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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工作一直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社会。本文通过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进行梳理，认识到当

前社会工作在疾速前进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社会工作行业的人才流失问题尤为凸显。本文

在分析社工人才流失的现状后总结了人才流失的三个表现：一是留不住：待遇低，晋升难；二是进不去：

岗位配置不足；三是不愿进：专业认同感低。基于此分析了人才流失带来的影响：宏观上减缓社会工作

行业现代化发展的脚步；中观上造成资源的浪费，就业两极分化；微观上抑制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创新。

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吸引并留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助力实现“中国梦”。 
 
关键词 

社会工作，人才流失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and Impact of 
Talent Loss in Social Work Majors 

Hui Zhang, Hao Dai* 
Schoo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Desig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Received: Jan. 23rd, 2024; accepted: Mar. 19th, 2024; published: Mar. 28th, 2024 

 
 

 
Abstract 
Social work has always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nd serving society. 
Through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this paper realizes that current social 
work is also facing many challenges, especially the brain drain in the social work industry. After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lent loss in social worker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ree ma-
nifestations of talent loss: first, inability to retain: low salary, difficult promotion; The second is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23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235
https://www.hanspub.org/


张慧，戴浩 
 

 

DOI: 10.12677/ass.2024.133235 415 社会科学前沿 
 

the inability to enter: inadequate job allocation; The third is unwillingness to enter: low profes-
sional identity.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impact of talent loss is as follows: at the macro level, it 
slows down the pace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social work industry; On the meso level, it causes 
waste of resources and polarization of employment; At the micro level, it suppresses the devel-
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education industry.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at-
tract and retain talents in social work major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and help 
achieve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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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工作作为一项解决社会问题、为多领域提供支持和帮助，

缓解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公共服务工作[1]，一路相伴相随，在社会实践、基层治理方面一直以积极的姿态

参与我国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社会工作人才是社会工作重要的部分，1979 年我国恢复社会学学科、重

建社会工作专业后，各高等院校和机构开始着手培养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力图造就一支专业的人才队

伍。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工作获得新机遇的同时面临着一些新挑战：截止 2021 年，相关数据显

示社会工作者流失率已高达 30% [2]。从全国的各项统计数据中不难看出社会工作行业陷入了“人力困

境”：国内人才流失严重，流失率居高不下，面临着大量人才流失的风险。然而国内学者对社工人才外

流现象的具体研究较少，缺少深入探究和针对性分析[3]。因此，如何扭转社工人才流失形势、吸引和储

备社工人才已成为当下及未来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故本文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突出当前

社会工作行业面临的专业人才流失问题，总结概括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的现状和具体表现形式。最后

通过分析社会工作人才流失带来的影响，希望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以合力逐步改善人才流失的情

况，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工作的力量，助力服务现代化。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社会工作人才 

《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4]中对“社会工作人才”的界定是“拥有一定社会

工作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他们直接在社会福利、社会援助、慈善服务、社区建设、婚姻和家庭、心理

健康、残疾人康复等领域提供人口规划、应急管理、教育指导、生活援助、预防犯罪等社会服务”。部

分学者将社会工作人才又称为社会工作者，在文中不做区分，将统一使用社会工作人才。 

2.2. 社会工作人才流失 

社会工作人才流失是指社会工作人才因主观、客观等多方面原因不愿从事社会工作专业相关的工作，

转向进入其他行业和领域的现象，具体表现包括社工专业的毕业生不愿进入该行业，已入职的社会工作

者在中途离职、转行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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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的现状及表现形式 

3.1. 社工人才流失的现状 

2017 年，徐道稳的调查中显示中国社工的离职倾向高达 49.4% [5]，2019 年陈志稳的调查显示东莞

每年的社工离职率达 20%，在 2020 年姜波的调查中，湖南省 3 年累积的社工离职率近 20%，在其中均有

40%考上政府单位编制和流入其他行业，剩余 20%进入社区或其他城市发展[6]，而离职率 20%为行业的

警戒线。 
从程饶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就业的调查数据中了解到只有 9.26%的人坚定地选择从事社会工作行

业，成为社会工作者，有 83.33%的人明确表示不会选择社工方向，故江西省每年培养的 300 名左右的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大多数都流向了别的行业[7]。根据《2023 年社会工作专业就业前景调查报告》中的调查

数据可知，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5%，其中有 35%的人选择了转行在政府机构就业，

该领域占比最大，其次有 30%的人选择从事非营利组织，其余分别有 25%和 10%的人从事社会工作机构

和事业单位。 
从以上数据中看到受过高校专业教育的毕业生选择别的行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要离开本行业，

社会工作行业的人才流失率一直居高不下，因此探究社工人才流失的原因以及如何革新人才激励制度、

降低社工的人才流失率是当前社会工作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社工人才流失的主要表现形式 

3.2.1. 留不住：待遇低晋升难 
受高校培养成的社会工作人才最初怀揣着激情和热爱投入社会工作这个行业，在社工岗位上发挥自

己所学，为服务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发现众多现实条件的局限与理

想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内心的失落感一点点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后便对社工行业失去了期待、褪去了

激情，从而导致离职、转行等行为的产生。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一般有“初级、中级、高级”三种级别的划分，每一种级别的薪资待遇不一样，

级别越高，薪资和津贴就越高。在对青年服务平台的建设研究里，汪永涛指出存在的原因是社工面临

着“要求高、活动多、待遇低”等问题[8]。在杨伦等人以北京青年汇社工人员流失的问卷结果中，“收

入与福利待遇”成为了所有问题中不满意比例最高的一项，同时对于总体的职业发展前景也是缺乏信

心的[2]。 

3.2.2. 进不去：岗位配置不足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各职业的需求已发生转变，在社会工作行业内，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

分布现象，即国内的社会工作教育仍在继续培养社工人才的同时，适合社会工作人才的部门和岗位却在

缩减。对于部分有想法的社会工作人才欲进入社工行业但又无门可入的这种状况，一般有两种原因：一

是没有找到能进入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二是没有合适的岗位，人才资源与招聘需求不匹配也会造成社

会工作人才的流失。 
目前国内的社会服务机构规模普遍偏小，如截止 2021 年底，在南昌市建成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有

50 多家，大部分的规模人数在 10-30 人，基本上承接不了大的项目，这些机构通过缩小规模，缩减员工，

以形成一种精兵简政的模式，达到降低成本、减少人员开支的目的[7]。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机构本身

有长期固定的员工，对新员工的需求少，因此即使知识与技能集于一身，怀有一腔抱负，想要在社会工

作行业一展身手也苦于无计可施，最终这批社工人才迫于生活压力而选择转向就职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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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不愿进：专业认同感低 
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专业认同感低主要表现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愿继续从事社工行业，

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不想进本地区的社工机构，二是不想进社会工作这个行业。 
首先，我国国土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部分一线、二线、沿海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深

圳，广东等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国民的潜意识中发达城市里不仅就业机会多而且薪资待遇比一般地

区都偏高。因此这些地区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当择业时会优先考虑，而不愿回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

家乡城市或留在学校所在城市。其次，因大学生选择就业时看不到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前景，很少会

有毕业生继续从事社工行业，大多数人转向选择企事业单位、公务员、教师等“铁饭碗”标签的行业

进行就业。 

4. 社工人才流失的影响 

4.1. 宏观：减缓社会工作行业现代化发展的脚步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推进，当前社会对社会工作的需求是相当大的。截至 2022 年

6 月，全国性的范围内一共有 1,600,000 余名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但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部署下所

需的社工各领域人才数量是远不够的，故社会工作专业迫切需要发展。但由于近几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因各种因素持续大量流失，使得很多真正拥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无法在该行业的岗位

上“大展拳脚”，严重影响了为社工行业注入新的力量，社会工作行业的快速发展严重受阻，已经大大

减缓了社会工作行业现代化发展的脚步。 

4.2. 中观：造成人才资源浪费，就业稀疏与拥堵两极分化 

因多种内外部因素，如环境、制度、薪资待遇、工作压力等的影响，社会工作人才的大量流失、流

转到政府、企事业单位、银行、教师等其他行业不仅是造成了社会工作专业本身人才的流失，而且会导

致社会工作行业岗位对社工人才需求的缺口增大，在社工行业内求职入职的人员寥寥无几。 
高校培养多年的真正学有成才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继续就职于社会工作机构，花

大量时间、精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培养的大部分社工人才却流向了其他领域，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

资源投入的浪费。如此一来，社会工作行业的职位便出现大量空缺，但由于社工人才卷入其他行业的竞

争，使相当多的职业、岗位“卷上加卷”，会出现部分岗位无人问津、而另一部分的岗位则一呼百应，

出现就业稀疏与拥堵两极分化的局面。 

4.3. 微观：抑制社会工作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创新 

根据相关社会工作专业就业率的调查数据显示，2019 年为 70%~75%，2020 年时上升到 83%~88%，

2021 年是 86%~92%1，截止到 2023 年 6 月的数据统计，2022 年社会工作专业的就业率达到了 90.04%，

但在众多专业中仅仅排到了第 103 位，与其他专业相比差距较大。就业市场的不容乐观会直接影响到社

会工作教育在高校中的发展、引发高校招生难的连锁问题。 
招生难、就业难将从两面“夹击”各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部分高校被迫出现了停止开设社会

工作专业的现象。《教育部关于公布 2022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9]中指出

河北北方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华理工大学、青岛大学、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周口师范学院、铜仁

学院 7 所院校撤销社会工作本科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使国内各高校的社

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1数据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691355629713213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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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止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的管理对策 

5.1. 宏观系统：推动社会工作均衡发展，落实社工人才的保障与激励政策 

第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制定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完善相关制度是从根本上保障社会工作人

才的权益。当前国内各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经济水平落后的地区对社会工作行业的重视、

扶持程度有限，故政府应重视起来，制定相关的政策，给予这些地区适当的经济上、资源上的支持，推

动当地社会工作的发展，紧跟全国社工发展水平。第二，提高全国社会工作者的薪资水平。在众多的行

业中，社会工作领域内的岗位薪资普遍偏低，晋升年限长，致使社工人才的流失率居高不下。因此调整

提高社工行业的薪资待遇，加大政府购买力度，满足社会工作人才生活的基本需求，使其有相应的生活

保障。第三，规范社会工作人才的准入和退出机制。针对我国地缘辽阔、人员流动量大的国情，利用网

络在全国创建一个统一的社会工作人才的网站，对全国的社工人才进行管理，记录信息、统计并累积他

们在各地参与社会服务的时限，以此给予安全感和归属感，留住人才。 

5.2. 中观系统：强化社工人才专业培训，开发社工岗位 

第一，开展专业教育培训，培养优秀人才。对进入社会工作行业的人员从知识、技能、方法、实践

等方面开设课程，进行专业化培训、督导和实训。通过案例探讨、实地调研、专业实习等方式来提高从

业人员的实务能力、服务水平。后期对培训人员进行专业考核，考核合格者颁发社工证，要求只有“持

社工证者”才能上岗从业。 
第二，开发社会工作岗位，定好岗位职责。创新各大高校与机构单位的合作培养模式。强化政校合

作、政社校三联动[10]，寻求多方通力合作，以此来提高社会化参与[3]。支持政府推动“社工站建设”，

以吸纳更多的社会工作者[7]。清晰定位社会工作站和机构中的每一个岗位，明确说明岗位职责，每一项

任务和指标具体分配到个人，使社会工作人员目标明确、职责清晰[3]。 

5.3. 微观系统：提升对社工行业的认知，优化发展环境 

从个人角度，社会工作者自身提高专业认同感。首先，激发社工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兴趣，培养社工

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热爱，引导大学生、青年人正确认识社会工作的内涵和本质，让充满抱负的新时代青

年真正意识到参与社会工作行业对于推动个人价值实现的作用[11]，在实务中体验兴趣带来的欢乐，并在

其中学习和实践[12]。其次，引导社会工作人才树立积极的专业认识和正确的择业观。作为一名社会工作

者要以助人自助的和理念和服务社会的职业目标为前进方向。 
从社会角度，提高社会对社会工作价值的重视。在过去的脱贫攻坚战和新冠疫情防疫战中，社会工

作积极参与其中，分别扮演着保障民生、扶贫济困的“领路人”和舍小家顾大家的“逆行者”。中国的

社会工作从秉承“助人自助”转向 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工作走向[13]。社会工作

的各相关部门应做好宣传工作，制定多样化的宣传方案，正面宣传社会工作的理念和价值。同时加强社

会工作科研和实践成果传播，让社会上越多的人了解其成就[14]，以及宣传在刚刚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工

作中社工人逆行的身影事迹[15]，让民众都全方位充分了解社会工作，从而推动国内形成一种良好的发展

环境，促进社会工作行业稳步健康发展。 

6. 总结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社会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力量。而当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流失问题不仅严重

威胁到我国社会工作行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已经造成了资源流失、就业拥堵等问题，因此社会工作人才

流失问题亟需解决。本文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的现状以及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阐述，紧接着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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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微观方面分别介绍了社会工作人才流失造成的消极影响。为缓解社工人才流失严重的现象，文章

最后分别从三个角度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防止人才流失的管理对策：宏观上推动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的

保障制度、革新激励制度，以便更好地维护社工专业人才的权益，中观上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培养出质

与量兼并的专业人才，微观上提高国民对社会工作的重视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和留住人

才，以期为政府和相关机构对未来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研究提供一个参考，建设一直庞大高质量的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进而推动社会工作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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