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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志愿服务制度化的发展趋势下，政府在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与社区志愿服务力量持续的非对称

性依赖导致了诸多困境。为了提升我国社区志愿服务力量的培育效果，本研究从合作生产理论视角出发，

基于案例分析，探讨了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在介入政府培育社区志愿服务力量过程中，如何通过

推动合作生产降低了志愿服务力量对政府非对称性依赖，并提出政府转变角色、积极与第三方合作的对

策建议。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合作生产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意义及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理论，

并推动我国社区志愿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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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the continuous asym-
metric depende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volunteer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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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community volunteer service has led to many dilemma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ulti-
vation effect of community voluntary service in our country, this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theory and based on case analysis, discusses how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a 
“third party” can reduce the asymmetric dependence of voluntary service force on the government 
by promoting cooperative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government’s cultiva-
tion of community voluntary service force. And put forward the government to change its role and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third parties. This study will help to exp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e 
of cooperative production theor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mprove the theory of voluntary serv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voluntary 
servi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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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

重心向基层下移”。社区志愿服务作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要素，在整合社区资

源、提供公共服务、协同组织主体、集聚社会资本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018 年 7 月 6 日，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作为打通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领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平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主体力

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2]。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社区志愿服务也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我国目前社区志愿服务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阻碍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在此背景下，我国对政府培育社区志愿服务力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基层政府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权威，党

建引领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有助于为培育社区志愿服务力量链接资源、提供全方位的保障。然而，有

学者指出我国社区志愿服务的困境与志愿服务的行政化主导密切相关，这映射出志愿服务组织与政府互

动中非对称性依赖的问题[3]。如今“小政府、大社会”，“服务型政府”被越来越多地被认可。从上个

世纪的自由主义再到干预主义，我们见证了市场和政府的相继失灵，现在更需要社会力量来弥补市场和

政府的失灵，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维护好社会和谐与稳定。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进行体制改

革，这意味着政府要变革现有对社会力量的管控和培育方式，政府让渡出来的领域正是社会力量蓬勃发

展的基础。 
虽然现有研究从各方面对政社关系展开了讨论，也有一些研究分析了政府在培育志愿服务力量中存

在的问题，但并没有针对现有的非对称性依赖提出可行的解决路径。本研究将聚焦第三方力量——社会

组织的功能，基于多案例分析，探讨其在实现志愿服务力量与政府从非对称性依赖到协同合作的行动框

架。首先，本研究将对政府培育志愿服务力量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其次，本研究将分析社会组织如

何在志愿服务力量与政府的互动中扮演中介的作用，进而探讨其在促进志愿服务力量与政府良性合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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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功能；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社会组织介入政府培育志愿服务力量的行动框架。本研究将有

助于揭示志愿服务力量与政府之间非对称性依赖的形成机理，明确社会组织在降低非对称性依赖的作用，

进而为增强志愿服务力量的主体性、突破社区志愿服务发展困境提供可行路径，优化社区志愿服务体系

建设，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2. 文献综述 

2.1. 志愿服务组织与政府的互动 

学界对社区志愿服务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区志愿服务现状的考察；二是研究社区志

愿服务其中单独的某一部分。邓国胜梳理了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现状以及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是“自

上而下发起并推广”，二是“自下而上发起，自上而下推广”，三是“自下而上发起，自下而上扩展”

[4]。这三种志愿服务发展模式被后续众多学者加以深入研究探析。也有学者聚焦于志愿服务其中某部分

的研究，例如，袁方成、王悦专注于组织协同，探讨志愿服务主体互动关系，创新志愿服务治理路径[5]；
邢占军等学者指出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是志愿服务作用发挥的重要渠道，因此要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

理中的积极作用[6]。 
其中，志愿服务组织或团体与政府的互动研究多在政社关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现有研究指出，我

国的志愿服务多表现于“行政主导型”模式，即社区志愿服务多通过政府部门的力量来建立和推广，这

也导致社区志愿服务团体在资源获取方式上完全依赖于政府，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完全围绕基层政府工作，

只能提供基础性志愿服务，专业性不强。中国社会组织呈现出“依附式自主”的特性，但通常表现为高

依附性低自主性[7]。社区志愿服务团体由于本身组织特性以及中国国情更是呈现出在资金、人力资源、

知识资源等各方面对政府的高依赖性，而政府往往出于基层建设和政绩的需要才对志愿者存在一定程度

的依赖，但这种程度的依赖更多体现为政府对志愿服务力量的“政治控制”，这也恰好说明志愿服务团

体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完全符合非对称性依赖的相关概念解释。 

2.2. 社会组织培育志愿服务力量 

社工机构和正式注册登记的志愿者组织是社会组织培育志愿服务力量的主力，对于前者梳理回顾发

现，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发展的历程性梳理。例如

陈涛等学者就梳理了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两者之间的历史发展关系以及特点[8]。二是对“社工 + 义工”

合作、联动模式的探讨。周京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视角出发，梳理了社工 + 志愿者联动的主要模式以

及现状，他认为两者联动的主要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不同社会服务类型的联动模式；另一类

是基于不同组织类型的联动模式[9]。谭建光则更细化分析了社工和志愿者的合作模式困境、合作领域以

及合作的机制创新，他认为社工和志愿者合作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利益分割、职能分离、观念分化”，

也因此提出需要创新合作模式，为两者的合作建立可持续的机制[10]。在此思路下，有大量的学者探讨社

工＋志愿者联动模式在具体案例中的实践。三是对社工机构管理、介入志愿服务的分析。例如姜秀敏等

学者探讨构建非正式权威在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11]。 
对于后者正式的志愿者组织的研究多数聚焦于社区、应急、青年等不同类别志愿者组织的模式发展

和管理分析，少数学者专注于政府与志愿者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来看，有关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

者组织的研究都比较少而且很分散。 

2.3. 文献评述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大多认可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权力、资源和地位上关系的不对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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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处于强势的一方，这也是社会组织不得不依附于政府的原因。志愿服务组织的力量相较于其他社会

组织更加弱小，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非对称性依赖更加凸显，也正是这种非良性的互动关系带来了政

府培育志愿服务力量的诸多问题和困境。 
然而，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少有研究深入具体分析社区志愿服务力量与政府之间非对

称性依赖关系的形成机理。第二，在有关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依赖关系研究中，多数学者注重于探讨社会

组织本身应对政府权变的发展策略以及政府“控制”和“嵌入”的行为分析，事实上对于依赖关系的分

析不止这些，第三方力量介入对依赖关系的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第三，较少有实证研究关注合作

生产在社区志愿服务领域的运用。 
因此，本研究将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深入分析志愿组织与政府之间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的形成机理

以及社工机构培育志愿服务力量的优势和劣势，进而探讨社会组织介入政府培育志愿服务力量的行动路

径，提出平衡非对称性依赖的对策，构建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即实现合作生产，促进社区志愿

服务力量的内生性、持续性发展，以助力基层社区治理和治理现代化建设。 

3. 理论基础 

3.1. 资源依赖理论与非对称性依赖 

资源依赖理论是由费弗尔和萨兰奇科提出的，其核心观点是：资源是组织最重要的存活目标，组织

需要从环境中吸取资源，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依存[12]。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看，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依

赖是由于需要外部环境的关键资源，而这种相互依赖又通常发生在组织与组织之间，所以这个理论可以

很好地解释一个组织依赖另一个组织或者两个组织相互依赖的情况。 
资源依赖理论的另一层核心观点在于：组织需要资源生存，就会依赖于与外部环境互动获取资源，

但是组织要想更好地存活，就必须降低对外部关键环境资源获取的依赖程度，并试图寻求一个可以影响

这些供应关键资源组织的方法。 
资源依赖理论就是把组织看做政治人，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组织自身的选择能力，组织可以通过对依

赖关系的了解来寻求替代性资源，避免“唯一性依赖”，更好的利用策略适应环境、改变环境。 
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并非都是单向的依赖关系，很多时候依赖关系都是双向的，只是这种依

赖关系是非对称的，而这种非对称性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现象正是值得探究

的点。徐宇珊首先揭示了这一现象，并在借鉴资源依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非对称性依赖”分析框架，

认为正是资源的依赖带来了组织之间权力和关系的不平等，进而带来了非良性的互动关系，即非对称性

依赖，并且很好地用以解释了政府和基金会之间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13]。 

3.2. 合作生产 

合作生产的概念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城市服务研究，意为在公共服务的生产中非同一组

织中的生产者共同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当时合作生产理论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政府集权思潮，认为公民参

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够减少公共财政支出同时获得更好的效益和质量。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合作生产的

研究进展十分有限，而造成研究遇冷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技术限制，即当时的情景之下没有现在的数

字和通讯工具，无法有效实现合作生产[14]。 
进入 21 世纪以后，因为经济危机的全球化以及公民社会的新思维等等原因，合作生产重新成为了国

际公共管理的研究热点之一。尽管合作生产受到越来越多学者们的关注，但是对于合作生产的概念界定

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论。受当时政府主导关系的影响，合作生产理论最初的使用解释仅限于政府与公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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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互动关系，但是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已经不仅仅是

政府，大量的第三方组织涌入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到这些非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时也存在合作生产，

因此原有的合作生产概念需要得到调整[15]。 
随着时代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交叉学科的视野被逐渐引入到分析合作生产的研究中，合作生产的

概念外延不断扩大，加之不同学者对合作生产的理解不同，这也加大了定义合作生产概念的难度。为了

更好的理解合作生产在社区志愿服务中的运用，本研究借鉴由 Osborne 等人提供的定义：“共同生产是

公共服务用户在服务设计、管理、提供和评价中志愿性或非志愿性地参与。”[16]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强

调多元公共服务提供主体与公民在整个共同生产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4. 研究方法与案例总体情况 

4.1. 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案例分析法，通过对所选两个案例的分析，强调志愿服务力量与社会组

织、政府之间的互动过程，注重揭示形成志愿服务力量和其他力量之间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的深层原因，

注重研究的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具体的研究过程采用了以下两种方法： 
一是访谈法。笔者对 H 社工机构的负责人、志愿者领队、社工、志愿者等相关人员以及 Y 社区党委

书记、M 社会服务中心社工等相关人员都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和深度访谈。 
二是参与式观察法。在调研过程中，到社区和机构中参与具体的组织活动和日常管理，进行参与式

研究，有助于对社区志愿服务深入理解。Y 社区拥有党委引领的 8 支志愿服务队，虽然志愿服务队没有

登记注册但其归属于已完成注册登记的社会服务中心。该社区的志愿者多是社区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

和干部起辅助作用。 

4.2. 案例简介 

“H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一家社工机构，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综合运用社

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开展困难救助、调解社会人群及家庭矛盾、权益维护、心理疏导等非营

利性社会服务活动。2016 年 6 月才完成注册登记，2017 年通过政府购买获得项目经费，之后该社工机构

入选中心试点，在 Y 区，B 区都另设其他协会和社会组织，目前，该社工中心有 40 位志愿者以及咨询老

师，在 2020 年，该机构在 J 区又成立心理协会，含 20 人负责专项项目。 
Y 社区成立于 1998 年 9 月，总人口 1 万余人，农转非居民占 90%以上。该社区政府统建投入多，党

员多，文教企业资源多，也因此形成了“1 + 3 + 8”的治理体系。“1”即党建引领，社区党委为主导，

“3”是智能服务，实现监控网、门禁网、广播网“三网融合”，“8”即是社区自治，建立了“民情、

民乐、民安、民康、民和、民富、民福、民议”八个志愿服务协会。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

和群团组织优势，深化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实践，充分调动辖区党员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引领志愿者参与各项志愿服务。 
该社区于 2019 年 4 月成立 M 社会服务中心，服务面积 3.3 万余方，坚持“注重公益、服务专业、有

偿低价”的原则，着力为“市场失灵、自治失效、管理失序”老旧单体楼提供基本物业管理、准公共服

务和提档升级服务。从 2019 年开始，民心社会服务中心亮出服务清单，回应居民需求开展零距离服务以

来，街区制服务区域收费率达到了 100%。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一中志愿服务力量具有如下特点：民间性、弱依附于政府、强依附于社工机构；

案例二的特点在于：行政色彩浓厚、强依附于政府。两个案例各有特点也因此在研究志愿服务力量与政

府、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过程中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这也是本文选择这两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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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志愿服务力量培育中的多主体互动 

5.1. 志愿服务力量与政府的互动 

首先，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在培育前期对政府存在着身份认同依赖。我国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

制度，没有注册登记获取合法身份的团体很难在较大范围以及持续性的开展活动，这也意味着政府这一

主体先天就拥有了强势地位。 
其次，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对政府存在着资金资源依赖。在中国，政府掌握着绝对的资源，加之社区

志愿组织发展不完善，群众志愿服务意识不够，大多无法成功链接社会资源、打造品牌效应以及实现自

身造血功能，志愿组织只能依赖于政府提供资金开展活动。 
“社区物业出现问题后，服务越来越差，民众也不认可，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做越烂，到后面

根本没钱。群众的意见也越来越大但是又不愿意出钱，后面愈演愈烈，成为一个比较尖锐的矛盾。最后

我们成立民主服务，用政府的这部门补贴另外请人还有社区人员来做才算解决。”(访谈编码：

202203073010) 
最后，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对政府还存在人力资源依赖。社区自发形成的志愿服务力量始终是少数，

大多居民并没有良好的志愿服务意识，这也就导致了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培育初期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社区建立起来的初期志愿服务力量大多只有依靠政府的影响和宣传扩大人力资源。 
“目前自发起来的居民只有五六个骨干，但是在我们党委引领，建立班子、对接服务以及各种宣传

之下，现在志愿服务站下面有很多支队伍，叫 8 支志愿服务队更准确一些。”(访谈编码：202203073123) 
反之，政府对社区志愿服务力量的依赖性则体现在基层治理和政绩的需要。政府主导的社区志愿服

务大多体现着政府意志，而且满足了“政治控制”的需要。 
“我们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也并不是很高，而且主要依靠居民骨干，这些居民骨干在处理社区纠纷问

题上还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也经常和她们聊天，比如那些骨干来办事的时候我们是很热情的，每逢节假

日，我们也会用一些公益收入给大家送点小礼物，通过这种形式让他们参与，也相当于是在双向的建立

感情。”(访谈编码：202203073163) 
政府在培育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初期会遇到诸多困境，其中居民积极性不高、动员难度大以及志愿服

务力量对政府的强依赖性是最主要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事务繁杂，在建设社区志愿服务时单纯依靠情

感和一些物质性的东西来鼓励居民们参与，其本质还是居民志愿者依赖于政府来不断筹建完善相关事项，

而社区则需要居民志愿者团体来执行具体事务，形成一种“表面自治”的模式。 
政府培育型志愿服务力量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就属于完全的依赖关系，这类志愿组织几乎是从政府获

取所有资源，这就使得开展活动也全部围绕基层政府的需求，逐渐沦为成为基层公共事务的“行政助手”。

政府培育的志愿服务组织的居民大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志愿服务意识不强，通常需要政府带头开展活

动，而且由于政府拥有着“绝对的资源”，这类志愿组织也很少会链接其他第三方力量获取资源，成为

政府之下完全的“寄居蟹”。 
政府培育的志愿服务力量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是典型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既不利于政府建

立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自治”社区、实现治理现代化，也不利于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内生性的发展。因此

必须改善这种极度不对称的互动关系，建立良性的协商互动。 

5.2. 社会组织培育志愿服务力量 

反之，政府对社区志除政府这一主体在积极推进培育社区志愿服务力量以外，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工

机构也在招募并培育志愿者。相较于政府培育的志愿服务力量在培育初始就获得合法性身份而言，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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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培育的志愿服务力量则是借助于社工机构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获得的合法性身份来间接获得。由于

身份认同的间接性，社工机构培育的志愿服务力量与政府的互动并不多，更多的互动关系还是与社工机

构。 
“我们也是通过婚姻登记中心，13 年招募咨询师才进入的，我们的很多项目都来源于政府购买。平

时志愿者与政府的接触机会并不多，但是我们的志愿者会比较积极的在社工、志愿者、政府等几方参与

的圆桌会议上与来视察的政府领导沟通，也会积极地提出建议。”(访谈编码：20221019012) 
社会组织在培育志愿服务力量时有一定的优势。首先，社会组织如社工机构能够很好地承接部分政

府职能，发挥政府替代性的功能，降低政府社会治理的成本。其次，社工机构培育的志愿服务力量由于

避免了直接与政府的互动，大大降低了对政府的强依赖性。最后，社工机构具有专业性的优势，能够帮

助志愿服务力量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高志愿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进而提升志愿服务的质量。 
“我们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政府给项目经费，但是考核比较严格，我们拿到项目后就安排我们的社

工带领志愿者去做，尽管我们的自主性是比较差的。像对志愿者的管理的话，我们每周有读书会和培训，

有专门的老师来讲案例分析，很多志愿者都能通过这样的学习变得更专业，也提升了自己。”(访谈编码：

20221019012)。 

6. 从依赖到合作：一个行动框架 

当下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缓慢，多数志愿服务力量都是由政府进行培育和监管。但是政府培育的志愿

服务力量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志愿服务组织受政府干预过多、成为“行政助手”，行政色彩浓

以及由此带来志愿服务碎片化、节日化等一系列问题，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实质则是志愿服务力量与政

府之间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由于这种非对称性依赖关系的存在，志愿服务力量没有足够的资本与政府

进行互动博弈，处于一种协商的弱势地位，只能单方面的高依赖于政府。而政府由于志愿团体的力量不

够，政府对其的依赖仅限于具体项目的执行和政策政绩的要求，而且很多时候由于志愿团体的力量过于

弱小，政府不得不亲自出面引领志愿团体的建设，尤其是很多时候政府直接干预的志愿服务建设效果还

并不明显，这就陷入了无限循环的困境。 
从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可以看出政府对

志愿服务的发展愈发看重，但是政府往往“有心无力”，培育社区志愿服务力量的工作通常被安排在基

层社区，但是社区事务繁杂，工作人员也有限，很难有足够的精力和专业性培育志愿服务力量，加重了

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加之政府办事存在强路径依赖的特点，使得政府即使在培育社区志愿服务力

量时存在诸多问题也依旧难以改变。 
相较于政府直接培育志愿服务力量，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工机构进行培育更有优势。首先，社区志愿

服务力量对政府的依赖性体现在身份认同、资金和人力资源获取三个维度，而这和志愿服务力量对社工

机构的依赖维度相一致，某种程度上，志愿服务团体可以充分利用政府和社工机构两股力量提供的资源

实现分散，转移对政府的“唯一性依赖”，即降低对政府的非对称性依赖。其次，相较于政府培育志愿

服务力量的不专业，社工机构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社工机构能够为其补充知识资源，提高志愿者综合

素质和能力，进而提高志愿服务的质量、有助于志愿服务的内生性发展。最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本

就存在先天的不平等，尤其是像社区志愿服务力量这样的弱小团体更不可能有与政府协商对话的能力，

但是社区志愿服务力量与社工机构多数都来自民间，具有先天的合作协商可能，而且两者力量的结合也

更有助于与政府进行合作和对话协商。 
社工机构在培育志愿服务力量时呈现出的优势就越弱，那么此时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介入政府培育

志愿服务力量时的作用就越低。因此，社会组织在培育志愿服务力量时应当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在充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18


高雅 
 

 

DOI: 10.12677/ass.2024.131018 147 社会科学前沿 
 

分发挥专业性优势的同时又避免志愿服务力量的过度依赖，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思

考如何实现：一是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只有志愿者本身综合能力提升了才不会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处于

被动地位。二是要让志愿者参与到项目的具体决策和安排中。志愿者不是执行志愿活动的工具，他们的

需求应当在整个志愿服务活动开展过程中得到反映，要让志愿者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三是完善志愿

者的管理和激励制度。不能永远认为志愿者只是凭一腔热血来从事志愿服务活动，对志愿者也要有规范

化的管理和激励方式，只有这样，志愿服务活动才能持续性开展，志愿者队伍才不会出现人力资源的短

缺。中国的社会组织“先天”就与政府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依附关系”。正是因为如此，中

国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方向才应当具有中国特色，我们并不是在过分寻求志愿服务力量的自主性以及完

全脱离这种依赖的办法而是在降低志愿服务力量和政府之间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这种恶性的互动关系

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也给政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带来了阻碍。 
为此，应当重构政府和志愿组织的互动关系，借鉴合作产生的相关观点即共同生产被看做是公共服

务供给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共同生产的核心是通过政府和公民二者之间的合作生产行为实现公共服

务供给，继而推动社区更新发展。所以，合作生产是一个恰当的关系定位，实现政府和志愿服务力量的

互动关系从非对称性依赖到共同生产。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应当加强对民间志愿组织的认知以及建立

健全接纳机制，要让公民以及第三方力量参与共同规划、共同设计、共同提供和共同评估；对社区志愿

服务加大鼓励支持的力度，避免“控制干预”和职能的“越位”；重点扮演辅助性角色，完善相关规定

制度，对社区志愿服务专业性工作开展培训或者以党群服务模式引领发展。从民众层面来看，要加强志

愿服务的宣传以及对公民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进一步提高广大志愿者综合素质和提供多种服务的能力。

建立健全专业的职业资格评审体系等等。从第三方层面来看，志愿组织要充分和第三方力量结合，例如

社工机构专业性的介入可以帮助提供专业指导和专业支持，通过培训、评估、激励等方式提升社区志愿

服务质量。现代的社区治理是多方治理，积极动员社区内外利益相关方和资源参与到社区里来才能实现

社区志愿服务的良好发展，更可以结合“五社”联动来助力社区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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