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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精神是上海世博会的亮丽风景 

 

陈新汉 

人们盼望已久的上海世博会已经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晚上开幕了。世博会有很多有形和

无形的风景，志愿精神是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一、世博会提升志愿者活动的现代水平 

从世博会诞生以来，它在展示科学成就和工业技术的同时总体现着人文关怀以及对人类

未来的关注，从历届世博会的组织和安排中可以感受到人文精神时代脉搏的跳动。在 1851 年

伦敦第一届世博会上人们可以隐约感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年代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内在紧张关

系，在巴黎世博会上法国力图从人文和艺术传统的展示体现涌动其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文

内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博会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不同文化就世界共同问题展开交流和讨

论的论坛，从而启迪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形成一些新的文化现象。这些新的文化现象所体现

的人文精神是历届世博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世博会留下的精神遗产，远远大于

物质遗产”。 

上海世博会已经举办，参观者通过世博会看世界，同时世界也在看举办中的世博会。世

博会期间的上海将给世界呈现什么？世博会又将为上海留下些什么？这些不仅仅是园区的超

现代建筑，也不仅仅是上海城市环境的各种先进硬件设施；还应该有社会各方面的软实力。

软实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志愿精神。借用上海世博会宣传及媒体服务指挥部志愿者部主

任马春雷的话，就是“志愿者成为世博会期间上海最亮丽的风景，让志愿者文化成为上海世

博会留下的最深刻记忆。”志愿者活动是世博会的一种文化，这也是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一种

时代精神。 

从溯源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志愿者事业可以说是从上世纪 60 年代“学雷锋活动”开始的，

后来人们把每年 3 月 5 日命名为“学雷锋日”。上世纪 90 年代的学雷锋活动中，铁道部门的

青年正面举起“志愿者工作”的旗帜，反映了世界志愿运动的发展对中国的积极影响。然而

今天的志愿服务活动又不是当初学雷锋活动的简单回归或继续。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志愿服务和志愿组织的发展体现了在改革开放中公民的道德成长，也体现了社会保障机制完

善和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努力。 

这次世博会估计会吸引各国和全国各地观众 7000 万以上，其中 5%来自港澳台地区以及

国外，20%来自上海，30%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45%来自国内其他省市区。这样大规模的展

示活动如果完全靠商业策略或行政动作是难以想象的，无疑需要社会各方面志愿力量的参与。

为迎接世博会的召开，上海从 2009 年 5 月开始招募志愿者，当即就吸引了 60 多万人前来报

名，其中有年青学生、退休工人，也有很多企业员工，其中也不乏企业老总和国家机关干部。

目前在园区的 7.7 万志愿者和遍及全市的约 13 万服务站志愿者是从全市 18 个区县、53 所高

校、200 多个社区和广大的企业中招募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的各种类型志愿者队伍的人

数已经达到 197 万，志愿服务项目已经达到 300 多个。1估计在世博会展期 180 多天中，志愿

者队伍还要扩大，志愿服务项目还要增多。在上海，志愿者活动已经成为一个有重大影响力

的社会活动。广大志愿者用他们的实际行为来实践他们的口号：“用行动来拥抱我们的世博”。

今天，各国和各地来的参观者在上海的各个公共场所都能看到作为世博会吉祥物的蓝色海宝

的可爱身影和面带微笑的志愿者。这是上海志愿精神的最直观，是上海城市的一道最亮丽的

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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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愿者活动体现着世博会的主题 

这次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动更美好”，它的英译文就是“the better city,the better 

life”，即“更好的城市，更美好的生活”。当中的关键词是两个即：“城市”、“生活”。 

“城市”是世博会的一个关键词。在现代城市管理理论中已经不再把城市管理仅仅理解

为政府的行政管理，而更注重于办事机构和公民有更紧密的联系和合作，这就意味着公众要

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政府和公众的共治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一流城市管理的趋势。在政府

职能有限、市场机制难以发生作用的领域，“充分利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

自我监督的作用”已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让公众有知情权，同时积极听取公众意

见，这是世博会整个承办和展期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世博事务

协调局，积极争取市民的参与的其中的一个重要主旨。志愿活动正是公众参与世博会中公共

事务的一个重要杠杆，志愿者在志愿活动中，就能更多地了解世博会的情况，也就能够不断

地提出予以改进的意见；事实也证实了，志愿者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并且被世博事

务协调局及时地予采纳了。能否把广大市民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这是政府城市管理能力的

重要标志。志愿者活动通过世博会的运作在考验和见证着城市管理能力的提升。 

“生活”是世博会的另一个关键词。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好成为人们的关注点，而生活质

量的好与不好，不单单是一个经济指标和城市设施问题，更有一个市民精神健康状况和素质

问题；而素质问题不单单是市民的文化程度和受教育的问题，还有一个市民的公益精神和反

馈社会的行为问题。对很多一流城市的调查表明，居民生活水平高、对生活各方面满意程度

高，精神上也感到愉快和幸福，他们就愿意帮助别人，愿意为社会做好事，整个社会的道德

风尚也就高。因此，一个城市有没有志愿精神，市民愿意不愿意参加社会的各种公益活动，

实际上反映了这个城市居民素质的高低，反映了这个城市生活质量的好坏。世博会给上海发

展志愿精神一个极好的机会。上海市民踊跃参加世博会各项志愿活动正体现着上海居民对于

社会公益活动的热心参与，而踊跃参与的过程也就是志愿精神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发扬光大

的过程。而这些情况正是考察上海城市生活质量和考验上海市民素质的生动指标。 

三、让志愿精神广泛传播、长久传承 

人们把志愿精神理解为“奉献”。参加公益活动从而回馈社会，当然是一种奉献，并且是

一种无私的奉献。但仅仅这样理解还不够。有一个志愿者在《志愿者论坛暨第 32 届文化讲坛》

中说得好：“愿者行为与其说是奉献不如说是获得。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到

‘无私为大私’，就是志愿精神的最佳写照。‘我们要对那些被帮助的人说一声谢谢，因为恰

恰是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我们体验到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幸福是什么’。”2把奉献和获得这两

个方面结合起来，志愿精神就是“奉献、友爱、互助、团结”，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爱”，

正如世博会主题《世界》的歌词所唱：“你的爱就是我们的世界”。 

如何把志愿精神广泛传播、长久传承？“怎样为世博会的志愿服务实践创造出一个可以

持续的文化氛围和环境，让参与和助人成为每个市民乐于奉行的行为方式，而不论他们这样

做时是否有一个志愿者的身份？”联想到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商品拜物教的泛滥，不少人

一切向“钱”看，见“钱”不见人，致使社会道德滑坡，这一连串的问题确是发人深省的。 

后世博时期要使志愿精神能够保存并发扬，我认为以下二点是必须的：一是要有制度来

完善之。志愿者活动的组织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所使用的激励机制与市场竞争机制

以及政府的行政摊派机制是完全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排除功利性很强的志愿者活动，也需

要避免行政性的“劳役”摊派活动；同时要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志愿活动的内在机制，

使之既能与市场经济合拍，又要超越市场经济的功利性；既能坚持志愿者活动的自愿原则，

又不要脱离有组织的指导。当然，这种制度的完善决不是一朝一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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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有法制来保证。早在一年前即 2009 年 6 月，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上

海市志愿者条例》。条例反映了上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实践成效和发展思考，在法制层面对

上海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进行了有效确认。这项条例的发布不仅是针对世博会的，而且是针

对上海日益进入老年社会后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志愿服务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值得弘扬

和保护，“尤其是当市场经济所提倡的‘等价交换’、‘产要明晰’、‘契约合同’等原则，逐渐进

入到道德、生活等领域，并对人类的奉献精神产生侵蚀时，需要法律的调节和规范。”3当然，

如何使志愿活动通过法制保障不沾染“铜臭味”，如何抵制有害“公益原则”，还需要法规不

断地完善之。 
                                                        
1 以上数字见马春雷：《让志愿者文化成为上海世博会最深刻的记忆》，《解放日报》2010 年 3 月 19 日第 20

版。 
2《解放日报》记者曹静、黄玮：《世博志愿者的文化命题》，《解放日报》2010 年 3 月 13 日第 6 版。 
3 《用法制呵护伟大的志愿精神》，《解放日报》2009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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