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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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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既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和复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是志愿组织行使社会权力的

重要表现。在大力倡导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宁波市城管义工协会以“政府关注、社会急需”为出发点

开展形式各异的志愿活动，在城市管理和社会公众之间搭建了一座互动的桥梁，为探索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

一个鲜活的样本。本文以宁波市城管义工协会为个案，从领导架构、组织网络、岗位设置、会员管理、财务管理

等方面剖析城管义工协会的运作模式，考察城管义工协会的运行成效，进而反思其蕴含的问题；最后从强化志愿

者的权利意识、拓宽公共参与渠道、健全志愿组织培训机制、推进志愿组织内部建设以及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

等维度提出促进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构架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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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动因 

 

(一) 政治动因 

志愿组织的兴起对于现代国家的构建意义十分重

大，以志愿组织为载体的第三部门不仅是对政府、市

场的有力补充，同时也是独立于政府、市场的第三方

力量，发挥着监督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美国学者萨拉

蒙(Lester M. Salamon)用大量数字诠释了我们正处于

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并且预言“这场革

命对 20 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

的兴起对于 19 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1](243)。在全

球公共管理变革的浪潮下，面对日益多元的社会需求，

政府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不论是在政策制定还是政

策执行层面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引入社会力量

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力量成为一种务实而理性选择，改

变公共治理中政府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多元治理的

格局成为大势所趋。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

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建

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 2012年 12月，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十八

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更是指出要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创

新社会治理体系。可见，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不仅

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现代复杂社会

治理的迫切需求。 

(二) 经济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与进步，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统计结果显示：

截止 2011年底，全国登记社会组织一共有 45万 7千

个，社会团体是 25 万 3 千个，民办非企业单位是 25

万 2 千个，基金会有 2510 个；2010 年全国社会组织

实现固定资产总值已经达到 1089 亿，收入达到 1247

亿，增长值为 531亿元，兼职工作人员大概有 500万

规模[2]。可见，中国志愿组织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和

数量，形形色色的志愿组织广泛地活跃于教育、科技、

文化、环保、扶贫开发、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等各个

领域，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但同时，

中国志愿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仍然普遍面临一个共同的

限制性因素——资金短缺。据 2011年宁波市民政局在

全市范围内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2/3以上的志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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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资金短缺问题。资金短缺问题已

经严重制约和影响到志愿组织功能活动的开展。在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宏观背景下，通过承接政府公共服

务，从公共财政体系中获取资源已经成为志愿组织发

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购买

NGO服务的比例非常高，最高可以达到 80%～90%，

在美国，比例差不多达到 90%[3]。因此，为摆脱资金

困局，志愿组织理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承接政

府服务项目获取资金支持理应成为志愿组织发展的重

要路径。2004年以来，宁波海曙区政府探索形成“政

府扶持、社会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养老模式，最

大限度地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实现了“老人得实惠、

政府降成本、社会广参与”的目标[4]。可以预见，这

种运作方式在政府管理实践中将会更为普遍和流行。 

(三) 社会动因 

志愿组织的勃兴不仅是公民社会日益发展和成熟

的表现，也是公民意识觉醒的产物。作为一种来自公

民社会的力量，志愿组织在促进公民社会治理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既代表着本群体利益进行民

主参与、实现群体利益，也代表其整体利益对其成员

的特殊利益进行横向的对话与协调，以实现互相理解

和信任，从而形成一种自主协调、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发展的民间秩序[5]。随着志愿组织的蓬勃发

展，其自我意识日益觉醒，自主性不断提高，参与社

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和动机也因此日渐强

烈；同时，中国社会变迁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客

观上也需要志愿组织参与其中，发挥其拾遗补漏的功

能以矫正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弥补政府和市

场的失灵。志愿组织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参与社会管

理的正当性和必然性，这是志愿组织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的表现，从实践来看，志愿组织不仅有能力参

与社会管理，也有责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英国学者

格里·斯托克提出的社会治理理论认为社会组织应当

参与社会管理，该理论包含五个基本观点：①治理指

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

者。政府不是惟一的权力主体，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

机构也是一定层面上社会事务的权力主体。②由于权

力主体的多元，各种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管

理公共事务的责任。③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

机构之间存在权力依赖。④治理指行为者的自主自治。

⑤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

下命令或运用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

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6](32)。由

是观之，社会动因亦是推动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

重要动力，我国志愿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已经由传

统的被动式、分散化和偶发式向主动式、组织化和常

态化的方式转变，民间力量的崛起已是势不可挡。 

 

二、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模式与

成效——以宁波城管义工协会为

个案的分析 
 

宁波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协会成立于 2008 年 9

月，是由社会个人和单位自愿参加联合组建的，关心

参与城市管理工作的全市性组织，属于典型的非营利

性社会团体。该协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服务大局、

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工作方针，在探索中谋发展，

在创新中求突破，大力加强协会各项建设，从政府关

注出发，明确工作重点和服务内容，成功打造了“城

管义工文明行”服务品牌。截止 2012年 10月，该协

会已累计动员了近 30 万人次的义工，在文明行为宣

传、流动摊贩劝导、道路绿化维护、公交站点服务等

不同领域提供了义务服务超过 60万小时的义务服务，

在宣传服务管理、推动文明创建、传播义工理念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堪称是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社会

管理)的一个典范，在宁波市、浙江省乃至全国范围内

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一) 基本作法 

1. 领导架构 

该协会在组织架构上采取社团组织、协会管理的

方式。由宁波市城管局组织牵头成立的，协会会长由

宁波市城管局副局长担任，副会长由相关区县城管局

长担任，正副秘书长则分别由市城管局牵头处室负责

人和相关区县城管局副局长担任。同时，为了提高协

会的知名度和组织状况，宁波市城管局又邀请原宁波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城管局长等知名人士担任名

誉会长，为宁波市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协会开展具体

工作提供帮助和指导。领导机构的组成见图 1所示。 

 

 

图 1  宁波城管义工协会领导机构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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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网络和岗位设置 

在组织网络上，宁波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协会在

全市各区设办事处 15个，街道设服务点 69个，社区

设联络站 379个，形成独特的四级组织网络，借助四

级组织网络推动城管义工协会工作的开展。同时，结

合城管工作的特性以及民众的需要，将城管义工队伍

分成以下六个岗位：即城管知识宣传员、行政执法协

助员、环境卫生监督员、文明意识倡导员、公共设施

维护员以及园艺、水、气服务员。城管知识宣传员主

要负责社区城市管理知识的宣传引导；行政执法协助

员主要配合城管执法；环境卫生监督员参与城市市容

的整治；公共设施维护员主要负责向市民倡导文明行

为；园艺、水、气服务员则负责为社区家庭提供具体

家庭服务。 

3. 会员管理方式 

该协会根据其章程建立了《宁波市城市管理义务

工作者协会内部管理制度》，针对协会会员权利义务、

会员(服务)证管理、会员纪律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以促进会员管理的规范化。 

(1) 会员据规定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可参加协会开展的活动，并且可要求获得义工服务期

间相应的条件和必要的保障，也能够监督协会工作并

提出意见建议，拥有协会提供服务的优先权，同时入

会自愿，退会自由；在义务方面，会员除了在协会章

程指导下执行协会的决议，维护协会的合法权益之外，

还需向协会反映社情民意，提供涉及城管工作的有关

信息资料和情况，同时在完成协会委托或交办的工作

时宣传本会宗旨，维护本会声誉，以实际行动扩大本

会的社会影响。 

(2) 个人成员在通过申请并成功参加过第一次活

动之后，协会将会发放个人会员证。会员证的内容主

要包括会员培训登记表、会员服务登记表等，协会将

会在会员证上记录会员的服务时数和服务内容，并在

此基础上结合其综合服务时数和服务质量等情况评选

宁波市城市义务工作者协会的“城管义工之星”，例如

累计工时至 30小时即可成为一星级城管义工，累计工

时超过 300小时即可成为名誉城管义工，协会根据星

级对会员进行表彰嘉奖。 

(3) 协会有自我约束的组织纪律，要求会员不得

向服务对象收取报酬和接受服务对象馈赠，注重自己

的言行并积极维护协会形象：同时，规定会员在无故

连续两年不参加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若有违法和

严重违反协会规定的章程的行为的，由理事会或常务

理事会决定，予以除名；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

并交回义工会员证。 

4. 财务管理 

协会的财务管理主要包括收入和支出，收入的来

源主要通过政府扶持；社会捐赠以及其他合法收入。

支出细则主要有： 

(1) 协会经费的具体分配规定：必须按协会章程

规定的业务活动和与协会宗旨相符的事业(包括聘请

人员经费开支)有关；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

度，接受会员代表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 

(2) 经费支出的预算管理：秘书处每半年向协会

常务理事会提交经费支出预算计划，经研究决定后按

计划执行。日常支出由秘书长审批。计划外的临时经

费支出，单笔金额超过 2000元以上的由会长和秘书长

共同审批。 

(3) 经费收入票据管理：协会任何收入均应使用

社会团体的专用票据。 

(二) 成效 

1. 网络体系日益健全，形成纵向四级网络体系 

该协会自 2008年 9月成立之初，就策划形成宁波

市协会总部、县(市)区办事处、街道服务店和社区联

络站四级网络体系，目前，该协会已在全市六区、东

钱湖旅游度假区、宁波国家高新区和慈溪市建立办事

处 11个，街道服务点 37个、社区联络站 262个，服

务点、联络站分别覆盖中心城区 81.6%的街道、75.2%

的社区，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群众参与、互动互惠、

共建共享的城市管理格局。网络体系的不断完善给予

了协会整个运作上的最大支持，使得整个运营过程有

条不紊，总部运筹帷幄，分部职责分工明确，分头活

动的同时又有强大的核心凝聚力。 

2. 宣传手段推陈出新，城管义工品牌效应日益凸

显 

该协会一直与《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等传媒保

持密切合作，定期在重要版面刊登“城管义工在行动”

和“寻找宁波最热心的城管义工”专栏，通过网络传

媒对义工活动进行实时报道推广义工品牌，既提高了

公众的知晓度，也扩大了品牌影响力；该协会同时还

以“宁波城管义工网”为综合信息支撑平台，充分发

挥网络论坛和义工博客的作用，促进服务信息资源整

合与共享；另外，协会以“城管简报”为载体，不定

期地发布“城管义工专刊”，并在《宁波城管》杂志中

设义工专栏，以宁波城管为个体单位增强协会宣传度；

最后，协会还为义工添置义工工作服、义工徽章等形

象设备，旨在通过宣传物品的制作，进一步传播城管

义工精神，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城管、关注城管、

参与城管。 

3. 义工活动丰富多彩，城管义工活动走向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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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会各个办事处根据自身特点，不断开展活动，

例如海曙办事处组织流动摊贩义工，开展回馈服务便

民服务活动；鄞州办事处针对区域特点，组织大学生

义工参加植树活动；慈溪办事处义工走进中心广场，

开展文明行为劝导活动。截止 2012年底，各级组织开

展义工活动达千余次，基本做到了系列性活动“不间

断”、经常性活动“不断线”，经常性活动的开展，

丰富了义工服务的内涵，拓宽了义工服务的领域，进

一步增强了协会组织活力，推动了城管义工活动的常

态化。 

该协会成立一年之后就因为其社会影响力而被授

予了“宁波市第二批最具影响力文明服务品牌”，并获

得了“2008 年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文明建设

类)”的荣誉，2011 年又被授予“宁波市优秀志愿服

务组织奖”以及“宁波市 5A 级社会团体”的等荣誉

称号。此外，该协会因为在探索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社

会管理)中所取得的良好口碑和社会影响获得了宁波

市领导的肯定和批示，在全市乃至浙江省范围内产生

了较大的示范效应。随着宁波市城管义工协会组织活

动的持续开展，该协会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协会

会员的规模呈现出不断增长，协会成员的行业分布也

愈来愈广。 

(三) 存在的问题 

1. 公众公共参与意识仍显薄弱，动员式参与的方

式比较普遍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

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的缺乏和淡薄，公民对于自

身是参与的“主体”没有概念和理解，导致了自身没

有“参与”的渴望，同时他们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参与

社会管理不仅是自身的一种“权利”，更是民主政治对

公民的一种“责任”要求。公共参与中的被动式参与

现象还是广为存在，公众的主动式、组织化的参与程

度总体上还是偏低。从宁波城市义务工作者协会的运

作情况来看，其组织规模日益壮大，2012年底其会员

已经达到 39000多人，行业分布上也是比较广泛的，

包括公务员、退休工人、下岗职工、在校大学生、公

司白领等，但是需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不少义工志愿

者的参与事实上带有一定的被动性，问卷调查显示

43.5%的义工成员认为自己是在政治动员情况下被动

式的参与了义工协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众公

共参意识并不是很强，公众参与意愿无疑有待于提高。 

2. 公共参与的法律依据不明确，公共参与的制度

化程度比较低 

城市管理是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能，城市管理的水

平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城市

管理水平的高低固然受制于政府能力的影响，但是公

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程度同样影响和制约着城市管理水

平的高低，因为公众不仅是城市管理的客体，同时也

是城市管理的主体。离开公众的有效参与，城市管理

工作将失去目标和动力，城市管理的效果将无从得到

保证，为此必须切实保障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

从现行城市管理的相关法规来看，无论是法律的规定、

公布还是法律的审批、诉讼和实施均没有关于公民参

与的具体内容规定。目前，宁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工作的主要依据是《行政处罚法》《宁波市城市管理相

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宁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扣押(暂扣)和罚没物品处置管理办法》等，这些法

规内容只是涉及行政管理工作中执法人员的具体操作

过程，并没有关于公民参与的具体规定，宁波市城市

管理义工协会的成立和运作也仅仅是依据协会自身制

定的《宁波市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协会章程》《宁波市

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协会内部管理制度》和《宁波市

城管义工组织管理标准》，以上规章只是社会团体针对

协会内部人员制定的规章制度，并不具备广泛的适用

性和普适性，更谈不上法律依据。显然，这种制度安

排和法律环境决定了志愿者参与城市管理的制度化程

度是比较低的。 

3. 志愿组织培训机制不健全，义工协会的内部建

设有待加强 

从宁波城管义工协会发展的情况来看，其内部建

设总体比较薄弱的，尤其是在义工的选拔、管理、培

训等方面有待加强。具体而言：一是缺少严格的选拔

程序和机制。该协会要求中，只需符合协会条例的相

关要求，公众即可根据具体程序提交申请表格，随后

协会通过电话进行咨询，简单流程之后就可以成为该

协会的一员，而对于成员是否对组织有高度认同，是

否有业务能力，基本不作考察。这种会员选拔机制的

优势是能够最大程度的吸引公众的参与，激发公众公

共参与的热情，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义工成员素质参差

不齐，工作效果差强人意。二是针对义工的培训机制

不到位。志愿者培训在宁波城管义工协会日常管理中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既缺乏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

也缺乏长期的、科学的培训计划，结果导致志愿者的

素质和技能无法完全满足义工活动开展的需求，致使

义工活动服务质量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目前，该协会

的培训主要包括总部以及各办事处，总部的培训主要

针对各区的义工骨干或者队长，培训方式主要通过讲

座。一般来说，义工协会总部不干预办事处的培训，

因此各办事处自己开展培训活动，结果导致培训活动

呈现零星化、碎片化、分散化和短期化特征，缺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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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的志愿者培训程序。当然，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

之一是协会资金的短缺，但深层次的原因是管理者对

培训机制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4. 志愿组织面临着资金困局，义工协会的行政化

色彩比较浓厚 

资金问题是公众参与中的资金支持是社会组织正

常运行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困扰和影响社会组织生存

的首要问题。从宁波城管义工协会来看，随着协会规

模的扩展，各项活动经费持续增长，协会经费日益紧

张，已是捉襟见肘。目前，该协会的资金筹措渠道主

要为政府扶持、社会捐赠、其他合法收入等，实际上

真正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每年固定的行政拨

款，社会捐赠以及其他收入所占的份额是微乎其微的，

2012年该协会运作资金的 82%来自政府，仅有 18%的

资金来自社会公众和企业的支持，说明义工协会的日

常运作主要依赖于政府，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这种

情形严重影响和限制了该协会功能活动的进一步拓

展。目前，我国大部分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

都是政府主导的，具有半官方的性质[7]，组织活动的

开展缺乏充足、稳定的资金来源，结果导致公众参与

城市管理活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不足，一些公众关心

和亟待解决的公共项目无法及时的提上日程，严重影

响和制约了志愿组织公益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当政

府资金成为社会组织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时，社会组

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就会随之增强，往往会促使社会组

织不断改变和调整自己的目标策略或形态以迎合政府

的偏好，从而达到获取政府资金的目的，结果使得社

会组织的功能出现异化，导致义工协会的行政化色彩

日益浓厚，组织活动的开展严重受到政府官员的影响，

组织的独立性被严重削弱。 

 

三、推进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 
政策建议 

 

结合宁波城管义工协会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作

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志愿组织因其公益性、草根

性、灵活性等特征在参与城市管理、推动社会管理创

新中发挥了独到的优势，成为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中

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审视其暴露出来的缺陷

和问题，笔者认为志愿组织无论是在内部建设和管理

上，还是在外部政策环境方面均面临着限制和挑战，

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现实格局下，政府必须采取

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以督促志愿组织增强和提升内部

管理能力，同时注重优化志愿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

推动志愿组织快速、健康和有序的成长，以期实现在

城市管理过程中发挥出更好、更大的效用。 

(一) 不断强化志愿者的权利意识，激发志愿者参

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 

志愿者是志愿组织的细胞，推进志愿组织参与城

市管理的首要关键在于强化志愿者的权利意识，通过

强化志愿者的权利意识以切实提高志愿者参与城市管

理的积极性。尽管 2012年宁波城管义工协会会员的规

模已经达到 39 000多人，但调查结果却显示相当一部

分会员存在被动式和动员式参与的情况，其公共参与

的意愿和权利意识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强烈。由此可见，

那些非会员群体的权利意识就更是可见一斑了。为此，

应该不断志愿者的权利意识，激发志愿者参与城市管

理的积极性，建议从学校、社区、政府等方面入手，

开展教育和宣传工作：①作为志愿者的堡垒之一，学

校应该广泛开展民主宣传教育，除了通过课堂、讲座、

报刊等宣传形式，还可以根据学生的特性，积极开展

实践性的教育宣传活动，明确志愿者参与公共事务和

社会管理的权利；②注重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

事务与社区管理，在社区管理中彰显社区居民的自主

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同时，在社区居民中广泛宣扬志

愿精神，强调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全面实现，让社

区居民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以营造“城市是我家，

建设靠大家”的格局[8]；③政府要切实加强法制宣传，

让公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增强公众对城市

管理的关注程度，培养公民的公共责任感。此外，还

应该积极告知和宣传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具体方式，

诸如座谈会、调查研究、列席和旁听、书面征求意见，

公众讨论、专家咨询、论证等，让公众知晓和掌握公

共参与的方式、方法。 

(二) 高度重视公共参与渠道的建设，提升志愿者

公共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

政治秩序》中构建了一个社会变迁和政治动乱之间的

关系模型，认为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动乱或革命关键

取决于社会变迁制度化的程度，制度化程度越高，发

生动乱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发生动乱或革

命的可能性就越高。正是由于美国发达的、高度多元

化的中层组织造成了利益和认同的多样性，从而消除

了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促进了政治稳定[9]。当前，中

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动时期，这种变迁引发了

剧烈的社会变动并造就了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建

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

制度安排以弥合冲突、缓解矛盾，进而把冲突和矛盾

控制在制度化的范围内。为此，必须切实拓宽公众参

与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只有借助良好畅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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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与渠道，公共参与才能变得顺畅而有效。201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公众参与调查报告》显示：

虽然中国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在不断拓宽，公众参与

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但是总体而言，人们参与公共

活动的绝对比例仍然不高。在“单位的公益活

动”“社区文体活动”“社区志愿者活动”“民间组

织的活动”“业主委员会活动”五种途径中，居然有

高达 46%的公众没有参与上述五种途径之中的任何一

种，41%的公众偶尔会参与某种或某些途径。只有 13%

的公众会经常参与某种或某些途径[10]。可见，中国公

共参与的结果并不理想，公共参与的制度化有待提高。

为此，必须创新公共参与机制，将公共参与纳入常态

化和制度化的渠道，通过鼓励多元利益群体的公共参

与，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态平衡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在不断的变革发展中实现动态的社会稳定与和谐。 

(三) 健全和创新志愿组织的培训机制，切实增强

志愿者公共参与的能力 

志愿者的素质及其参与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志

愿组织的整体能力。鉴于宁波城管义工协会成员素质

参差不齐的现状及其培训机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加

大志愿者的培训力度、丰富志愿者培训的内容、创新

志愿者培训的方式、健全志愿组织的培训机制势在必

行。只有通过科学化、系统化的培训才能全面提升志

愿者的素质与能力，保证志愿者公共参与的质量与效

果。具体说来，应做如下努力：①建立专门的培训机

构或培训人员，建立合理的培训机制。主要包括专门

的培训地址、合适的培训人员、合理的培训方式、定

期的讲座、交流活动等，还应该在财务中划拨一定的

资金和资源支持此类的基础性培训工作。②实现分类

培训。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类培训，可以根据

培训性质、培训内容、培训要求、培训对象的不同采

取不同的培训方式，在培训方式上可以实现多样化，

如以老带新、参与式培训、活动式培训等[11](178)。③除

了工作技能培训和岗位培训外，志愿组织的培训还应

突出责任感、道德感和对社会使命感的教育与训练，

倡导公益、奉献、爱心服务精神，着力于提高志愿者

们的思想素质和政治觉悟，增强志愿者对组织的忠诚

度，激发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热情而持续地投身于

社会公益事业中[12]。 

(四) 全面加强志愿组织的内部建设，提高志愿组

织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在推进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志愿组

织的内部建设不容忽视，内部建设关系到志愿组织公

共参与能力的强弱。如果志愿组织不具备足够的参与

能力，其公共参与的效果将无法得到保证，因此，必

须高度重视志愿组织的内部建设问题。①规范招聘程

序。一套完善的招聘程序在组织管理中非常关键，它

涵盖信息的发布、宣传、对所需岗位人员的要求、对

志愿者考察的方式与方法以及最终的决策等方面，程

序的合理设定影响和决定了社会组织工作效率的优

良。在拥有一套良好的招聘程序的基础之上，也要让

招聘人员认识到招聘这一环节的重要性，掌握招聘和

测试的技巧，只有程序的规范化，人员专业化，才能

在众多招聘者中选出最适合组织需求的志愿者。②注

重志愿者信息档案的整理和管理。要建立志愿者信息

档案，在志愿者应聘时搜集志愿者相关信息，如参加

组织的动机、拥有的技能、工作中的困难与收获、对

组织的看法和建议等，通过这些信息，挑选出一批个

人能力符合要求，认可组织使命，在组织中有归属感

的志愿者，建立起志愿者信息参与式培训、活动式培

训等[13]。③设置专业人才管理岗位，提升志愿组织专

业化程度。专业人才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在所辖区

域，应该设置义工档案及所需要帮助的对象档案，努

力实现管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同时，要设置

专业人才的岗位，让其有实战和实践的平台，不断优

化和提高技能，将各种制度措施与专业人才相绑定，

例如职务晋升制度、优秀义工表彰制度等等，不断提

升专业化的层次和水平。 

(五) 加大政府公共政策的扶持力度，多管齐下解

决志愿组织资金困局 

针对志愿组织普遍面临的资金困局，建议各级政

府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公共政策的扶持力度，积极

运用财政金融手段调节和引导志愿组织的活动，通过

减免税等鼓励政策扶持志愿组织的发展。同时，可以

借鉴国外志愿组织发展的经验，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

程中应该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项目购买、项

目补贴、项目奖励等多元化的方式，吸引志愿组织在

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发挥社会建

设专项资金引导作用，为志愿组织的发展开辟一条可

持续的发展道路[14]。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前

提下，应该本着积极筹措和多渠道开辟的原则，多管

齐下以解决志愿组织的资金困局：①收取会费，考虑

到志愿组织属于公益组织的性质，不存在收取会费这

样的行为，为不挫伤和影响会员的积极性，会费的收

取应采用自愿捐赠和匿名的方式进行。②适度参与商

业投资，可以将志愿组织的部分资金通过资金运作的

方式，将其少量的投放出去，实现志愿组织资金的保

值与增值。③合理规划人力资源，降低运营成本，志

愿组织运营过程中，招募人员应当尽量精简，降低志

愿组织在人事雇佣上所投资的成本。④开展社会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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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志愿组织活动相对频繁以及企业集聚的区域，

开展募捐活动，提高志愿组织知名度，吸引企业进行

捐赠。⑤以项目方式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通过发挥志

愿组织在服务社会和公众的优势，以项目方式积极承

接政府公共服务，在发挥志愿组织功能优势的同时从

公共财政体系中获取公共资金以推动志愿组织的可持

续发展。 

(感谢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育项目计划、宁

波市领军与拔尖人才工程和宁波大学胡岚优秀博士基

金的奖励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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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countermeansures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city management: Taking the volunteer association of 

Ningbo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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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city management is demand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governance a complex society which comes to be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execution of 

social power by volunteer orga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essing soci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Volunteer Association of Ningbo City carried out various activities in order to supply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demands, through which it built a useful bridge between city management and the public and also put forward a fresh 

sample of explor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anagement. Taking the Volunteer Association of Ningbo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effect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eadership structure, organization network, post setting, member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so on, then 

reflects the problems exposed in practice.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ramework to promote the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city management by strengthening the volunteer right 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channels, improving training mechanism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 stressing internal construction 

and making more supporting policies. 

Key Words: volunteer organiz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city manageme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volunteers 

association in city management of Ningbo city                                             [编辑: 颜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