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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做好医务社会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面临专业医务社工人才紧缺、社会

认知度偏低、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与规范及保障体系不足的发展困境，建议加强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建设、开展立体式宣传提高社会认知度、出台实施统一的行业标准与规范、建立健全医务社会工作保障

体系，不断推动我国医务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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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ing a good job in medical social 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China’s medical social work is in 
its infancy, mainly facing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medical social workers, low social recogni-
tion, lack of unified industry standards and norms and insufficient security system development 
dilemma.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ocial work talents, carry 
out three-dimensional publicity to improve social awareness, introduce and implement unified 
industry standards and norms,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medical social work security system,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ocial work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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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务社会工作是最能体现社会工作价值的一门新兴专业[1]。医务社会工作最早在欧美地区兴起并发

展，当前很多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已具备先进的医务社会工作助人体系。我国港台地区的医

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也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助人制度。相比之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医务社会工作起步较晚、

发展较慢，在教育体系、专业化程度、实务模式、理论研究、政策保障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医务社会工作的含义是在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中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运用帮助患者及其家属解决

与疾病相关问题，并配合医生进行疾病防治和伤残康复等服务的专业社会工作，涉及社会、经济、家庭、

职业、心理等方面[2]。在实践过程中，医务社会工作发挥着服务患者、增进医患沟通和加强资源链接等

多样作用，彰显出专业服务的健康促进功能，不断为我国医改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贡献行业力量。

因此，本文在介绍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面临的发展困境，并提出建设性意

见和建议，对推动我国医务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2.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概况 

2.1. 发展历程 

医务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起源与发展始于北京协和医院，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季庆英、

曹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中断期(1950 年~1978 年)、重建期(1979
年~2008 年)和发展完善期(2009 年至今)三个阶段。李成碑认为，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的医务社会工作

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 1978 年至 1991 年、1992 年至 1999 年、2000 年至 2006 年和 2007 年至今共四

个发展阶段[3]。尽管各位学者对我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有不同的理解和划分，但从总体上看，中

国本土的医务社会工作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中断停滞、萌发新机、初步发展、稳步推进的

发展历程。 

2.2. 发展现状 

在政策保障方面，国务院 2009 年在新医改中明确指出要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我国在 2018 年又明确

要求建立医务社工制度，指明了我国的医务社会工作发展方向，实现了政策保障。在组织机构方面，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成立，推进医务社会工作系统化、科学化、

专业化发展。在医院实践方面，根据 2022 年的数据统计，我国设置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医院有 1034
家，其中独立设置的医院有 394 家，我国共有医务社工 4833 名，专职人员占比 18.1% [4]。在高校专业

设置方面，当前全国有 300 多所高校设置社会工作本科专业，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点的高校有 100
多所，部分学校资助增设了社会工作博士点，但其中涉及医务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较少，主要集中在中

国医科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等医科类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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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展路径 

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的医务社会工作是相对领先的，这些地区较早开始探索医务社会工作

本土化发展路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我国其他城市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提供了实践模板。本文主要介

绍两种发展路径，即“上海模式”[5]和“深圳模式”[6]。“上海模式”发展路径的主旨是“政策推动，医

院运作”，指在政府政策推动下，医院结合实际情况招聘专业社工，设置社工部和相应的岗位，同时自己

运作社工服务，将医务社会工作融入医疗服务体系中。“深圳模式”则选择“购买服务，社会运作”的发

展路径，推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购买的可以是社会工作服务岗位，也可以是具体的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具有一定灵活性。另外，北京的医院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不同于以上两种模式的发展路径，季庆英

概括为“需求导向，多元整合”的发展路径，就是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整合资源并多元发展医务社会工

作[7]。总体来看，伴随医疗改革的步伐，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情境的医务社会工作发展路径。 

3.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困境 

3.1. 专业医务社会工作人才紧缺 

制约我国医务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是缺少符合医疗卫生系统需求的复合型医务社会工作人

才。在 2017 年对我国部分省/自治区(含直辖市)的二级、三级医院进行信函抽样调查中发现，专业医务社

会工作人才的缺乏是制约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第一影响因素[8]。一方面，专职医务社会工作人员数量不

足。虽然我国从事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数量已达 163 万，但专职医务社会工作人员仅占其中很小一部分。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北京在 2021 年底已有 89 家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医务社会工作者

有 265 人，其中兼职的医务社会工作者有 152 人，而专职的医务社会工作者只有 113 人。另一方面，现

有的医务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不足。不少医务社会工作者接受的是“通才”教育而不是“专才”教育，

专业基础不牢固且普遍缺乏医学知识储备，加之实践锻炼机会较少，在医务社会工作实务中面临如患者

需求调整、患者及其家属不配合、中途退出服务等各种挑战时应变能力较差，难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展现专业能力。 

3.2. 医务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偏低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的普及程度不够高，宣传影响力度不大，社会认知度偏低。其一，社会认知度的

高低与普及程度密切相关。我国各地区的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程度并不均衡，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

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医务社会工作发展较快，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的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则较为缓

慢。对于很多欠发达地区的群众来说，医务社会工作及医务社会工作者是新鲜名词。许多群众不了解医

务社会工作的内涵、功能及定位，甚至认为医务社工与志愿者、护工、行政后勤人员等无异。其二，社

会认知度也与宣传力度有关联。在各大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中，较少发布与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和医务社工

有关的内容。一些医院不够重视医务社会工作，树立服务项目品牌的意识不强，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

部分医院创建了有关医务社会工作的微信公众号，但无奈的是，受众面小，影响力有限。 

3.3. 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与规范 

统一的行业标准与规范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目前我国医务社会工作行业缺乏统一的

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地区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即使是医务

社会工作发展较快的广东省、湖北省同样存在此类问题。一项调研表明，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医务社会工

作比较发达，而粤东、粤西及粤北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还需要政策的推动[9]。湖北省武汉市开展医务社

会工作的医院数量有 18 家，十堰市是 5 家，黄冈市、孝感市等为 2~3 家[10]。除了开展医务社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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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数量不同外，各地的行业准入、服务规范、考核机制、定级评定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各医

院社会工作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些都影响着我国医务社会工作的标准化建设。 

3.4. 医务社会工作保障体系不足 

当前，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还缺乏保障体系的鼎力支持。一方面，经费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还未

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经费保障长效机制。如部分医院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没有充足稳定的资金投入，医

务社工的薪资待遇也未得到落实。另一方面，资源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社会工作资源系统有待搭建。医

务社工在服务患者的过程中可能需要链接医疗机构、福利部门、社区街道、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等各方

的资源。然而，在实务工作中医务社工能链接到的社会资源非常有限。保障体系不牢靠，医务社会工作

的功能便难以正常发挥，进而导致这一工作发展不顺畅。 

4.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建议 

4.1. 加强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专业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我国医务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需要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第一，有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快推进制度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政策制度，

为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和财政支持。第二，有关院校应该提升医务社会工作专业的

教学水平，以培养满足医疗卫生系统需求的复合型医务社会工作人才为目标，进行科学的教学设置、课

程安排，积极与当地政府、医院沟通协调，寻求教学实践合作，为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供更多锻炼

机会和实践平台。第三，有关医院应该提高对医务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视程度，设立医务社会工作岗位并

加大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完善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晋升渠道，保障医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资待遇。 

4.2. 开展立体式宣传提高社会认知度 

各级医院在提升医务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做好相关宣传工作，建议开展立体式宣传，

不断提高群众认知度。做好宣传策划方案，开展主题宣传周或宣传月系列活动，利用线上、线下一切宣

传资源和渠道，报道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成功案例，专访优秀的医务社工，拍摄形象宣传片，塑造医务

社工良好的职业形象，让更多的患者群众和医护人员了解医务社会工作的内涵、定位及专业价值，给予

医务社会工作领域更多关注。同时，各级官方媒体平台应该助力医院做好宣传工作，主动挖掘医务社会

工作领域的亮点、特色，向社会各界传递医务社会工作好声音，讲好医务社会工作故事，不断扩大医务

社会工作的社会影响力，提升受众对其的认同，营造社会多方关注和群众支持参与医务社会工作的舆论

环境和社会氛围。 

4.3. 出台实施统一的行业标准与规范 

医务社会工作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统一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首先，应该出台统一的医务

社工配置标准，明确医务社会工作的行业准入、等级评定和职业管理体系。其次，建立医务社会工作的

服务规范，明确医务社会工作的内涵、定位与职能，设置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再有，

应该明确医务社会工作各环节如院前咨询、入院引导、住院陪同和出院跟踪等的服务规范、操作流程和

考核机制。如此，通过标准化的技术管理方法推动其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更好展现其对医疗卫生领

域的专业贡献。 

4.4. 建立健全医务社会工作保障体系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经费保障体系。建议财政部门把医疗机构开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工作经费纳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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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财政预算，同时，医疗机构将相关经费纳入本单位年度财务预算，确保医务社会工作的开展有充足的

经费支持。此外，还建议政府有关部门适时将医务社会工作项目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以减

轻患者和医院的负担。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资源保障体系。应积极探索构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社区

街道、社会工作机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等在内的社会资源保障系统，规范资源提供、资源申请、资

源使用全过程，使医务社工在开展专业服务时真正做到有资源可用、资源质量可靠，帮助患者顺利链接

到社会支持、经济援助、法律援助或心理辅导等方面的资源。还有，建立医院——社区转介机制也应提

上日程。 

5. 小结 

总之，做好医务社会工作意义重大。推进医务社会工作在新时代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各方必须提

高思想认识，知行合一，共同推动我国医务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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