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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志愿者在开展志愿服务时遭遇诸多风险，保险制度作为志愿者权利救济和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理应发

挥基石作用，但目前志愿者保险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其症结在于目前将其定性为商业保险，商业保险自

身的天然内生性问题，很难从根源上修正，因而，无法将志愿服务的损害救济全部交给商业保险机制来

承担，政策性保险工具在志愿者保险制度的应用中具有显著优势，运用政策性保险工具，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中国特色志愿者保险制度，完善志愿者损害救济制度，维护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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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lief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olunteers, the in-
surance system should play a cornerstone rol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volunteer insurance system, the crux of which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currently characterized as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the natural endogeneity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itself is difficult to 
correct from the root 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entrust all the damage relief of volunteer service to 
the commercial insurance mechanism, and policy-based insurance tools have significant advan-
tag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volunteer insurance system. On this basis, policy-based insurance 
tools are used to build a volunteer insura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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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 damage relief system, and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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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国志愿服务网的数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5 月 6 日，全国的实名志愿者数量高达 2.31 亿人，

志愿队伍数量达到 136 万个，志愿项目总数达到 1088 万个，服务时间总计达到 531,673 万小时，这表明

志愿者群体规模相当庞大，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志愿者大国。 
然而志愿者在参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开展志愿服务时亦面临诸多风险，在提升社会福利的同时，

也伴随着一系列围绕志愿者和被服务对象的安全问题，如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或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等风险性事件的发生[1]。 
保险行业作为风险天然的转移者和分散者，可以发挥必要的风险防控和转移功能，以应对人身伤害

和财产损失，志愿者保险制度经历了“真空期、初创期”发展阶段，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目前我国志

愿者保险制度仍处于初创阶段，仍未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志愿者保险制度，志愿者保险制度问题众多，志

愿者事故频发，常在高风险中“裸奔”。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对志愿者保险制度进行创新，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2]。 

2. 我国志愿者保险的症结 

志愿服务活动因其具有主动涉险性，风险高，考虑到商事营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志愿者保险的供

应方——保险公司并不倾向于提供志愿者保险服务，志愿者保险供给不足成为我国志愿者保险制度发展

的瓶颈之一。志愿者保险的特殊性导致相关保险产品的利润率低、赔付率高，而作为商事主体的保险公

司以盈利为目标，由于志愿者保险的高风险和低利润率，逐利避损的保险公司往往不愿意提供志愿者保

险服务，缺乏提供志愿者保险产品的积极性。长期以来，志愿者保险并未被纳入保险公司所提供的险种

范畴[3]。 
其次，目前志愿者保险性质定位导致志愿服务活动的成本加大。保险公司在提供保险产品时需要考

虑到利润收益以及满足一定的赔偿要求，这样会增加志愿服务组织的负担，使其在筹划和实施志愿服务

活动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最后，在目前志愿者保险性质定位下，保险公司为了规避风险，可能会限制志愿者保险的保障范围，

这就导致有些志愿者的服务活动可能无法得到合适的保险保障，并且一些特定的志愿者活动，例如抗洪

抢险、疫情防控等，可能会被保险公司排除在外[4]。 
因此，志愿者保险的商业保险定性，商业保险定位存在天然内生性问题，很难从根源上进行修正，

难以做到公益性和商业需求之间的平衡，不能保证志愿者权益最终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没有办法

将志愿服务的权益保障以及损害救济统统交由商业保险来承担，而开展志愿服务引发的相关风险仍需要

以保险的方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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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志愿者保险性质的重新定位 

志愿者保险的性质定位是志愿者保险领域中重要的问题之一，其性质定位关系到政府、保险公司、

志愿者组织与志愿者等多方面的利益和需求，需要在社会责任和风险共担的原则下寻求平衡。 
笔者从我国农业保险性质定性的发展历程出发，经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农业保险与志愿者保险在

多方面存在相似性，目前我国志愿者保险也面临着起初农业保险的困境，以此为依据对我国志愿者保险

性质进行重新定位。 
(一) 我国农业保险性质定位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农业保险性质定性经历了重大转变，经过多次变化和调整。农业保险有商业保险和政策性

保险之分，前者在我国尝试过二十多个年头之久，农业保险被视为商业性保险，其保险产品和服务主要

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但收效不高，但农业保险的本质特点和市场运行机制决定了其无法单独作为商业

保险来发展，正视了农业保险的特质和商业性运作的弱点后，政策性农业保险成为历史性选择[5]。 
农业保险的保险对象——农民，经济实力较弱，无法承担高额的保费支出，同时由于农业风险的高

度不确定性，农业保险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利润率较低，商业保险公司难以获得足够的利润。因此，商

业保险公司难以自发开展农业保险业务，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和保障，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促进

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介入农业保险的市场化进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促进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和保障农民的权益。 
在我国农村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性质定性

为政策性保险，政府对其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业保险的市场化和保障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政策

性的保险定位使农业保险更具有社会公益性和普及性，能够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二) 志愿者保险与农业保险的相似性 
虽然志愿者保险与农业保险属于不同类型的保险，目的和范围不同。但在社会保障功能、涉及利益、

保障对象和目的、政策支持和监管要求等方面存在相似性。 
首先，志愿者保险和农业保险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定位和国家的补贴资金，

使农民在遭受自然灾害等风险时能够获得相应的经济赔偿，缓解其经济压力，保障农民的生产生活安全，

促进农业的稳定发展，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同样地，志愿者保险目的是保障志愿

者权益，为社会提供更加全面和优质的志愿服务，为社会公益事业提供有力的支持。 
其次，志愿者保险和农业保险都涉及多方利益。前者涉及志愿者、保险公司等的利益，后者涉及农

民、保险公司等的利益。因此，在制定保险政策和方案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确保保险制度的公

平性和有效性。 
再次，志愿者保险和农业保险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监管。农业保险的发展和推广，需要政府的资金

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也需要政府的监管和管理，以保证市场的公正和稳定。同样地，志愿者保

险的发展和推广也需要政府的支持、监管，以促进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基于此，笔者提出将志愿者保险的性质重新定位为政策性保险，通过政策性保险的运行模式，运用

政策性保险工具，构建政策性志愿者保险，借鉴农业保险运行的制度安排，由政府发挥志愿服务管理工

作的主导作用，为公共事务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力量，从而能够进行更好的事务管理和权力规范，将个体

责任转变为政府的整体责任。 

4. 我国志愿者保险的具体制度安排 

在我国志愿者保险性质重新定位的基础上，我国志愿者保险应明确运行原则，并在相关政策的扶持

下，鼓励保险公司扩展人身保险保障项目，提高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为志愿者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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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险种，此外保险人也需要通过再保险等方式进行二次风险转移。 
(一) 志愿者保险运行原则 
志愿者保险运行应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四大原则，注重发挥政府引

导和组织推动作用，引入保险公司进行市场化经营管理，尊重参保个人意愿，协调财政、志愿服务组织

等相关部门共同推进。 
(1) 政府引导 
政策性保险是宏观调控的产物，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实施保护政策而开办的保险，通过财政

部门给予一系列的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进行志愿者保险的投保，从而推进相关

市场的发展，提升行业的抗风险能力。 
(2) 市场运作 
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以商业化经营为主要依托，构建市场化的志愿服务保障体系，市场运作

的关键是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志愿者保险资源。而政策性志愿者保险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实现更好的

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政策性志愿者保险相关的机构可以在政府以及政策的引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

开发，并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价格制定，以市场运作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走出一条符合志

愿者保险自身发展内在规律的市场化之路，发挥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价值，可以达到以需求为导

向、保险机构自主性强、创造性强、市场运作更加完善等原则。 
(3) 自愿参与 
在坚持政府、企业、志愿者三方自主自愿的前提下，志愿者、志愿者组织、经办机构、地方财政部

门等各方的参与者应坚守自主自愿原则，并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前提下，提出政府保险费补贴申请。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加强志愿者保险业务，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4) 协同推进 
在志愿者保险工作中，财政、保险监管等相关单位应紧密协作，并与其他优惠政策相互融合，共同

致力于保障志愿者的保险权益，协同做好志愿者保险工作。在促进志愿者保险的发展进程中，政府应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业务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为志愿者保险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 志愿者保险保障范围 
首先，志愿者保险的人身损害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因为志愿服务活动所带来的主要风险在于志愿

者所面临的安全威胁，这也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应该将误工补偿和住院津贴纳

入保障范围，以扩大人身保险的赔付范围。 
其次，对于志愿者保险的保障范围不应仅局限于志愿者自身的人身权益，也就是第一方保险，志愿

服务活动开展过程中，志愿者很有可能会对服务对象的人身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害，进而导致第三方对志

愿者或其所在组织的侵权行为索要赔偿，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志愿者保险的保障范围应当扩大至第三方

责任保险，以应对此类风险[6]。 
(三) 志愿者保险保费筹集渠道 
首先，志愿者保险性质定性为政策性保险，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贴和保障，或者在税收角度给

予适当的补贴和优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志愿者保险制度的保费，减轻了投保责任人的负担。 
其次，政府财政预算中应当纳入志愿服务基本保险经费，各县区政府每年拨款设立志愿者保险专项

基金，该基金的实施将有力地推动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为志愿者提供更加全面、高品质的保险服务。

另一方面，专项基金的设立也可以提高志愿者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人员参与其中。 
建立志愿者保险专项基金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可以通过设

立专项基金、出台相关政策等方式来推动志愿者保险专项基金的建立和发展，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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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志愿者保险专项基金的捐赠、投资。 
最后，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多方合作购买志愿者保险的模式目前在我国还没有进行真正的实践，

但这种模式有效满足我国发展的实际需求。下一步应当在该领域进行相应摸索和试验，根据志愿服务活

动的种类不同进行资金的合理组合。 
(四) 志愿者保险再保险机制 
志愿者保险再保险机制意味着保险公司可通过联合其他保险公司或者再保险公司来分担志愿者保险

所面临的风险从而减少个人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风险，提高保险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在志愿者保险领域，

由于志愿服务涉及范围广、风险复杂，个人保险公司难以独立承担全部风险。因此，志愿者保险再保险

机制的构建可以为志愿者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保险服务，同时也可以增强个人保险公司的稳健性，提

高保险的可持续性。具体而言，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与其他保险公司合作，共同承担志愿者保险的风险。

例如，在某个志愿服务项目中，两家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保险责任，分别承担一定比例的风险，以降低各

自的风险和损失。此外，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与再保险公司合作，将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以减少损

失。 

5. 结语 

志愿者保险是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基础保障，可以实现志愿者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保障志

愿力量有力、有序、有效地参与志愿服务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当前志愿者保险制度制约了我国志愿

服务事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志愿者保险的症结，对“对症下药”对我国志愿者保险性质进行

重新定位，在此基础上从志愿者保险运行原则、志愿者保险的保障范围、志愿者保险的保费筹集渠道、

再保险机制等方面进行具体制度安排，希望能以此为我国志愿者保险制度的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和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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