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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群像
系列报道之七

社会工作，既是一
个新专业又是一份新
职业。经过《公益周
刊》社工群像的系列报
道，记者调查了解了医
务社工、司法社工、助

残社工、青少年社工群体。记者通过对话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教授、春晖社
工师事务所理事长王瑞鸿聊聊十年来社
会工作教育和职业化发展中的成就、困惑
和未来。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呼唤社工走向专业化

增能改变，感受社工专业魅力

青年报：您一直在从事社会工作

的教育，也承担过有关社会工作教育

的课题，那么你如何看待社会工作教

育的现状呢？大约从 10 年前，多数

高校都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是教

学质量良莠不齐，社会工作专业毕业

生的数量虽然增加了，但是真正有志

于从事社会工作的学生反而不是很

多，这个现象又怎么看待呢？

王瑞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
时候，我国当代社会工作开始在高
校兴起，截至现在，本科、硕士以及
博士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工作学科教
育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全国累计共
有 500 多个不同层次的学位授予
点。总体来看，国内社会工作教育
发展速度很快，但的确在一定程度
上也存在着教育水平地区间的不均
衡现象，此外，整体社会工作学科发
展水平与整个国家对于社会工作服
务的现实需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
度的倒挂现象。

关于社会工作毕业生专业对口
就业不匹配的现象，应该从多个角度
来解读，首先是源自于当前高校毕业
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其次还是要归因
于当下社会工作专属岗位开发不足；
再次，社会工作岗位薪酬回馈机制本
身的不健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毕竟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家
长以及学生个体对于教育本身的投
入以及对于职业回报的预期也是可
以理解和接受的。

从目前来看，随着社会工作服务整
体生态逐渐变暖，社会工作者用工方式
和回报机制越来越多元，社会工作毕业
生的专业对口率正在逐渐回升，比如上
海的医务社会工作岗位对社会工作毕
业生的吸引力相对就大很多。这其中
的规律很值得研究总结和推广。

青年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大多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们解释说

是被调剂过来的。在专业实习时，有

些同学更加坚定了自己不要做社工的

想法；一方面，他们督导的专业水平不

是很高，另一方面，他们觉得社工机构

的整个氛围也不是他们喜欢的类型。

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吗？

王瑞鸿：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当下
社会工作发展大环境的一个折射，是
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的现
实写真。但是，不同的学校以及不同
的地区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性。十年前的时候，社会工作很多人
不了解，社会工作机构和岗位也很

少，所以，无论是在招生还是实习的
确存在着以上提及的问题。但目前
来看，发达地区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水
准相对较高的院校中，这些问题已经
逐渐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乃至解
决。这从一个侧面也恰恰说明了社
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门槛很高。

青年报：社工是一个专业性很高

的工作，它不是任何一个高中毕业生

就可以做，也不是说任意一个专业的

毕业生都能做好的。从事社工职业

的人需要哪些素养？

王瑞鸿：目前来看，国内在推动社
会工作发展的过程中步伐还是有点过
快，当然，现实社会需求的倒逼是其中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够以牺牲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为
前提。从上海、广东以及北京等地的
社会工作发展情形来看，社会工作教
育水准有点滞后于现实需求，社会工
作对于现实社会的应急回应能力存在
不足。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存量不够，
由此导致的问题是一方面大量未经过
充分和完整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生匆匆走上实务岗位，过早过快
承担高难度的专业服务，由此导致专
业服务品质的下降，一定程度上损伤
了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声望。

与此相应的另一个更加值得关注
的问题是，部分地区将社会工作者与
社区工作者混为一谈，还有的地方将
社会工作者与居委工作者、社会组织
工作者乃至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志愿者
混为一谈，这对于刚起步的社会工作
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青年报：最近一些年，在一些地

方的社会工作做得很不错。在经济

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如广东、上海

等，为社工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带

动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给社工人

才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也给这些地

区整个社会治理等以很大的促进。

但是，即使在这些地方，他们的力度

也是不够的，他们也面临着社工人才

“进得来，还要稳得住”的问题。在这

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王瑞鸿：社会工作本身不仅仅是
个专业，更是一个职业，因此，社会工
作的发展一定要遵循其他职业发展
同样需要遵循的职业规律。我个人
比较倾向于借鉴企业用工规律来推
动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毕竟大部
分社工是在体制外就业的，但目前不
少地方的政府部门对于社会工作者

更多地采用了行政化的管理办法，包
括给社工定工资，对社工机构服务项
目拨发人员经费等。

目前困扰社工留下来长期稳定
发展的因素很多，但社会工作职业化
的生态系统不健全是根本原因，其
中，社工机构获取项目源头太单一，
政府几乎垄断了社工机构所有的服
务项目，此外，社工机构获取项目的
形式也很单一，主要依靠暂时性的招
投标。这些都很容易导致社工机构
逐利性的短期行为，抑制专业创新的
长期行为。还有，社工机构本身在公
募资格以及减免税等很多方面还得
不到有力的政策支持。正如“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社工机构发展不好，社
工当然不可能留下来稳定发展了。

青年报：社会工作服务是否主张

盈利？是否可以市场化？与社会学

等其他学科相比，为什么有些同学更

愿意选其他的学科，而选择社会工作

的比较少呢？

王瑞鸿：社会工作其实是一种社
会服务产品生产技术，目前的社会工
作主要生产的都是福利性和公益性
社会产品，事实上是在替政府完成本
应由政府自身完成的责任，是社会福
利的组成部分，所以，政府出资购买
社会工作也就理所应当。此外，因为
政府已经出资购买这部分服务，所
以，社工机构是不应该盈利的。

但是，社工机构如果除了政府购
买服务之外还想进一步提供盈利性
服务，或者走市场化道路，这个在专
业伦理和政策法律方面也是没问题
的，只不过，社工机构赢利性服务需
要按照盈利性标准来缴纳相应税
款。事实上，国外也有社工私人执业
并且从事市场化的营利性服务。

青年报：就目前而言，与治疗人

们生理问题的医生相比，人们对于治

疗“社会性病痛”的社工还缺乏价值

上的肯定，甚至都不太了解社会工作

的价值。让社工本身对专业价值观

更认同更好地实践，让大众对于社工

工作价值给予更多的肯定，才能让未

来更多的社会工作者去接纳、热爱这

份工作。高校教师应该在专业价值

方面对学生做怎样的引导？

王瑞鸿：广义来讲，社会工作是
解决社会问题的，与当下社会需求密
切相关，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国内社
会工作主要在解决我国主要的社会
问题，如失独、养老、贫困、矫正、吸

毒、灾害等。所以，也有人将社会工
作者成为“社会润滑剂”、“社会减震
器”以及“社会工程师”等。

我们国家目前正经历着社会转
型，与此相应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冲
突越来越多，越来越强。部分社会成
员会成为社会问题的具体承受者，但
他们所遭遇的问题政府可能做不了
或做不好，企业本身因为主要致力盈
利也不可能解决，志愿者本身的不确
定也决定了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些
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受伤者就需
要更多的社工来对他们提供更加专
业更加高校更加制度化的服务，从而
帮助他们破解社会问题，恢复社会功
能，重新融入社会。不管西方还是中
国，社会工作者的产生都是由此而
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工作
一般都是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先行
发展起来。

上海这十多年的社会工作发展
历程可以清醒看出，社会问题的大量
涌生导致了对社会工作者越来越多
的需求，而社会工作者越来越多地介
入到现实社会的普通百姓生活中，也
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工
作者的认同和接纳。“有困难找社工”
而不是“有困难找警察”已经逐渐在
普通百姓头脑中逐渐形成。

青年报：目前社会工作教育和职业

化发展中遇到问题，主要是由于社工是

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既需要很多理

论（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理论等），又

需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很多同学对于

实践性工作没有太大兴趣，而且社会缺

乏能有效激励职业社工工作热情的薪

资报酬、晋升体系和职业前景，也缺乏

对其工作价值的肯定。

王瑞鸿：社会工作本身不管是专
业化还是职业化的发展都需要遵循一
定的规律，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已经发
展了一百多年，我国当代社会工作不
管是职业化还是专业化都起步较晚，
出现各种问题都很正常。如果从上海
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来看的话，社会
工作本身的发展相比前几年已经有了
长足的进步，我们每个人既要对社会
工作充满期望，另一方面，也需要给予
社会工作更多的宽容和理解，给社会
工作发展创造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
加健康的发展环境，我个人从事社会
工作教学和实践多年，尤其近几年越
来越多地可以亲身感受到专业本身的
魅力。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社会
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王瑞鸿经常带领社工专业的学生进行社会实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