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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志愿服务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和个人身心的健康发展都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对于我国而言同

样如此。特别是在进入新时代后，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由此对社会志愿服务的类别

和质量上的要求也随之提升，呈现出多样高质全方位的发展态势。青年作为我国志愿服务的主要群体，

研究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对发展我国志愿服务事业有着重要的价值。文章以“认知行

为理论”为视角，基于CSS2019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青年群体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都是影响其

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因素。由此观之，可以通过注重社会建设和提升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来调动青年

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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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volunteer service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so-
ciety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body and mind, and the same is true for our 
country.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re growing day 
by day,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ategories and quality of social volunteer services ar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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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 showing a diversified, high-quality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rend. As the main group of 
volunteer service in our country,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stud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articipa-
tion behavior of youth in volunteer service. Based on the “cognitive behavior theory” and the em-
pirical analysis of CSS2019 data,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ocial and self-cognition of Chinese 
youth groups ar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service behavior.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can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 
by focusing on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mproving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volunteer service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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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志愿服务是一项社会服务活动，虽然志愿服务的基本概念会因为各国制度不同、文化差异等原因而

有不同的界定，但其本质内涵和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都是无偿地帮助他人和社会的行为，都是为了促

进社会的和谐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自愿进行的无私奉献的实践活动。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志愿服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成为未来志愿服务工作的方向，从而推进志愿服务在新时代

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使志愿服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 
青年是社会最活跃、最积极的力量，是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广大青年在志愿服务的过程

中坚定了远大理想信念、提升了无私奉献情怀。在新时代下，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更是离不开青年群体

的积极投入。 
有鉴于此，研究影响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因素便不可或缺。本文将以“认知行为理论”为

视角，提出研究假设，建立影响我国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因素的预测模型，并基于 CSS2019 数据

对预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检验研究假设，以期得出我国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相

关结论。 

2. 文献述评 

2.1. 国外文献述评 

国外志愿服务相较于国内起步较早，因此关于志愿服务的研究也更为完备。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国

外就有专家学者对青年的志愿服务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专门研究。例如 Fitch 总结的“三因素”理论，将志

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归结为利己、利他与社会责任因素[1]。Taylor 和 Pancer 的研究指出，无论是强

制性的还是非强制性的志愿服务，影响青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态度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先前提供志愿服务

的质量[2]。Stukas 等人认为，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动因可以总结为两个分类，即他人导向和自我导向，

总体而言仍是“利他和利己”的架构[3]。 
根据国外研究发现，其对于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研究已较为全面，总体而言，研究者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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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是内部和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即是社会环境和个体认知的合力。 

2.2. 国内文献述评 

由于我国当前志愿服务的蓬勃发展，国内关于志愿服务的研究也日趋上升，但多数仍是以整体观来

看待全部志愿者，对志愿者的分类不够细化，正如以青年群体为视角的研究仍较为缺乏。结合相关文献

来看，目前对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如下。 
李芹和于琳通过对我国第十一届全运会青年志愿者的调查，得出影响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

因素是利他与利己两方面的结合[4]。邹智和王晖慧则认为青年的自身特征、亲友的理解以及社会的支持

都是影响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度的主要影响因素[5]。周林波通过对重庆市 18 个区县的 1530 名青年

志愿者服务参与情况的调查发现，青年志愿者的成长提升动机是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主要因素[6]。 
综合来看，我国对于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数量较少，且多数是在限定区域内进行

的研究，全国整体视角较为缺乏。同时，研究者多数选用大学生群体作为青年群体的代表进行研究，但

青年群体不止包括大学生群体，对青年群体的研究缺乏广泛性。 

3. 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3.1. 认知行为理论 

上世纪中期，随着世界环境趋于稳定和为了促进社会持久的和谐，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开始思考

有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理论，其中将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相整合的认知行为理论就是在此时代背景的成

果。同时其也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完善，如今已被广泛运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认知行为

理论源于早期的行为主义理论，并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产生于对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两者的整合。在

承认认知和行为对个体作用的基础上，对只承认认知作用或行为作用的“单向”理论予以否定，强调认

知与行为均不能独立存在，对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所存在的“唯一化”倾向提出批评。 
同时，认知行为理论也是对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它主张认知和行为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认知的改变可以促使产生不同的行为，而行为的变化也是认知改变的证明。即不仅可以通过

了解个体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来预测个体所采取的行为，由此可以通过改变个体的认知来改变其行为，

也可通过考察其行为来了解个体的认知，外在行为的改变同样将引起个体认知的改变。 
认知行为理论的代表人物班杜拉所提出的“三元交互决定论”正是对以上观点的综合性阐述。其主

要观点有以下三点：第一，个体一切行动的发生都是认知、情绪和行为三者互动的结果；第二，在认知、

情绪和行为三者当中，认知和行为互为始终，而情绪是两者间的“催化剂”，促成两者的相互转化；第

三，认知行为理论将认知用于行为修正上，注重树立正确的认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重要性，强调内在

认知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互动，认为外在的环境改变与内在的认知改变都将最终影响个体行为的改变[7]。 
认知行为理论代表着不同理论间的优势互补、相互融合，其基于行为理论上的认知因素不仅丰富了

行为科学理论，同时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源于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是紧密联系的，

由此非常注重社会环境对于个体产生的影响，良好的社会环境会更容易使个体塑造出正向的主观认知，

而正向的主观认知又会形成积极健康的情绪，情绪促成认知向行为的转化，可以使个体更愿意投身到社

会建设中去，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认知行为理论的相关研究对于建构良好的社会环境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研究假设 

结合认知行为理论，将影响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因素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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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青年对社会的认知是其与外在环境互动后形成的社会相关观点。看待社会的角度不同，所

得到的内容也多样。例如对社会的看法有：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宽容感以及社会总观感等。

其对社会的认知体现了对外部环境的认知。相关研究表明，当青年对其所身处的社会更为认可时，将

更愿意投身到为社会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中，是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 1。 
H1：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对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具有显著影响。 
其次，如果说青年对社会的看法是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那么对自我生活状况的认识就是青年内在

化的自我认知，生活状况就是指对自己的生活做出自我视角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青年在自己的家庭方

面以及自我的生活方式方面是否满意的综合性的感知。其作为自我主观角度的认知，对生活状况是否满

意的评价不仅会影响其的情感状态，同时也会对其的行为带来相同程度的影响。只有其对自己的生活状

况达到自我的心理预期，才会产生积极参与社会行为的情绪，此后将进一步转化为具体行为的动力，而

志愿服务作为社会参与的行为之一，无疑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 
H2：青年群体的自我生活满意程度对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具有显著影响。 

4. 研究方法 

4.1. 数据 

本文数据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在 2019 年开展的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简称 CSS2019)。该调

查覆盖全国 31 个省，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调查对象为 18~69 岁的中国公民，调查内容涵盖家

庭、生活状况、社会评价和志愿服务等模块，共回收有效问卷 10283 份。CSS2019 是历次调查以来首次

对全部样本的“志愿服务”情况进行调查，非常具有参考性。 
鉴于 CSS2019 中专门设置的“I 部分：志愿服务”模块，并于“I1”题项中将志愿服务分为具体的

13 项内容，为便于统计，本文将只要参与过以上内容中的任意一项均视为该样本参与过志愿服务。根据

我国的 35 岁的青年标准，本研究将青年设定为 18-35 周岁，从中筛选出样本 2604 份。 
本文运用 STATA17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4.2. 变量 

4.2.1. 因变量 
本文以青年群体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参与过志愿服务作为因变量。具体变量的问题内容是选自于

CSS2019 问卷中志愿服务板块提及的 “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可多选)【出示

示卡第 64 页】”，共列出了包括儿童关爱、老年关怀等 13 项具体的志愿服务类别。选择第 14 项“以上

都没有”则表示被访者从未参与过志愿服务。本文对因变量进行反向取值以便于测量，只有选择“以上

都没有”选项的会被赋值为“0”，未选择“以上都没有”的即被视作曾参与过志愿服务，赋值为“1”。

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 

4.2.2. 自变量 
结合“认知行为理论”和问卷内容，本文选择问卷中对社会的认知——社会信任感、社会宽容感、

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总观感作为青年群体社会认知的自变量；将问卷中对自我的认知——对家庭经济情况、

自我教育程度、自我的休闲、娱乐和文化活动、自我的社交生活以及对自我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作为青年

群体自我认知的自变量，以此体现选取样本在认知方面的整体性。 
具体而言，如关于社会信任感——“请用 1~10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

1 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 分表示非常信任：(单选)”；社会宽容感、社会公平感、社会总观感问卷内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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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上 4 项变量均为定序变量，取值范围均为 1~10。 
自我认知则采用问卷“D 部分：生活状况”中的问题：“请用 1~10 分，来表达您对以下项目的满意

程度，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每行单选)：您的家庭经济状况、您的教育程度、您的

休闲/娱乐/文化活动、您的社交生活以及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共 5 项进行测量，以上变量均为

定序变量，取值范围为 1~10。 

4.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鉴于问卷中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两项

变量的分类较多，为便于描述，如表 1 所示，将教育程度分为未上学、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四类。将“01.未上学”赋值为“0”，将“02.小学”即初等教育赋值为“1”，将“03.初中；04.高中；

05.中专；06.职高技校”即中等教育赋值为“2”，将“07.大学专科；08.大学本科；09.研究生”即高等

教育赋值为“3”。政治面貌中的四类“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和“群众”转化为“中

共党员、共青团员及民主党派”和“群众”的两分类变量，将“群众”选项的赋值为“0”，将“中共党

员、共青团员及民主党派”选项赋值为“1”。控制变量中性别和政治面貌为定类变量；年龄和教育程度

为定序变量。 
 
Table 1. Basic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youth groups 
表 1. 青年群体基本描述统计 

变量 百分比/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性别   2604 

男 40.86%  1064 

女 59.14%  1540 

年龄 26.92627 5.289754 2604 

教育程度   2604 

未上学 0.69%  18 

初等教育 6.30%  164 

中等教育 47.70%  1242 

高等教育 45.31%  1180 

政治面貌   2604 

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民主党派 37.02%  964 

群众 62.98%  1640 

志愿服务参与   2604 

参与 36.02%  938 

未参与 63.98%  1666 
 

由于自变量中选取的青年群体认知方面的变量过多，因此将对所选样本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的全

部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以期得出具有代表性的主成分。 
同时，在对自变量进行 Bartlett 检验后得出 p 值 < 0.05 且 KMO 值 0.872 > 0.8，符合因子分析标准，

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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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Factor analysi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 2. 自变量因子分析 

(obs=2,604)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s; 2 factors retained) 

Factor Eigenvalue Difference Proportion Cumulative  

1 4.176 2.774 0.464 0.464  

2 1.402 0.735 0.156 0.620  

3 0.667 0.0688 0.0741 0.694  

4 0.598 0.0569 0.0665 0.760  

5 0.541 0.0435 0.0602 0.821  

6 0.498 0.0796 0.0553 0.876  

7 0.418 0.0405 0.0465 0.922  

8 0.378 0.0571 0.0420 0.964  

9 0.321 . 0.0356 1  

Factor loadings     

Variable 1 2 Uniqueness   

家庭经济情况 0.710 -0.281 0.417   

自我教育满意度 0.671 -0.319 0.448   

休闲/娱乐/文化活动 0.717 -0.454 0.279   

社交生活满意度 0.683 -0.378 0.391   

生活总体满意度 0.759 -0.216 0.378   

社会信任感 0.626 0.377 0.467   

社会宽容感 0.599 0.514 0.378   

社会公平感 0.688 0.491 0.287   

社会总观感 0.665 0.423 0.379   
 

表 2 可知，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 2 个主成分，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2%，符合解释标准，可以进

行下一步的分析。 
 
Table 3. Factor rotation 
表 3. 因子旋转 

Factor Variance difference Proportion Cumulative 

Factor1 3.00146 0.42477 0.3335 0.3335 

Factor2 2.57669  0.2863 0.6198 

Rotated factor loadings (pattern matrix) and unique variances 

Variable Factor1 Factor2 Uniqueness 

家庭经济情况 0.7222 0.2484 0.4168 

自我教育满意度 0.7172 0.1944 0.4479 

休闲/娱乐/文化活动 0.8404 0.1217 0.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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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社交生活满意度 0.7646 0.1575 0.3905 

生活总体满意度 0.7165 0.3300 0.3778 

社会信任感 0.2299 0.6930 0.4669 

社会宽容感 0.1203 0.7797 0.3776 

社会公平感 0.2028 0.8199 0.2866 

社会总观感 0.2298 0.7538 0.3790 
 

如表 3 所示，因子旋转并观察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Factor1 和 Factor2 具体代表的属性，

Factor1 侧重解释青年群体对自我的认知，故将其命名为“自我认知因子”；Factor2 侧重解释青年群体对

社会的认知，故将其命名为“社会认知因子”。 

4.3. 模型 

鉴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构建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y = log it(p) = β0 + β1x1 + β2x2；其中，因变量 y 为

志愿服务参与，两个自变量 x1和 x2为自我认知以及社会认知，β0为截距项，β1和 β2为回归系数。 
在对自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忍度(Tolerance)检验后发现，其 VIF < 10，Tolerance > 0.1，

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5. 研究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youth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service behavior 
表 4. 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行为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VARIABLES 志愿服务参与 志愿服务参与 志愿服务参与 志愿服务参与 志愿服务参与 

自我认知 0.171*** 0.169*** 0.167*** 0.152*** 0.153*** 

 (0.0180) (0.0180) (0.0185) (0.0190) (0.0190) 

社会认知 0.110*** 0.109*** 0.109*** 0.111*** 0.111*** 

 (0.0249) (0.0250) (0.0250) (0.0252) (0.0253) 

性别  −0.273*** −0.268*** −0.260*** −0.250*** 

  (0.0844) (0.0850) (0.0853) (0.0854) 

年龄   −0.00368 0.00117 −0.00783 

   (0.00813) (0.00828) (0.00939) 

教育程度    0.256*** 0.309*** 

    (0.0703) (0.0750) 

政治面貌     −0.225** 

     (0.107) 

Constant −2.488*** −2.032*** −1.930*** −2.607*** −2.436*** 

 (0.230) (0.268) (0.349) (0.400) (0.409) 

Observations 2,604 2,604 2,604 2,604 2,604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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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 可知，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对其是否参与志愿服务行为呈现强显著影响，且回归

结果具有稳健性。同时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均通过 5 个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可见青

年群体的认知状况对其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显著影响较为稳定。假设 1 和假设 2 由此基本可以得到证实。 
同时，从表 4 中还可见不同控制变量对青年志愿服务的影响。第一，性别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

呈现出负向的强显著关系，说明相比于男性，女性参与到志愿服务中的概率更高；第二，教育程度对于

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产生正向强显著影响，可见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对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行为起到积极

的作用，青年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第三，政治面貌对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

间呈现出负向的显著关系，说明无论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还是民主党派人士相较于普通群众而言，其

参与志愿服务的概率更高。 
 
Table 5. Logit regression test 
表 5. Logit 回归检验 

Logistic regression Number of obs = 2604   

Wald chi2(2) = 102.2    

Prob > chi2 = 0     

Log Pseudolikelihood = −1648 Pseudo R2 = 0.0317 

志愿服务参与 Coefficient Robust std. err. z P > |z| [95% conf. Interval] 

自我认知 0.171 0.0180 9.530 0 0.136 0.207 

社会认知 0.110 0.0249 4.400 0 0.0607 0.158 

cons −2.488 0.230 −10.82 0 −2.938 −2.037 
 

由表 5 回归检验可知，模型构建为 y = 0.171x1 + 0.110x2 − 2.488，并在结合回归系数和 P 值后，将结

果说明如下： 
首先，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对青年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回归系数为 0.171，表明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

对其参与志愿服务行为有着正向的影响，体现出青年的自我生活状况对于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

重要性。 
其次，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方面对于青年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回归系数为 0.110，表明青年群体的社

会认知对其参与志愿服务行为同样有着正向的影响，体现出社会环境对于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

重要性。 
同时，两项自变量的 P 值均小于 0.01，具有统计学意义，也由此说明社会认知与自我认知均对青年

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有强显著影响，原假设得以证实。 

6. 结语 

6.1. 建议措施 

前文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青年群体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影响着其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青年对所

在社会越满意，就越可能投身到志愿服务中，可见青年对社会的看法是影响其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因素

之一。其次，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对自我生活的满意度与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也呈现正向相关，即青

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将随着对自我生活的满意程度的增强而提升。 
据此本研究建议，为进一步调动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注重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上不能仅重视实体设施的建设，社会内在建设同样不可或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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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宽容感等。营造诚信、公平、宽容的社会环境，深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加大对我国优秀志愿者的宣传力度，讲好志愿服务中的中国故事。只有青年群体增强对身

处社会的认可，才会更好地投入到为社会建设的事业中来，志愿服务当然也所属其中。 
第二，提升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不仅仅是物质水平方面，对于青年群体的精神和心理方面同样

要引起重视，在加强对青年群体的关注之余，还应当充分理解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压力，采取适当方式对

其予以疏导并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通过精神富裕和物质富裕的双富裕来提升其的生活满意度，以此来

提升青年群体志愿服务的参与率。 
第三，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结合控制变量中教育程度呈现出的强正向显著性可以看出，教育程度

的提升对于我国青年参与志愿服务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应继续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必要

时可以在学校开展志愿服务讲座或选修课程，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意识。 

6.2. 讨论总结 

青年群体是志愿服务的主力。但从统计数据可知，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仍有待提高。

因此如何进一步调动青年参与社会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无疑是我国当前志愿服务事业建设的重点工作。由

此可见，研究影响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因素就至关重要。 
过往的文献研究多集中在外部环境因素对于志愿服务参与积极性的影响，认为改善外部环境条件即

是影响其志愿参与的关键因素，往往忽略了个体主观认知层面对于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程度。有鉴于此，

本研究选取“认知行为理论”为切入视角，重点关注青年群体的主观认知和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之间存在

何种关系，并由此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以期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帮助相关机构和人员更为深入地了

解青年群体，从而调动其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通过对全国性的权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统计分析，最终解释出青年群体的主观认知和志愿服务参与

行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结论既是对认知行为理论的佐证，同时也为促进青年群体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提供了新的方向。 
但本研究仍有不足之处：首先是受于理论视角的局限，研究主要是从认知和行为之间关系的角度出

发，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没有过多的涉及，对于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全面；其次是研究的数据来源是

综合性的调查数据，在个体主观认知层面上的变量较少，是否还有其他的变量会影响到个体的主观认知

仍需思考。综上可知，本研究对于我国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分析还有所局限，需在之后的

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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