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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社会工作从西方引入并在中国运用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探索从未断过。西方社

会工作“以人为本”、“平等、尊重、接纳”等价值与中国传统的博爱和崇尚人道思想的价值有相通之

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处。发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需要发掘中国优秀的思

想文化，将本土元素注入社会工作的发展当中，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长远发展。本文立足于社会工作

在中国发展的时代背景，分析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脉络，接着论述了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存在的问题，

最后，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理论研究做了阐述，以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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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 work from the Wes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the academic re-
search on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has never stopped. The values of western social work 
such as “people-oriented”, “equality, respect and acceptanc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of fraternity and advocating humanity; it is similar to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develop localized social work, we need to explore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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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 excellent ideology and culture, inject local elemen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
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localization, then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locali-
zation, and finally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ocial work localiz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local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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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工作是一门以实践为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是通过为有困难和需要的人

群提供帮助和服务，从而解决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缓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伴随中国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明显。一成不变

地利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养老困难、发展不平衡等特殊性本土问题的时候已经不能够

完全适应。本文通过对社会工作进行本土化深入探索，立足于中国社会背景，从中国实际出发，把焦点

放在中国本土的社会服务需求上面，把从西方引入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在中国的实际情境中转变为符合

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行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方法论，有利于满足特殊人群的

个别化需求，解决社会发展遇到的难题；也有助于营造和谐健康的社会发展环境，促进社会发展。此外，

通过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研究，可以丰富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对推动中国本土性社会工作的

发展具有强烈的理论意义。 

2. 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研究的时代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深入，中国产生了许许多多社会矛盾。社会工作是由西方社会产生

并不断发展而来的一项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职业性服务活动。自从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并日益在中国发展以

来，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由于西方社会制度和中国思想文化价值观、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需要对社会工作进行改造与创新，发展本土性社会工作。中国和西方发达国

家的政治制度、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有明显的区别，但社会工作的理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相似性。在利用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时，需要把社会工作的方法与中国

的现实情境相结合，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合适办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之路。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利用进口的概念，以符合本土的需求，它的目标是在本土的社会情境下把社会工

作的功能发挥到最大[1]。张硕、李雪婷在他们的文章当中认为对社会工作进行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

改造创新与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是相互符合的[2]。王海洋、王芳萍、夏林清等人认为社会工作实践

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方法论，社会工作的实践行动是一种求真求实的辩证过程[3]。蔡莹莹通过梳理社会

工作理论取向的四个阶段发展历程的逻辑转变来探索和构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4]。从各位社会学

家的观点中可发现，自从社会工作从西方社会引入中国以来，有关于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化的研究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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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存在着，没有断开过。但社会学家的上述文章中没有将社会工作和中国的思想文化相融合而发展出具

体的体现本土性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文章深究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差异，并将中国优秀思

想文化元素注入社会工作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运用和发展。并立足

于中国社会的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实事求是，把从外国引入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转变成切合中国现实情

境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行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的行动正体现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过程。

此外，本篇文章从实际出发，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进行研究，探索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中国社会相

契合的社会工作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3. 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脉络 

社会工作产生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5]。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开始出

现了社会工作实践以及社会工作教育。但是到了 1952 年，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活动和教育被取消了[6]。一

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在北京大学得到设立，至此，社会工作专业

才在中国得到了新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加快，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在愈发突显，如人口流动

带来的城市融入难的问题、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等，这些问题需要迫切得到

解决。社会问题的产生推动了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干预，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

机遇，而社会工作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各类服务和帮助，对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1 世纪之后，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在 2000 年前，上海浦东新区前后开始在医院、学校和社区设立社会工作站，是中国内地社会

工作实务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体现了社会工作在中国重新得到恢复之后，接近 20 年的发展，不仅在教育

领域得到了一定发展，而且中国社会工作也慢慢向实务领域扩展与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工作开始在国

家层面和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发展。中国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至此，社会工作也迎来了加速发展的“春天”[7]。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的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

重视，这有利于促进本土性社会工作教育以及实务的发展。 

4. 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问题 

4.1. 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社会工作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多年探索中慢慢形成起来的助人服务的理论概念、实践原则、帮助

他人的办法、步骤和技巧等知识系统都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在中国，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强调社会集体的利益，崇尚社会本位观，以整体的利益为

中心。社会工作是一门以实践为导向的学科，它反映出了人类开展助人活动的一般性规律，可以被中国

以及其他国家引进和借鉴。但由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西方社

会工作传入中国之后，出现了不适应的现象和问题，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需要被理

性对待，在对西方的社会工作进行吸吮的时候需要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与创新，使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工

作适应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而发挥独特的作用。在目前中国，社会工作无法完全脱离政府的扶持独立开

展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发展的模式还需要依靠政府的有力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中国社会工作

在本土发展和提供服务的一个明显特征。西方的社会工作已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了高度发展，

可以独立承接社会团体的需要开展直接的社会工作服务。在西方，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主体是多种多样

的，不仅有政府采购社会工作服务，企业商业、各级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社会组织和团体、甚至有需要

的个人家庭都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购买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而在目前中国，社会工作无法完全脱离政

府的扶持独立开展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发展的模式还需要依靠政府的有力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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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和提供服务的一个明显特征。此外，在中国部分地区，社会工作提供的帮助和服务

与政府部门提供的行政化的民政服务是紧密相连的，不可分割，是一个综合有机体。中国社会工作的职

业化专业化路径正在探索当中，只有把外国的社会工作和中国的实际情境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外来的社

会工作的手段和方式、价值理论和中国当地的社会工作思想文化体系、实际经验等进行更好地结合或联

系，真正形成一门能够在专业技术上在中国发挥其功能的哲学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才

能够在中国的实际情境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展示。所以，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将专业社

会工作与中国的行政化服务密切结合，需要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社会工作助人服务模型，形成

一个完整的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4.2. 社会工作地区发展不平衡 

社会工作是一项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专业性强的实践性学科，西方社会工作传入中国之后，党和国家

对社会工作越来越重视。社会工作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总体上得到了迅猛发展，社会工作也慢慢成为国

家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具

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例如上海、广东等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正日益朝着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社工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及社会工作薪酬待遇体系不断完善；而发展相对比较缓慢的西部地区例如广西等地的

社会工作发展总体比较落后，西部地区的社会工作知名度、认可度以及民众参与度不高，社会工作者薪

酬待遇也尚处于较低水平。在城市地区，社会工作开展的服务各种各样，各具特色；而在乡村地区，社

会工作的服务尚且相对匮乏。由于西部相对贫困地区社会工作者的待遇水平较低，且工作量大，晋升空

间有限，许多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内心不愿意从事相关的社会工作岗位，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大

学毕业生在城乡之间的选择中大部分也都倾向于城市地区的社会工作。 

4.3. 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有待提升 

本土性社会工作是为了预防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开展服务的。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

发生了变化，在新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方位下，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社会

的和谐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迫切需要把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运用到新时代下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

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让社会工作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为贫困地区

的脱贫、发展提供扶持，于 2020 年，中国的脱贫攻坚如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乡村发展的不充分也

依旧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极度突显的障碍和绊脚石。要妥善解决乡村振兴路上的绊脚石、解决社会弱势群

体遭遇的困境和难题，必须要以人为本，将多层次多样化的民生需求与社会工作相结合，运用社会工作

的理念和方法分析基层民生需求并提供专业服务和帮助，社会工作在介入过程中需要立足于本地实际情

况，需要发展并运用本土性的社会工作去解决特殊问题。但是，社会工作经由西方传入中国，在社会工

作伦理等方面正在经历着本土化的“阵痛”，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仍有待提升。 

5. 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理论研究 

蔡莹莹将众多理论流派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专家为导向、单向视角，主要理论有

精神分析理论、认知行为理论；第二个阶段是过渡期，人本主义模式克服了精神分析理论存在的缺陷，

是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一个进步；第三个阶段是以案主为中心、多元视角，主要理论有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第四个阶段是后现代主义阶段，社会工作理论演变成一个多元开放、系统性的体系

[4]。在利用西方理论框架服务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时，应当需要结合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社会制度及实

际情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进入中国且在中国发展的 30 多年

当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中国的社会工作将来会朝着高质量的进阶式的方向发展，并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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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对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进行了详细论述[8]。张良、郭圣莉认为在中国的话语情境下，社会工作最

大的特色就是坚持党的领导[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价值观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在

本质上具有相通之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以及社会救助对象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而且不同群体存在着不同层次的需求，面对服务对象的特殊性、需求的多样性，

需要社会工作者开展专业化服务，实施精准帮扶。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状况的变化，需要加强社会工作本

土化理论研究，发展富有融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在深入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开展

服务的过程中，深切地了解人民的生活状况，把握社会需求，更好地服务人民，使人民更具幸福感。加

强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研究，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促进人民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当中，解决发展中

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人民真正体验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加强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研究，建立更

有接纳性的专业伦理观和理论体系，才能适应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的发展，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民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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