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量促进《2030年议程》的 
志愿服务：
原则、工具和实践工具箱

在世界各国，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或与社区、组织、企业合作，或独自采取行动，解决影响他们的

问题。但是，有多少人从事志愿活动，他们在做什么呢？志愿服务如何与改进的发展成果联系在一起？在 

“行动十年”中，我们如何将志愿者的贡献最大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要回答这些重要问题，就需要数据和证据来衡量志愿服务的状态、效率和影响。将志愿服务纳入《2030年议

程》行动计划的利益攸关方开发了一个工具箱，利用联合国的指南、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举措

以及创新领导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来展示原则、工具和实践，回答该如何衡量志愿服务的关键问题。

衡量21世纪的志愿服务

对志愿服务结果的衡量一直以来都侧重于志愿者为其他人提供的活动和服务。然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志

愿服务为《2030年议程》作出贡献的方式要复杂得多。志愿服务不仅是一种交付机制，还是人们参与影响自

己的发展进程的一种重要方式。这就有必要探索为志愿者自身带来的潜在利益，如改善健康和福祉。志愿服

务还可以为一个社区或社会带来更广泛的成果，如增强社会凝聚力，或加强创新或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规范。

我们需要一种多层次的方法来理解志愿服务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工具箱展示了在志愿服务和人类

发展的框架中进行衡量的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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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具箱探索了每个衡量领域，分享了方法和工具，并提供了定量和定性的例子。

A：确定规模和范围

理解志愿服务的基础是能够衡量哪些人在做什么事

情。本部分介绍了志愿者工作统计衡量的国际标准

和定义，并提供了链接，进一步指导该如何应用这

些标准和定义来产生可靠的、可比较的数据。

在过去十年中，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志愿

人员组织（UNV）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就如何收集

国家一级志愿者工作的规模、范围和趋势方面的数

据制定了正式指南。由此产生了志愿者工作衡量手

册以及关于工作、就业和劳动利用不充分统计的决

议。2020年发布的最新国际劳工组织指南确认，将

志愿服务纳入现有的劳动力调查是产生国家志愿服

务统计数据的关键所在。然而，在无法做到这一点

的情况下，通过时间利用调查、行政记录甚至全国

人口普查都可以收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这些

数据可以阐明人们从事志愿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以及鼓励更多人从事志愿工作的因素。

B：反映内在价值

关注志愿服务对经济和社会贡献有助于我们不局限

于仅仅统计志愿者人数，而是开始理解志愿服务为

志愿者本身及其社区带来的价值。本部分概述各国

政府和国际组织迄今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内在价值是通过所有类型的志愿者工作的性质所创

造的价值。例如，人们可以贡献劳动，而劳动具有

经济价值。对国际扶轮社成员的估算发现，仅在

2019年，成员从事志愿工作时长就达到了4700万小

时，价值8.5亿美元。然而，要真正理解志愿服务的

经济价值，我们不仅要了解志愿服务为各组织创造

的价值，还要看看志愿者付出的成本。这种成本效

益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各个社会群体在志

愿服务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受排斥的群

体，如妇女和残疾人，他们从事志愿服务的经济成

本往往更高。

经济和金钱贡献并不是通过志愿服务提供的唯一价

值。新的研究强调了志愿者在构建社会价值中的作

用。当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时，例

如在自然灾害之后，就可能会增加社会资本、增强

信任和复原力。定性和参与式方法可以加强我们对

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的认识，范围从志愿者提供的

心理支持到他们解决社会群体之间不平等的方式。

C：描述志愿服务的工具价值

工具价值不同于内在价值：它衡量的是志愿服务如

何促进某个特定目标的实现。衡量志愿服务对国家

优先事项、发展成果、《2030年议程》和实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工具性贡献的模式和方法才刚刚出

现。本部分概述了其中一些模式和方法，例如关于

志愿者担任教师和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案例研究，以

衡量他们在可持续发展目标3和4下对社区在学习、

卫生和其他发展成果方面的贡献。

然而，这些方法有局限性。工具箱认为，要把工具

价值的衡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并理解对《2030
年议程》原则所作出的贡献，需要新的模式和方

法。将志愿服务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结合起来，

将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加强志愿服务与可持续

发展之间的关系。

A：衡量志愿者工作的规模和范围 B：衡量志愿服务的内在价值 

C：衡量志愿服务的工具价值
D：衡量志愿服务的干预措施 

（政策和方案）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6211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62119.pdf
https://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ndards-and-guidelines/resolutions-adopted-by-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labour-statisticians/WCMS_24075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statistics-and-databases/standards-and-guidelines/resolutions-adopted-by-international-conferences-of-labour-statisticians/WCMS_240750/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ilostat-files/LFS/AddOn_VolunteerWork_V1_Full.zip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volunteerSDG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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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衡量志愿服务倡议效果的评估性研究方法

前面几个部分将志愿服务视为一种社会现象。然

而，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政府、组织和企业的政

策和举措将志愿者聚集在一起，为其他人提供产品

或服务。我们如何使用上述内在方法和工具方法来

衡量这些干预措施？本部分将介绍准实验研究和混

合方法案例研究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析志

愿服务倡议从全国性计划到志愿者主导的发展项目

的影响。

加强衡量志愿服务的有利环境的议程

为了改进收集和使用有关志愿服务的高质量数据和证据，首先必须创造有利的环境，以推进对这一关键资源

的衡量。各国政府将衡量志愿工作纳入国家统计系统的常规活动是关键的第一步。建立模型，来帮助加强志

愿服务对国家和全球目标的贡献，减少不平等现象，为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工作提供信息必须成为新的优先事

项。这需要政府、学术界和从业者进行合作，建立和测试模型，衡量不同群体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为了支持这些努力，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和其他行动者正在建立和实施知识共享和协作系统，以帮助利益攸

关方在这项关键任务中相互支持。在“行动十年”开始之际，衡量议程必将发挥关键作用——在描述志愿服

务的贡献方面和加强志愿者工作以实现《2030年议程》方面均是如此。

行动呼吁

“行动十年”中的志愿服务 

2020年7月，世界各地的志愿服务利益攸关方制定了《行动呼吁》，旨在鼓励行动者将志愿工作与《2030年议程》协调一致，深化

全球志愿服务社区的参与和共同团结，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扩展机会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过程中扩展获得
志愿服务和参与志愿

服务的机会

支持非正式的志
愿服务 

除了正式的、有组
织的志愿服务机会
外，还要支持非正

式的志愿服务

解决不平等 
解决志愿服务中的不
平等和减少志愿者面

临的风险

增强主人翁意识 
通过志愿服务增强人
们对发展议程的主人

翁意识

创建新模式 
创建新模式，使志愿
者能够就解决方案进

行创新和合作

衡量影响 
衡量志愿服务对志
愿者的影响以及对
《2030年议程》

的贡献 

协调志愿者工作 
将志愿者工作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差距及挑

战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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