.4%）和说

不清（5%）。 通过调查可以明显得知，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志

愿者服务应当是无偿性的服务。
问题 7： 您认为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所需的资金来源应

当是（单选）
问题 8： 您是否愿意为志愿活动承担部分经费 （如车费

等）？ （单选）
通过调查， 同学们普遍觉得资金应由青年志愿者协会等

机构来承担（占样本总量的 64.2%）。 当问及是否愿意为志愿

活动承担部分经费时，大部分同学（65.00%）认为应该视情况

而定，愿意承担的占（27.2%）。 结合 7、8 题我们可以了解大学

生对待志愿活动费用的态度， 六成多的同学认为应由青协筹

集赞助，但有九成多的同学表示有条件的承担部分费用。说明

如果活动对于参与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参与者还是愿意承

担部分经费的。
问题 9：您做志愿者的目的是（多选）

由上表可知， 认为志愿者服务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帮助他

人的所占比例最多，其次是增加自身阅历，说明大学生们普遍

认为志愿者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他人， 同时也理性的认识

到参加志愿者活动也会增加自身阅历。
问题 10：您认为下类哪些群体最需要志愿者服务（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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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 您更愿意参加哪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 （多

选）

以上两道题主要是了解同学参加志愿服务的意向。 调查

显示，大学生认为最需要志愿者服务的群体为：孤寡老人，残

疾人，失学儿童，灾区人民等。但城市外来打工者、农村青年文

盲、见义勇为的英雄家属、老干部、老科技工作者等群体却较

少受到大学生的关注。 大学生喜欢参加的志愿者项目居前三

位的分别为：支教助学、助老扶残、为大型活动提供服务。说明

大学生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 并希望通过自己的爱心和自身

专长来当好志愿者。
问题 12：青年志愿者行动中，你能参与到的喜欢的项 目

情况是？ （单选）
问题 13：你更希望如何参加志愿者活动？ （单选）
问题 14： 你认为参与志愿服务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单

选）
以上三题都是针对新校区的大学生提出的， 旨在了解低

年级大学生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的情况。第 12 题大部分同学

选择的是很少机 会（67.4%）能 参 与 到 自 己 喜 欢 的 项 目，而 选

择几乎没有机会的也占部分比例（19.0%），只有 12.8%的同学

大多数情况都能参加。 对于参与志愿活动的形式（第 13 题），
大部分同学希望的是采取加入协会根据安排参加与临时报名

参加的形式（占 86.3%），也有少部分同学愿意选择自主行动。
关于参加志愿服务的障碍（第 14 题），大部分同学是觉得没有

合适的项目与没有时间（占 77.4%）。 可见，志愿者活动的项目

设计、组织机构是影响大学生参与活动的主要因素。
问题 15：你对志愿活动或志愿活动组织有什么意见或建

议？
本题是一道开放性问题，旨在了解志愿者的想法，征集一

些好的点子能让校区的志愿服务活动能够贴近大学生。 有很

大一部分人提出了宣传方面的建议， 这体现了同学们对志愿

服务的认识已经加深， 而不是局限在学生机构和各类社团组

织的活动，希望能参加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除了宣传方面的

建议，同学们还对活动的持续性、活动的时间安排、活动的实

质内涵等方面提了许多建议。
三、关于加强志愿者队伍管理和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正确引导,培养积极的志愿服务精神

要进一步提高对志愿者的内涵及特性的认识， 努力把握

志愿服务活动不同于职业活动的规律性。要充分认识到以“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为核心的志愿精神，是人类文明、社会进

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志愿者及志愿服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

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把握好志愿服务活动的自愿、公益、
无偿等特性。

当前在校园中对志愿者理念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 大家

对报名参加诸如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厦门国际马拉松

赛等大型赛事的志愿服务积极性特别高， 而对一些 “微不足

道”、默默无闻的志愿服务则表现得异常默然冷淡，暴露出一

部分人对志愿者的理念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作为志愿者，应

以“服务需要帮助的人”为旨归，应该从小处做起从身边做起，
而不应只对大型的、 高关注率的志愿者活动和项目 “情有独

钟”。
（二）重视各类宣传渠道，扩大宣传效果

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志愿者行动的宣传和倡导， 加强宣

传策划，讲求宣传艺术，提高宣传实效，形成宣传声势。要大力

宣传大学生志愿者的先进事迹，展示当代大学生服务祖国、奉

献人民的精神面貌，展示大学生促进社会发展的时代风采，从

而提高全社会对大学生志愿者行动的认同度。
（三）完善大学生志愿者行动的保障机制

推动志愿服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之一在于建立一

整套科学的保障机制。 结合当前的志愿服务的现状应重点抓

好如下几个环节：
第一,探索建立统一的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设立志愿人

员资料库，实现志愿者资源共享。
参照学籍管理制度， 可以在校内推行统一的志愿者注册

管理制度， 每一个志愿者都将拥有唯一的一个志愿者注册序

列号和一个志愿者证书。同时建立统一的志愿人员资料库，实

现志愿服务人员在各部门间的共享， 以更加有效地开发和利

用志愿者资源。
第二,建立统一的志愿者服务认证制度。
推行以“小时制”为主要取向的志愿服务认证制度。 即以

小时为单位，记录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和经历。当志愿

服务不适合用小时来计算的时候，可以考虑以“次”为单位，来

记录志愿者的服务经历。
第三,建立统一的志愿服务考评体系。
建 立 志 愿 服 务 考 评 体 系 是 对 志 愿 者 提 供 志 愿 服 务 的 肯

定，在某种程度上，考评是志愿者获得精神动力的一个重要的

外部因素。可以将志愿者服务表现与学生综合测评、奖学金评

定、荣誉称号等评定结合起来，同时定期评比表彰志愿者行动

先进集体和个人，树立和推广一批先进典型，激励志愿者今后

做更大的贡献。
（四）拓宽服务领域

大学生志愿者要主动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强化参与力

度，丰富服务内容，在开展好传统服务项目的同时，要针对服

务对象的需要，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的

服务， 要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 提高志愿服务的科技文化含

量，提高服务层次，才能适应志愿者行动的长远发展。
（五）加强保障，高校应争取得到政府及社会的支持

可以尝试建立大学生志愿服务专项基金。 从志愿服务近

百年的历史看， 拥有雄厚的资金是这项事业开展的重要条件

之一。今后应更多依靠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并积极寻求与基

金组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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