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服务视角的社区自治研究 

——以无锡市中心城区为例 

  严 杰 

 

“志愿服务”是指人们利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自愿无偿为社会和

他人提供服务的公益行为，它体现着公民的社会意识，反映着社会的

文明进步水平。社区志愿服务作为社会志愿服务体系的重要构成因

素，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维护着社区和谐稳定，推动着

社区健康发展，反应这社区自治的成效。为全面了解无锡市在社区自

治中，志愿服务的状况，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建设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我们选取了南长区、崇安区和北塘区的部分社区，采取

抽样问卷和个案访谈等形式，对无锡市社区中志愿服务状况进行了较

为深入地调研。 

一、社区志愿服务的基本情况 

我们依据社区的分布，结合各行政区域的人口密度，社区成立的

早晚等特点，采用调查问卷方法，在南长区、崇安区和北塘区进行了

调查研究。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6 份，回收率为

95%。受访者的基本情况是：男性公民 42%，女性公民 58%。职业状

况是：党政机关人员 9%，事业单位人员 8%，企业单位人员 18%，

进城务工人员 3%，离退休人员 20%，学生 25%，其他人员（社区专

职工作者占多数）17%。调查覆盖面广，涉及在社区生活的各类居民，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1、对于自身是否是所在社区志愿者以及不是的原因 



 

在回答“是否是所在社区志愿者”中，“是”占 44%，“不是”56%。在

对于未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的原因回答中，选择“信息不畅，不了解哪

些活动需要参加”占 19%，“渠道不明，不了解如何参加”占 52%，“自

身没有时间参与”占 25%，“有关组织工作不透明，工作人员热情不够”

占 4%。 

上述数据说明，绝大多数居民对社区志愿服务有很高的热情，社

区志愿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志愿服务情况知

晓率不高，虽然大多数居民愿意参加社区志愿服务，但不知道如何参

与，表明了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有待完善。这样，才

能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2、对社区志愿服务了解的情况 

对社区志愿服务“十分了解”的占 32%，“有所了解”的占 60%，“不

了解”的占 8%。 

数据表明，大部分被访者对自己所在社区的志愿服务是了解的。

但超过半数的人认为“有所了解”，说明社区志愿服务尽管开展了，但

居民对社区志愿服务的具体知情度还不是很高。 

3、关于所在社区的志愿服务组织和开展的志愿服务 

在所选取的三个行政区的社区中，建立了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的占

60%。社区志愿者参与“环保、普法宣传”的占 80%，“社区打扫卫生”

的占 78%，“帮助社区弱势群体”的占 42%，“社区治安巡防”的占 56%，

“居民纠纷调解”的占 20%。 

数据充分显示了社区志愿服务的类型多，服务范围广，表明了在



 

和谐社区的建设中，社区志愿服务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4、对于社区志愿服务前景的看法 

在被访者中 73%的居民认为社区志愿服务“发展潜力很大、有前

途”，17%的认为“有发展，但不会太快”，6%则认为“维持现状”，剩

下的 4%则认为“不好判断”。 

说明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社区志愿服务的前景看好，对社区志愿服

务充满信心，但也反映出了一些居民的担心，怎样真正做到社区与社

区志愿服务协调发展，而不仅仅是形式。 

以上调查问卷说明，无锡市开展和谐社区创建以来，社区志愿服

务由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从倡导性的行动到实实在在的

行动，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呈现出了崭新的风貌。但是还存在许多

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

高社区志愿服务水平。 

二、志愿服务参与社区自治的总体特征 

1、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社区志愿服务体系 

在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下，成立了社区志愿服务站，对志愿服务工

作进行专项管理，整合力量，发挥作用，逐步形成“社区具体牵头、

各服务队自主活动”的工作局面。同时，以居民需求为重点，根据群

众需求推出针对性的服务项目，成立一批为满足群众需要的家电维修

队、文艺宣传队、科普服务队等志愿服务组织，为辖区居民提供家电

维修、扶残助孤、法律宣传等服务项目。 

2、充分发挥社区干部和党员在社区志愿服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大部分社区建立了以党员、居民小组长为核心的志愿者服务网

络。在社区党支部的组织下，社区干部和党员在社区志愿服务中成为

核心骨干分子带好头、做榜样，各显其能，开展了“就近保护绿地”，

参加“社区巡逻值班”，参与文体活动等工作，以自身表率作用影响和

带动了周围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3、建立了以专业特长人员为主体的社区志愿者服务网络 

社区通过上门调查摸底等方式，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具有各种专业

特长人员，并按照特长爱好成立了法律咨询服务队、教育咨询服务队、

医疗服务保健队、环保护绿服务队、文化娱乐宣传队和家电维修服务

团队，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化服务才能，大大提高了社区志愿服务的

社会效益。 

4、形成了覆盖面广、服务方式灵活的志愿服务格局 

社区志愿服务涉及家电维修，家政服务，普法宣传等内容，涵盖

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志愿服务者们根据不同特点，可以开展集体

帮助、结队帮扶、单独上门等多种服务形式服务居民。结合社区特点，

社居委制作并向社区居民发放了社区志愿服务卡，卡上包含了志愿服

务的内容与联系方式等信息，居民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预约服务。

这些灵活多样的服务方式大大方便了居民生活。 

5、以志愿者的精神影响社区风气，营造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良好的社会风尚 

广大社区志愿者为了居民需要，不计报酬，不顾个人得失，把志

愿服务作为一种责任回报给社会，自觉自愿为居民做事情，为社会作



 

贡献。以一人的行动带动和感染周围社区居民，形成了一股志愿服务

的良好风气，为和谐社区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有

力推动了和谐社区建设。 

三、社区志愿服务参与自治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的来看，随着和谐社区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市各社区都把

社区志愿服务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好

的经验和做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社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

是一项系统工程，特别是随着人民物质需求的不断增长，社区志愿服

务面临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从现实情况看，当前还存在诸多不相适

应和相对薄弱的问题和环节： 

1、政府行政干预较多，志愿者大多被动参与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社区志愿服务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不是由居

民自发产生，而是政府在加强社区建设、推动社区服务过程中有意识

地组织开展的，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政府号召为动力，以行政组织为

依托的特点。这种志愿服务在善于发现和填补社会漏洞方面最为积极

和富有效率，并不能使参与者感受到服务的价值，真正调动参与者内

在的志愿服务精神和服务愿望。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志

愿服务的积极性，有时往往只能形式主义地推进志愿服务组织运动。  

2、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公众参与志愿服务  

由于社区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建立志愿者服务组织，订立相关制

度，明确志愿者的权利与义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社区志愿

者服务的进一步发展。社区居民组织也缺乏一个完善信息发布平台，



 

来发布志愿服务信息。不少有热情、有意愿参与社区志愿组织的人，

因无法得知信息而无法参与其中。 

3、资金的短缺  

社区志愿服务因缺乏政府资金投入，也无法调动社会资金参与使

一些活动的无法正常开展。而且在社居委组织下的社区志愿者组织不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就谈不上自我管理，其筹集资金和财务管理的

能力也就有限。这样社区志愿服务就缺乏投入，许多活动的开展，需

要志愿者自掏腰包，长久已往，志愿者参与积极性也便减弱。 

4、居民对于社区志愿者工作了解不深 

有些人仍旧停留在志愿服务只是学雷锋活动这个层面上，认识不

到它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认识不到它对建设和谐社会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致使部分社区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遇

到过对一些社区志愿者服务不理解、不支持的现象。社区志愿者在少

数被服务对象的眼中，成了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免费劳动力。 

5、居民的主体参与意识不强 

目前，社区的志愿者队伍在不断发展，志愿服务活动也日趋频繁，

但不少志愿者都是经过组织动员后加入的，居民主动报名加入志愿者

组织的还不是很多，志愿者主动报名参加或自发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的也不是太多，一些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都是一种组织行为而不是

志愿者自愿参与行为。如果长期这样会影响志愿者的参与心态，志愿

者的积极性会受影响。 

6、志愿者队伍结构不合理 



 

在我们所调查的社区中，社区志愿者中有 80%是离退休的老年人，

15%为大中小学生，仅有一部分是中青年志愿者，这种结构比例不仅

加重了老年居民的负担，而且使志愿服务的一些环节难以开展。 

四、以社区志愿服务优化社区自治的途径 

针对上述社区志愿服务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当前，要进一步

强化组织领导、扩大居民参与度、增强投入保障、建立激励等机制，

把社区志愿服务纳入科学化、规范化、长效化管理的轨道。 

1、加强政府对社区志愿服务的工作指导 

政府在推进志愿者组织建设，加强志愿精神宣传工作的同时，也

需进一步对社区志愿者组织筹集社会资金给予指导，给予政策倾斜，

把参与社区志愿组织的建设与有关社区工作考核挂钩，引导社区志愿

服务走向正轨。 

2、要进一步完善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领导体系 

社居委应有一名专职干部负责社区志愿服务的相关事宜。建议专

职干部担任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的理事，负责社区志愿者的登记、联系

和管理，结合社区实际制定志愿服务的内容、工作计划和管理办法，

形成长效化工作机制，建成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保证社区

志愿服务的有序开展。 

3、进一步强化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不断壮大志愿者服务队伍 

社区居民是社区志愿服务的主体，社区志愿服务建设要始终依靠

和发动居民，依托“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和

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吸引社区居民投身社区志愿服务。以加强和改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为契机，引导广大青少

年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伍，投身和谐社区建设，在社区志愿服务中得

到锻炼和培养。引导广大“上班族”，利用空余时间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促进志愿者队伍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由发动社区中的部分老人和大、

中学生为主延展到社区各界人士，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整合社区资源，拓宽社区服务领域 

利用所在辖区的学校、家政等社会资源，建立良好的合作服务关

系，拓展社区志愿服务的范围，充分吸纳“外资”，借用“人才”，走出

一条“大共建”的服务新路。建议可以充分利用辖区学校、企业、商户、

科研单位等资源，使社区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发挥学校体育运动器

材和图书馆等资源作用，免费向居民开放，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还要，创新社区志愿服务载体，满足居民多种服务需求。在给予

居民物质帮助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关怀。特别是对于孤寡老人，

残疾居民，特困户和下岗职工的志愿服务。 

5、要建立多元的资金筹措投入机制 

社区的志愿服务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需要一定的财力保障。各

街道可以将社区志愿服务金费纳入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预

算，加大政府对社区志愿服务的投入。同时，还应积极鼓励和引导社

会各界对社区志愿服务建设给予财力和物力的支持，进一步拓宽投入

渠道，建立多元的投入机制，用市场经济手段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建

设。可以按照“财政支持，街道自筹，单位共建”的方式，由区财政出

资，直接投入社区建设，同时，通过资源共享、共驻共建，大力开发



 

社区的社会资源，调动社区和各单位的积极性，广泛参与社区建设，

多渠道筹集社区建设的资金，保证了社区志愿服务的开展。 

6、要建立健全表彰机制，营造浓厚的志愿服务氛围 

各社区在建立组织领导机构同时，还应完善社区志愿服务的宣传，

让社区居民充分了解社区中有怎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怎样参与这些志

愿服务活动。抓好社区文化熏陶，教育引导，培养良好的参与氛围，

逐步提高居民参与意识，调动广大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力树立

社区志愿者的典型，以先进典型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建设。认真总结和

树立先进典型，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弘扬社区新风气，激发社

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区居民

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保持社区居民热情和持久的服务积极性，使

社区形成一个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 

 

完善我市社区志愿服务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

需要，是无锡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促进市民全面发展的需要，也

是树立良好的无锡文明城市形象的需要，只有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

务，促进和谐社区建设，才能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加

快“四个无锡”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