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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条例》在国务院法制
办网站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草案说明》指出，志愿服务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加强新形
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但
是，总体而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还
处在起步阶段，活动开展不够经常，

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权益保障不够有
力，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立法予以促
进和规范。

实践中，志愿服务的主要问题是
什么？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我国志
愿服务发展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
对志愿服务的认识不清，志愿者和志
愿服务的边界不清，有些活动随意挂
上志愿服务的名字；二是存在结构失
衡问题。中国志愿服务仍以政府组
织引导的方式为主，民间志愿服务组

织发展缓慢。城乡、区域发展情况还
极不平衡。目前志愿服务大部分集
中在城市，农村地区志愿者和志愿服
务数量相当有限。三是领导体制问
题。志愿服务行政管理体制不顺，多
头管理造成了志愿服务存在多种信
息系统，出现重复投资和重复劳动现
象，也造成各部门政策不一，管理缺
位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利用志愿服
务条例立法的机会，把志愿服务行政
管理体制明确下来。

志愿服务条例修改建议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慈善教授与中国专家的思维碰撞
《志愿服务条例（征求意见稿）》出台

之后，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近
日，一场志愿服务条例修改建议的学术研
讨会在上海举行。研讨会邀请了上海志
愿服务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志愿服务条例
修改建言献策。同时，研讨会还邀请到了
国际志愿服务专家、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教
授、非营利和志愿部门季刊原主编卢卡斯
教授从国际视野为我国的志愿服务条例
提出宝贵建议。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志愿者和志愿服务需界定

张恽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副院长、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院长

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作为全

市的志愿服务培训中心，为全市的志

愿服务机构和人才发展作能力建设

支持工作，积极参与条例的讨论也是

我们学院的义务。最近我们也在文

明办的指导下开展上海志愿服务教

材的编写，分别是《志愿心》和《志愿

行》。卢卡斯教授提出的志愿者和志

愿服务界定也为我们两本书的定位

给出了启示。这两本书将成为上海

志愿服务管理和学习的培训教材。

志愿者也需要责任规定

童潇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组织
与社会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之前我们说到志愿服务的特征，

一个就是自愿性，就是我想做也可

以，不做也可以，要发自内心去做。

但是条例里的第三十一条，学校要把

学生的志愿服务行为作为一个考评

标准，这样强制的，是不是就不属于

志愿服务了？

另外，“志愿服务条例”这样的条

例归于社会法，在中国社会法是原

法，就是鼓励性的，而不是作为处罚

性的法律，即使以后出现一些法律问

题也是根据民法来处理的。我看在

“志愿服务条例”里对于志愿者的责

任规定很少，那么如果有志愿者损害

志愿组织的行为怎么办呢？也是需

要探讨的话题。

条例与现实操作冲突需思考

卢永彬 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

门研究中心副主任

条例里面有提到民政部门，但是

内容中民政部门、志愿者组织间的责

任义务说明比较模糊，沒有清晰的规

范与界定。只有明确了，有关部门才

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第二，条例的内容中很少点到评

估、监管方面的议题，但实际上目前

志愿服务评估和监管方面的工作是

很薄弱的。条例中有关监管和评估

的规定不是很多。

第四，条例中对于志愿者费用

收取的部分有严格要求，强调不能给

志愿服务收费，但与现实中的操作有

些冲突，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规范

更好。

建议偏重管理转为偏重鼓励

邬晓鸣 上海静安区彭浦新村街
道文明办主任

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志愿

服务条例，因为很多人觉得做志愿服

务是有风险的，需要法律的保障，所

以这个条例的出台是一个很大的进

步。但是这个条例比较偏重于管理

志愿服务，而不是去推动志愿服务的

发展。我们希望志愿服务可以发挥

更大的功能去推动社区发展，要去发

挥社会志愿服务的力量去推动整个

社会的发展。我个人觉得这个条例

更多的应该是一个行为法，去倡导志

愿服务的行为，而不是一个组织法。

中国的志愿服务行为很早就存
在，但是志愿服务的概念引进和研究
还不是很成熟，制度设计和规范也刚
刚起步。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志愿
服务条例，所以还比较简单，但是由于
我国疆域广博，各地发展程度也不一
样，所以也是为了各地都可以参照执
行。我国各省和自治区直辖市也有自
己的志愿服务条例，也相对较详细。我
国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条例都是鼓励型
为主的，鼓励我国公民开展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有四个特征：自愿性、无
偿性、利他性和组织性。通过这个条
例把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激发出来。人
与人之间互相帮助，邻里守望相助是
优良传统，目前出台这部志愿服务条
例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扬互助精神，规
范志愿服务，建立完善的志愿服务体
系，促进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社会组织性很强的国
家，之前计划经济时期是行政单位组
织国家，这30多年是市场经济改革，促
进了社会的转型发展，在这个转型过
程中，政府的覆盖面比原来小了，就需
要新的力量去弥补政府的不足，从而

促进社会发展。我们希望通过志愿服
务完成政府想做却做不了的事情，想
帮却帮不了的人，通过志愿服务组织
和社会发展运作，实现做不了的事有
人做，帮不了的人有人帮。

我国现阶段就是想通过发展和
培育社会组织，通过志愿服务组织去
完成政府做不了的事情。另一个就
是实现志愿服务的供需对接，使志愿
服务更精准。同时，在实践操作中，
我们把重点集中在社区，因为人们的
需要集中在社区，老弱病残和需要帮
助的人也集中在社区，所以志愿服务
的重心要放在社区。

很荣幸可以为中国的志愿服务条
例提供建议。因为我对志愿服务组织
做过研究，因此会结合这方面的经验
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会有所帮助。

我认为我们需要先区分一个概
念：志愿者政策和志愿服务政策，这
里的政策指组织内部的政策，不是政
府层面的政策。在一个志愿服务组
织内部，志愿者政策和志愿服务政策
之间有一些不同。志愿者政策是志
愿服务组织管理志愿者的政策，类似
于管理员工的政策，比如为志愿者购
买保险，支付一定的交通费用等，也
包括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提供服
务，这是很关键的。志愿服务政策是
志愿服务组织促进志愿服务整体发
展的政策和措施。

荷兰政府是怎么做的？荷兰政府
的志愿服务政策有三个目标。第一个
目标是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志愿服务，

用我的理论解释，就是让社会拥有更
多的志愿能，志愿能类似于生产中需
要的石油、电能等；第二个目标是帮助
志愿服务组织更有效地开展志愿服
务。让志愿组织机构知道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第三个目标是清晰地表
述什么是志愿服务，规定志愿者能做
什么，志愿者不能做什么。

关于中国的志愿服务条例（征求
意见稿），我主要有三点看法。第一
点，该条例鼓励人们参加志愿服务的
规定相对较少，而是更多地强调志愿
服务和志愿服务组织。建议条例能
够重视“志愿能”的培养，提高人们参
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另外要规范群
体内的自助与他助。志愿者有两种，
一种是有某种问题的人帮助具有同
样问题的人，实质上是群体内的自助
行为。比如荷兰AA志愿服务机构主
要帮助有酗酒问题的人，他们用有酗
酒经历的志愿者去帮助有酗酒问题
的人，其实是自我帮助。他们为什么
要到志愿服务组织，可能是因为他们
本身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知道怎么

样更好地去解决。另一种是没有问
题的人去帮助酗酒者。比如医生到
学校告诉学生酗酒有害，这种大多是
专业志愿服务。中国的这个条例出
发点是鼓励和规范怎么去帮助别人，
忽视了自我帮助的内容。

第二点，条例有不少积极方面。
一是条例提到如何保护志愿者，志愿
者需要保护，因为他们为志愿服务付
出了时间和精力。为了更好地保护
志愿者，条例对志愿服务组织提出了
一些要求，让志愿服务组织更好地去
对待志愿者而不是为他们提供报酬。

还有就是志愿服务建立了志愿
者和政府的关系，有时候如果没有政
府和志愿服务组织的支持和引导，志
愿者就会失去方向。在荷兰，我们的
政府做什么呢？为什么政府会支持
志愿服务事业？举例2003年的一个
志愿服务研究报告，有350个城市接
受了政策调研，在这些国家开展了3
份志愿政策的调查，包括和当地的公
务员开了30场志愿服务政策研讨会，
有78%认为促进了社区参与。

利用立法契机 明确志愿服务行政管理体制

实现志愿服务供需对接使志愿服务更精准

建议条例加大重视“志愿能”的培养

上海师范大学慈

善与志愿服务研究中

心副主任，教授
张祖平

上海市文明办志

愿服务工作处处长
陈麟辉

卢卡斯
荷兰伊拉斯谟大

学教授、非营利和志

愿部门季刊原主编

专家学者家为志愿服务条例修改建言献策。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