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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志愿者群体是我国志愿队伍的中坚力量，促进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是推动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当前学界鲜少探讨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及作用。基于2019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本文利用采用二元分类评定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了高等教育对青年

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 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 高等教育对

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存在性别上的差异，高等教育对男性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

3) 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受到社会阶层、社会信任及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影响，社会阶

层、社会信任度及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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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outh volunteer group is the backbone of China’s volunteer team, and promoting youth vo-
lunteer participation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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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teer service in the new era. However, the current academic community seldom explores the 
impact and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on youth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9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So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high-
er education on youth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using a binary classification rated logistic re-
gression model.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1) Higher education has a positive facilitating effect 
on youth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2)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youth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has a stronger facili-
tating effect on male youth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3)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higher educa-
tion on youth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is affected by social class, social trust, and In-
ternet usage. The higher the social class, social trust and Internet usage, the higher the chance of 
youth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ism.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Youth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Volunteering,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的提出 

作为社会最大的公约数与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服务逐渐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一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将其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

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支持和

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志愿组织，壮大志愿者队伍，搭建更多志愿者服务平台，健全志愿服务体系[1]。”
可见，发展志愿服务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事项。 

志愿服务源于心，献爱心在于行。众多志愿者中，青年志愿者是中坚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志愿者事业发展。据《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显示，2021 年年底，

我国 14~35 岁的注册志愿者已超过 9000 万人，达到历史以来的新高[2]。同时，在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

年志愿者协会的统一规划、协调和指导下，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可见，我国高校

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正展现蓬勃生机。 
然而，虽然我国青年志愿者在存量上已达到相当规模，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青年志愿者占

人口总数的比例仍然偏低，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类别单一、积极性不强、动力不高现象依然凸显。从国

家层面来看，虽然针对青年群体专门设有西部支教、暑期下乡及以国家重大社会经济活动为主招募的大

型项目，但囿于成本、时间等因素，能够参加该类志愿活动的青年仅为少数大学生群体，多数青年的志

愿服务仍旧以探访老幼、社区服务、公益宣传等活动为主[3] [4]。此外，在高校层面，青年志愿服务事业

长期维持“党政支持、共青团承办、社会化运作”的运转模式[5]，虽能够与上级部门与外部资源形成良

好的对接，但无法基于微观层面满足青年群体的多元化需求，削弱了青年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其次，虽

然青年志愿者人数众多，但许多人的参与动力并不强烈，部分青年参与志愿服务更多的是为了完成学校

或团组织的要求，而非真正关心和服务他人，参与力度仍显不足[6]。显然，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并不意

味着其必然对参与志愿服务表现出积极态度。因此，我们有必要系统探究高等教育与青年志愿服务参与

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教育层级是否会对青年志愿服务产生差异化影响。换言之，本文将研究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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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是否能够有效促进青年志愿服务的参与程度？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又如何被高等教育塑造？高等

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 

2. 高等教育一定会促进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吗？ 

一般认为，教育对人具有基础性、持久性与引领性的作用，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重要途径[7]。同时，教育程度也能够直接提升人口素质[1]，对全面提升志愿服务水平有重要影响。基

于以上共识，关于教育效应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学界讨论主要分为两类视角：一类视角持积极

态度，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加深，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频率也会提高。例如，个体能够通过受教育程

度的加深而不断提升社会能力，从而更有可能参与到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中[8] [9]。此外，教育程度的提

升也有助于个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更加关注社会公益事业，进而提高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10]。
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志愿组织的成员，并显著提升参与志愿服务的

概率[11]。因此，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来说，志愿经历是其不可或缺的成长资源，也是其实现人生价

值的精神家园，青年参与志愿服务能够有效激发其积极性与创造性[12]。 
另一类视角讨论主要持质疑态度，认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并非完全是影响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关键

要素。例如，随着教育的扩张，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及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是否参与志愿服务方面的差

异已经消失[13]，且当前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所存在的重智育、轻德育，重理论、轻实践，重自我、轻他者

的价值取向，往往让青年呈现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品格[14]，参与志愿活动大多是因为受到组织的强

制要求[6]，因此高等教育并不能完全提升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概率。同时，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活动参

与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差异。例如，在与志愿精神相关的社会意识与社会正义活动方面，高等教育的效应

对女性更强[15]。此外，虽然当前青年是注册志愿者的主要群体，但其志愿活动参与程度主要受到工作时

长的制约[16]。一般而言，没参加工作的青年比参加工作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概率更高，而在参加工作

的青年中，工作灵活度较高的青年参与程度较高，但在志愿活动中仍面临较大的工作压力[16]。 

上述研究所引发的争议进一步证明了研究高等教育能否促进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重要性。需要说明

的是，虽然学界对该问题存在不同观点，但本研究更倾向于积极方面，即认为高等教育能够显著促进青

年的志愿服务参与。此外，现有研究除证实教育对志愿参与影响存在群体异质差异外，社会阶层[17] [18]、
社会信任[19] [20]、互联网使用情况[21]等也是教育效应作用于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重要因素。由此，研

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高等教育能够显著促进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几率。 
假设 2：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志愿服务参与的概率存在性别、年龄与工作时长的差异。 
假设 3：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社会阶层越高的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几率越高。 
假设 4：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社会信任度越强的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几率越高。 
假设 5：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使用互联网的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几率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人高。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 CSS)。CSS 数据为双年度纵贯调查，主要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

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

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CSS2019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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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是“社会质量与社会阶层变迁”，调查内容涵盖家庭、就业、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社会保障、

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评价、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志愿服务等模块，在全国范围内共完成有效样本 10283
份[22]。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本文着重针对青年群体展开研究，故在确定研究对象时，遵循国家统计局对青

年年龄层划分为 14~35 周岁的标准[23]，并结合样本有效性考量，在数据筛选过程中主要保留 18~40 岁

的青年样本。排除无效样本后，本文最终确定 2420 份有效样本。 

3.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Stata 17.0 进行多层分类评定回归分析。具体而言，本文主要通过构建五层分类评定回归模

型进行实证部分研究：1) 通过 STATA 软件，将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变量、高等教育变量及相关控制变量

加入模型 1 中，探究高等教育是否能够促进青年志愿服务参与，从而验证假设 1。2) 结合交互分析方法，

分别将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变量、高等教育变量、性别变量、年龄、每月工作时长变量及其相关交互项加

入模型 2 之中，探究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异质性影响，从而验证假设 2。3) 将青年志愿服务

参与变量、高等教育变量、社会阶层、社会信任、互联网使用变量及相关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3~5 中，探

究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影响的中介效应，从而验证假设 3~5。 

3.2. 因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是为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具体而言，本文选取 CSS2019 问卷 I 部分中的第一

题：“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作为主要的被解释变量。该问题选项包括儿童

关爱、青少年辅导、老年关怀、妇女维权/保护等 14 项内容，参考邹宇春[24]及李睿[19]等学者的处理方

法，本文对这一变量采用反向取值办法，将其设置为二分类变量，即选择“以上都没有”选项的样本赋

值为 0，表示在过去一年内未参与过任何志愿服务，未选择“以上都没有”选项的样本赋值为 1，表示在

过去一年内参与过志愿服务。 

3.3. 自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为受教育程度。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文主要考察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

与的影响，因此选取 CSS2019 问卷 A 部分中的第五题“教育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并将其设置为仅包含

受过高等教育与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二分类变量。具体而言，该题原选项为定序变量，包括“未上学”“小

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其他”，本文将

选择“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技校”的样本赋值为 0，表示并未受过高等

教育的青年群体，将选择“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其他”的样本赋值为 1，表示受过

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 

3.4. 中介变量 

本文以社会阶层、互联网使用情况以及社会信任度为中介变量。具体而言，研究选取 CSS2019 问

卷 D 部分中的第五题、第八题及 F 部分中的第二题“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

于哪个层次？”“现在互联网比较普及，大家可以用手机和电脑上网，您平时上网(比如：用电脑或者

手机看新闻、用微信等活动)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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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测量社会阶层、互联网使用及社会信任的中介变量。其

中，社会阶层变量主要设置为定序变量，将选择“上”的设置为 1，“中上”设置为 2，“中”设置为

3，“中下”设置为 4，“下”设置为 5；互联网使用情况设置为二分类变量，将选择“上”的设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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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过上网行为，将选择“不上”的设置为 0，表示没有上网行为；社会信任设置为定序变量，将打

分 1~2 的样本设置为 1，表示非常不信任，将打分 3~4 的样本设置为 2，表示不信任，将打分 5~6 的样

本设置为 3，表示一般，将打分 7~8 的样本设置为 4，表示信任，将打分 9~10 的样本设置为 5，表示

非常信任。 

3.5. 控制变量 

本文以性别、年龄、收入、户口、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每月工作时长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检验。

其中，性别、户口、政治面貌与婚姻状况均为二分类变量，年龄、收入、每月工作时长则为定距定比变

量(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志愿服务参与 参与 = 1；未参与 = 0 0.626 0.484 0 1 

受教育程度 受过高等教育 = 1；未受过高等教育 = 0 0.466 0.499 0 1 

社会阶层 上 = 1；中上 = 2；中 = 3；中下 = 4；下 = 5 3.635 0.889 1 5 

互联网使用 使用互联网 = 1；未使用互联网 = 0 0.973 0.163 0 1 

社会信任 分数 1~2 = 1；分数 3~4 = 2；分数 5~6 = 3； 
分数 7~8 = 4；分数 9~10 = 5 

3.427 0.895 1 5 

性别 男 = 1；女 = 0 0.412 0.492 0 1 

年龄 以 2024 为基点的 18~40 岁的被访者 31.312 4.977 23 39 

收入 收入取对数 7.898 4.289 0 14.509 

户口 非农户口 = 1；农村户口 = 0 0.306 0.461 0 1 

政治面貌 党员 = 1；非党员 = 0 0.074 0.262 0 1 

婚姻状况 已婚 = 1；未婚 = 0 0.518 0.500 0 1 

每月工作时长 每天工作时间*每月工作天数 208.456 87.394 7 480 

4. 实证分析与讨论 

4.1. 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 

见表 2，多层评定回归模型 1 显示，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 列为

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回归，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 0.087 (P < 0.001)，表明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地，通过回归系数几率比转化可得，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

几率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 0.3 倍。2) 列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1，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对青年

资源服务参与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解释力提高了 2.1%，核心解

释变量系数为 0.102 (P < 0.001)，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确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进一步地，通过回归系数几率比转化可得，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是没受过

高等教育的青年的 0.42 倍。假设 1 成立。 

 

 

1注：由于每月工作时长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后解释力下降了 2.1%，故而将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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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 (1) 
志愿参与 

(2) 
志愿参与 

受教育程度 −1.127*** −0.856*** 

 (0.087) (0.102) 

性别  −0.243* 

  (0.096) 

年龄  0.043** 

  (0.013) 

户口  −0.087 

  (0.104) 

婚姻状况  0.298* 

  (0.132) 

政治面貌  −0.703*** 

  (0.174) 

收入  −0.027* 

  (0.012) 

Constant 1.079*** −0.128 

 (0.064) (0.360) 

Observations 2420 2255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01, **p < 0.01, *p < 0.05. 

4.2. 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异质性影响 

见表 3，多层评定回归模型 2 显示，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具体

而言，(1)列为加入性别变量及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交互项系数为 0.177，且 P 值小于 0.05，表明高等

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的确存在性别差异。进一步地，通过回归系数几率比转化，发现受

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参加志愿活动的几率比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高 0.27 倍，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参加

志愿活动的几率则比没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高 2.02 倍。同时，没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参加志愿活动的几

率比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高 0.54 倍，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参加志愿活动的几率则比受过高等教育的

女性高 1.77 倍。表明高等教育对男性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 
(2)，(3)列为加入年龄、每月工作时长变量及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并未在任

一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年龄与工作时长的差异。假

设 2 部分得到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结论与既往研究相反。可能的解释是，既往研究探究教育效应对青年志愿

服务参与的影响时并未单独考虑高等教育的影响，而是将基础教育及中等教育一同纳入考察范围，这也

进一步说明了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作用与其他类型教育存在区别，利用教育效应来全方位促

进青年参与志愿服务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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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youth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on 
表 3.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1) 
志愿参与 

(2) 
志愿参与 

(3) 
志愿参与 

受教育程度 −1.303*** −1.899*** −1.388*** 

 (0.119) (0.565) (0.333) 

性别 −0.618***   

 (0.129)   

受教育程度 * 性别 0.405*   

 (0.177)   

年龄  0.044***  

  (0.012)  

受教育程度 * 年龄  0.028  

  (0.018)  

每月工作时长   0.001 

   (0.001) 

受教育程度 * 每月工作时长   0.002 

   (0.002) 

Constant 1.347*** −0.337 0.848*** 

 (0.088) (0.398) (0.237) 

Observations 2420 2420 1222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01, **p < 0.01, *p < 0.05. 

4.3. 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影响的中介效应 

4.3.1. 社会阶层的中介效应 
见表 4，多层评定回归模型 3 显示，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受到社会阶层的影响，

即社会阶层越高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越高。具体而言，(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

果表明，社会阶层与青年志愿参与行为间的系数为 0.123 (P < 0.05)，表明二者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即社会阶层越高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越高。通过回归系数几率比转化，发现模型加入社会阶

层变量后，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高 1.13 倍。 
(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阶层与青年志愿参与行

为间的系数为 0.143(P < 0.01)，模型解释力提高了 2.3%，且系数显著水平有所提升，表明二者的关系的

确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更进一步地，通过回归系数几率比转化，发现加入控制变量后，受过高等教育

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高 1.15 倍。表明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参与行为的

促进作用的确受到社会阶层的影响。假设 3 成立。 

4.3.2. 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 
见表 5，多层评定回归模型 4 显示，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亦受到社会信任的影响，

即社会信任度越高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越高。具体而言，(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与青年志愿参与行为间的系数为 0.051 (P < 0.001)，表明二者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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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class 
表 4. 社会阶层的中介作用 

变量名 (1) 
志愿参与 

(2) 
志愿参与 

受教育程度 −1.098*** −0.844*** 

 (0.088) (0.104) 

社会阶层 0.123* 0.143** 

 (0.050) (0.053) 

性别  −0.289** 

  (0.098) 

年龄  0.043** 

  (0.013) 

户口  −0.047 

  (0.106) 

政治面貌  −0.712*** 

  (0.175) 

婚姻状况  0.287* 

  (0.133) 

收入  −0.028* 

  (0.012) 

Constant 0.623** −0.639 

 (0.194) (0.416) 

Observations 2,370 2,212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01, **p < 0.01, *p < 0.05. 
 

Table 5.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trust 
表 5. 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 

变量名 (1) 
志愿参与 

(2) 
志愿参与 

受教育程度 −1.105*** −0.832*** 

 (0.088) (0.103) 

社会信任 −0.193*** −0.202*** 

 (0.051) (0.053) 

性别  −0.246* 

  (0.097) 

年龄  0.041** 

  (0.013) 

户口  −0.092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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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治面貌  −0.686*** 

  (0.175) 

婚姻状况  0.309* 

  (0.133) 

收入  −0.027* 

  (0.012) 

Constant 1.735*** 0.620 

 (0.186) (0.413) 

Observations 2,420 2,255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01, **p < 0.01, *p < 0.05.   

 
向作用，即社会信任度越高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越高。通过回归系数几率比转化，发现模型加入

社会信任变量后，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高 0.82 倍。 
(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阶层与青年志愿参与行

为间的系数为 0.053 (P < 0.001)，模型解释力提高了 2.2%，且系数显著水平略有提升，表明二者的关系依

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更进一步地，通过回归系数几率比转化，发现加入控制变量后，高等教育对青

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与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相同，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比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高 0.82 倍。表明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的确受到社会信任度

的影响。假设 4 成立。 

4.3.3. 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 
见表 6，多层评定回归模型 5 显示，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亦受到互联网使用情

况的影响，即使用互联网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比不使用互联网的青年高。具体而言，(1)列为未加

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与青年志愿参与行为间的系数为 0.367 (P < 0.01)，表明二

者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通过回归系数几率比转化，发现模型加入互联网使用变量后，使用互联

网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比不使用互联网的青年高 0.37 倍。 
 

Table 6. Mediating role of internet use 
表 6. 互联网使用的中介作用 

变量名 (1) 
志愿参与 

(2) 
志愿参与 

受教育程度 −1.100*** −0.839*** 

 (0.088) (0.102) 

互联网使用 −0.984** −0.858* 

 (0.367) (0.375) 

性别  −0.254** 

  (0.097) 

年龄  0.040**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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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户口  −0.078 

  (0.104) 

政治面貌  −0.705*** 

  (0.174) 

婚姻状况  0.303* 

  (0.132) 

收入  −0.026* 

  (0.012) 

Constant 2.029*** 0.766 

 (0.364) (0.529) 

Observations 2420 2255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01, **p < 0.01, *p < 0.05. 

 
(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互联网使用与青年志愿参与

行为间的系数为 0.375 (P < 0.05)，模型解释力提高了 2.1%，且系数显著水平略有提升，表明二者的关系

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更进一步地，通过回归系数几率比转化，发现加入控制变量后，高等教育对

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有所提升，使用互联网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比不使用互联网的青年

高 0.42 倍。表明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亦受到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假设 4 成立。 
整体而言，通过观察三个中介变量的测量结果，发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中，社会阶层对志

愿服务参与的影响居于首位，其次为互联网使用状况，最后为社会信任效应。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是，

随着社会阶层地位的提高，青年个体的社会能力相应增强。而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发挥了推动公共意

识与公共精神成长的关键作用，使他们对社会公益事业更加关注，从而提高参与志愿服务的几率。 

5. 结论与展望 

作为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广泛开展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促使青年志愿服务工作迈向常态化、制度

化、规范化，不仅是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核心任务，亦是推动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

求。当前，全球局势百年变革加速推进，世界步入新的动荡与变革时期。为了更有效地推进青年志愿服

务事业的发展，我们应深度挖掘青年志愿者这一人力资本的潜力，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其中的催化作用，

使青年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价值，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研究基于 CSS2019 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及作用。研究发现：1) 高等教

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更有几率参与志愿服务。2) 高等教育

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区别，且主要体现在性别差异中，即高等教育对男性青年志

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3) 在高等教育效应促进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过程中，社会阶层、社会信任

与互联网使用情况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受到社会阶层、社会

信任及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影响，社会阶层、社会信任度及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

几率越高。 
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认为，为了加强高等教育对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应当加强对女性青

年群体的激励机制，提高社会阶层、社会信任和互联网使用情况在青年中的普及程度。具体而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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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高等教育对男性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女性青年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有必

要制定针对女性青年的激励政策，如提供更多的奖学金、荣誉称号等，以提高她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

性。其次，通过各种途径提高青年的社会阶层地位、增强社会信任度，并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工具，提

高青年对志愿服务的认知和参与度。再次，将高等教育与志愿服务相结合。高校可在课程设置、实践教

学等方面融入志愿服务内容，培养学生的志愿服务意识。此外，鼓励高校开展志愿服务社团活动，为学

生提供更多参与志愿服务的机会。最后，完善志愿服务培训和评价体系。对参与志愿服务的青年进行系

统性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同时，建立科学的志愿服务评价体系，充分体现志愿者的工作

价值和成就感，进一步激发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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