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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与社区治理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多

元，使得各方合作的平台和方式更为多样。[3]另一方面高

校志愿服务平台逐渐实现信息化、电子化、公众化、市场

化，使得各级团组织和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能够依托信息

平台推动高校志愿服务、基层社区治理向纵深发展。

TOE框架下高校志愿服务

赋能社区治理的耦合机理分析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存

在以上诸多优势，通过上述文献和政策背景分析发现，

数字时代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显著受到技术、组织

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而TOE框架恰好是一种聚焦于技

术应用情景的系统性分析框架，[4]包含了“技术-组织-环

境”三重维度。[5]该框架可从技术条件、组织关系以及外

部环境方面分析高校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效果（见下图）。

高校志愿服务与基层社区协同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各种

虚拟服务使得社区数据有了汇聚、分析和处理的平台，

拓展了高校志愿服务的场景。[6]

（二）组织因素分析

当前中国社区治理面临着“过行政化”困境。[7]而数

字时代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主要表现在培育多元

治理主体、加强协同治理能力方面，可以增强社区治理

的内生动力，为社区减负增能。第一，数字技术对社区

社会组织的培育来自“自上而下赋权”与“自下而上动

员”的双重合力。[8]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下，教师和学生

志愿者、居民、社区两委以及其他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

性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形成治理合力。第二，借助高校

志愿服务信息平台可以扩充信息来源渠道，整合社区中

不同家庭、工作领域、价值取向居民的碎片化信息，通

过数据平台的整合，推动高校志愿服务更好落地社区，

拓展其服务范围。

（三）环境因素分析

在数字时代，高校志愿服务通过数字平台以及相关

的社区公众号、小程序、微信群等，打破社区物理空间

隔阂，更好地调动了学生个体和组织的参与热情。大学

生们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中，可以促进高校志愿者与

社区居民之间的横向互动与交流。通过构建一个网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互动结构，不仅增强了高校和社区之间的

联系，还推动了社区共同体精神的重塑与提升。针对社

区居民的不同需求，开展一系列个性化的数字教育引导

活动，旨在提升居民的数字素养，帮助其更好地适应数

字化时代的生活方式。

数字时代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的现实挑战

——以X高校蒲公英志愿服务队为例

虽 然 在 数 字 时 代 高 校 志 愿 服 务 赋 能 社 区 治 理 在 技

术、组织和环境方面存在诸多优势，但是在实践中各个

高校学科背景、数字基础设施状况、财政状况及当地经

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结社传统等都会对高校志愿服

务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范围、服务对象的性质、需求和动

员力产生深远影响，因而要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为

了更直观地分析数字时代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治理的

现实挑战，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我们以X高校

的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对其驻地附近的社区进行志愿服务

的过程为案例，对数字时代背景下高校志愿服务在数字

技术设施建设、数字安全、合作制度与规范方面存在的

不足进行细致分析。

（一）数字设施薄弱与安全意识匮乏

（一）技术因素分析

在技术因素方面，数字时代高校志愿服务赋能社区

治理主要表现在信息公开、高效治理、融合服务方面。

第一，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校志愿服务信息平

台 应 运 而 生 ， 借 助 数 字 平 台 ， 可 以 有 效 地 推 动 信 息 共

享，极大地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显著降低信息获取的成

本，并通过整合和优化资源，为学生提供便捷的志愿服

务信息交流和参与的渠道。同时，志愿平台也为高校和

社会组织之间搭建了桥梁，使得双方能够更加高效地对

接和合作，共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第二，数字

赋能社区高效治理。社区平台能够实时发布各类志愿活

动信息，通过及时更新的公告和通知，吸引更多的高校

大学生加入志愿者的行列。通过这种方式，社区治理的

效率和精准度都将得到显著提升，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专长和兴趣选择合适的志愿活动，从而在各自的领域

发挥更大作用。第三，数字孪生延伸服务功能。实地提

供服务是高校志愿服务的主要形式，但数字技术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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