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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文明典范”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志愿公

益是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全面发展和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志愿公益的发展

水平映射着城市的文明程度。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志愿公益和城市社会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

在逻辑，研究表明，志愿公益推动城市发展理念、治理方式和诚信体系创新升级，推动城市文

化自信的彰显表达和城市文明“全球化”语境的构建，进而形成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城

市社会认同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提升市民信誉和道德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和共同富裕，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比国内外先进城市志愿公益经验，可以获得如

下启示：第一，志愿公益的数量和质量与城市文明水平呈正相关；第二，政府在志愿公益事业中

的作用不可或缺；第三，志愿服务理念与城市文化紧密结合。新时代深圳志愿公益创新发展，可

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有效做法，拓宽志愿公益覆盖面，提高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的参与度；

构建志愿公益法治体系，展现人民至上的城市治理理念；加强志愿公益专业化和国际化建设，

提升城市内涵和国际视野；强化志愿服务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提高城市精细化服务水平；完善

志愿公益激励与监督机制，促进城市精神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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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标

志，更是人类文明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城

市文明的发展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中

国是最早产生城市的国家之一，我国古代“城”

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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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管子·度地》曰：“内为之城，城外为

之郭。”“市”是商品交换之所。《周易·系辞》

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

而退，各得其所。”可见，军事防御和商品交换

是古代城市的基本功能。[1](P21-56)随着人类文明

发展，城市逐步完成政治、文化、科技、交通、

信息等功能的延展，成为现代文明策源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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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朝古都开封市孕育了华夏千年文明。英国当

代著名城市史专家彼得·霍尔结合城市的活力、

创新能力与文化创造力，回答了城市对人类文

明发展的重要贡献。他将西方城市文明史划分

为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和文化—

技术创新三个时代，并指出，随着文化产业的

兴起，全球城市的发展，城市文明将在信息化

时代继续，交通技术和可持续的城市主义，更

加不公平的城市世界，变化中的经济、家庭和

市民社会，将成为未来城市的三大主题。[2](P5-7)

城市和城镇体系变化，正形成新的世界体系，

产生新的城市形态，如，“世界城市”[3]“全球

城市”[4]“知识城市”[5]“创意城市”[6]“生态城

市”[7]等。

鲍宗豪在《当代中国文明论》一书中，将城

市文明的变迁归纳为商业范式、工业范式、生

态范式和文明范式四个阶段。[1]商业范式是指

18世纪末期以前，城市之间由商路连接，贸易是

当时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最大外部推动因素，贸

易为港口城市和商业中心带来了移民和商人，人

种的混合进一步促进了文化和知识的交流，促

进了城市发展和城市文明的形成，春秋战国时

期如陶（今山东定陶）、11世纪到15世纪的意大

利威尼斯是其中的典型。工业范式是指18世纪

末到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重塑整个社会，

既带来了城市文明，也出现了污染、拥挤、生态

恶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如伦敦和台湾高雄。生

态范式是指生态危机唤起人类觉醒，基于人类

与自然的关系，建立人与人、人与经济活动、人

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城市文明，如美国伯克利，中

国和新加坡在天津建设的“中新天津生态城”。

文明范式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各国以新的思

维方式认识“生态城市”而诞生的新的城市范

式，我国正在广泛创建的“文明城市”就属于这

种新范式。对比中西方城市文明历史轨迹，尽管

不同城市在不同时期所达到的文明水平不同，

但城市文明均发端于商业文明，正如德国著名

社会学家韦伯所说，市场的存在是城市最重要

的因素。[8](P3)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

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市发展，伴

随商业文明而创造出灿烂绚丽的精神文明，精

神文明又使城市脱俗于一般的商业文明和工业

文明，城市文明与人的文明合二为一，最终使城

市文明回归人本身。

深圳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用40年

时间走过了国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9]实

现了由经济开发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跨越。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城市

文明典范”被确定为深圳先行示范区五大战略

定位之一。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再次强调“城

市文明典范”是深圳未来五年奋斗目标之一。

深 圳要塑造城市文明典范，不仅要有高度发

达的经济科技，而且要有繁荣兴盛的社会主义

文化，[10](P6)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富足，而且要

有高度的精神富有，努力建设成为与现代化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相匹配的文明城市。城市文明

典范建设内涵丰富，志愿公益是其中重要的部

分，志愿公益的发展水平映射着城市的文明程

度。鲍宗豪认为，城市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积

极性和自觉性，往往反映了市民的文明素质，展

示了城市文明风尚。[11](P155-184)《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体系》关于“社会道德风尚”测评指标中，也

明确将“志愿服务领导体制”“志愿者队伍建

设”“志愿服务活动”纳入测评范围。因此，认

知城市文明典范基本内涵，探析志愿公益与城

市文明典范的内在关系和逻辑机理，有助于进

一步分析深圳志愿公益的现状和问题，提出深

圳志愿公益发展对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具体

建议。

二、志愿公益与城市文明典范
建设的理论基础

志愿公益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现代志愿

服务兴起于慈善业，1869年牧师索里在伦敦成

立的“组织慈善救济及抑制行乞协会”，被认为

是现代志愿服务的起点。[12]纵观国内外先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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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公民

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越高，而这些志愿服务又

为城市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精神价值、文化

价值和社会价值。

（一）城市文明典范的内涵解析

“城市文明”和“文明城市”是两个指向不

同的概念。“城市文明”指的是城市所达到的

文明水平，所体现的是城市文明程度，[1]它展示

了“城市文明”演进的自然逻辑，反映了不同历

史时期城市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

系，从根本上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所达到的一

种和谐、文明状态。“文明城市”是以“文明”

为根本标志的城市，是当今我国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生态发展整体文明水平较高的城市，

也是我国应对可持续城市化，探索城市美好生

活而追求的城市新模式。2005年中央文明办颁

布《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截至2021年全国

共有284个城市（区）获全国文明城市（区）荣

誉称号，[13]深圳是首届九个全国文明城市之一。

“城市文明典范”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集

中体现，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

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全方位的综合提

升，是城市发展的最高要求。“城市文明典范”

即在文明城市阶段，要做到城市文明更高端，

成为文明城市的更好形态。深圳领全国风气之

先，连续六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被誉为“设

计之都”“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等。深圳，

作为中国第一个也是第一批经济特区，其令人

惊叹的建筑群、文明的市民、整洁的街道、敢

为天下先的企业家精神，为塑造城市文明典范

奠定了基础。深圳新阶段的目标是，不但要成为

“文明城市”全球标杆，而且要让“文明”成为

全体市民追求的目标，让深圳成为“文明典范”

城市。

（二）志愿公益的相关理论

慈善、志愿服务、公益，相互关联又各有

区别。“慈善”是东西方文化共有的、比较古老

的词汇。西方“慈善”可判断为“传递爱的行

动”，我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仁者爱人”“兼相爱”等蕴含了慈善的

概念。西塞罗首次在公益史上区分了志愿和慈

善的区别：“表示善意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服

务，一种是送钱。”[14](P190)狭义的慈善主张单方

的物质奉献和给予，广义的慈善可以由慈善组

织自己提供服务或者招募志愿者提供，也可以

委托有服务专长的其他组织提供，[15](P4-20,80)慈

善概念的扩大促进慈善与志愿服务的交叉和包

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我国采用

的是广义的慈善概念，旨在鼓励更多热心人士

加入公益事业，弘扬社会正能量。志愿服务则是

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

向社会或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15]它具有社会

劳动的属性，是一种自愿无偿的人类劳动，能创

造新的社会产品和社会价值。无论是慈善还是

志愿服务，最终的目标都是促进社会公益。公

益是对生活共同体的利益的关注、向往和追求，

是超越对个体自身利益关怀、超越一己私利的

基础上的追求。[15]公益的受益方不是特定的个

人，而是所有社会成员，甚至其他生活、环境，

公益性是判断是否为慈善行为或志愿服务行为

的一个重要标志。

志愿公益，是指以志愿服务为载体，通过

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或其他组织自愿、无偿

向社会或他人提供劳动服务，或慈善家、慈善

组织出资委托第三方提供专业援助，倡导社会

风尚，促进社会公平来实现的社会公益。志愿

公益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伦

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学者们从角色

认同理论、社会治理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公民

参与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志

愿失灵理论等方面对志愿服务进行了研究。例

如，任慧颖从协同治理理论切入，探索应急志

愿服务多主体——全过程的有效联动策略，认

为政府不仅要引导社会，还要与社会志愿者、

公民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建立合作与互

动。[16]王焕等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研究时间银

行对可持续志愿参与的作用机制。[17]陈东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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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志愿服务的经

济价值。[18]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志愿

公益和城市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的内在关系。

（三）志 愿公 益与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

内在逻辑

深圳关于城市文明典范的定位，明确提出

要“成为新时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引领者”。志愿公益是多元价值和

道德实践的重要载体，是现代公民参与社会治

理的重要平台，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分配力量，是

社会建立信任合作风气的有效手段，它与深圳

建设城市文明典范是高度一致的。

1.志愿公益与城市发展理念

城市发展理念关乎社会价值观、生活方式

和发展方式的深度变革。美国都市学家科特金

认为，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

的城市，即使富庶也不可能保持长久。[19](P4)我

国当代社会学家周晓虹认为，人的价值观、行

为规范和信仰在决定社会类型中发挥重要作

用。[20]面对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志愿公益有助

于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城市社

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

求，决定着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价值导向。广

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应

积极响应党和人民号召，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

有希望的生动体现。[21]志愿公益，通过“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的向上向善行动，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载体。其次，在生活方式重构中，面对人和

人、人和自然的隔膜，志愿公益有利于建立城

市“真正共同体”。共同体思想是由马克思提出

的，在共同体中，人的独立性与关联性都呈现出

个人意愿的自由性，使得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

时，个人利益也能得到保障，表现为城市中个人

和集体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志愿公益探索

个人和集体共生关系，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社会集体能关怀个人发展，个人又能自觉维

护集体荣誉，进而促进城市生活方式的文明转

型。同时，志愿服务事业同“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22]正如

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

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志愿公益作为城

市的黏合剂和更高层次的社会实践，凝聚着广

大市民向往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力量集合体，推

动着美好生活的现实构建。

2.志愿公益与城市治理方式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表现为

多元化管理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

市民）间建立平等交流、互信合作的协同机制。

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认为，在公共事务管理

中，治理意味着不限于政府的权力、发号施令或

运用权威，还存在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

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方法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

引导。[23]志愿公益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

在多个方面能够促进城市文明的健康发展。首

先，志愿公益搭建了市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公共

平台，社会组织与志愿服务参与的质量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社区治理的质量。[24]志愿者在服

务社区网格化管理过程中，激发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的动力，通过社区成员的志愿服务行

为，盘活社区及周边资源，邻里互助，传播文

明，让“陌邻”变成“睦邻”，潜移默化提高公民

的整体素质，促进社区文明的高度自觉、资源整

合和共融发展。其次，志愿公益是第三次分配

的主要力量，能优化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22]共同

富裕包含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方面，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特征，遵循着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

分配循序渐进、动态向前的过程。其中，第三次

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

志愿公益，因其普遍性能使服务对象扩展到政

府服务不能覆盖的领域，因其无偿性能使志愿

对象得到其经济能力担负不起的项目帮助，因

其属于公共物品能使服务对象得到市场不生产

的产品或服务，在扶贫济困、帮残助老、扶幼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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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5]最后，志

愿服务组织有助于第三部门与政府开展合作，

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张翼

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要将管

理模式从‘单位办社会’升级为‘社区办社会’，

才能利用社区内外部力量建构多元主体共治模

式”。[24]以纽约为例，纽约市每个社区都设有社

区委员会，由不领工资的志愿者代表担任委员，

社区领导工作由志愿者来做，社区大量具体工

作也由社区志愿者来完成，带薪聘请的社区主

任和几名工作人员则负责完成委员会交代的事

情，形成“以社区志愿者为主体决定社区事务”

的社区组织形式，志愿服务组织成为纽约社会

的第三大基础和支柱。

3.志愿公益与城市诚信体系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城市诚信体系不仅关乎市民个体的品行道德，

还关乎整个城市社会体系的运行和发展。近年

来，信仰失落、信任不足、价值空虚、道德滑坡、

人性扭曲等城市社会问题凸显，城市人追求感

官快乐、缺乏爱心、对国家不付出等现象屡受

诟病，城市文明亟需志愿者精神的振兴。李友

梅提出：“民众参与和社会信任是相互强化的，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不仅更信任别人，也更

值得信任。”[25]市民经常性地参与志愿服务，将

志愿服务化作弘扬民族精神、提高市民道德素

质的生动课堂，能在具体的助人实践中感受善

的力量，在公益活动中夯实道德基础，收获成

长和进步，找到生活的意义，提升人生境界。其

次，志愿公益体现了社会资本的价值和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 认为，信任、规范、网络等社会

资本，能通过协调社会关系和推动社会行动来

提高社会效率。志愿服务通过人际间广泛的互

动，增进社会信任合作氛围，实现社会和谐发

展。伴随志愿公益制度化和信息化建设，市民志

愿服务的时长和服务形态能被更公正、全面、

准确地记录，并作为道德先进评价体系、公民

信用体系、青少年德育体系和城市文明指标体

系的重要参考，最终使志愿服务组织成为制度

健全、服务标准、评价科学的枢纽型和支持型

社会机构。因此，志愿公益是当今社会最广泛

的道德实践，具有育人功能，基于志愿公益的

道德实践建立市民诚信评价体系，提升市民诚

信信誉和道德水平，也是今后志愿公益一个重

要的应用场景。

4.志愿公益与城市文化自信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

市是文化的容器”。[26](P17)文化自信即对文化产生

信心、认同感和自豪感，是新时代城市文化发展

的理论指南，也是开启全面建设新时代社会主

义现代化文化强市新征程的行动纲领。我国慈

善法明确将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等事业发展，纳入志愿公益的活动类型。其中，

文化领域志愿服务，是指在公共文化设施场馆

内开展秩序引导、文化普及、信息咨询等志愿服

务，如毛泽东纪念堂志愿服务、复旦大学《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志愿服务、深圳博物馆志愿服

务等。志愿公益彰显文化自信，文化领域丰富多

彩的志愿服务活动，既引导社会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

土区域特色文化再认知，也对文化产业的繁荣

和跨领域合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志

愿公益本身就是优秀文化，“仁者爱人”“兼爱

非攻”思想、“雷锋精神”“丛飞精神”等历久弥

新，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

故事，亦是富含力量的志愿文化。志愿公益，涵

育主流文化，“红马甲”“志愿蓝”“微笑圈”等

志愿文化符号甚至成为时尚元素，深入人心，成

为新时代兴文化的重要抓手。

5.志愿公益与城市文明“全球化”语境

按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的设想，面对全球化和不同文明

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大变革，志愿公益

能为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

量。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1.9万名赛会志愿者

助力赛事服务、新闻运行、语言服务、体育精神

等40多个业务领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志愿

者的良好风貌和北京城市文明高水平。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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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疫情防控中，累计68.5万人次志愿者投身

抗疫志愿服务，新增注册志愿者超过11.2万人，

志愿服务时长逾302万小时，[27]深圳作为“志愿

者之城”温暖全球，向全世界诠释了深圳“来了

就是深圳人，来了就做志愿者”的城市文明新风

尚。在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救

援中，在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等大型活动领

域中，志愿者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它可能

是国家体系永远无法提供的”。[15]即，面对具有

高度不确定、高度复杂性的服务领域，志愿者

注重与服务对象进行深入具体的感性和理性互

动，根据服务对象的差异化、动态化需求灵活

调整服务供给，促进供需端及时交互、精准交

互，志愿服务是我国城市服务领域必不可少的

人力资源补充方式。其次，中国志愿服务全球

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身处国内的国际志愿服务

和走出国门的国际志愿服务，将成为中外文化交

流的重要途径。

三、国内外城市的志愿公益经验

学术界一般将国际化城市分为三个层次：

全球性国际化城市（世界城市）、区域性国际化

城市（国际化大都市）、地区性国际化城市，其

中，国外先进城市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代表，

国内先进城市以北京、上海为典型。围绕城市

文明典范的战略定位，深圳志愿公益要对标全

球最优最好，借鉴先进城市的先进经验，把握

国际视野和本土特色的协调统一，服务现代化

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

（一）志愿公益的数量和质量与城市文明

水平呈正相关

美国是一个志愿者国度，志愿服务时间累

计位居全世界首位。[11]纽约是公认的世界城市，

也是国际志愿服务的典范，其志愿服务已渗透

到城市社区的各个层次，影响着每位市民的生

活。谢芳指出，纽约之所以成为世界名城，不是

因为摩天大楼或财富，而是因为纽约社区居民

创造的绵延不断的人文精神，而志愿服务精神

是其中最美丽的部分。[28]具有“欧洲志愿之都”

称号的伦敦，是世界上志愿服务萌芽最早、发展

最成熟、成效最显著的城市之一，志愿服务已

成为伦敦公民的自觉行动和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东京，从20岁到70岁各个年龄层次和不同职

业的人士都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公民参与志愿

服务的比例在30%以上。[29-30]上海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现志愿服务区级、乡镇

（街道）级和村（居）级的三级阵地全覆盖。[31]

目前上海每个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平均拥有28项

常态化项目，每个区级志愿服务中心平均拥有

的常态化项目达到179项。[11]在志愿公益质量方

面，纽约探索提供差异化志愿服务机会，鼓励

律师和财务顾问等专业人士提供法律援助、财

务咨询、急救技术、美化公共花园等专业化志

愿服务，这些差异化服务确保了志愿服务的专

业性和针对性。[32]东京则注重志愿服务的积累

传承和深度专业化发展，东京志愿服务组织具

有答疑、活动援助、活动开发、研究等职能，他

们认为，志愿服务不仅仅是奉献，还有志愿者自

我成长的实现，而志愿者乐在其中的服务才是

可持续的志愿服务。[30]

（二）政府在志愿公益事业中的作用不可

或缺

纽约政府大力推广志愿服务事业，从美国

总统到纽约市长都积极倡导志愿者计划，并亲

自加入志愿者队伍，政府通过“出资购买志愿

组织的服务、委托志愿组织承担部分社会服务

工作、公私合营形式设立基金三种方式”与志

愿服务组织开展合作。志愿服务组织与政府、

企业 共同构成 美国公民社会的基础。伦敦则

建立政府购买制度，实施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伙

伴式供给，伦敦各地方政府从外部购买志愿服

务的费用占到所有开支的近40%，强有力的政

府购买行为，激发伦敦志愿服务力量与公民参

与。[33](P81)“Team London”是伦敦市政府组建的

最大的志愿服务组织，其创办的“伦敦青年大

使”专项项目，为超过400所学校的70000名青

年提供志愿服务参与平台，每年为来伦敦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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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提供了超过15000小时的服务。[12]东京志愿公

益以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等非盈利社

会团体为主要实施主体，政府通过对NPO法人

资格审核和认证，给予其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此外，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日本全国社会福利

联席会，在推进日本志愿服务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34]东京建立志愿团体与政府的伙伴关

系，强调居民才是社区的真正主体，居民要像

政府一样承担起社区建设的责任。

（三）志愿服务理念与城市文化紧密结合

国内外先进城市注重将志愿服务理念与城

市文化紧密结合，借助奥运会、马拉松赛事优

化城市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国际形象。以东京为

例，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开启了东京建设

史上最为辉煌和迅猛的时期。2020年，东京以

奥运会举办为契机，建设了70支精通外语的医

疗救助队，面向初高中生招募并培训1200名外

国游客亲善大使，培训近5万名精通外语的志愿

者等。[35]东京将城市文化和城市特色融合到大

赛志愿服务的标语和服务项目中，吸引更多外

国游客来东京旅游，实现体育、志愿服务、旅游

经济等方面的共赢。类似的，北京作为“双奥之

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

奥会的成功举办，有力推动了北京志愿服务的

蓬勃发展。以转化奥运志愿服务成果为基础，

北京志愿服务体系逐渐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公众

自愿参与转型、由战时体系向日常体系转变。[32]

（四）志愿公益对深圳城市文明典范建设

的重要启示

深圳是全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源地之一，

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如，组建内地第一支志愿

者队伍，设立内地第一个法人志愿者组织——

深圳市义工联，成立全国第一个志愿服务基金

会，在全国第一个系统化提出建设“志愿者之

城”等。截至2022年3月初，深圳拥有注册志愿

者约280万人，志愿服务组织达1.5万个，年均参

与服务的志愿者达960万人次。[27]然而，与国内

外先进城市的既有成绩相比，与深圳市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相比，深圳志愿公益发展还有一

定差距。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做法，可以对

深圳城市文明典范建设产生如下启示：一是深

圳志愿公益是推进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重要途

径和有力抓手。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全

国县级行政区域全部覆盖，主体力量是志愿者，

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36]二是志愿公益发

展的质量，衡量着一座城市文明建设的成效。

三是志愿公益推动深圳国际化，深圳志愿公益

传播深圳文化，打造“深圳名片”，凸显深圳作

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为推动全球各城市交流

互鉴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四是深圳志愿公益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需要给志愿公益搭建

更多更好的平台。

四、深圳志愿公益发展对城市
文明典范建设的具体建议

在城市文明典范建设方面，深圳应进一步

发挥志愿公益对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加

强对志愿公益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法制监

督和经验推广，特别是借鉴国内外志愿服务发

展的经验，兼收并蓄、扬长补短，全面拓展新时

代深圳志愿公益的广度和深度，把公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到一个新高度。

（一）拓宽志愿公益覆盖面，提升市民对

城市文明建设的参与度

北 京志 愿 服 务参 与率为 2 0 . 6 %，上海为

21%，发达国家一流城市在30%以上，而深圳市

民志愿服务参与率约15.9%①。以纽约、伦敦和

东京经验为鉴，建立政府与志愿团体的伙伴关

系，有助于拓宽深圳志愿公益的覆盖面。例如，

建立政府购买制度，政府出资购买志愿组织的

服务或委托志愿组织承担部分社会公共服务工

作，与志愿团队建立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伙伴

式供给关系。再如，加大志愿服务组织在社区

①志愿服务参与率=注册志愿者人数/常住人口数量，《深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市常住人口约为

1756万人，“青春深圳”2022年3月数据显示深圳有注册志愿者约28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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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中的作用，深圳高速的经济增长已经

创造出一个能够组织和团结起来的都市中层群

体，这一群体对建立非营利的志愿组织发挥关

键的领导作用，可以依托他们领导并组建社区

志愿组织，一方面保证与政府的必要联结，获得

必要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对社区居民负责，推

动社区居民主动参与、自主解决社区事务。

政府应集思广益，构建群众参与的表达机

制。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认

真提炼群众对深圳“志愿者之城”建设的思路

举措，尽快出台具有深圳特色和先行示范意义

的志愿服务条例，让深圳志愿公益在城市文明

典范建设中有所作为、大有作为。根据调查，包

含政策保障、基础保障、志愿服务培训和激励

机制是受访者认为未来深圳志愿公益需要重点

加强的模块。[37](P32-33,65-68)另一方面，提高深圳

市民的主体意识，市民要和政府一起承担城市

建设的责任，引导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职业的

市民积极作为、主动作为，为深圳城市文明典范

建设做力所能及的事。

（二）构建志愿公益法治体系，展现人民

至上的城市治理理念

2005年深圳出台地方志愿服务条例《深圳

市义工服务条例》，2017年国务院颁布全国性

志愿服务法规《志愿服务条例》，无论是地方条

例还是全国法规，尚缺乏对志愿者安全保障的

明晰表述。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立法成为

必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多次提到“公平正

义”，不可否认，欺凌弱者谄媚强者，是社会的

“潜规则”，“不敢扶”“不愿扶”“热围观不援

手”等现象屡屡发生。深圳须领全国之先，要直

面社会痛点，大胆通过立法优化解决途径，对于

关系市民生命安全的见义勇为、志愿助人行为

立法，对于“不扶”要建立惩罚机制；对于“扶了

反被讹诈”要主动提供法律援助，给社会构筑必

须扶、大胆扶的底气和正气。还可以借鉴德国经

验，将志愿服务纳入卫生改革、劳动力市场、法

律咨询、信息自由等领域的立法措施中，让发展

成果向困难群体倾斜，惠及更多市民。

（三）加强志愿公益专业化和国际化建设，

提升城市内涵和国际视野

在志愿服务专业化建设方面，深圳在医疗

护理、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应急救援等与民生

息息相关且专业化的志愿服务领域开发不足。

且由于志愿服务的公益性，不能提供有吸引力

的工资待遇，也很难吸引专业人员的参与。因

此，深圳下一步应加大志愿服务培训力度，引入

专业的志愿服务团队，以提升志愿公益的专业

化水平。可以借鉴东京做法，深度开发志愿服务

组织的职能，依托专业化培训促进志愿者自我

成长，增强志愿者的获得感，并以专业化的培训

激发志愿服务的持续性和传承性，吸引更多人

加入志愿服务组织。另外，针对深圳移民城市

存在的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务工人员数量

庞大的问题，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鼓励富

裕群体以基金会的形式成立“农民工心理咨询

基金会”“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中心”等专业志愿

队伍，富裕群体出资、专业人士出力，以志愿服

务促进共同富裕。

国际化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选

择，也是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重要标志。志愿

服务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话语体系，能大大提升

一座城市的软实力、传播力和美誉度。通过伦

敦、东京的成功经验可知，全球性、国际性的大

型赛事和会议，作为一种源自城市外部而作用

于内部发展的力量，是触发城市国际影响力扩

散的“爆破源”，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

的“助推器”。[38]目前，深圳承办、举办的国际

活动（如体育比赛、国际会议等）还不够多，志

愿服务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交流机会有限，制

约了其国际化水平。未来深圳可在如下几方面

加强努力：一是要主动承办全球性、国际性重

量级赛事和会议，让志愿公益在服务大型国际

活动中传播深圳故事，弘扬深圳文化；二是要

让更多志愿服务“走出去”，把志愿服务交流列

入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援

外志愿服务，加大与其他地区和国际志愿服务

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机会，增强深圳志愿公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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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话语权，努力让深圳志愿公益成为各国城

市借鉴的典范案例，助力深圳迈向“国际志愿

者之城”。

（四）强化志愿服务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提高

城市精细化服务水平

当前深圳志愿服务数据的界定和交换缺乏

统一的标准，不同志愿服务组织各行其是，项目

管理不规范，交换标准不一致，数据公信力不

足，影响志愿者礼遇、评优等工作，亟需建立统

一的数据管理标准。通过该标准，规范志愿者

注册、招募和等级认定工作，对志愿者实行安

全等级、专业等级、服务等级和数据等级的认

定和晋级规范制度，保证志愿服务的质量和安

全。[39](P45-48)例如，根据志愿服务项目的劳动力

含量、技能含量和智力含量，出台志愿服务时长

的政府指导兑换标准，建立全市统一的记录、

兑换和管理运营体系，为数据互联互通和志愿

服务交换机制奠定基础，提高志愿服务各环节

联通的可操作性。

与此同时，志愿服务信息化系统供需精准

对接还有待完善，“服务过剩”和“服务不足”

同时存在，供需端不匹配影响着志愿服务的认

可度、吸引力和持续发展。深圳要充分发挥自身

在互联网技术领域的实力，加强大数据协力。深

入开发并迭代“志愿深圳”App，借助互联网技

术建立去中心化的多边互助平台，建立不同专

业领域、年龄层次、不同等级的志愿者库，建立

市—区—街道—学校/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志愿服

务项目库，在App上实现类似淘宝、美团下单、

接单的智能匹配。通过平台实时记录、更新志

愿服务时长，通过App兑现奖励办法，构建志愿

服务供给和需求、志愿服务积分登记和奖励兑

现的人际互动和交叉网络。

（五）完善志愿公益激励与监督机制，促进

城市精神富裕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存在部分志愿服务组

织以无偿性为由将志愿者视为廉价或免费劳

动力，导致志愿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被志愿”“志愿服务作秀”“造盆景”等现象

时有发生。还有部分市民重财轻善，精神富裕

跟不上物资富裕。这些都影响了深圳志愿公益

的形象，影响志愿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将

利他和利己巧妙结合，探索志愿服务组织、志

愿服务输出和商户联盟合作的良性生态模式，

围绕志愿者的城市礼遇、“时间银行”等方面

探索更多激励措施。调查发现，礼遇激励、信

用激励和精神激励是受访者认为最有效的形

式。[37](P32-33,65-68)2022年4月15日“深圳市志愿者

礼遇计划”首批20项清单正式发布，便是一大

进步。将志愿服务和“时间银行”相结合亦是一

种对志愿服务有效的管理行为。王焕通过调查

实验和案例研究论证发现，时间银行会提高志

愿者的自我效能感带来可持续志愿参与。[17]还

可以参考德国做法，采用货币调控手段，以一定

量的志愿服务抵偿一定的免税额或其他免税与

抵扣税项目。

探索建立广泛认可的监督办法，规范志愿

服务评估体系，引入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同

时，强化主流媒体的正面引导，坚定志愿公益

的功能、定位和友善互助的基本逻辑，遵循“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内核，涵育主流

价值，确保志愿服务事业始终坚持正确方向。

总之，在坚持公益初心，不以报酬为目的的前

提下，志愿公益要以市民需求为本，巧妙地将精

神激励与商业激励相结合，让志愿服务流动起

来，让城市资源流动起来，有助于实现自我造血

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让有公益心的贫困群

体免于生计奔波，全身心参与志愿服务。

五、结语

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福祉，它把共

同富裕、公平正义、大众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等

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其发展目标。志愿公益作为

一项崇高的国际性事业，已成为城市全面发展

的重要手段和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深圳

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

是新时代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标杆与样板，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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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建设的使命高度，立足新时代，深圳

志愿公益展现新作为，打造健康向上的人文环

境，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创新治理格局；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城市共同富裕；培育民

生幸福的社区共同体，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推动城市文明典范建设。要特别说明的

是，深圳志愿公益是政府服务的补充，而不是

减少或替代政府服务。志愿公益与现有的政府

服务模式可以有效互补，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过程中还要做进一步的理

论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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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in Shenzhen and Model Construction of Urban Civilization
WEN Wanhua & HAN Shulin

Abstract: “Model of urban Civilization” is one of the five strategic positioning for Shenzhen to build a 
pioneering demonstration zon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reflects the civilization 
level of a city. B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and urba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promotes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urban development concept, management mode and system 
development for integ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promotes confidence in urb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civilization context for “globalization”. Thus, we focus on forming an urban social identity based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an urban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enhancing citizens’ reputation and moral level,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meeting citizens’ desire for a better life. Comparing with the experience of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in 
advanced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inspirations: Firstly,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urban civilization.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Thirdly, the concept of voluntary service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urban culture. Therefor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in the new era should absorb effective practices of advanced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broaden 
the coverage of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to improve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civilization; promote the legislation of voluntary service to construct the urban governance concept of “people 
first”;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to improv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ity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management of 
voluntary services to improve fine service level of the city; improve the incentiv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to promote the spiritual prosperity of the city.

Keywords: voluntary public welfare; urban civilization; fairness and justice; common prosperity; model 
of civi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