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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CSS2021数据，通过Logit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影响。社会

资本概念自1980年产生，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完善，主要包含信任，网络关系，规范性三个部分。本研究

发现，社会资本中的对公益组织的信任程度、网络关系、志愿组织的规范性三个维度都对青年群体的志

愿服务参与意愿存在显著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志愿组织的公信力，重视志愿者社交网络关系，

重视志愿规范性来提升青年群体志愿活动参与意愿，从而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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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CSS2021 data and uses a Logit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willingness of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s. The concept of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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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capital came into being in 1980 and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through continuous devel-
opment. It mainly includes three parts: trust, network relationship and standardiz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trust in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s, network relationships, and normative 
aspects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s. Therefore, by strengthening the credibility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valuing volunteer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and valuing volunteer 
standardization, we can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activ-
ities, thereby improving the volunteer service system and wor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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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志愿服务是指任何人为促进人的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活动所提供的个人时间和精力的自愿贡

献，没有物质报酬。志愿服务参与是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已经成为引领现代文明公民道德生活的

重要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与喜爱[1]。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

系。青年群体作为志愿服务的主力军，同时具备承上启下的角色。上一辈所处的时代志愿服务没有发展，

大部分老年人没有志愿服务意识，不知道如何进行志愿服务。通过青年群体的影响，可以让对志愿服务

感兴趣的老年人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青少年群体三观还在建设中，如果青年群体有更多的志愿服

务参与经历和意愿，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志愿服务参与积极性。所以重视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度十分

重要。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于 1980 年在西方产生，帕图南将其定义为信任，网络，规范。很多学者都发现

了社会资本和志愿服务有着密切的联系。 
基于此，本文利用 CSS2021 的相关数据，聚焦分析社会资本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影响，

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 社会资本所包含的信任，网络，规范三个维度能够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

愿产生影响吗？2) 如果有影响，产生了何种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社会资本 

在 1980 年以前学者往往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中的公共设施，或者影响个人经济回报的社会环境。

1980 年代以后经多位学者的推动，社会资本概念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体系。 
Bourdieu 是首次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系统性表述的人。他的观点是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

集合体，这种资源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从而影响个体的各种回报[2]。Coleman 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把

它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发源于紧密联系的社会网络是人

力资本创造、传递和获得的积极的社会条件”[3]。Putnam 沿用 Coleman 的观点，但强调紧密的网络结构

是公民对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参与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之间的高度信任。他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

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方面。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4]。 
当前学者对社会资本研究包含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社会资本与就业、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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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社会资本的概念也越来越受到认可。 

2.2. 社会资本与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我国志愿服务研究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雷锋研究。近年来，为了完善我国志愿者的激励机制，促进

志愿者服务的规范化、制度化和志愿参与的推广，增强志愿者志愿服务意愿，我国学者对志愿服务的研

究越来越多。 
当前很多学者将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放在社会资本视阈下进行研究。张大在社会资本分析框架下对我

国体育志愿服务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持续时间、个体特征、服务类型、组织环境是影响体育志愿服务

参与意愿的关键要素[5]。孙昭君以社会资本的视角来讨论以青年志愿者为主体的社会关系效果，以期引

起人们对于这种社会关系的关注。从而寻求一种高效、经济的途径来解决我国青年体育志愿组织中所出

现的问题从而提升青年志愿参与意愿[6]。张智辉认为在社区青年志愿者管理中，社会资本占据重要地位，

他认为关系网络是基础，义务与期望是动力，信息渠道是桥梁，规范和有效惩罚是保证，应当在社会资

本视阈下加强社区志愿服务的建设[7]。 
现有研究已经研究了志愿服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张网成研究大学生志愿服务和社会信任的关系。

基于北京师范大学一项调查中收集的数据，研究发现，志愿服务对不同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产生了不一

致的影响。只有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经常感受到被信任和需要才会增进他们的社会信任[8]。笔者想要探

究社会信任的提高是否同样会影响青年群体的志愿参与意愿。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1。 
研究假设 1：社会信任能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产生显著正面影响。即青年对社会信任程度

越高，那么他们就越倾向于参加志愿服务。 
刘威认为志愿服务大多是基于陌生人之间的。这种陌生人之间的接触缺乏网络关系，对志愿活动的

开展是很大的障碍。但是通过社会组织的成立，弥补了这种网络关系[9]。社会组织为志愿者和陌生人，

志愿者和志愿者提供了关系网络。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2。 
研究假设 2：网络关系能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产生显著正面影响。即青年群体的社会社交

越丰富，那么他们就越倾向于参加志愿服务。 
张网成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目前志愿者中断服务比例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志愿服务组织的运作还处于

不太规范的状态。当前志愿组织在协议签订，志愿者培训，志愿者补贴上存在许多不足[10]。他将这种情

况统称为志愿失范现象。导致志愿者在志愿活动中精神收获和成长太少或成本过高从而做出否定性反应。

笔者认为提高志愿组织的规范性可以提升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3。 
研究假设 3：志愿服务规范性能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产生显著正面影响。即青年对志愿组

织规范性越认可，那么他们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就越高。 
当前的研究多考虑志愿服务的增多可以促进社会资本发展。缺乏研究社会资本提升对志愿服务带来

的反馈效果。社会资本的提升会不会促进更多的人愿意参加志愿服务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本文在研

究对象上选择了青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青年群体作为志愿者中人数分部最多的年龄段，有着重大研究

价值。本文在数据上选择了最新的数据 CSS2021 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同时对自变量的描述做出了创新，

增强了效度。 

3. 数据与测量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21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八期“中国

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对部分问题(比如志愿服务参与、政府工作满意度)进行提问。因本文调查对象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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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群体，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2022 年的年龄划分标准，本研究将 44 岁以下的样本定义为青年，同时

考虑到独立决策能力和劳动参与，选取年龄下限为 20 岁。所以选取了年龄为 20~44 岁的中国公民。CSS2021
数据由九个部分问卷组成，共收集到 10,136 份合格的调查问卷。其中 20~44 岁公民有效问卷 3841 份。

第九部分志愿服务部分有效问卷 2096 份。然后经过各变量缺失值的处理，最终有效样本 1694 份见表 1。 

3.2.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是青年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即近一年是否参加过志愿服务。CSS2021 设计问卷

中涉及的相关问题为，“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问卷中志愿活动类型包含儿

童关爱、青少年辅导、老年关怀、妇女维权保护、扶助残障、支教助教、扶贫济困、医疗护理、法律援

助、环境保护、抢险救灾、国际援助、其他、以上都没有共计 14 个选项。本研究将以上志愿服务都没有

参加的赋值为 0，参加了任意一项及以上的赋值为 1。 
2) 自变量 
本研究以社会信任，网络关系，志愿组织规范性为三个核心变量。社会信任在问卷中通过“您对公

益组织信任吗？”这个问题来进行测量。青年群体的社会信任操作化为“您对公益组织信任吗？”取值

范围 1~4 分，其值越高，表明青年对社会中的公益组织越信任。 
网络关系分为公益社团网络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两个部分。在问卷中通过“您参加了民间自发组织

的公益社团吗？”“目前你参加了下列哪些团体”两个问题表达。“您参加了民间自发组织的公益社团

吗？”表示青年群体的公益社团网络关系，将目前参加了民间自发组织公益社团的群体取值为 1，反之

为 0。“目前你参加了下列哪些团体？”表示青年群体的社会网络关系，取值范围为 1~4 分，其值越高

表明青年群体参加的团体越多。 
志愿组织规范性在问卷中通过“您是否在志愿服务网站或其他组织登记注册过？”表达。青年群体

在志愿组织进行登记注册的取值为 1，反之为 0。志愿者的登记注册是志愿服务规范性的基石。志愿者登

记注册关联志愿者的信息技能介绍；志愿者的招募方式；志愿时长的录入；以及不良志愿者的记录。 
3) 控制变量 
据已有文献研究，本文选取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共 5 个人口统计

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性别上，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在受教育程度上，将选项分为 6 类，包

括未上学取值为 0，上过小学取值为 6，上过初中取值为 9，上过高中；中专；职业高校取值为 12，大学

本科取值为 16，研究生取值为 19，对其他变量做二分简化处理，如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和“未婚”，

赋值为 1 和 0；政治面貌分为“党员”和“非党员”，赋值为 1 和 0。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Min Max 

志愿参与意愿 1694 0.38 0.484 0 1 

社会信任 1694 2.74 0.787 1 4 

公益社团网络关系 1694 0.10 0.298 0 1 

社会网络关系 1694 1.86 0.912 1 4 

志愿组织规范性 1694 0.18 0.380 0 1 

性别 1694 1.56 0.49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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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婚姻状况 1694 0.51 0.500 0 1 

政治面貌 1694 0.08 0.277 0 1 

受教育程度 1694 12.24 3.575 0 19 

年龄 1694 32.37 7.389 20 44 

3.3. 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Logit 回归模型对 CSS2021 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是本研究的因变量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

与意愿被划分为“没有参与过志愿服务”和“参与过志愿服务”两种类型，属于二分类变量，符合 Logit
回归模型对因变量的要求。其次是 Logit 模型可以对多个自变量进行分析，从而知道他们对因变量的影响。

最后 Logit 模型还可以通过调整自变量的权重来预测因变量的概率，从而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所以本文

选择使用 Logit 模型探究社会资本与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存在何种关系。并对自变量进行稳健性检

验，排除统计数据的偶然性，确保最终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Logit 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即逻辑回归模型，是离散选择法模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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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g x 代表基于原始数据的回归模型。然后通过 Logistic 函数变换，使得最终值处在(0, 1)区间内。

如果将因变量 y 值为 0 和为 1 看作两类，那么这样的变换能够方便判断特定的样本数据属于哪一分类。 

4. 结果分析 

Logit 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居民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模型 1 是将多个控

制变量加入到 Logit 分析模型中形成的，据表 2 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居民参与

志愿服务具有显著影响，表明青年女性较青年男性有更高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具有更高受教育水平的

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更强烈；党员要比非党员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更强烈。而年龄和婚姻状况对青

年群体的志愿参与意愿没有影响见表 2。 
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将自变量社会信任加入到模型中，进一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对居民参与志愿服务仍具有显著影响，年龄和婚姻状况对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仍没有

影响。社会信任这一自变量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 0.113 (p < 0.1)，
这表明，青年群体对志愿组织越信任，他们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就越高。 

模型三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了网络关系这一自变量。表 2 反映所有的控制变量均没有发生明显

变化。自变量公益社团网络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通

过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如果青年群体存在公益社团的社交，他们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就会越高。加入公益

社团，或者与公益社团的成员进行互动交流会提升青少年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该数据反映了人与人之

间的影响力还有志愿服务的参与路径问题。 
模型四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了志愿组织规范性这一变量。表 2 反映所有的控制变量均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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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变化。自变量志愿组织规范性与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 1.161 (p 
< 0.01)。青年群体志愿组织正式登记，注册率越高，他们的志愿参与意愿也越高。 

模型五是将所有自变量，社会信任、公益社团网络关系、社会网络关系、志愿组织规范性还有所有

控制变量全部纳入考虑的模型。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公益社团网络关系、社会网络关系、志愿组织规范

性都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有显著相关性。其中公益社团网络这一自变量的 Odds ratio 非常高为

6.37 意味着参加公益社团社交的人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与不参加公益社团社交的人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相差

6 倍多。社会信任这一自变量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较低，Odds ratio 
1.13 (p < 0.01)。 
 
Table 2. 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youth volunteer service 
表 2. 社会资本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影响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社会信任  0.113*   0.123* 

  (1.66)   (1.69) 

公益社团网络关系   1.979***  1.852*** 

   (9.24)  (8.51) 

社会网络关系   0.385***  0.366*** 

   (6.10)  (5.70) 

志愿组织规范性    1.161*** 0.942*** 

    (8.03) (6.17) 

性别 −0.197* −0.211** −0.149 −0.212* −0.172 

 (−1.85) (−1.97) (−1.33) (−1.95) (−1.50) 

婚姻状况 0.046 0.032 0.039 −0.005 −0.014 

 (0.35) (0.25) (0.28) (−0.04) (−0.10) 

受教育程度 0.148*** 0.149*** 0.117*** 0.128*** 0.103*** 

 (8.20) (8.25) (6.00) (6.96) (5.24) 

政治面貌 0.681*** 0.647*** 0.754*** 0.492** 0.565*** 

 (3.50) (3.31) (3.71) (2.44) (2.70) 

年龄 −0.008 −0.008 −0.008 0.001 −0.000 

 (−0.89) (−0.85) (−0.84) (0.10) (−0.03) 

Constant −1.885*** −2.191*** −2.495*** −2.067*** −2.957*** 

 (−4.00) (−4.32) (−4.87) (−4.29) (−5.30) 

Observations 1694 1694 1694 1694 1694 

Pseudo R-squared 0.0667 0.0679 0.144 0.0966 0.162 
***p < 0.01, **p < 0.05, *p < 0.1. 

5. 总结与反思 

本研究基于 CSS2021 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

社会信任对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为社会公益组织越受到青年群体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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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青年群体就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在社会公益组织的志愿服务中。出于对组织的信任，他们

会认为自己所参与的志愿服务也具备相当高的价值。 
公益社团网络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都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目前我国大

部分的志愿服务发布还是通过公益团体的平台。首先对志愿服务感兴趣，才更可能加入公益组织。其次

在公益团体中接触到志愿服务的机会和种类都会大大增加。这两点都会大大提高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

与意愿。社会团体网络同样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存在显著影响。社会网络越复杂，间接接触到志愿

活动相关信息的概率就更高。在社会网络中青年群体可能接触到志愿者，或者一些志愿服务信息。同样

可以提高青年群体志愿活动参与意愿。 
志愿组织规范性同样对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衡量志愿组织是否规范的重

要标准，就是志愿者是否在志愿组织中进行了登记注册。志愿活动的发布，志愿时长的计算都是由志愿

组织统一进行的。如果青年群体没有登记注册的话，看到组织发布的志愿活动信息更少，参加志愿活动

的难度就更高。同时，没有志愿时长的记录，会降低志愿者的积极性。所以志愿组织吸纳更多青年，并

引导他们登记注册，会提高他们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青年群体对社会公益组织信任程度越高，他们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就

会越高。青年群体的网络关系越丰富，他们的志愿服务参与度就会越高。青年群体认为当前志愿服务越

规范，他们的志愿参与意愿也更高。本文的研究假设全部成立。基于此，为更好促进青年群体参与志愿

服务，提高青年群体社会参与的积极性，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 提升志愿组织在青年群体中的公信力。 
志愿组织在青年群体中获得的信任越多，认同越多。那么青年群体就更有可能参加志愿服务。青年

群体对公共组织的信任和认可一方面通过社会舆论的宣传，一方面通过志愿组织自身的制度保障。社会

舆论要更注重正面的报道。如果社会舆论把目光放在少数开展有问题的志愿服务上，那么只会让大家对

志愿组织失去信任。从而缺少了参与志愿服务的想法。针对志愿服务不好的报道具有轰动性，更能抓住

人们的眼球，更能取得经济价值，但是负面宣传会给青年群体错觉。会让他们对志愿组织和志愿服务都

产生怀疑，其实大多数志愿组织都是以奉献为内核的。志愿组织也需要在内部制度上做出改善。减少出

现如资金挪用，资金贪污浪费等情况。做好资金使用的透明化机制，树立公信力。 
(二) 重视志愿网络关系。 
志愿社交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策性组织群体加入志愿组织，另一方面是志愿者的私人社

交网络。志愿组织在志愿活动中，应当加强组织者与志愿者，志愿者与志愿者之间的网络关系。通过活

动的网络搭建，可以增加青年群体在志愿服务中的收获，从而增强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志愿

者的私人社交同时也会带动青年群体的志愿参与度。鼓励志愿者多分享自身的志愿服务经历，多邀请朋

友参加志愿服务，也可以提升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三) 推动志愿组织高质量发展，抵制志愿失范。 
青年群体在参加志愿服务时，往往会经历到很多志愿服务组织不规范的地方。现在很多组织没有正

式的志愿者登记、注册流程。导致志愿者信息不全，志愿者招募困难，志愿时长统计困难等现象。志愿

组织应当注重细节，从志愿者的登记注册开始就做到规范，有序。同时志愿强调的是奉献精神，但绝不

只是奉献精神。志愿者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应当有保障，通过工作应当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样志

愿者对志愿服务的满意度才会提高。以人为本，提升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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