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和职业在中国经历

了长期而曲折的发展道路，甚至还一度中断。随

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

社会问题不断凸显，其中许多社会问题无法单

一地依靠国家行政能力来解决，而是需要专业

社会工作的服务介入。过去的八年，可以说是中

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黄金时段，因此，有必要对中

国社会工作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这不仅有助

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状况，而且更加

有助于我们从学术上来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的持续发展。

一、2007-2014 年间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的总体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是

以教育先行为特点的。尽管 1980 年代初，社会各

行各业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需

求，但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

可，社会工作在恢复和重建时期并没有全面启

动，相反则是高等院校的社会工作教育于 1988 年

[摘要]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经历了 20 多年的时间，但较多的成果则是从 2006 年中共十六

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之后才涌现的。通过对 2007—2014
年间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 8 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了快

速的增长势头，在实务研究领域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同时，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无论是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还是理论研究，相较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中国社会工作研

究整体水平仍然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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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首次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之

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①进入 21 世纪之后，伴随

着国家的大力支持和专业服务的政策倡导，高校

的社会工作专业设置也在快速增加。截止到 2014
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共有 70 多所高职院校设立

了社会工作专科，310 所高校设立了社会工作本

科，104 所大学开展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

教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直接从事社会工作专

业教育的教师近 4000 人，每年培养 3 万多名社工

专业人才。社会工作教育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

推动了专业社会工作的成长，而且也在一定程度

上刺激了中国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

2006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

略部署，由此开启了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新

时代，而这个战略部署则成为了我国社会工作发

展和研究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因此，以中共十

六届六中全会为转折点，并考虑学术界的反应时

间，笔者在“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上以

“社会工作”为主题词对 2007-2014 年间的社会工

作类研究成果进行搜索，可以发现其公开发表的

所有研究文献共计有 7844 篇文章（如图 1 所示）。
仔细梳理这些成果后，我们可以发现：

①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组编：《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1988—
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 页。

图 1 2007-2014 年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文章的发表情况

第一，从论文数量来看，从 2007 年至 2014
年，社会工作类文章的总量呈现出明显的快速增

长趋势。从 2007 年一年尚不足 600 篇的发文量，

到 2014 年已增长到了 1378 篇，从 2007 年至 2012
年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达 到 15.78%，其 中 2011 年 至

2012 年年增长率最高，一度达到了 23.9%。与此

同时以同样方法搜索 1998 年至 2006 年这 9 年间

公开发表的文章总量，发现其 9 年内一共只发表

了 1484 篇文章，发表文章最多的一年是 2006 年，

但只有 343 篇论文，而到 2007 年时，则发文数突

然跃至 587 篇，此后逐年快速增长，这充分说明

了社会工作研究在 2006 年以后有了明显快速的

增长趋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社会工作政

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第二，从论文质量来看，发表在“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期刊的文章数量从

2007 年至 2009 年也有较大增幅，到 2009 年就已

经达到了 158 篇，接近 2007 年的三倍之多，但此

后 5 年则却无太多变化，一直徘徊在 140-160 篇

之间，说明近五年来在较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发表

数量上增速缓慢。如果我们再分别以“社会工作”
为“关键词”、“篇名”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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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得出的结论与上述也基

本一致。尽管从 2007 年以来，不管是社会工作类

文章发表总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较过去有了一定

程度的增长，但从横向比较来看，整个社会工作

的研究仍然处在起步阶段。比如以“社会学”为主

题词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进

行同样的搜索，结果发现仅 2014 年发表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的社会学类论文就多达 1098 篇，是

2014 年社会工作类 154 篇论文的 7.1 倍。
第三，从课题研究情况来看，以 2007 年以来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对社会学和社

会工作类课题的立项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社会

工作类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多数不足社会学

的 1/4（见表 1）。①

① 表 1 所统计的社会工作类课题立项内容主要包括社会工作、社
会政策、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以及社会工作组织研究。在项目类

别方面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数据统

计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年公布的获得立项的社会学类别

中的课题。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的社会工作类课题立项数量从 2007 年至 2014
年总体上呈现出了增长趋势，2014 年甚至达到了

48 个项目，充分说明了社会工作受到国家和学术

界重视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且从社会工作占社会

学大类立项的比例来看也有了较大的增幅（尤其

是 2011 年立项数和所占社会学类课题比例都较

大）。但是就整个社会学学科而言，由于社会学学

科整体所获项目数目在不断增加，因此社会工作

占整个社会学学科的比例依然较低（只有 2011 年

和 2012 年超过了 20%），2007 年以前社会工作课

题立项比例一般不足社会学的 10%。在所有立项

课题中，2007-2014 年的重点项目仅有 4 项，而重

大项目中只有一个是直接与社会工作相关的课

题，其中还有 3 个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等方面的

课题可能会涉及到社会工作研究的内容。显然，

在国家急需关注和解决的重大、重点项目方面，

社会工作依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社会

工作研究本身的影响力也有一定关系。
总之，作为后发的中国社会工作，无论是在研

究成熟度还是理论模式的丰富度上，目前都还无

法与社会学学科相提并论。为了分析近八年来中

国社会工作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本文将以中

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主要文献依

托（特别是发表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的论文），从

社会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理论两个不同方面来

系统梳理和总结 2007 年以来我国社会工作研究

的总体状况，希望以此来反映八年来中国社会工

作的研究历程和变动趋势，为起步不久的中国专

业社会工作发展及其研究做一点基础性工作。

二、社会工作实务研究领域不断深入与

拓展

由于社会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实践性取

向，因此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向来就是社会工作研

究的重点内容。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就是将具体服

务领域中的服务操作进行总结、升华，并逐步形

成社会工作价值、理论知识和方法的过程。有关

社会工作实务的划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分类

表 1 2007-2014 年社会工作和社会学学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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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进行。比如，依据社会工作服务方法，我们

可以将社会工作实务划分为个案社会工作、小组

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等；依据社会工作服务

对象，我们可以将社会工作实务划分为儿童/青少

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残疾

人社会工作等；依据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我们则

可以把社会工作实务划分为学校社会工作、社区

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医院社会工作、企业社

会工作等。为方便叙述，在总结和梳理八年来中

国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状况时，将分别采用社会工

作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两种方式来进行文献的

回顾与分析。
（一） 以服务对象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实务研

究状况

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一般多以社会弱势群体

作为服务对象，通过专业化的服务，使其生活接

近正常水平，以缓解其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因

此，在社会工作实务研究中，大量的实务研究都

涉及到基于弱势群体而提供的各类社会工作服

务内容。从 2007 年发表的相关成果来看，其主要

内容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 未成年人社会工作研究

未成年人的成长期是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

关键期，也是我国社会工作介入范围最为广泛的

对象之一，因此这一部分的研究是社会工作实务

中最多的，其涵盖的对象也是最为全面的，其主

要包括：（1）针对问题青少年的研究。其中主要涉

及到青少年犯罪、网瘾青少年、吸毒青少年、青少

年犯罪矫正等社会工作介入方式、机制与策略研

究。如有学者提出通过研究偏差青少年的同伴圈

来为社工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提供启发，①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建立以家庭为本的青少年社

会工作戒毒模式，②还有学者从社区的角度入手

分别探 讨农村与城市青少 年犯罪风险的干预 ③

等。（2）针对儿童的研究。其主要包括流动儿童、
流浪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介入问题研究。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

而出现的，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从而催生了这两

个群体，有学者提出从文化视角探寻流动儿童社

会工作服务模式，④也有些研究是探讨如何进一

步提高流动儿童的抗逆力问题，⑤还有许多研究

是探讨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问题等。相对于流动

儿童而言，留守儿童则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些

议题包括探讨留守儿童的教育增权途径、社会工

作在留守儿童教育中的介入、以社区为依托的社

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服务、强调专业社会工作者

在留守儿童教育和服务中的作用等都较为热门。
在流浪儿童研究方面，自 2003 年开始，我国加快

了流浪儿童福利政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并引入

社会工作制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术界，对

于流浪儿童更多地是探讨如何救助的问题，包括

认为可以社会工作为依托或通过外展社会工作

来推动流浪儿童救助服务、从社会福利视角去探

讨流浪儿童救助工作⑥等。此外，还有学者关注青

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制度与模式探索问题，如通过

机场刺母案案例出发探讨建立社会工作制度的

必要性，⑦对陪伴式青少年家庭社会工作模式进

行的研究和探索，⑧对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机构

中的作用与构建的探索⑨等。
2. 老年社会工作研究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大部分发达国家就

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尽管相对较晚，但在

2000 年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就已经达到了 7%，

① 费梅苹：《偏差青少年同伴圈的形成研究及对社会工作的启

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② 沈黎：《支持与应对：家庭为本的青少年戒毒社会工作模式研

究》，《中国青年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③ 邓玮：《社区为本：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风险的社工干预策

略———以抗逆力提升为介入焦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
④ 刘玉兰、彭华民：《嵌入文化的流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理论与

实践反思》，《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
⑤ 刘玉兰、彭华民：《儿童抗逆力：一项关于流动儿童社会工作实

务的探讨》，《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
⑥ 冯元、彭华民、孙维颖：《社会福利视角下的流浪儿童救助工作

困境探究》，《甘肃理论学刊》2012 年第 4 期。
⑦ 范明林：《家庭教育和危机预防———从机场刺母案谈专业社会

工作制度的建立》，《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 难第 4 期。
⑧ 肖玉兰、金小红：《“陪伴式”青少年家庭社会工作模式》，《山东

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 期。
⑨ 张柳清、成海军：《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机构中的功能和作

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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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到了 8.87%，而联合国《2013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

告》预测，到 2030 年，我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全

国总人口比重将提高到 18.2%。①这些数据充分

说明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日趋严重，持续增长的

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在过去

这八年中，针对老年社会工作的研究几乎涉及到

了方方面面。首先是关于养老模式的探讨，主要

围绕着城市居家养老、农村老人养老服务等话题

展开。城市居家养老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对居家养

老的概念界定、居家养老模式的探讨与建构、以

社区为依托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到居家养老服务

等；②鉴于我国目前留守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加，农

村老人养老服务更多的是探讨社会工作如何干

预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及可行性分析等方面。③

此外还注意到，除了传统的养老服务的研究之

外，还有学者看到了空巢老人与失独老人的问

题，从心理与文化的角度探讨社会工作如何介入

这类群体的养老服务。
3. 妇女社会工作研究

家庭暴力已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根据 2013 年中国妇联公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数据，我国在婚姻生活中，遭受不同

形式的家庭暴力的女性占 24.7%，社会工作对家

庭暴力的干预与介入成为近年来妇女社会工作

实务研究的重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运用增权理

论帮助家庭暴力中的受虐女性摆脱困境，探究社

会工作干预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的途径与模式，整

合本土实践经验建构家暴干预社会工作模式等。④

还有学者关注家庭暴力的成因，认为家庭暴力可

以从社会、受害妇女自身和施暴者三个方面来分

析，从而希望从源头上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减少

家庭暴力的产生及危害性。⑤

4. 残疾人社会工作研究

近年来针对残疾人的社会工作研究主要集中

在社会工作介入残疾人专业服务以及残疾人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两方面。在残疾人专业服务方面

的研究主要有：探讨如何提高残疾人抗逆力，推

动残疾人的康复服务；⑥基于优势视角介入残疾

人家庭社会工作，以优势激发案主的乐观情绪与

希望；⑦也有学者提出培养部分残疾人成为社会

工作者，探索以残助残的残疾人社会工作模式⑧

等。在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

有探讨残疾人（包括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和城市

地区）问题的建构机制及解决策略，残疾人社会

福利的体系、发展模式以及路径选择，我国残疾

人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⑨等内容。
5. 流动人口社会工作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成为

了我国的重要社会群体。国外只有移民没有流动

人口，我国有两亿多的流动人口，如此庞大的数

量使得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也成为了社会

关注的焦点，这正是中国社会工作发挥作用和提

供服务的重要领域。⑩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中

我们可以发现，对流动儿童的研究最多，包括从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网址：http：

//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library/human_development/

china-human-development-report-2013/.

② 相关的研究如赵丽宏等发表于《学术交流》2011 年第 12 期的

《构建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张会莹发表于

《科学社会主义》2014 年第 3 期的《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社会工

作介入社区养老探究》等。
③ 相关的研究如颜宪源等发表于《学术交流》2010 年第 6 期的

《论农村老年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孙唐水等人发

表于《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的《农村留

守老人困境的社会工作干预试验———基于安徽省 X 县 X 乡 S

自然村的实证研究》等。
④ 刘淑娟：《增权理论视阈下针对妇女家庭暴力研究》，《东北师

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
⑤ 佟向杰：《家庭暴力防治中的社会工作介入》，《网络财富》2010

年第 22 期。
⑥ 姚进忠、郭云云：《社会工 作 视 角 下 残 疾 人 抗 逆 力 生 成 研

究———基于厦门市福乐家园的个案剖析》，《北京工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 期。
⑦ 潘泽泉、黄业茂：《残疾人家庭个案社会工作：基于优势视角的

干预策略与本土化实践》，《湖南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 期。
⑧ 刘伟青、范燕宁：《残疾人社会工作新模式及其优势分析》，《社

会工作》2011 年第 4 期。
⑨ 毛新志、李思雯：《我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及其出

路》，《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
⑩ 李培林、王春光编：《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总论》，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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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抗逆力视角等为流动儿童提供社会工

作服务、以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探讨流动儿童城市

融入、①社会工作如何介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融

合②等。也有学者从社会工作视角审视流动人口

的“权能不足”的状态，以及社会工作者如何参与

流动人口治理型增能。③还有一些学者对流动妇

女进行研究，提出了诸如建立性别敏感的妇女社

会工作为流动妇女自立创造条件，并为流动妇女

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带来机遇；④运用影像发声

法研究流动家庭母亲的生存状况并针对性地提

供社会工作服务⑤等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包

括对流动人口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研究以

及社会工作的介入、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工作

服务研究等。
（二） 以服务领域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实务研

究状况

社会工作是一种以需求定导向的专业，当服

务对象是某类别的全体成员时，根据与服务对象

社会生活相关联的社会福利服务制度的特征就

可将其工作范围大体划分出来，由此就形成了社

会工作的服务领域。许多社会工作的实务研究就

是按照服务领域来展开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按

照此特征对 2007 年以来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研究

的情况进行分析。
1. 社区社会工作研究

回顾八年来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可以说它

已经成为中国目前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最快的领

域之一，这与近几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社区建设

工作有关。与之相应，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日益增

多，发表的文章数量增 长明显，如果我们以“社

区”和“社会工作”为主题词，同时搜索 2007 年至

2014 年发表在 CSSCI 来源期刊上的论文，其数量

从 2007 年的 17 篇飙升至 2014 年的 57 篇。在内

容上，从最初提出探讨社区服务的内涵以及外

延，对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宗旨和价值的界定⑥到

不断探索社区社会工作模式、社区社会工作方

法、社区治理机制、社区发展路径与政策倡导等

深层次问题，把社区社会工作的研究逐步引向深

入。其主要议题包括：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推

动社区向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型；⑦专业社会工作

如何介入社区公共服务发展；⑧社会工作在社区

治理创新中的作用；⑨以某社区为例探讨社区为

本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介入方式、可能性及成

效等。除了城市社区之外，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实

务研究同样成为研究的热点，主要是针对社会

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反

思。如关于农村社会工作中增权理论应用的思

考； ⑩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 社区自组织问题的探

讨；輥輯訛农村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困 境

与出路；輥輰訛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研

究輥輱訛等等。
2. 学校社会工作研究

学校社会工作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成为一

项专业化的社会事业，是教育学与社会工作学之

间的交叉学科。輥輲訛在中国大陆地区，职业化、专业

① 左涛：《北京市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服务探索》，《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
② 钟海青、张燕妮：《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子女融合教育问题

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③ 顾东辉：《治理型增能：治理理念在流动人口增能中的应用》，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
④ 吕青：《流动妇女的边缘化与性别敏感干预机制的建立》，《科

学经济社会》2010 年第 1 期。
⑤ 朱眉华、吴世 友 ：《流 动 家 庭 母 亲 的 心 声 与 社 会 工 作 的 回

应———基于 T 村母亲形象影像发声项目的分析》，《中国青年

政治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
⑥ 李迎生：《对中国城市社区服务发展方向的思考》，《河北学刊》

2009 年第 1 期。
⑦ 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战线》2011

年第 4 期。
⑧ 杨贵华：《社区公共服务发展与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东南

学术》2011 年第 1 期。
⑨ 李文静：《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华东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⑩ 聂玉梅、顾东辉：《增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应用》，《理论

探索》2011 年第 3 期。
輥輯訛 钱宁、田金娜：《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介

入》，《山东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0 期。
輥輰訛 秦永超：《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輥輱訛 徐选国、戚玉、周小燕：《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理

论创新与经验反思———以社会治理创新为分析视角》，《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
輥輲訛 文军、刘一飞：《学校社会工作实务》，载《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

告（198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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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学校社会工作直到 21 世纪初才刚刚起步，

但是从 2007 年起，我们可以发现学校社会工作的

研究成果增长较快，从数量上来看，尤其是从

2009 年至 2010 年有较大增长，这与我国社会工

作政策密不可分。在已有的研究中，学校社会工

作研究大体呈现出一些特点：首先，探讨如何从

以德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向专业化和职业

化的现代学校社会工作，将现代学校社会工作与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模式与路径，如探讨

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中，以推动其改革和创新；①将学校思想政治

教育与学校社会工作进行比较、借鉴和整合，以

期望实现优势互补；②在高校中引入社会工作作

为传统思想政 治工作的教育结构模 式的补充 ③

等。其次，对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技巧和方法进

行研究，如社会工作视角下帮助高校贫困生自卑

心理脱贫；④借助专业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方

法，将学校社会工作应用于高校学生管理 ⑤等。
第三，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关注学生问题的标本兼

治，强调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如针对校园暴力

的问题介入，大学生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介入，

灾区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工作

介入等。
3. 司法矫正社会工作研究

矫正社会工作是矫正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也是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领域，我国从 2002
年司法部成立了社区矫正制度课题组起，开始对

国内外的社区矫正的经验进行研究。纵观来看，

目前已有的研究基本聚焦于社区矫正。尽管成果

不多，但也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论及了社会工作

者承担社区矫正的主要任务的国外经验及本土

化、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制度、运用多种社会学理

论对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进行探讨以及社区矫正

在中国所面临的困境等。其次，偏差青少年尚处

在人生的早期，可塑性强，因而成为了矫正学术

研究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可以运用社会互动理论

来构建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框架和服

务体系；⑥有学者提出社区矫正逐渐成为处理未

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途径；⑦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工

作的价值理念为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提供了观

念支持。⑧第三，随着我国司法文明的不断进步，

司法社会工作也正在成为社会工作学界的重要

议题之一。
4. 灾害社会工作研究

灾害社会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受灾民众，它是

社会工作的重点领域。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各类

灾害日益增多，后果也非常严重，从 2008 年汶川

地震到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鲁甸地震、各种踩

踏事件等等，巨大的灾害造成了数以万计生命的

消失，给很多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些都是

社会工作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地方，也是急需社会

工作发挥作用的领域。自 2008 年汶川地震社会工

作首次在我国展现出较大影响力后，社会工作介

入灾害救助进入了较多研究者的视野，在此之后

学术界开始探讨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助、灾后重

建、灾区日常生活以及生计的问题中来，也取得

了较多成果。其成果主要聚焦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援的研究，如从以四川社

会工作的实践为例，探讨灾害社会工作的生成机

制、⑨构建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援机制，补充政府

管理框架下的救灾体制⑩等。二是对灾后重建的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① 刘艳霞、王晓东：《社会工作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② 黄志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校社会工作：比较、借鉴、整

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③ 章羽：《学校社会工作：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架构》，《探

索与争鸣》2011 年第 12 期。
④ 龚玲：《社会工作视角下的高校贫困生自卑心理脱贫研究》，

《教育与职业》2014 年第 5 期。
⑤ 易钢：《学校社会工作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应用》，《改革与战

略》2007 年第 9 期。
⑥ 费梅苹：《社会互动理论视角下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

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2009 年第 3 期。
⑦ 王金元：《未成年犯罪社区矫正的理论视角与路径选择》，《学

术交流》2011 年第 8 期。
⑧ 邓蓉：《社会工作对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介入》，《云南社会

科学》2007 年第 6 期。
⑨ 徐选国：《“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下灾害社会工作的生成机制

研究———以四川社会工作实践为例》，《天府新论》2014 年第 2

期。
⑩ 谭祖雪、杨世箐、张江龙：《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援机制研

究———以 5.12 汶川大地震为例》，《天府新论》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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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思斌：《发挥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中国党政干

部论坛》2008 年第 6 期。

② 边慧敏 、杨旭、冯卫东：《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

其因应策略》，《社会科学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③ 张粉霞、张昱：《灾害社会工作的功能检视与专业能力提升》，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

④ 顾东辉：《社会工作伦理：视角、困境与应对》，《中国社会导刊》

2008 年第 3 期。

⑤ 黄耀明：《对话与融合：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福利（理论版）》2012 年第 4 期。

⑥ 李培林、王春光编：《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总论》，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3 页。

总结与反思，强调需要发挥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

中的作用， ① 寻求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 建的框

架，②探讨灾害社会工作的功能检视以及专业能

力的提升等③。在这些研究中最为突出特点就是

从 2008 年汶川地震后的探讨社会工作介入灾害

救助中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介入路径，到进而

转向反思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助的效果、机制

等。
从上述梳理文献中发现，我国社会工作实务

研究领域的范围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但从已有

论文数量和高质量论文发表情况来看，目前其研

究领域一方面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弱势群体的帮

扶方面，最为突出的有：流浪儿童救助、农民工子

女帮扶、流动人口服务、贫困地区发展、灾 害 救

助以及灾后重建、司法矫治等。这与我国社会工

作正处于初创期的实际情况息息相关，随着中

国社会工作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社会工作

将逐步由“问题导向”式的诊断性服 务走向“全

人导向”的发展性服务。另一方面则集中在社区

工作方面。随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议题的提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作为国

家治理能力的一部分如何更加有效地介入到国

家治理体 系之中成为了 2014 年甚至 2015 年上

半年中国社会工 作学术研究的重 点 和 难 点 ，系

统分析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参与创新社会治理

实践中的价值体现和功能发挥，这是非常让人

欣慰的。

三、社会工作理论研究逐渐增多与提升

社会工作理论是社会工作学科成熟的重要标

志，也是决定其专业合法性存在的主要依据。尽

管从社会工作诞生以来，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就一

直不足，结果不仅使大量社会工作实务流于经验

表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工作学科长

期处于一种“理论欠缺”状态，从而最终造成对社

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双重影响。自 1980 年代中国

社会工作研究恢复和重建以来，就一直强调社会

工作的专业化、本土化和科学化建设。我们大体

可以从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社会工作本质及其相

关理论的探讨等方面来分析近八年来中国社会

工作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社会工作价值伦理的理论探讨不断增加

社会工作是一个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理念，以

实现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助人专业，因此价值伦理

的探讨就成为了社会工作的重要问题，这对社会

工作者本身的行为和提供的服务都形成了制约。
过去的八年中，社会工作学术界对社会工作价值

伦理的探讨在不断增多，尤其在探讨社会工作伦

理本土化、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与准则等方面最为

突出。
在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研究方面，如果以

“伦理”和“社会工作”为关键词，搜索到核心期

刊（包括 CSSCI 期刊与中文核心期刊）共 46 篇，

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研究就有 31 篇，占到了总

量的 67%。这些成果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强调有些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观

在中国并不适用，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吸取中国

传统思想以及中国现实的意识形态，使之适应

中国本土土壤，将传统的伦理探讨与中国社会的

特殊性相结合。④还有学者探讨在西方社会工作

专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对话与融合。⑤二是

探讨本土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出路与抉

择。如有学者关注社会工作具体实务领域的伦

理困境分析研究，也有学者关注伦理抉择的本

土反思，⑥还有学者对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政府

利益诉求与社会工作职业伦理价值的冲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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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斌：《政府利益诉求与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冲突及其调适》，

《求索》2010 年第 6 期。

② 文军：《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及其反

思》，《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③ 田毅鹏、刘杰：《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④ 何历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社会工作伦理之构建》，

《浙江学刊》2012 年第 4 期。

⑤ 毛新志：《社会工作伦理的历史演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

⑥ 皮湘林：《社会工作伦理的理论视域》，《伦理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

⑦ 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

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 年第 7 期。

⑧ 姚进忠：《以人为本：社会工作的社会建构转向》，《北京工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

⑨ 文军：《论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及其基本类型》，《社会科学研

究》2010 年第 3 期。

⑩ 文军：《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范式及其发展趋势》，《江海学刊》

2012 年第 4 期。

輥輯訛 刘玉兰：《西方抗逆力理论：转型、演进、争辩和发展》，《国外社

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

輥輰訛 田国秀、曾静：《关注抗逆力：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领域的新走

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研究。①除此之外，还有学者针对具体的领域探讨

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本土化，如社区矫正、残疾

人、艾滋患者、医务社会工作等。三是社会工作伦

理价值观与中国实际的差异与冲突研究：有学者

反思社会工作价值观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

冲突，引发对社会工作传统的“以人文本”的理念

与中国社会文化“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一

价值取向之间冲突的思考；②也有学者探讨社会

工作价值观本土化过程中，中西方的契合以及在

已有的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发展、创造中国

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和实践；③还有学者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出发，分析中国

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困境，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

探讨。④在社会工作价值伦理本身的研究方面，

除了上述有关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本土化研究

之外，还有一些研究是针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本

身的，如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的历史演变；⑤社

会工作伦理价值本身的理论视阈；⑥社会工作中

的伦理困境等等。
（二）社会工作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相关的理论渊

源甚少，尤其在中国，社会工作开始发展的时间

较晚，且由于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实操性，其理

论研究一直都是社会工作的软肋。如果以“社会

工作理论”作为主题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进行查询，结果发现从 2007 年到

2014 年，总共 发表了 530 篇，这占到以“社 会工

作”为主题词搜 索到的文献总 量 （7858 篇）的

6.75%。虽然相关的研究相较于实务研究来说较

少，但是我们也能从已有的文献发展趋势看到，

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正逐渐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

的关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侧重于西方相关理论的诠释

一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专业理论的支

撑，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而言也不例外。虽然

很多学者曾经批评社会工作理论自觉欠缺，甚至

出现许多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带有某种“反

理论”的倾向，但从已有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在元

理论层面也涌现出了不少探讨社会工作理论本

身的优秀成果：一是注重从社会工作的整体进行

理论思考，如倡导建设专业社会工作理论，尤其

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理论自觉，强调社会工作理

论构建的重要性；⑦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对社会

工作发展进行讨论；⑧探讨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

及其基本类型；⑨研究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范式；⑩

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对社会工作功能的讨论等。
二是对社会工作个别实务理论进行研究，如对抗

逆力理论的批判思考及对实践意义的归纳；輥輯訛抗

逆力理论与实务领域的新走向；輥輰訛对增权理论的

研究及评述等。
2. 对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总结不断增加

关于社会工作实务对理论的检验主要是基于

实务经验的提炼和反思，从某个理论或视角出

发，检验其在实务中的适用性，并根据检验结果

提炼出适合于研究对象的实务模式。如将“证据

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运用于“青红社工”的

行动研究中，提出要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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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伟和、徐明心、陈涛：《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

反思性对话实践———基于“青红社工”案例的行动研究》，《思

想战线》2012 年第 3 期。
② 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

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

会学研究》2008 年第 6 期。
③ 费梅苹：《社会互动理论视角下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

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2009 年第 3 期。
④ 聂玉梅、顾东辉：《增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应用》，《理论

探索》2011 年第 3 期。
⑤ 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5 期。
⑥ 唐咏：《中国内地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学术界》2009 年

第 2 期。

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①以优

势视角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模式；②从社会

互动理论出发探讨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

务；③运用增权理论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工作路

径④等。
3. 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建设意识不断加强

社会工作实务是需要理论指导的，而理论本

土化研究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着社会工

作的进一步发展。学者们看到了理论本土化建构

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建构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特

色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从“建构本土特色”过

渡到“超越本土特色”，即使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

论上升到国际化的社会工作理论的一部分，将成

为中国社会工作学者的不懈追求。⑤除此之外，还

有学者将社会网络研究中“关系”概念的本土化

作为新的介入视角引入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

研究，探寻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路径选择。⑥

四、八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的特征及

反思

中国专业社会工作自 1980 年代末启动以来，

历经多次重大变革，也在摸索过程中逐渐走出了

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和学科化的道路。回顾

自 2006 年 10 月中央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以来，中国专业社会工作

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众多学者积极投入到社会工

作研究中来，也形成和呈现出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的一些特点。分析这些特点，总结近几年来的研

究成果，反思其不足，将为我国社会工作研究的

进一步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 社会工作研究的成果特点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近八年来发展较快，其研

究成果的多样性和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其总体上

显示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1. 研究成果总量增长，领域不断拓展。在社

会工作实务研究方面，回顾过去八年来中国社会

工作的研究状况，如前文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以

2007 年为分界点，社会工作研究成果总量呈现出

明显的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实务研究方面在成果

数量上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以 2007 年作为一个

拐点。2006 年全国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论文仅仅只

有 600 余篇，2007 年就激增到 1400 篇左右，此后

逐年增长，一直到 2012 年开始保持在一个较高产

量，稳定在一年约 3000 篇左右；在内容上与 2007
年以前相关的社会工作文献多局限于老年人、青

少年、残疾人等传统的社会工作领域相比较，2007
年后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涉足到了更多的领域，如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医疗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

作等。在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方面，也有较大的

增长。从 2007 年至 2014 年这八年的文献中我们

可以看到，不仅有学者在持续运用相关的社会工

作理论去自觉指导和提升社会工作实务，而且在

元理论层面也不断地涌现出了不少探讨社会工

作理论本身的优秀成果，这不可谓不是一种巨大

的进步。
2. 社会工作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

的政策导向。随着我国城镇化不断发展，改革开

放所带来的高速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

题，这些问题都逐步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贫富

差距拉大、留守儿童的产生、青少年犯罪增加、就

业率下降、流动人口不断增加、随迁子女在城市

的教育和生活困难、空巢老人养老等问题接踵而

至，很多问题超出了政府所能承载的负荷，急切

需要第三方来缓和这些日益尖锐的矛盾，而这些

矛盾也就自然成为了社会工作学者研究的热点

之一。这从一个方面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工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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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的是，在城市地区的社会工作不断探索新的领域的

同时，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工作也开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农

村社区也正在逐步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并引

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② 李培林：《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3 页。

③ 王思斌、阮曾媛琪、史柏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1 页。

究紧跟社会发展步伐，对社会热点问题和困境保

持着较高的敏锐度。从已有论文数量和高质量论

文发表情况来看，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研究领

域一方面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方

面，另一方面则集中在社区工作方面。随着“推动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议题的提出，

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对有关社区治理、社会工作项

目的研究来系统分析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参与

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的价值体现和功能发挥，期

望在解决基本社会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高效的管

理来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

利水平。①

3. 努力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对于

中国 社会工作伦理价值 观的本土化 研 究 而 言 ，

不管学者的出发点是中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

融合，还是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或者是本土化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惑，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

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环境之间的共融性与

对立性的共存成为 了这些研究的 归 宿 与 重 点。
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工作伦理价值观的本土

化研究并不是完全移植西方，也不是完全去西

方化，而是要根据中国本土的实情，在哲学基础

及实操层面进行改革与完善。②对于中国社会工

作理论的本土化而言同样如此，建构具有中国

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指

导中国社会工作实务是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近

阶段乃至将来研究中的重点。我们欣喜地看到，

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开始有学者意识到

需要在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

之间的不同思想文化根源的前提下研究中国的

社会现实，在建构社会工作理论时，自觉地意识

到我们所建构的社会工作理论的基础是中国社

会的社会事实。
（二） 对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的几点反思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有了一

定的基础与较快的发展势头，但是毕竟我国社会

工作研究发展时间还很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社会对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需求愈

加凸显，反思过去八年我国社会工作研究状况，

其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第一，全国高校教师从事社会工作教学和研

究的人数众多，但就其科研成果发表而言还不太

理想。如 2014 年，以“社会工作”为主题在“中国

知网”数据库搜索公开发表的论文共有 1372 篇，

发表在 CSSCI 级别期刊的论文，仅仅只有 154 篇，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等权威

期刊上的论文则更加屈指可数，而以“社会学”为

主题进行同样搜索，结果发现单单就 CSSCI 期刊

上发表的论文就多达 1098 篇，相当于八年来发表

的社会工作类 CSSCI 期刊论文的总和。这说明整

个社会工作的研究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然

研究人员基数大，但成果较少，尤其是高水平的

研究更少，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想要实现

高水平、高层次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门学

科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研究和较为系统的

专业成果，无异于要取消其在学科体系中存在和

发展的理由。虽然我们认为社会工作更强调实践

操作性，但它的理论模式、价值理念等却是指导

社会工作服务的灵魂。事实上社会工作的科学研

究是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的重要方面，社会工作研

究不但可以总结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而且可以

开阔社会工作服务的理念、思路，并且形成符合

中国本土形势的社会工作理论，有利于社会工作

教育和实践的发展。③

第二，一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专业理

论的支撑，社会工作想要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也同样如此。长期以来困扰社会工作的一个致命

问题就是理论与实务的分割运行，许多人认为社

会工作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务层

面上的操作问题。因此，社会工作在其理论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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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操作层面上的发展比例严重的不协调，理论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明显滞后于实务操作，这不仅

是因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体系自身不够完善，

也是因为其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割。如果社

会工作理论研究长期发展不足，那么社会工作实

务操作也就只能流于形式，并多半停留在经验描

述和流程介绍层面，从而大大降低了社会工作的

学术含量和理论成分。
第三，尽管与社会工作实务相关的研究成果

总体上正在逐渐增多，但针对社会工作实务的规

范性研究和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及机制的研究还

相对缺失。而这恰恰是提高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品

质、提升社会工作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信任度与

认可度的关键所在。为了响应专业社会工作发展

对社会服务水平、管理水平的期待和要求，未来

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应当在社会服务管理领

域加强探索，对社会服务项目管理、社会服务成

效评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社会工作管理机制

等问题方面要予以加强，通过研究促进社会服务

管理水平乃至实务技能的不断提高。
第四，大多数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目前仅停留

在零散的“局部观察”阶段，散点式研究比较多。
当前，社会工作研究者对于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

展模式以及社会工作相关服务较少做出系统而

深入的研究，实务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的是碎片

化、表层化和简单化的研究成果，散点式研究突

出。将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作为整体而非零散的局

部进行研究应该是未来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的方

向，对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的深度需要再做进一步

的拓展。
第五，目前国内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研究更

多的是经验总结，理论总结和提炼较为欠缺。相

较于临近的学科社会学而言，社会工作的学术研

究较弱，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学者在尝试建构本

土化的社会工作模式，特别是我国提出创新社会

管理，进而转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以后，我们可

以明显看到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贴

近中国本土的现实状况，开始强调以社会工作理

论作为指导来进行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并开始尝

试构建适合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的本土化理论框

架，但由于只是刚刚起步，理论成熟度还远远谈

不上。
第六，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及其研究对西方社

会工作有着过多的依赖，长期下去，可能会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自身的研究和发展。作为社会工作

专业体系的发源地，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型国家而

言，西方国家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都具有很强

的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回顾过去八年的理论发

展，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研究大多表现

为一种理论引介和综述的性质，但即使是这种引

介和综述，其对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影响可

以说也是主导甚至是支配性。当前，中国社会工

作理论研究无论是在概念用语、话语形式还是研

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的建构上，都还没有跳出西方

社会工作理论的框架，中国社会工作学科也没有

建构起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本土化的理论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剧烈的转型，如果中国社

会工作研究只会借用西方的理论，必然会出现水

土不服的现象，其结果不仅难以在学科体系中取

得相应的地位，而且也十分不利于自身学科知识

的成长。
（ 责任编辑：徐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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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Identity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Sociology

Abstract: With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nd comprehensive approaching of customer society，

consumption identity is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and unscramble the status and identity orient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NGMW）.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from the inter -generational
identity shift of NGMW，probing into the action log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 of identity of NGMW，with the
spatial changes and identity seeking as two mainlines. The study found that NGMW intend to smooth down the
identity differe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m via consumption，and eliminate the so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to find a referential channel to promote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t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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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rospect and Introspection of China Social Work Research from 2007

Abstract: China Social Work has been in existence over 20 years，however，the major achievements are
made the decision of “building of great talent teams in Social Work”on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eenth CPC.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from 2007-2014 on China Social Work research，we find
that there is a rapid growth in recent years. Notably，there is an improvement on practical research；on the
other hand，theoretical research has also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But either social practical research or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still in bad need of betterment when compared to the status quo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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