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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寄语社会工作：

将基层百姓的需求当作发展的动力
� � 对于社会工作过去十年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专
家们怎么看？

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会长李敏兰认为， 社会工作可
以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保留一个温暖的角落、 激发潜能去
改善自身或生活中的不适合的状况。 因此我们热爱社会工作。

对于社会工作的发展，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理
事长黄浩明表示，中国的社会工作还面临着专业人才缺乏、政
府支持力度不够等挑战；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副秘书长涂猛
则观察到，在社会工作发展中，政府与民间的角色定位与功能
分配还有待观察和讨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提出社会工作在建构完善
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小康的事业中，越来越承担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角色；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
所长向荣强调，专业社会工作人员需要有系统全局观，将基层
百姓的需求当作发展的动力。

中国社会工作行业近 10 年在民政
部和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的倡导和推动
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一批优秀
的社会工作者，他们活跃在城镇社区，农
村地区以及边远贫困地区， 为中国社区
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就总体来讲，中国社会工作行
业还面临着专业人才缺乏、 服务水平低
下、社会工作者待遇偏低、社工机构资金
运作困难以及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等挑
战， 我期待中国社会工作行业在未来的
10 年中能够有一个快速的发展， 以适应
中国城市化、 城镇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 为积极参与社
区治理， 服务不同的社会弱势群体发挥
更为积极的作用。

� � 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总的感观：一、
数量增长迅猛，品质更为可观，尤其是社
区化、本土化、组织化和职业化的特征愈
发显著。

二、从区域看，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
洲及北京等地，红红火火；四川等地震灾
区因突发灾情后社工队伍与社工服务也
异军突起。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一部分在珠江三
角洲等地成长起来的社工开始返乡，回到
湖北、 湖南等中西部地区开始社工创业。
就大陆社工发育整体而言，东三省、西部，
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还较薄弱。

三、从生长路径看，政府主导的自上
而下和草根特征的自下而上并存。 思考社
会工作的发展前景，政府与民间的角色定
位与功能分配还有待观察和讨论。

目前， 包括困境儿童在内的我国
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 已经跨越了简
单的物质援助阶段， 更多的群体和个
人需要的是长期的、专业化的、个性化
的福利服务， 社会工作在建构完善的
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小康的事业中，越
来越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这需要进一步动员和整合社会资
源， 需要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向服务性
项目倾斜， 需要健全福利服务运行机
制， 同时加强对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的支持与管理， 促进其能力和公信
力建设。

十年的专业社会工作建设在党委
主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以
及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取得的
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在制度建设、
专业平台搭建、人才培养、服务覆盖及
社会认同等方面尤其成绩突出。 政社互

动推动的三社联动尤其是重要的制度
创新。 为未来十年进一步专业社工在发
挥回应社会转型的各种社会问题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如何更
好立足于当前老百姓需要，回应城乡社
区社会服务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是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专业和学科建设的重
大考验。

从改革开放到新常态，城乡社会的
家庭、人际到社区关系出现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的需求涌
现。 国家肯定了社会工作的价值，出台
了从参与脱贫开发、为城乡弱势群体的
关爱服务和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到创新
基层的多元共治，对促进中国社会工作
的专业发展路径提出了更切合中国社
会现实的期待和要求。

这些问题都要求专业社会工作人员
需要有系统全局观， 总是在面对各类挑
战中兼顾微观、中观和宏观的认识，在保
持开放、包容和创新中牢记初心，脚踏实
地，将基层百姓的需求当作发展的动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专业
社会工作发展已走过十年历程。 一支年
轻化、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逐步健康地坚强地在发展壮大；成
千上万个社工服务组织顺应社会的需
求，探索社工载体的建立和在市场经济
环境下的营运之路；高校从事理论和实

务研究的专家学者，不断地总结和提升
本土专业社会工作的经验和发展路径。

专业社工为城乡居民共享社会福
利制度、共建社会文明发展作出了职业
特有的贡献。 然而，在前进的路上，专业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专业理论和方法，
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初心追求，不断
受到各种的诠释、讨论和质疑，带来行
业内外的争论和纠结。

我们喜欢专业社会工作，是因为它
发自内心的、以平等尊重的心态，为陷
入困境的人们提供服务的那种真情，和
对所有人的尊重；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个
人保留一个温暖的角落、激发潜能去改
善自身或生活中的不适合的状况。 专业
社会工作者，正是提供这种功能的一个
不可替代的职业。

我们期待在党的领导下， 在各级政
府的培育和支持下， 继续履行“联合社
工、发展专业、服务广东”的使命，走出一
条社会工作行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路，
成为社会工作师们的工作平台、 交流平
台、成长平台、专业贡献的平台。 为社会
福利文明程度的发展作出专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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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陆士桢

社会工作嵌入社会救助体系刻不容缓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 向荣

在保持开放、包容和创新中牢记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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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社会工作是不可替代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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