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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长沙青年志愿者协会为例 

马荥璐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湖南长沙 

【摘要】自公共事件频繁发生以来，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的作用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志愿者队伍迅速壮大，

志愿服务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面对这样的背景，非营利组织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有效管理志

愿者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成为了重要课题。本文以长沙青年志愿者协会为例，对志愿者管理存在问题进行探究，

并提出意见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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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volunteer management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 Taking the Changsha youth volunteer associatio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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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public events, the rol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eers has 
begun to receive widespread attention, the volunteer team has grown rapidly, and volunteer servi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art of social life. Faced with such a background, how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an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volunteers to provide high-quality servic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topics. Taking the Changsha Youth 
Volunteer Associ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of volunteer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opin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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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营利组织及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历史 
1.1 非营利组织发展历史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拉开帷幕，我国经济与社会

结构持续演变，历经了极为深刻的变革。伴随市场经济

活力的充分释放，在政府与企业之外，非营利组织作为 
“第三部门” 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梳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脉络，大致可划分

为五个阶段 。 
1.1.1 第一阶段 萌芽起步期（20 世纪初至 1949 年） 
从 20 世纪初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在那个时代，

中国社会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非营利组织

主要以民间结社的形式出现，其主要目标是保护其成

员的利益。据 1946 年社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已

有超过 46000 个人民团体进行了正式登记。这些团体

中，职业团体如农会、工会、渔会以及工商业和自由职

业团体等占了绝大多数，约有 40000 多个；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社会团体并未进行官方登记，因此实际的民

间团体数量可能远超这一数字。 
1.1.2 第二阶段：历经波折期（1949 年至 1978 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经济领域实行了计划经

济体制，政治上则采取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到

了 1950 年，新成立的政权对民间组织进行了彻底的清

理和修整工作，导致许多社团被政治化或直接被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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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整顿行动使得国内各类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

的数量急剧减少[1]。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1950 年

全国性的社团仅有 44 个，到了 1960 年也不足 100 个。 
1.1.3 第三阶段：复苏提速期（1978-1992） 
1978-1992 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中国非营利组织进

入加速发展阶段。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铺平了道路，为非营

利组织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公民社会的崛起也为

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1989 年，全国性

社团就有 1600 个，地方性社团更是达到了 20 多万个
[2]。然而，在这一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非营利组织也面

临着一些不规范的问题。1990 年 6 月，政府启动了第

二次大规模的社团清理整顿工作。在这一阶段，我国非

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和理顺。

到 1992 年，全国性社团的数量稳定在 1200 个左右，

地方性社团则达到了 18 万个，显示出非营利组织在规

范中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3]。 
1.1.4 第四阶段：规模质量并进期（1992-2002）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

展市场中介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和商会等，以发挥它

们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4]。到 2002 年底，全国登

记的社会团体数量达到了 13.3 万个，比 2001 年增长了

13%。这一显著的增长不仅反映了非营利组织数量的

快速增加，更显示了它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作用的

日益增强。 
1.1.5 第五阶段：全面繁荣期（2003 至今） 
自 2003 年起，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

新的全面快速增长期。这一时期，随着全国官办非营利

组织改革的推进和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非营利组织

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取得了显著增长。2003 年 10 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按市场化原则规

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的新要求，

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2 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历史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义务劳动，

到改革开放后社区服务的兴起，再到 21 世纪志愿服务

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志愿者队伍经历了显著的增长

和结构的优化。 
在早期，志愿服务活动主要由政府组织，强调集体

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活动形式相对单一。随着社会的

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除了政府主导外，社会力量和个

人也能在志愿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80 年代至 90 年

代，社区志愿服务逐渐兴起，志愿服务开始向多元化、

个性化发展。进入 21 世纪，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

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志愿服务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政

府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法规，为志愿服务提供了制度保

障和法律支持。志愿服务组织数量迅速增加，志愿者队

伍不断壮大，志愿服务内容也日益丰富，涵盖了教育、

医疗、环保、扶贫、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5]。 
2 长沙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发展概况 
长沙青年志愿者协会于 1995 年正式成立，其成

员由热心社会公益和社会保障事业的青年构成。作为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协会接受共青团长沙市委的工作

指导，长期致力于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领域。协会逐渐

发展壮大，下辖区级青年志愿者协会 9 支，专业、行业

志愿者分会 98 支，拥有青少年志愿者 14 万余人，注

册志愿者近 1.2 万人。长沙青年志愿者协会注重优化配

置各类资源，推动精干力量专业化，联合驻长高校、市

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青年社会组织成立市属专业志愿

服务队[6]。协会推动服务平台信息化，线上注册志愿者

达到 56.1 万人，注册组织 5084 个，志愿服务时长 281.4
万小时，形成了龙头、枢纽、网点阵地体系。 

3 志愿者队伍管理面临的问题 
3.1 管理资金缺乏 
资金短缺是众多非营利组织普遍面临的核心难题，

它直接影响到志愿活动的实施、新成员的吸纳以及志

愿者的专业培训等多个方面。以长沙青年志愿者协会

为例，该协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大部分：政府的财政

拨款和爱心企业的捐助。然而，政府的补贴常常杯水车

薪，难以覆盖所有需求，同时，非营利组织在自筹资金

方面的能力也相对有限，这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短缺的

问题，物质资源的匮乏无疑给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带来

了诸多挑战。首先，尽管志愿服务强调的是自愿性和无

偿性，但志愿者在参与过程中仍然渴望得到一定形式

的认可和鼓励，然而资金的紧张往往使得这些激励措

施难以实施，进而可能影响志愿者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其次，资金的不足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的

能力。没有足够的物质保障，组织难以为志愿者提供必

要的工作条件和支持，一些精心策划的志愿活动无法

开展，甚至被迫取消，这不仅损害了服务对象的利益，

也削弱了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3.2 专业能力不强 
从人力资源专业视角审视，非营利组织在志愿者

管理领域面临双重发展瓶颈：其一为服务主体专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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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待提升，其二为能力培养机制欠完善。首先，服务主

体专业适配度不足。当前非营利组织服务范畴已突破

传统领域，延伸至法律援助、生态治理、医养服务及教

育咨询等专业化服务领域。以长沙青年志愿者协会为

例，其成员构成以在校学生为主体，多数未接受过系统

的社会服务理论培训，在危机干预、个案管理等实务操

作层面存在明显短板。其次，培训体系专业化程度有限。

现行培训机制呈现三方面特征：形式维度局限于讲座

式灌输，内容层面偏重经验传承，实施过程缺乏评估体

系。内容多依赖老志愿者的实践经验，这种非标准化培

养方式导致新晋志愿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基础

服务标准。志愿服务培训不仅要传递志愿精神和理念，

还要涵盖专业领域的知识，这需要更专业化的心理培

训[7]。资金约束与专业师资短缺形成恶性循环，这迫使

组织采用成本压缩策略，进而影响人才梯队建设。这种

结构性矛盾亟待通过政社协同机制创新来破解。 
3.3 缺乏有效激励 
一套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对维持志愿者参与热

情、保障活动质量有着关键作用。若激励措施不合理或

不及时，容易让志愿者期望落空，打击其积极性，甚至

造成优秀志愿者流失。在我国，非营利组织在激励志愿

者时，普遍侧重精神激励，物质激励相对匮乏。常见的

精神激励方式包括根据志愿者的服务时间累计授予荣

誉称号，或在活动结束后举办表彰大会，对表现突出的

志愿者进行公开表扬和鼓励[7]。以长沙青年志愿者协会

为例，该协会主要借助举办项目大赛、设立 “雷锋榜”，

以及定期开展 “优秀志愿者” 评选活动等方式激励志

愿者。然而，从这些举措不难看出，长沙青年志愿者协

会激励方式较为单一，过度依赖精神激励，亟需丰富激

励手段，提升志愿者激励的有效性。 
4 对策 
4.1 有效的社会资金募集 
社会捐赠是非营利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极大推

动着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在我国，企业与基金会捐赠

比较普遍，个人捐赠占比相对偏低，不过个人捐赠蕴藏

着巨大潜力。国家可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更多

个人与企业投身捐赠。对向非营利组织捐款的主体，给

予减税或免税优惠；对非营利组织接受的捐赠收入免

税，减轻捐赠者的经济负担，激发其捐赠热情。非营利

组织在资金募集环节，应当采用多样化的劝募形式。除

传统方式外，开展线上众筹、慈善晚宴、公益拍卖等活

动，满足不同捐赠群体的偏好。与此同时，组织需向公

众传递公共服务和志愿活动的社会价值，加深公众对

公益捐赠的认识，赢得公众支持。此外，建立透明的财

务管理和信息披露机制，构建非营利组织与捐赠者间

的信任桥梁，打消捐赠者顾虑，提升捐赠意愿 ，从而

进一步推动社会捐赠持续、健康发展，助力社会公益事

业迈向新高度。 
4.2 志愿者培训 
为了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质量，增强其专业素养，需

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工作。在师资方面，安排专业社

工进行集中授课，确保培训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教学过

程中，采用讲座、分组讨论、情景模拟等互动式培训模

式，提升志愿者的实操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考虑到便

捷性，借助网络技术搭建在线培训系统，开展远程培训。

志愿者可通过该系统，观看网上讲座与课程，突破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同时，依据志愿者的工作岗位、职责以

及专业背景，如医学、法律、教育等领域，定制个性化

培训方案。让每位志愿者能在岗位上充分发挥优势，提

供更为专业、高效的服务。 
4.3 完善志愿者激励 
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提高志愿服务的质量和

水平至关重要[8]。为了完善激励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1.强化物质激励：为表彰志愿者的突出贡献，

可给予奖金或奖品等物质奖励。同时，提供交通补贴、

带薪休假、健康安全保障（含保险、退休福利）等生活

福利，解决志愿者的后顾之忧。2.注重精神激励：在物

质激励之外，深入了解志愿者追求自我实现与成就感

等内在动机。通过公开表扬、颁发荣誉证书、授予荣誉

称号、提升社会认可度等非物质激励方式，增强志愿者

的荣誉感与归属感。3.助力成长发展：为志愿者提供专

业培训和学习机会，助力其个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

构建公平合理的晋升与奖励体系，让志愿者清晰看到自

身成长与在组织中的发展路径，激发持续奉献的热情。 
5 结论 
长沙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志愿服

务事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自成立伊始，协会就以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己任，

积极投身于各类社会服务活动。但随着协会的发展，志

愿者管理队伍存在的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只要科学

管理，实际调整方案计划，协会会成为推动社会和谐与

进步的重要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做

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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