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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广大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对疫情防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中国社会

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的数据，研究市场能力与社会公平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除年龄、

性别、民族、政治面貌等一些客观因素之外，市场能力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学历水平在大专

以上的人具有更高的志愿服务意愿；社会公平程度对志愿服务的意愿也存在显著影响，认为社会公平程

度越高的人比认为社会公平程度低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志愿服务意愿。最后，为提高广大志愿者的志愿服

务意愿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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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the volunteer service of volunteers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from the comprehensiv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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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a’s social conditions (css2019) to study the impact of market capacity and social equity on 
willing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some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age, gender, nationality, political outlook and so on, market capaci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People with a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have a higher willing-
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The degree of social justice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
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social justice, have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than those who believe that the degree of social justice is 
low.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volunteers’ willing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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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迅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点赞志愿者，

提出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广泛开展“学雷锋志

愿服务”，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等发展目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擘画蓝图[1]。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在我国，

已经约有 881万志愿者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在志愿者参与过程中，建立的项目数量也突破了 46万个。

志愿者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服务时间不断累加，已经突破了 2.9 亿小时[2]。疫情发生以来，广

大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投身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 
本文将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的访问数据，通过 SPSS 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

型，研究新冠疫情背景下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针对志愿服务的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的一些建议，

用来更好地提高人们的志愿服务意愿。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对志愿者的服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研

究结果对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建设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有利于拓宽学科的视野；实践

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了解社区志愿者最真实的服务意愿，二是对影响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有利于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不同的服务方案，三是有利于制定符合实际的志愿者管理与激励机制，促进

志愿服务的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初的西方国家，经历了萌芽、扩展、规范三个阶[3]。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志愿服务定义为一种利他行为，即“人们在非私人的场合，在一段时间内自愿、不计报酬地为他人、

为社会奉献自己的时间和专业知识，以帮助他人实现他人的所需”[4]。我国《志愿服务条例》指出：“志

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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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志愿服务意愿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志愿服务意愿的因素主要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指的是外部

环境和社会环境，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参与主体的一些个体特征以及个人的内在追求等。 

2.2.1. 外部因素 
学者们对于志愿服务意愿的外部影响因素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外部因素主要关注的是社会政策、

志愿组织管理等因素。在社会环境方面，王梓菡基于对石家庄市志愿者服务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得出社会大环境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条件对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能力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5]。王大芳

认为，物质报酬与保障、政府政策支持、家人支持等外部环境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意愿和行

为的重要因素[6]。马青山分析了影响志愿者工作热情维持和激发的组织管理因素[7]。学者包蓉指出，激

励管理对亚运会志愿者的招募及其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对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整体发展都有重要的意

义，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内在性和外在性的管理措施[8]。 

2.2.2. 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有时候比外部因素更为重要，内部因素往往是个体做出志愿服务决定的最后一步，主要包

括个体特征、内在行为动机、价值追求等等。我国学者刘珊、风笑天运用混合研究法发现，大学生参加

志愿活动的动机归纳为两个方面，即锻炼自己和帮助有需求的人[9]。Penner 整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识

别出了影响持续志愿的主要因素，认为志愿者动机是影响初始志愿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初始阶段

的志愿服务经历将会促使志愿者形成角色认同，进而影响长期的持续服务意愿及行为[10]。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于志愿服务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外部环境因素特别是社会的

政治、经济以及政策环境，没有把更多焦点放在参与者的个人因素上。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是往往参

与者自身的条件才是做出决定的最重要因素。本文将立足于志愿服务意愿的内部因素，从参与者自身因

素出发，探究市场能力与社会公平感知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 1：市场能力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2：社会公平感知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3：社会公平感知在市场能力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3. 数据、模型与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定量分析的数据是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该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在 2005 年发起的一项抽样调查项目，主要涵盖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主要领域，其

目的在于获取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详细和科学的数据参考。其调

查结果可推论至全国年满 18 至 69 周岁的住户人口，具有较好的数据公信力与社会声誉。本文的研究问

题是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从 CSS2019 数据中选取相应的样本，并除去缺失值，得到最终的有效样

本为 1027 个，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 

3.2. 模型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是一个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是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常用于数据挖掘，医

学分析，经济预测等领域，在公共管理与社会学中应用也十分广泛。该模型在实际的应用中较为广泛，

原因是其对数据的要求不高，也是与其具有研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优势有关，但要求因变量取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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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即 1。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在因变量 Y 为二分变量时，事件发生概率的表达式为： 

( ) 111 1, 2, , 1

1 e
i
n iXi

P Y X X Xn
α β=+∑

= =
+

事件发生概率                     (1) 

式中：P 为志愿服务发生的条件概率；X 为志愿服务意愿自变量因素；α和 β分别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截

距和回归系数；(α+)为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线性函数。将式(1)取对数后，表达式为： 

1ln n
i iXiβα
=

= +∑                                    (2) 

其中，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P 与不发生的可能性(1 − P 之比，称为比值，比数(odds)，即 odds = P/(1 − P)。 

3.3. 变量 

3.3.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 Y 是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在 CSS2019 调查问卷中，将因变量 Y 志愿服务参与意

愿体现为“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如果受访者有选择问卷选项中的一个或

者某几个，则意味着参加过志愿服务，将其赋值为 1；如果受访者选择“以上都无”，则意味着没有参

加过志愿服务，将其赋值为 0。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N = 1027)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 = 1027) 

变量 频率 变量 频率 

性别 
男 42.91% 

受教育程度 

未上学到初中 63.07% 

女 57.09% 高中到职高技校 18.55% 

年龄 

老年(69 岁以上) 1.93% 大学专科到研究生 18.38% 

中年(46 到 69 岁) 55.12% 
户口 

农业 69.35% 

青年(18 到 45 岁) 42.95% 非农业 30.65% 

民族 
汉族 91.89% 

宗教 
有宗教信仰 12.96% 

其它 8.11% 无神论者 87.04% 

政治面貌 
党员 10.31% 

志愿服务意愿 
参加过志愿服务 74.98% 

非党员 89.69% 以上都无 25.02% 

社会公平感知 

非常不公平 3.87% 

   

比较不公平 5.27% 

说不上公平和不公平 37.36% 

比较公平 35.72% 

非常公平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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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自变量 
1) 市场能力。市场能力指的是个人具有参与市场交换的实际本领，或者个人能够提供的参与市场交

换的稀缺资源的价值量，教育证书是影响市场能力的主要因素。将其测量化为受教育水平，选自 CSS2019
调查问卷中“教育程度”，并进行操作化，将其操作化为分类变量，将回答“未上学到初中”赋值为“1”；
将回答“高中到职高技校”赋值为“2”；将回答“大学专科到研究生”赋值为“3”。 

2) 社会公平感知。社会公平感知指的是人们对社会公平情况的一种个人认知和判断。选自 CSS2019
调查问卷中“请用 1~10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社会总体公平公正情况的评价，1 分表示非常不公平，10 分

表示非常公平”，并进行操作化，将其操作化为分类变量，将评分“1 和 2”赋值为 1，社会公平程度为

“非常不公平”；将评分“3 和 4”赋值为 2，社会公平程度为“比较不公平”；将评分“5 和 6”赋值

为 3，社会公平程度为“说不上公平和不公平”；将评分“7 和 8”赋值为 4，社会公平程度为“比较公

平”；将评分“9 和 10”赋值为 5，社会公平程度为“非常公平”。 

3.3.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一些变量提取作为本次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如表 1 所示)，具体包括：1) 性

别，将性别变量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女性 = 0；男性 = 1)；2) 政治面貌，选自 CSS2019 调查问卷中“您

的政治面貌是？”，并对其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非党员 = 0；党员 = 1)；3) 民族，将民族重新编码为虚

拟变量(汉族 = 0；其它 = 1)；4) 户口，将户口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农业户口 = 0；非农业户口 = 1)；
5) 宗教信仰，将宗教信仰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无神论者 = 0；有宗教信仰 = 1)；6) 年龄，将年龄根据

老年、中年、青年划分，分别编码为虚拟变量(青年 = 3；中年 = 2；老年 = 1)。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控制变量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 

模型一显示了控制变量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如表 2 所示)。1) 政治面貌，结果显示政治面貌对志

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所以不同政治面貌的人的志愿服务意愿存在差异，党员比非党员的

志愿服务意愿更高；2) 户口，结果显示户口对志愿服务意愿不存在显著影响(p > 0.05)；3) 宗教信仰，结

果显示宗教信仰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无神论者志愿服务更低；4) 
民族，结果显示民族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5)，不同民族的人的志愿服务意愿存在差异，

非汉族的人比汉族的人的志愿服务意愿更高；5) 年龄，结果显示年龄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不同年龄的人的志愿服务意愿存在差异，相比于老年人，青年人和中年人的志愿服务意愿更高；

6) 性别，结果显示性别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不同性别的人的志愿服务意愿存在差

异，相比于女性，男性的志愿服务意愿更高。 

4.2. 市场能力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 

模型二显示了市场能力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如表 2 所示)。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市场能力一起放入

模型得出结果，结果显示市场能力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市场能力 = 2 (学历水平在

高中–职高技校之间)的系数为 0.595，市场能力 = 3 (学历水平在大学专科到研究生之间)的系数为 1.228，
假设 1成立。分析结果可得，学历水平在高中至职高技校之间的人志愿服务意愿相比于学历水平较低的(未
上学到初中)人高，但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具有更高的志愿服务意愿。 

4.3. 社会公平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 

模型三显示了社会公平程度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如表 2 所示)。将控制变量与自变量社会公平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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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模型得出结果，结果显示社会公平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01)，社会公平 = 1、2、3 的

系数明显比社会公平 = 4 和 5 的系数要低，因此假设 2 成立。分析结果可得，认为社会公平程度越高的

人比认为社会公平程度低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志愿服务意愿。 
 

Table 2. Influence of control variables, market capacity and social justice perception on willingness to volunteer service 
表 2. 控制变量、市场能力与社会公平感知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B 显著性 B 显著性 B 显著性 B 显著性 

性别 0.352 0.000 0.367 0.000 0.383 0.000 0.353 0.000 

政治面貌 0.702 0.000 0.798 0.000 0.968 0.000 0.707 0.000 

年龄  

中年人(45~69) 0.459 0.029 0.356 0.092 0.479 0.023 0.383 0.071 

青年人(18~45) 1.230 0.000 0.785 0.000 1.302 0.000 0.814 0.000 

民族 0.758 0.372 −0.225 0.010 0.638 0.455 −0.182 0.039 

户口 0.027 0.630 0.131 0.022 0.427 0.000 0.111 0.055 

宗教 0.310 0.001 0.333 0.000 0.283 0.000 0.366 0.000 

市场能力  

高中–职高技校  0.595 0.000  0.594 0.000 

大学专科到研究生  1.228 0.000  1.210 0.000 

社会公平感知  

比较不公平    0.197 0.303 0.152 0.429 

说不上公平和不公平    0.438 0.005 0.334 0.035 

比较公平    0.750 0.000 0.590 0.000 

非常公平    0.597 0.000 0.551 0.001 

霍斯默–莱梅肖检验 0.211 0.200 0.709 0.544 

注：性别参照组为女；政治面貌参照组为非党员；年龄参照组为老年人；民族参照组为非汉族；户口参照组为非农

业户口；宗教参照组为有宗教信仰；市场能力参照组为初中及以下；社会公平感知参照组为非常不公平。 

4.4. 市场能力、社会公平感知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 

模型四显示了市场能力与社会公平感知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如表 2 所示)。将控制变量、市场能力

与社会公平感知三个变量一同放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市场能力与社会公平感知依然对志愿服务意

愿存在显著影响(p < 0.05)。通过嵌套模型可以发现，社会公平感知在模型四中系数显著，且在以社会公

平感知为因变量、市场能力为自变量的放入到模型中，市场能力的 P 值在 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因此

可以判断社会公平感知在市场能力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效应的作用。为进一步验证中介

效应，本文进行了 sobel 检验，Z = 2.271，p < 0.05，通过了检验。因此可以认定假设 3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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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控制变量下，从居民自身因素出发，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

型，研究市场能力与社会公平感知对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市场能力对居民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具有更高的志愿服务

意愿。这一结论说明，接受的教育层次越高，往往具有更高的志愿服务意愿的觉悟和积极性，愿意在为

他人的服务过程中获得一种身心的满足感，以达到自己精神层面的更高追求。学校应该积极开展学雷锋

活动，加大志愿活动宣传力度，使广大学生养成积极参加志愿服务的自觉性，在奉献中实现自身价值。 
第二，社会公平对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认为社会公平程度越高的人比认为社会公平程度低

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志愿服务意愿。这一结论说明，认为社会越公平的人往往具有更高的服务社会的意愿，

这就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要求。政府应该广泛听取社会公众的建议，向着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环境而努力。 
第三，性别、年龄和政治面貌对居民的志愿服务意愿存在显著影响，男性的志愿服务意愿高于女性，

青年人和中年人的志愿服务意愿比老年人要高，党员的志愿服务意愿要高于非党员。这一结论说明，男

性往往在志愿服务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年轻人相比于老年人具有更大的精力参加志愿服务，党员由

于自己的高思想觉悟，也会积极投身到志愿服务中来。这就要求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党员要发挥自己的

带头作用，男性和年轻人要积极承担责任，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以更好地完成使命。 
志愿服务和广大志愿者的辛勤工作在我国疫情防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影

响志愿服务意愿的因素来更好地促进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但本文的出发点主要从参与主体的个人

因素出发，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部环境对志愿服务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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