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4, 11(6), 2197-2201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6319   

文章引用: 姚璐佳.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路径探析[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6): 2197-2201.  
DOI: 10.12677/ar.2024.116319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参与 
志愿服务路径探析 

姚璐佳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4年9月23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28日；发布日期：2024年12月6日 

 
 

 
摘  要 

我国老龄化问题规模大、增长速度快、程度深。积极老龄化理论在如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

视角下的老年志愿服务中，老年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参与意愿，但实际行动却相对较少。同时，面临着传

统观念排斥、组织发展不足、激励保障机制欠缺以及制度不完善等多方面的挑战。本文从积极老龄化的

视角出发，探讨了如何从加强宣传教育、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强化社区组织建设、提升志愿者服务教育

等四个方面出发，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志愿服务，老年人 
 

 

An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the Elderly’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Lujia Yao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Sep. 23rd, 2024; accepted: Nov. 28th, 2024; published: Dec. 6th, 2024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aging in China is large-scale, fast-growing, and deep. Active aging theory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oday. In the elderly volunteer service under this perspective, the elderly 
showed a strong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but there were relatively few practical actions. At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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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it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insufficient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lack of incentive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imperfec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active ag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promote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from four aspects: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mproving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ing volunteer servi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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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老年志愿服务，作为积极

老龄化的重要实践形式，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还能让老年人在服务社会中实

现自我价值，提升生活满足感和幸福感。它不仅是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社会和谐、构

建年龄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力量。然而，当前老年人在参与志愿服务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观念性障

碍、组织发展制约、激励与保障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深入探析老年人参与志愿服

务的路径，对于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框架 

2.1. 积极老龄化理论 

传统老龄观念多将老龄化理解为不可逆的衰退过程，将老年人定义为“衰弱、无价值”的消极形象，

忽视了老年人的潜在能动性和社会价值[1]。然而，自 20 世纪末起，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积极老龄

化”的理念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至 2002 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积极老龄化定义为“在整个生命

周期中采取的多种措施，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安全水平，以便增强他们的生活质量”。主张通

过积极的社会观念和政策支持，优化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肯定他们的价值和能动性，鼓励他们积极参与

社会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该理论以“独立、参与、尊严、照料、自我实现”为基本原则，包含

“健康”、“参与”和“保障”3 个支柱要素[2]。 
在对积极老龄化政策的应用研究中，国外学者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五个方面：老龄产业、老年人健

康、养老金制度、老年教育，以及老年人就业[3]。相较之下，我国在积极老龄化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热

点主要集中在医养结合、互助养老、老年教育以及老年人社会参与[4]。老年人口是非常宝贵的需要投资

和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年龄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能力的衰退[5]。积极老龄化理念是一个集思想、理论、

战略、政策框架和行动计划于一体的综合理论体系，从生命全程的视角来审视老龄化问题，实现从“需

求为本”到“权利为本”的根本性转变[3]。 

2.2. 老年志愿服务的定义 

“老年志愿活动”是指老年人自愿利用自身的时间、能力和资源，以无偿的形式为社会和他人提供

服务的活动。这种活动能让老年人发挥出他们的余热和经验，丰富他们的社交网络，提升生活满足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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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实现“老有所为”的理念。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老年人的参与不仅能改变社会对他们的

传统印象，提升社会对老年人能力的认识和尊重，还能推动年龄友好社会的建设，对于社会稳定的维护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 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现状与困境 

3.1. 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现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我国，老年人口的规模庞大，

且面临的老龄化问题速度快、程度深，城乡和地区间在应对老龄化方面的差异也相对较大。在此背景下，

我国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现状呈现出多维度的复杂性，具有“意愿高、行动低”、“女性多、男性少”、

“领域窄、局限大”、“时间段、稳定性差”的特点。 
在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老年人所参与的领域广泛，包括但不限于社区治安治理、文化活动、法律

援助等传统服务，以及家庭与社会援助、医疗卫生等新兴领域的服务。在组织方式上，老年志愿者既有

适应传统需求的，也有适应数字化、现代化需求的新型组织形式，例如“电话天使”等服务方式。相较于

青年志愿者，老年志愿者在参与志愿服务时，更看重精神上的满足，同时也更愿意与同龄人进行合作。

在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方面，退休前五年的老年群体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而最长的服务时间通常出现在

退休后的最初十年[6]。 

3.2. 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存在的困境 

3.2.1. 观念性障碍 
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退休后应该专注于个人的兴趣、娱乐和养老，即所谓“颐享天年”，应该去享

受退休带来的安逸而不应再参与社会活动，包括志愿服务。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对老年人体力和精力的一

般性偏见，剥离了老年人作为“社会人”的权利。这种观念限制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使得他们在能

力和意愿上都可能不愿意或不被鼓励去参与志愿服务。家庭支持的缺乏是这一困境的关键体现。由于“四

二一”家庭结构的普遍存在，子女更愿意让老年人在家中照顾孙辈，而不是出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这

种家庭支持的缺乏不仅限制了老年人的社会活动范围，还可能导致他们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家庭，进一步

加强了他们的被动和依赖地位。此外，老年人自身也可能因为担心影响家庭生活质量或担心他人的看法

而不敢或不愿参与志愿服务。这些思想和观念的限制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也剥夺了他们实现

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机会。 

3.2.2. 组织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志愿服务机构的角色定位主要在于填补政府转型期间留下的服务空白，以及充当政府和社

会之间的桥梁[7]。然而，当前大部分的志愿服务机构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面临着许多问题，如组织

结构不健全、管理制度存在执行难题、志愿活动过于形式化等。这些问题导致老年人群参与的志愿活动

多呈一次性，缺乏持久性。一是机构对政府的深度依赖，使其资金来源单一，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志愿服

务活动在资金支持和管理方面的困难，增加了活动持续进行的难度。二是志愿者组织的标准化建设还有

待加强，其在规划、招募、培训、评估、激励、监督等内部治理机制上仍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志愿服务

活动的常态化建设也显得不足，当前多数志愿服务仍由政府主导，呈现出“打拥堂”、“一窝蜂”等体制

性活动的特征。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限制老年人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主要障碍。 

3.2.3. 激励与保障机制不健全 
当前的志愿者服务评价体系尚处于完善阶段，缺少一套具体、实用性强的评估机制，较难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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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志愿者的服务态度、责任心以及服务质量。在实际应用层面，激励机制的实施存在着若干不足，这些

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精神激励不足，现有的激励手段大多局限于口头表扬，缺乏对志愿

者深层次情感需求的理解和尊重，难以激发其持续的内在动力。二是物质激励不足，受限于有限的物质

资源，志愿者在参与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交通、餐饮等基本费用往往无法得到充分补贴。三是个性化激励

不足，老年志愿者群体动机多样，包括交友、学习等个性化需求，而现有的激励机制未能充分考虑这些

差异。在志愿者注册方面，则存在形式主义。一些镇街和社区为满足上级对志愿者注册比例的要求，采

取强制注册的做法，这将打击志愿者服务的自愿性和积极性。 

3.2.4. 制度不完善，老年人权益实际保障不足 
当前的法律政策在对老年志愿者管理的规范性和稳定性框架方面已初步建立，然而，对于老年人参

与志愿服务过程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尚显模糊，导致老年人缺少来自法律的保护。相较于青年，

老年人体质较弱，更易在志愿活动中遭遇意外，但组织方可提供的权益保障措施有限，加之志愿服务立

法滞后，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不健全。一旦发生意外或纠纷，老年人往往难以获得有效保护，且相关权

益界定模糊。以社区服务为例，老年志愿者因年龄和体力因素面临更高的安全风险，而相应的安全保障

及应急救助机制却不够完善，难以确保他们在意外情况下得到及时有效的援助与赔偿。 

4.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路径探索 

4.1. 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参与氛围 

构建和谐社会践行“老有所为”的理念，需充分利用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各种宣传渠道，积极向全

社会推广积极的老龄观念。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不仅有助于全社会对老年人以

及养老问题形成新的理解，更是对“积极养老”观念的诠释。应当对那些社会参与的经典案例进行表彰，

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传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正面信息，以此营造一个积极正面的社会环境。此外，可

以通过项目带动宣传的方式组织和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来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尤其是目标群体的

关注和参与，从而推动宣传教育的深入人心。这些志愿服务活动既能丰富老年人的生活，也推迟了他们

从生产人口转变为需要被赡养的消费人口的进程，使他们从传统的接受者转变为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4.2. 完善政策法规，建立激励机制 

庞大的老年人群体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他们长期积累的知识、技能、经验，以及依旧充满活力的

生命力和丰富的结晶智慧，是整个社会资源库中不可缺少的财富[8]。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必须提高政

策的适用性和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性，紧密围绕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及老龄工作规划，融合养老、医疗、

教育等老龄政策体系。通过细化操作指南，降低参与门槛，为老年人搭建广阔舞台，实现其社会价值与

自我价值的双重提升。 
同时，老年人口本身的特殊性决定老年志愿活动是一项涉及老年人、各类机构、政府等多方主体的

活动。必须明确老年志愿者的权利与义务，并确立其法律地位，尽快推出老年志愿服务管理的相关方案。

这些法律法规将以国家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权利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发挥价值

导向的作用[6]。此外，这也有助于纠正社会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误解，改变传统的消极观念，并增强老

年人参与志愿活动的信心。 

4.3. 加强组织建设，发展社会志愿服务组织 

为了贯彻落实积极老龄化政策，并辅助社区居家养老政策的实施，有必要在社区层面建立老年志愿

服务组织，并将其活动项目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通过社区和跨区社会组织作为平台，建立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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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在条件成熟的社区，可以依托街道办、社区居委会或老年协会，

成立专门的老年人志愿服务组织，制定全面的志愿服务参与计划和服务项目，为有意愿参与社区养老服

务的老年志愿者提供途径和平台[8]。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也可以通过他们的积极参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活力。 

4.4. 开展志愿服务教育，加强专业培训 

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能帮助老年人更深入地理解并内化志愿精神的自愿性、无私性和公益性。同时，

结合老年人的兴趣与能力建立起针对不同的志愿服务项目的专业培训，构建分层次、系统化的教育体系，

如医疗护理、心理疏导等。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并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和成就感。此外，志愿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定位自我价值的平台，实现从“被服务对象”到“服

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变，这有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扩大了他们的社交圈，减少孤独感和社会隔离。 

5.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现状与困境，提出了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促进老年人参与志愿

服务的路径。结论表明，加强宣传引导、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组织建设及开展志愿服务教育是推动老年

人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关键。展望未来，随着社会对老年人价值的进一步认识和尊重，老年人参与志愿

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拓展，为实现老有所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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