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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是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但又充分

反映着各国社会制度体制、传统文化和发展阶段的

特点。建设发展独具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理论与实

践，回答好中国的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如何适应中

国传统文化，适应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现状的问题，

是志愿服务在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的重要步骤，也是对世界志愿服务文化和实务的丰

富。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思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

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体系。

第一，在指导原则与根本目标上，坚持服务

党的“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战略部署，服务国家

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大型活动志愿服务，还是立足

基层，服务社区，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活动，现阶段

我国的志愿服务都应明确把“中国梦”作为根本目

标；把集聚和放大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

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作为功能定位；把党的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与广大群众爱心奉献的志愿

精神相结合；立足在党的“四个全面”的整体部署

中创新社会治理和基层群众工作。

第二，在思想文化上，坚持传统文化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的本土特色。纵观20世纪八、

九十年代兴起，本世纪初蓬勃发展的我国城乡志愿

服务活动，一方面渗透着“慈悲为怀”为基本理念

的“爱”的价值，以及以“行善立德”为社会准则

的“善”的行为模式，这些价值和模式作为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维系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社

会秩序的最基本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慈善文化的

基本特色与属性；另一方面则处处体现着 “爱国、

友善”等公民观以及“富强、和谐”等国家观、社

会观，志愿服务行为是普通百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最直接的表达。

第三，在内容和形式上，坚持需求导向、邻

里互助的特色。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宗法型的社会政

治结构，这不仅导致了重道德、重伦理的伦理型范

式，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组织结构和伦理观，而

且形成了重家族支持、重邻里互助的社会支持保障

传统。近年来，活跃在社区，满足百姓多元需求的

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发展，日常化、细致化的社会关

爱网络逐渐形成，也突显了中国志愿服务在内容和

形式上的特点。

第四，在制度体制上，坚持党的领导、政府

推动的基本模式。志愿服务是一项以民众的自由选

择、自主参与为本质特点的社会活动，但也是一项

涉及到动员与管理等多种行政环节的社会事务。无

论是组织动员，还是深入坚持，我国的志愿服务活

动都应不断探索并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路径，探索

完善政府管理推动的方式和程序，创新社团组织及

各类民间组织的实施及运行方法，总结和发展独具

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管理运行模式，这是发展中国

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任务。 

（作者系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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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独具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体系
◎陆士桢					

摘要：志愿服务体系反映了各国社会制度体制、传统文化和发展阶段的特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志愿服务理论与实践体系，需要从指导原则、思想文化、内容形式和制度体制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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