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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如何保障志愿者的权利？

金锦萍

题记：认真对待志愿者的权利，既是善待志愿者，同时也是善待

所有因志愿服务而受益或即将受益的公众，更是善待我们的社会和未

来。

近日，有两则新闻引人注意：一则是蓝天救援队机动队队长许鹏

在往武汉运送抗疫物资的途中因车祸不幸殉职，令人感佩和痛心；另

一则是今天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中明确要专项招募

“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志愿者，要求以武汉市社区居民为主，主要为

所在小区居民提供食品药品代购代送等服务，同时要求各部门为志愿

者提供通行证和必要的防护等。这两则貌似相去甚远的新闻却都指向

同一个议题：我们该如何正确对待志愿服务和志愿者？

志愿服务的功能和价值

志愿者是不受任何私人利益或者法律义务驱使，不以获取物质报

酬为对价，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2008 年，汶川

强震吹响了志愿者的集结号，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刻让我们如梦初

醒地意识到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秉承良知、诚心和责任，愿

意以自身知识、体能、劳力、经验、技术、时间等贡献社会的人。因

其无偿、无私、无求，志愿者让人感到温暖和振奋，真乃人性大美之

昭示和焕发。

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志愿服务精神再次让我们感受到这种人性之

美。从疫情发生以来，在紧急驰援方面，活跃着大量如同许鹏一样的

志愿者，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不畏艰苦、不惧生死，全力以赴；

在政府启动一级响应之后，针对武汉地区的医护人员交通问题，也是

武汉市民以志愿者身份自发组织爱心队，为医护人员提供服务，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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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不怕感染；针对各一线医疗机构应急物资紧缺的困境，不知有

多少微信工作群因此设立，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甚至彼此之间素昧平

生）迅速聚集，并彻夜活跃着，快速形成寻找货源、验货、下单、清

关、运输、仓储、提供需求对接、发放物资、整理信息、回馈捐赠者……

等一条龙服务体系，不计报酬，不顾作息。（这一个月来，就我自己

参与的此类工作群不下十个，从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制氧机、呼

吸机、安心裤、奶粉、防寒服……只要前线传来需求，立马有求必应，

竭尽全力。）

还有由远程医护人员组成的专业志愿者团队，陪伴当初不得不居

家隔离的患者，从远程给予专业指导和心理安抚，给这些人群带去希

望之光。价值敏感度高的人一旦卷入，便惊讶地发现自己迅速成为

“公益游侠”，激发出极大的潜能，可以不眠不休还精神抖擞，支撑

他们的便是志愿精神。

志愿服务是承担公共责任的公众参与行为，而对于社会责任的主

动自愿地担当恰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志愿服务能够填补因市场失灵和

政府失灵而导致的缺憾，扩大社会公共福利的能量。在历次救灾行动

和此次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志愿服务已经因为其灵活性、贴近个体、

及时发现并填补盲区等特色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彰显其难以替代的功

能。

在志愿服务中，市场规律黯然失灵，因为志愿者提供的是无偿服

务，不计报酬；职场规则悄然隐退，因为志愿者是在职业之外提供服

务和帮助；法律义务默然离场，因为志愿者并非基于任何的法律规定

或者合同约定。的确，如果说有什么能够驱使志愿者的话，那只能是

来自内心的需求和召唤。诚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言，“志愿精神

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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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的基本秩序

但是志愿服务不能仅仅凭靠热情、诚意和付出。疫情开始之初，

民政部发文劝阻外地志愿者前往武汉等疫情重点地区，原因在于因传

染病而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实属特殊，若无专业知识和技能，不

仅无法助人，反而会让志愿者身陷险境。

回想起 2008 年汶川地震时，团中央和四川当地有关部门也曾发

出婉谢信：恳请志愿者另择适当时机前往灾区。原因在于数量众多的、

毫无组织的、热情的志愿者为灾区增添了食宿和交通方面的负累；但

是几乎同时，也有组织不断有向社会发出招募合格志愿者的公告：急

需大货车驾驶员、女性医护人员、专业心理医师......。在特定事件

或者场合中，提供劳力和时间的志愿者的简单需求容易饱和，反观对

于具备某些专业技能和经验的志愿者的需求却有增无减。所以，亟待

构建志愿服务信息平台，以沟通供求，整合资源，有效提供服务。

志愿服务并非职务行为，却依然需要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且不

谈生命救援、心理抚慰、遗体处理均需要专业技能，即便是应急物资

的发放也需要恪尽职守。无偿和无私并不能成为降低服务水准的充分

理由。

无私不等于无约束。在形成团队提供服务时，尤其当已经为志愿

者确定特定服务对象时，若志愿者已经承诺承担某一特定工作，那么

一旦承诺，就得有始有终，并践履相关职责。即便有适当理由需要退

出志愿服务，也该做好交接工作。

无偿不等于无责任。志愿服务并非基于任何法定或者约定义务，

但是却依然有法律规则可循。如果在志愿者提供服务和帮助的过程

中，因过失致人损害或者因意外自身遭受到损害，法律责任的承担将

成为问题。由于其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是满怀善意和真诚，让志愿者



4

或者志愿服务的接受方承担相关赔偿都有失公允，易产生社会不妥当

性。于是，在遵循民法基本规则的基础上，志愿者的保护和责任限制

成为立法宗旨之一。

为何需要志愿服务组织作为中介？

至此，志愿服务组织的介入成为有效途径。志愿服务组织将在招

募志愿者的信息披露、对志愿者的必要培训、告知志愿者其所服务区

域内所存在的危险、为志愿者提供必要的工具、设备和防护器具、食

宿条件等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和作用。甚至，为志愿者购买人身伤害

险和第三人责任险也应该纳入其考虑的范畴。与此同时，关于志愿服

务组织自身的设立、权利义务、运行等又将遵循必要的规则。

鼓励和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政府为志愿服务组织提供资金

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志愿者予以表彰和奖励都将有助于志愿服

务的良性成长。

所以当许鹏殉职的消息传来，我特别关注他所在的机构有没有为

他购买意外险，也很关心是否有慈善组织为像许鹏这样的志愿者的家

属提供抚慰金。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蓝天救援队为许鹏上了保险，

同时天使妈妈基金会也为许鹏家属及时支付援助金。（尽管无论多少

资金都无法与生命等值，但是当生命逝去的时候，为他的亲人提供必

要的经济援助则是我们唯一能够分担的事情。）而此番武汉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各街道办事处招募志愿者，并让社区负责管理和

使用时，请务必让街道和社区承担起作为志愿者组织应该承担的义务

和责任。

一言以蔽之，为了确保善意和真诚能够如志愿者所愿顺利、有效

地转化为善行，章法不可丢。但是，无论如何，关于志愿者、志愿服

务机构和志愿服务活动的规则并非要抑制源自志愿者内心的善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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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更不该成为志愿者实现精神追求、承担社会使命、丰富人生体

验和促使心理完善的障碍。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志愿者，只要他（她）

愿意。甚至，从事志愿活动也并非一定要通过志愿服务组织作为中介，

因为志愿服务本质在于遵从人自愿的给予。

认真对待志愿者权利

首先有必要区分志愿者各种层次的权利：第一层次，志愿者基于

志愿服务所享有的权利；第二层次，志愿者作为志愿服务组织成员所

享有的权利。

第一层次的权利要考虑到志愿服务本身的特殊性，即无偿服务。

但需要澄清的是，志愿服务的无偿性意味着志愿者不享有报酬请求

权，即志愿者不能够要求志愿服务组织或者志愿服务对象因其提供了

志愿服务而支付报酬，但这并非意味着志愿者不享有任何物质权利。

具体而言，志愿者可以享有费用返还请求权，例如在志愿服务中，可

以享有误餐和交通费用方面的补助。现在有些慈善组织或者志愿者招

募组织，忽视了志愿者的这方面权利，未能为志愿者提供必要的费用，

导致志愿者被“隐性索捐”，长期以往，将损害志愿者的积极性和志

愿机制的可持续性。

除此之外，为了志愿者能够安全、有效地提供志愿服务，志愿者

还应该享有以下权利：

其一，获得与志愿服务活动相关信息的权利。这一权利是为了确

保志愿者对于其所服务区域和接受服务对象的必要信息的知情权，例

如所服务区域的民风民俗或者所存在的某种特定危险，服务对象是否

有特殊需求或者禁忌，等等，以便于其提供志愿服务。

其二，接受培训的权利。志愿者有权接受与志愿服务有关的知识

和技能培训。这与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的能力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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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参与志愿活动提高和完善自身的要求。在疫情应对中，尤其要培

训志愿者做好自身防护和被服务对象安全方面的培训。

其三，获得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安全保障的权

利。一旦志愿者投入到疫情应对之中，那么一定更要为其配备必要的

安全防护用具。目前医疗物资紧缺，在首先要保障一线医护人员的需

求的前提下，需要调集二级或者三级防护物资，供给志愿者使用；捐

赠者和慈善组织也应该意识到为志愿者提供防护用品当然符合“公

益目的”的。

其四，获得志愿服务组织为其购买保险的权利。保险的种类至少

包括意外险和责任险。志愿者的上述权利首先体现在相关立法中，同

时需要在志愿者招募说明和志愿服务协议中予以明确。

第二层次的权利是志愿者基于志愿服务组织成员的身份而获得

的权利。在实践中，志愿者往往加入到某志愿服务协会成为其成员。

志愿服务协会是依法成立的、从事志愿服务的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志

愿者作为其成员，一般享有以下权利：参加志愿服务组织的志愿服务

活动；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工作进行监督，提

出建议、批评和意见；退出志愿服务组织的自由。这些权利的基础不

仅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更是基于志愿服务组织章程的规定。如果志

愿者的这些权利受到侵害，往往需要根据章程规定进行救济。

另外，还有一种“权利”，是志愿者所获得的来自政府与社会的

认同和奖励的权利。政府往往会采取奖励、扶持等政策来鼓励民众投

身志愿服务。具体内容包括：志愿者自身有志愿服务需求时优先获得

志愿服务；表现优秀的志愿者可以获得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服务达

到一定时间的志愿者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惠等等。对于

这一类“权利”的保障则不属于私法意义上权利救济，而应该借助于

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志愿者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要善用这种激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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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既要避免志愿服务的功利主义的倾向，也要对于志愿服务精神和

志愿者予以表彰和精神激励。

志愿服务是承担公共责任的公众参与行为，能够填补因市场和政

府管理疏漏而导致的缺憾，扩大社会公共福利的能量。随着志愿服务

活动的增多和作用的凸显，志愿服务日益为公众所熟悉和认可。在疫

情应对中，志愿服务精神蔚然成风，志愿者也业已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志愿服务是无法以经济学来解释的，因为只有价值理性工具方能对此

予以解释。但是受价值理性驱使的人，也有其基本权利，其中包括物

资保障方面的权利（例如费用返还请求权和要求具备必要的工作条

件）。

如果我们因为志愿者抱有自愿、无偿、无求的心态就予取予求，

于一时一地可，于长久难。所以，认真对待志愿服务，尤其是志愿者

的权利，既是善待志愿者，同时也是善待所有因志愿服务而受益或即

将受益的公众，更是善待我们的社会和未来。

最后，与大家分享十三世纪波斯诗人的一段诗来结束本文：

“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同一躯体，最初都来自共同的精髓，如果时

光用痛苦折磨一条手臂，那么另外一条手臂也甭想安然休息。”所有

的志愿者都懂得此句诗歌的意思，并以自己的行动做出了最好的诠

释。

另：《认真对待权利》是法理学家德沃金的成名作，我套用了他

的书名并做了些许修改来确定了此文的标题：《请认真对待志愿服务

和志愿者的权利》。

（本文来源：《南都观察》2020 年 2 月 23 日，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

善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