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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青年社会组织人才
现状及对策研究

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

【内容摘要】
随着青年社会组织逐渐步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的现状既是判定青年社会组织发

展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发展青年社会组织的根本保障。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以浦东区域内青年社会组织领袖及骨

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浦东共青团在培育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方面的做法及成

效，发现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有效发挥浦东共青团的枢纽型平台作用，促进青

年社会组织人才成长，激发青年社会组织活力，为浦东共青团更好地培育、服务

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提供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浦东共青团　青年社会组织人才　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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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方法

　　（一）研究背景
当前，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迅猛，日益成为青年聚集、联络和社会参与的重要

渠道。 根据《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共青团工作五年发展纲要》（中青发［２０１４］５
号）相关部署，“共青团要更好地发挥在青年社会参与中的枢纽作用，注重发挥

青联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优势，不断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引导。”

只有积极做好青年社会组织工作，突出青年社会组织这一伙伴，服务、引导青年

社会组织人才，才能更好地提高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２０１１年４月，上海市委

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

见》，明确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向专业化、职业化方

向发展”，这对于加快上海社会组织发展，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具有明

确的指导意义。

浦东是上海改革发展的窗口和先行区，要在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征

途中奋勇率先，要在改革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上取得新的进展，既需要大

量经济领域人才，也需要一大批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社会领域人才。 相比于经

济领域人才，社会领域人才相对稀缺，已经成为浦东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和创新

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浦东共青团必将响应党的号召，高

度重视青年社会组织工作，把青年社会组织工作作为共青团在新时期做好党的

青年群众工作的新内容、新领域和新的增长点，加强青年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

设，优化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工作环境，提升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工作水平，促进青

年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特指青年社会组织的法人、创始人、领袖及

主要骨干等。 研究运用问卷调研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浦东区域内活跃度

高的８２家青年社会组织，涵盖已登记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６８家（民办非企业

单位５９家，社会团体９家）以及未注册的青年自组织１４家，重点了解青年社会

组织人才现状及发展需求等。 共发放《关于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现状的调查问

卷》１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００份，有效回收率达１００％。 同时，通过走访２０家

青年社会组织、１０家青年自组织、５家街镇团（工）委及１０家企业了解各方对于

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童心益游社

团、５２生活网等青年社会组织开展深入访谈，进一步梳理浦东共青团培育、服

务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的实践与成效，为青年社会组织长效发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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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浦东青年社会组织人才调查

　　 研究及工作实效

　　（一）调查研究

１．人才队伍坚实有力，基本情况令人满意

据调研数据统计，青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领袖及骨干人才的年龄主要集

中在２１岁至３５岁，占总数８５％，３５岁以上占１５％，其中，女性从业人员远多于

男性。 共产党员占３５％，共青团员占２４％，民主党派占２％，群众占３９％。 学

历普遍较高，其中研究生以上为１６％、本科为５８％、专科为２６％。 专业分布广

泛，基本囊括了所有的专业类型，有６０％的人学过社会学专业，有５位拥有出

国留学经历，并参与筹备过国外社会组织的活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浦

东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年龄结构较为合理、学历较高、专业性较强，人才队伍坚实

有力。

２．人才类型构成合理，专职人员成为主力

目前，青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基本以专职与兼职为主，兼职以实习生和志

愿者的形式出现。 参与本次调查问卷的青年社会组织人才中，有９８％为专职

人员，只有２％为兼职人员，专职人员能付出更多的时间在处理青年社会组织

日常管理及未来发展规划上，从而保证了青年社会组织的稳定发展。

３．社会保障不断完善，人才流动趋向稳定

近年来，对于青年社会组织的各类保障不断完善，薪资待遇不断提升，有

７２％的人月收入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接近于２０１４年上海平均月工资５４５１元。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流动较往年趋于稳定。 同时，浦

东区域内青年社会组织在浦东共青团的助推下，常年参与各类项目推介会及交

流活动，与基层团组织、企业建立联系，不断促成项目落地，为组织赢得扶持资

金，保障了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的薪资。

４．行业认知度提高，归属感与认同感强烈

随着青年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社会各界对于青年社会组织的认知度不断提

升，青年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更加顺利，青年社会组织优秀人才不断涌现。 据调

研数据统计，有５５％的人表示在现有的岗位上得到了能力的提升，有７６％的人

同时表示通过青年社会组织的工作能够回馈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另外，据访

谈了解，大部分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具有较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他们认同青年

社会组织良好的发展环境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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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实效
浦东青年社会组织工作紧紧围绕浦东共青团工作部署，有效依托青年家园

公益服务支持中心，扶持、培育和促进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积极发挥共青团的枢

纽型平台作用，在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发展方面不断探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认同。

１．紧密联系，引导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有序发展

建立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日常联系制度，以线上交流、线下互动，深入了解、

加强合作的方式，做到有针对性的联系。 组织成立浦东新区青年社会组织联合

团支部，有效联系、凝聚了团员青年和青年社会组织人才。 每年召开浦东青年

社会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为研究和制定下阶段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重点听取意

见，推动浦东共青团更好地服务青年社会组织，服务青年社会组织人才。

２．全面推进，构建以青年社会组织人才为主体的服务平台

继２０１４年在洋泾街道成立全市首个青年家园公益服务支持中心———洋泾

分中心后，２０１５年５月又在周浦、航头、塘桥分别成立了三个分中心，把青年社

会组织资源和人才直接输送到基层，推动区域内青年社会组织发展，促成更多

的公益项目落地社区、服务社区。 开展“公益直通车”专场活动，将优秀青年社

会组织、品牌公益项目、青年社会组织领袖送进企业，使企业通过公益项目和青

年社会组织人才更好地沟通交流，帮助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实现自身价值。

３．扩大覆盖面，完善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培育体系

浦东共青团不断完善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培育体系，加强青年社会组织人才

队伍建设。 启动实施“青年社会组织领军人才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共有７３人参与，凝聚了一批优秀青年社会组织骨干。 成立青年社会组织

领军人才俱乐部，举办沙龙１３期，同时促进了２０余个公益项目对接落地。 今

年，浦东共青团再次发起“青年公益精英三年培育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通过
“公益青年活力营”项目，以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结构可持续化发展为目的，计划

用三年时间对９０名青年社会组织骨干进行培训，凝聚了青年公益精英，提升青

年社会组织骨干的公益素养，搭建了一个高效互动的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推

动了浦东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的成长成才。２０１５年“公益青年活力营”采用合班

与分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开展“２＋１”课程体验，即完成专家授课与公益基地

探访２类课程，开展１次小组深度讨论会，获得了学员的欢迎和好评。

４．增进交流，强化青年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协同合作

青年的相互吸引，互相聚拢是一种出于社会需求的自发行为，浦东共青团

不断引导青年社会组织人才聚拢在一起，增进交流，协同发展。 坚持定期举办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沙龙活动，搭建学习、交流、合作的桥梁，成为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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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青年社会组织领军人才成长发展的重要平台。 开展“青年社会组织如何

留住人才”、“阅读与亲子关系”、“ＣＳＲ： 企业、政府、ＮＧＯ合作的衔接点”、“公

益组织如何发扬‘创二代精神’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创新之我见”、

“联结爱·分享爱·传递爱”等青年社会组织领军人才俱乐部主题沙龙，通过转

变创新活动模式，以体验式、参与式的形式，让俱乐部成员全程参与头脑风暴、

小型辩论赛等，取得了参与度更高、沟通更深入、气氛更热烈的良好效果，积极

促成俱乐部成员间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跨界合作。

５．善抓典型，树立青年社会组织杰出人才榜样

浦东共青团一直致力于培育典型性强、专业性高的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树

立典型人物形象，向广大青年展示优秀青年社会组织人才风采，注重发挥示范

效应，以点带面，引领和激励更多青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目前，已成功推荐手

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负责人王莹当选为第十五届浦东十大杰出青年；推荐
“星星伞———自闭症家庭关爱项目”负责人吕琰成为第十六届浦东新区十大杰

出青年；推荐伙伴聚养老服务社总经理杨磊成为第十六届浦东新区十大杰出青

年候选人。 举荐２０名青年社会组织领袖进入浦东青联专设的新社会组织界

别。 联系携手同行、众智创业、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等５家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

及服务对象参与浦东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

三、浦东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发展存在的问题

浦东共青团一直致力于服务、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培育青年社会组织人才，

但在实践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集中在青年社会组织人才自身

建设、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方面。 了解和掌握青年社会组织人

才发展现状，寻找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成长所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共青团不断扩

大对各类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的联系，更好地引导和服务。

　　（一）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成长缺乏强劲的自身能力
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各种问题，其中缺乏一支高素质、强

技能的专业人才队伍是关键因素。 专业型人才的匮乏，使得机构服务能力发展不

够，虽然有越来越多年轻、高学历的青年社会组织人才从事青年社会组织这一行

业，但管理能力、运作能力、专业知识、沟通交往及开拓创新能力等显出不足。

　　（二）青年社会组织人才保障缺乏完善的体制机制
目前，关于青年社会组织人才的相关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尚未在全区范围

内形成关于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培养、使用、评估、激励、保障等方面的具体文件，

影响到青年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前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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