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时长成为买卖商品

江苏徐州某高二学生陈曦

（化名）向记者讲述了他所接触到

的志愿服务认证体系：“我们在中

国志愿服务网上注册的所有志愿

团队都需社工部审核。但我在短

视频平台上看到大量宣称可以开

具志愿服务证明的机构，数量庞

大，几乎‘百花齐放’。”

陈曦称，一些平台备案程

序宽松，只需提交备案书便能

发放志愿服务证明，甚至部分

无需走平台，仅凭社会组织或

社区盖章出具证明，学校便会

认可。

“很多时候，学生只需要一

个有盖章的荣誉证书，实际是

否真正参与志愿活动，无人深

究。”陈曦说。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

索引擎及电商平台检索，输入

“志愿服务时长购买”“志愿服

务认证”等关键词，不乏各类商

家提供服务，价格从几十元到

几百元不等，甚至有机构打出

“包通过”“全套资料齐全、确保

学校认可”等广告语。

“这种公然买卖志愿服务

证书的行为，其实已经存在多

年，只不过随着政策硬性要求

增加，需求更旺盛，灰色市场日

渐成熟。”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公

益基金会副会长徐本亮表示，

“志愿服务原本是一种奉献精

神的培养，却被异化为买卖行

为，背离了志愿服务初衷。”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开

具虚假志愿服务时长早已突破

简单“买卖时长”阶段，部分机

构已将游学、红色旅游、景区参

观、观影学习等普通活动包装

成志愿服务项目，提供时长认

证服务。

某大型研学项目宣传手册

上，写着志愿服务专项课程，参

观红色纪念馆、观看爱国主义

电影、博物馆讲解体验，完成后

可获得志愿服务时长认证 20
小时。一些培训机构甚至将志

愿服务划入“升学必备五大软

实力”包装课程，与竞赛奖项、

科研背景、社会实践一并打包，

助推升学简历，提升购买价格。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

家长已将志愿服务作为升学履

历包装的重要一环。“人家有志

愿服务时长，我家孩子不能没

有，万一多一个竞争砝码怎么

办？”江苏徐州一位家长坦言，

道出普遍心理。

志愿服务必须具备真实的

服务行为与奉献内容。单纯的

参观、学习活动无法形成志愿

服务行为，更谈不上社会贡献。

徐本亮直言，“将志愿服务等同

于升学资本，只会扭曲青少年

价值观，损害志愿服务文化的

公信力。”

制度漏洞与监管困境

2021 年实施的《志愿服务

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

规定，志愿服务组织可以通过

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的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记录志愿服务信

息，也可以通过其他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或者纸质载体等形式

记录。志愿服务组织应当按照

统一的信息数据标准录入国务

院民政部门指定的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该《办法》第三条还明确

指出，记录志愿服务信息、出

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应当遵

循真实、准确、完整、无偿、及

时的原则。

不难看出，依法成立的志

愿服务组织或依法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的其他组织运营，遵循

真实、准确、完整、无偿、及时的

原则，按照规定为志愿者出具

证明，该证明具有法律效力。

但对于平台上发起志愿服

务项目的真实性，或举办机构

项目实际执行能力是否达标，

则较难监管。

在志愿服务时长买卖乱象

中，监管长期滞后、违规成本低

廉，让灰色市场愈发活跃。即便

部分违规平台被曝光查处，后

续往往只是下架、整改，鲜有经

济重罚或其他问责。北京和众

泽益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北

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

授王忠平表示，“造假行为实际

属于虚假证明、伪造证据，已涉

嫌违规。但现实中，处罚力度极

小，缺乏有效震慑。”

另外，王忠平认为，志愿服

务过去管理权属的多头并存与

标准不统一，成为滋生乱象的

重要土壤。“平台多、标准杂，监

管部门缺乏统一权威的国家级

认证机制，这给了不法商家可

乘之机。”

针对制度完善路径，两位

专家均认为不应该单一通过

“平台准入制度”的行政方式来

治理造假问题。

任何真实提供志愿服务的

组织、单位都有权出具志愿服务

证明。徐本亮建议，“问题的关键

不在‘谁有资质’，而在‘谁提供

了真实有效的志愿服务’。如果

一味限制平台数量，反而可能人

为形成新的垄断寻租空间。”

王忠平则建议，应强化技

术性手段治理。“可以建立全国

统一志愿服务时长数据库，所

有学生的志愿服务内容、时间、

地点、服务对象、项目负责人信

息全程留痕可溯源，杜绝空挂

时长与后台造假，也可以随时

追溯。”

政策初衷遭遇现实落差

2016 年，教育部和共青团
中央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学

生志愿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明确将中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情

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把学生

志愿服务记录如实完整归入学

生综合素质档案，并利用“志愿

中国”信息系统进一步完善了

学生注册和志愿服务档案管

理。部分高中、初中规定学生完

成规定时长方可毕业、入团或

参加评优。但在岗位资源配置

上，远未形成有效支撑体系。

据中国志愿服务网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全国
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已达 2.38
亿人，注册志愿队伍总数为 135
万个，志愿服务项目总数为

1269 万，服务时间总数更是高
达 53.48 亿小时。

即便有着客观的数据，但

在一些城市，志愿服务岗位存

在大量缺口。在东部某省会城

市，志愿者李婷（化名）向记者

表示，她在当地志愿服务平台

上刷新多日，看到的始终是几

个重复的基础岗位，如社区卫

生清扫、交通引导等，且这些岗

位名额有限，常常刚发布就被

抢完。“我们想参与志愿服务，

但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岗位供给不足导致志愿者

获取真实服务时长的渠道受

限，而社会对志愿服务时长的

需求，如学校的实践考核、企业

的用人偏好等，进一步引起了

大家的焦虑。

“志愿服务岗位化严重不

足。孩子们想参与社区服务，往

往无处可去。”王忠平坦言，中国

志愿服务组织数量和质量都不

足，且专业化发展缓慢，无法提

供充足多样的志愿服务岗位。

让志愿服务回归初心

多位专家呼吁，真正的志

愿服务应成为青少年价值观塑

造的生动课堂，而非功利浮躁

的交易工具。只有法治监管到

位、多元共治协同、公民素养提

升，才能让志愿精神在新时代

继续发芽成长，成为国家软实

力的重要土壤。

目前，一些地方的法规政

策对志愿服务时长证明的效力

予以明确。例如，《江苏省志愿

服务条例》规定志愿者享有获

得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的权利，

通过“江苏志愿服务”平台等正

规渠道获取的志愿服务记录证

明可以认可。《青海省志愿服务

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实施细

则》明确，“青海志愿服务”信息

系统是全省统一的志愿服务行

政管理信息平台，是青海志愿

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的法定权

威载体。

面对买卖乱象久治不愈，两

位专家呼吁构建“政府监管+行
业自律+媒体监督+公众举报”的
多元治理格局。“社会组织、公益

机构可成为志愿服务岗位供给

的有生力量。同时鼓励家长、社

会公众积极举报虚假项目，媒体

曝光形成震慑效应，让志愿服务

回归育人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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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时长明码标价院
当公益初心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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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野志愿服务时长
买卖冶 的问题引起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遥 志愿服
务以自愿尧无偿为原则袁志愿
服务时长造假破坏了志愿服

务的公平性和公信力袁 更违
背了志愿服务野奉献尧友爱尧
互助尧进步冶的初衷遥

志愿服务是传递善意的

暖心行动遥 激励公众公益袁如
何让其回归纯粹袁 成为需要
解答的社会问题遥

姻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