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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全面推行，使得专业社会工作在民众间的服务属性进一步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乡镇

(街道)社工站作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载体与平台，以双百模式、禾计划模式、基层行政主导模式、

混合模式等经验模式来看，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社工站建设并非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多

方联动，共同缔造的系统性工程。文章通过对已有社工站建设情况的调研研究分析，发现其存在定位不

明确、专业社会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社会工作者人员配置不足、资金供给缺乏可持续性以及监督体系

结构不完善等问题。文章以现有乡镇(街道)社工站的本土化需求为研究背景，以基层服务实际需求和社

工站的自身发展为依托，提出倡导政府保障社工站定位、吸纳资金投入丰富工作内容、完善监督管理体

系加强专业督导、明确百姓需求，有的放矢。坚持以社工站为桥梁与纽带，不断发挥专业优势，打造多

元治理新格局，打通兜底民生保障政策实践的“最后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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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ownship (street) social work stations makes the service 
attribut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further integrated into daily life. As the carrier and platform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ownship (street) social work stations have 
achieved some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al modes, such as double hundred mode,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leading mode, mixed mode and mixed mode. However,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social work station is not an isolated individual, but a systematic project jointly created 
by the multi-party linkage.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social work station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positioning, 
serious administra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sufficient allocation of social workers, lack of 
sustainability of fund supply and imperfect supervision system structure. This paper to the exist-
ing villages and towns (street) social work station localization needs of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o the basic service needs and social work station own development, advocating the government 
security social work station positioning, absorbing money into rich work content,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to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clear the people 
demand, targeted. We will adhere to the social work station as the bridge and link, give full play to 
our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diversified governance, and achieve the “last 
meter” of policies to ensure people’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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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研究背景 

为了更好地发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基层群众的作用，使服务型治理下移基层，实现基本民生兜底保

障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乡镇(街道)社工站作为新时期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的载体与平台，最早在广东、

湖南等地作为试点进行探索。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提出在“十四五”

期间，全国要实现“乡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村(社区)都有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的政策目标 1。社工站

作为一次本土社会政策实践创新建设，迅速在全国掀起一阵热潮。 

1.1. 理论意义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业服务，在参与社区治理、服务困难群众以及推动社区发展方面展现出独特的

作用。社区工作站是社区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工作要求，上为

政府分忧，下为居民群众办事服务的新型社会组织，其工作性质是承担政府下移到社区的有关管理服务

职能，面向社区居民提供“一门式”服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工作站在街道办事处、社区党组织领

导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指导、监督下开展工作。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工站作为社会组织新势力参与社区治理成为社会热点，并且在不同类型的社区

治理中体现出应用和发展空间。社工站以社会组织身份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提供专业服

Open Access

 

 

1民政部，2021，《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https://xxgk.mca.gov.cn:8445/gdnps/pc/content.jsp?mtype=7&id=11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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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推动社区发展和治理。例如，北京市的“三社联动”模式中，社工组织嵌入社区参与社区服务，是

北京模式的重要特征。此外，社工站在“五社联动”行动框架下，通过吸纳更多志愿者及多方主体参与

社区治理，赋能居民，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社区发展活力。 

1.2. 现实意义 

社工站参与不仅限于提供服务，还包括对社区治理的创新和实践。例如，成都市 S 社区的案例显示，

社工站介入后，通过整合社区资源，提升参与能力，满足社区居民实际需求，促进社区精英、居民和社

区自组织之间形成互动机制 [1]。 

1.3. 供需现状 

2023 年 1 月 17 日，民政部召开全国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介绍了乡镇(街道)社工

站建设的最新情况：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站 2.9 万个，7 万名社会工作者驻站开展服务，

8 个省份已经实现了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16 个省份覆盖率超过 80%，全国覆盖率达到 78%2。 
这些数据表明，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规模和覆盖范围，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

重要的支持。 

1.4. 政策和资金支持情况 

从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方面来看，各地政府对社工站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制度设计、资金落

实等措施，确保了社工站建设的顺利进行。2020 年 10 月 17 日民政部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加强乡镇(街道)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 [2]；2021 年河南省在制度层面强化了顶层设计，将社工站建设融入民政事

业高质量发展之中。湖北省发布《关于促进乡镇(街道)社会工作发展的通知》，旨在培养社会工作人才、

推动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等六个方面，实现 2024 年社工服务站全覆盖 3。云南省民政厅办公室强调推进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各州(市)民政局及时将相关标准转发至各县(市、区)民政

局 4。杨浦区已实现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主，其他资金统筹予以支持的方式，实现年度政府购买社

工站建设运营服务项目的资金支持 5。河北省开展乡镇(街道)社工站质量提升年活动，将进一步加快社工

站建设步伐，加大社工站资金支持力度，建立常态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6。各地积极响应会议精神，

继而社会工作服务站在浙江、河南、福建、山东等地相继推行。 

2. 文献回顾 

乡镇街道社工站工作的实际内容反映的正是专业社会工作和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关系问题。社工站的

定位涉及到专业建设、内部运营以及实际工作的推进问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服务的购买者、服务的

实施者和服务的接收者必须对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存在有明确的定位，否则在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服务开

展上会呈现巨大的效果差异。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23，《全国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站 2.9 万

个》(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48018/content.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湖北：2024 年社工服务站覆盖全省乡镇(街道)》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09/content_5591694.htm)。 
4 云南省人民政府，2022，《省民政厅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健全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机制》(https://www.yn.gov.cn/ywdt/bmdt/202203/t20220309_238165.html)。 
5 上海市民政局，2023，《筑基·提质·创新·增能，杨浦区“全方位、全链条”深化推进社工站建设》

(https://mzj.sh.gov.cn/2023bsmz/20231109/7825eaca06664c9ea9663d73ac2dc1e6.html)。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23，《河北省民政厅在全省开展乡镇(街道)社工站质量提升年活动》

(https://www.mca.gov.cn/n152/n168/c8242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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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社工站的相关定位 

在对广西省的 X 县实地调研中，服务的购买者不知该如何运行社工站，简单地把社工站的推进等同

于其他政务工作，使得当地社工站的建设未能体现出专业特色 [3]；有学者在文章中对社工站功能定位阐

述，认为社工站是基层民政的抓手，是兜底性人群帮扶的助手，是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延伸补充 [4]；探

讨湖南的禾计划时，有些学者认为禾计划的动因与初心就是以社工站为平台，项目为载体，促进社会工

作和民政事业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湖南省民政事业的民本化、社会化和专业化 [5]；有研究在总结浙江

“枫桥经验”时，明确了社工站“12345 + X”的功能定位，即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实现区域站点全覆盖，

为困难群体提供帮助，发挥五社联动力量，做好民生服务的同时参与社会治理，横纵融合 [6]。总体来说，

各地对社工站的定位都有不同理解，并无统一标准。 

2.2. 示范性社工站的特点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一，社会工作机构以及人才配备水平无法完全复制粘贴，社工站在不同地

区开展建设时有融有别。 
从社会工作的参与力度来看，以广东为代表的“双百计划”(现称“双百工程”)，呈现的是政府和社

会工作互为主体的政社合作关系，政府直接聘用社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可以最大化发挥 [7]；湖南省

不同于广东省，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来进行社会工作站建设 [8]，由社会组织聘请、派驻社会工作者；

广西继广东、湖南后第三个在全省进行乡镇(街道)社工站试点的省份，延续了禾计划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由政府购买社工岗，依托社会工作机构开展服务，在实际发展中形成独有特色。 
人力资源上，双百计划更注重以培养本土人才为主，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由“双百”项目办、地区

中心、社会工作站三级网络构成总督导、督导、驻村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团队 [7]，建立稳定、本土化的一

线社工和志愿者团队；禾计划秉持先有后好理念，更注重打造和培训本地人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力量

由受过专业教育的高校毕业生和本社区工作者以及持社工证人员组成 [9]，人才来源上本土人士居多，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专业人才流动严重问题；广西省人才队伍组织强调多元渠道资源整合，服务购买者 + 
服务提供者(社工机构)，以社区工作者为抓手的同时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以此扩充人力资源 [3]，此举

措可以有效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的状况。总体来说都是通过直接招聘社工来配置站点

专业岗位，但在具体细则上有不同规定。 

2.3. 社工站参与社区治理成效 

以乡镇(街道)社工站参与五社联动提升乡村治理成效为例，乡镇(街道)社工站以“五社联动”为服务

机制，通过党建引领、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的作用发挥、组织和工作者的专业服务、志愿者的广泛动员以

及社会慈善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等多种方式，共同推动乡村治理效率的提升。 
五社联动”强调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发挥组织作用，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慈善资源

为支撑，共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10]。这意味着社工站需要加强与社区党组织的合作，利用社区资源和力

量，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工站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可以提供专业化、系统化和职业化的服务，这些组织

和工作者能够针对乡村的具体需求，设计和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项目。例如，博乐市社区慈善平台

就是以“五社联动”为载体，打造“一个中心”，以“爱心超市”志愿服务项目为内容，展现了社会组

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11]。 
对社区志愿者的广泛动员。社区志愿者是连接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工站之间的桥梁，他们的参与对

于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至关重要。社工站创新工作方法，如推出“社工 + 志愿者 + 护理员”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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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社工与志愿者的联动服务，充分发挥了志愿服务在帮扶困难群众、保护弱势群体、传递社会关爱

等方面的作用。 
社会慈善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社会慈善资源是支持“五社联动”项目顺利进行的重要资源。通过购

买服务、政校合作等渠道，建立督导网络，协助社工站建设管理、督导评估和社工培训等工作，可以有

效提升社工站的服务水平 [12]。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可知，社工站作为新创模式在全国快速铺开。大部分省、市仍处于摸索阶段，

部分地方在运营和建设中形成了相对成熟、独具特色的实践模式，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在民生服务领域

得到极大发挥，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各省、市、乡镇街道对于社会工作者及工作内容的认知会影响当地

社工站的功能定位和职能发挥，虽然各地对社工站的建设作了统一规划，但社工站的功能定位暂无统一

标准；驻站社工发挥专业优势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对社工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要求与实际情况之间不

相符的问题，过度行政化和替代行政工作的趋向时有发生；人才培养机制方面，工作杂、任务重导致的

专业化和人才短缺仍然是痛点以及实际工作内容与百姓需求不相适应问题等等。 

3. 社工站本土化需求导向 

据社工站已有情况显示，不少地区的基层群众对于社工站建设的认同度不高，参与度欠缺。原因之

一是基层群众没有认识到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重要意义，对社工站的定位模糊不清，更重要的原因在

于，部分社工站的建设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实施等方面没有考虑到基层群体自身的发展需

求，使得不少地区的社工站仍停留在“表面文章”的状态。 

3.1. 自身发展需求导向 

各组织对社工站认知不清，政社界限模糊。从政策引领上看，社工站的建设政策往往会影响其发展

走向。目前社工站建设的政策框架上出现了一定趋同性，制定时间越早的政策，越有可能被学习和采纳，

后发省份倾向于学习先驱者的制度设计 [13]。多数省份在不具备广东省相似的优越条件下，以当地实际情

况为前提，追随湖南省“先有后好”的建站思路和路径，在综合性政策的大方向指引中，不断查漏补缺

完善政策细节。由于“禾计划”是以“增强基层民政服务力量”为出发点 [8]，以至于在推行过程中，购

买服务、评估体系以及目标追求均显现出鲜明的行政管理主义色彩，致使社工站在建设初期出现工作重

点偏离，以民政行政性工作为主、专业服务开展较少、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发挥受限和专业人员本职方向

定位错误等问题。各地在模仿、创新和采纳的过程中，不免会陷入参考已有经验而忽视当地实际需求的

情况，导致社工站建设在本土化探索过程中呈现重复性“内卷化”的趋势。 
缺乏专业督导，督导机制不完善。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的社工站督导多为机构内部督导，督导形式

单一，难以满足社工的督导需求 [14]。督导机制的聘用形式受当地经济条件的影响，目前主要有内部督导

和外部聘请两种形式。由于乡镇(街道)社工站的情况较为特殊，督导的供给和需求不成正比，仍有较大差

距。相对落后地区的社工站，受地理位置偏僻的影响，缺少资源、待遇较差，经验资深的内部督导人员

稀缺，并且未建立明确的专业督导体系；条件相对较好的社工站通过聘请外部督导不定期集中督导，但

稳定性、持续性、有效性难以保障。在督导人员招募困难的前提下，社工站的一线工作者大多缺少专业

背景，实际工作中依靠个人经验的现象层出不穷，容易形成“经验型社工”，新入职的员工经验不足又

急需督导给予专业化指导，实际开展工作也容易出现效仿现象。 
人才流失是当前社会工作行业最为棘手的问题 [15]。承接项目的稳定性和薪酬待遇体系影响着社工站

人员的稳定性。承接项目的稳定性取决于资金的持续性即项目经费是否到位，工资是否按时发放。资金

持续性较差导致项目不稳定，薪酬待遇体系与正式编制人员存在差距。民政事务和专业事务两头挑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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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业化得不到发展，工作重点偏离职业发展心存疑虑，以致驻站社工工作效率降低，实际工作流于

形式，导致社工职业倦怠和无力感增加，离职可能性上升。 
人才供给方面，乡镇(街道)社工站地理位置偏僻难以吸引本专业高校大学生，社会工作的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倾向于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较多，高校人才供给不足。在人才供给不充分的情况下，乡镇工作

人员在地化培养便成了必然趋势。这一群体熟知居民情况，实务经验丰富但是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

欠缺，部分工作人员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存在偏差，缺乏学习动力，非专业出身导致自身工作信心不足从

而容易依赖督导。 

3.2. 基层服务需求导向 

居民期待和社工站实际发展存在差距。任何一项社会工作开展都是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本，专业服

务成效与地方对社工站的认识以及是否与居民需求脱节有关。2020 年度市级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各县(市、

区)都存在社会工作者开展的专业服务并未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专业水平较低、基本停留在政策宣传、

物资资源链接、娱乐活动组织等方面的类似问题 [8]。 
地方社工站在本土化建设初探时，部分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不足，大多非专业出身且缺少实操经验，

少部分考取了相关资格证书。许多服务活动方案设计执行力度粗糙，开展形式单一，各活动之间系统性

不足，服务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满足不了服务对象需求，服务专业度达不到理想效果；有经验的社会

工作者原先的工作思路和方式禁锢了他们的脚步，按部就班、换汤不换药的形式感使得实际工作的开展

不贴近群众，脱离本土化需求。 
基层政府管理者和当地居民对社工站的认识存在偏差。他们简单地把社会工作视为基础的服务性工

作，将专业社会工作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混为一谈，不免会排斥社会工作介入。加之以往慰问和调查

存在形式化，部分工作并未解决基层民众的实际问题，导致群众的配合度不高，参与意识薄弱。 

4. 社工站本土化路径的探讨 

4.1. 蓬勃壮大，持续稳定发展 

对于政府而言，作为协同治理的伙伴，应发挥“主导者”的作用。一是要在当地配套政策中明确社

工站的定位，对行政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作出划分，明确规定各主体应发挥的作用，保证专业服务的工

作时长和效果；二是基层政府应优化服务管理制度，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认可社会工作的地位和作

用，保障社工站运行的日常所需，为社工站的服务、督导、人才培养、评估过程等提供支持，推动服务

专业化、督导系统化、人才培养多元化、评估过程科学化；三是积极建构社工站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促

进彼此良好互动。资金投入上，加大拨款力度，除了相关民政部门的政府拨款外，应积极吸纳社会组织

资金融入，完善资金使用规范和制度，对资金形成全方位的监督管理，保证社工站有效运行和稳定发展。 
社会工作者身先力行，发挥“液体角色”。在理解和承认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政社合作关系，倡

导各组织和自身增进相互认可，共建开放型社会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管理者对社会工作本质的认识，优

化服务体系，不同组织主体之间要秉持需求为本，解决问题的态度开展合作，避免实际工作形式化和权

威化。同时，社会工作者应不断提高专业能力，运用专业技巧拉近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社工，居民与社

区的关系，重视居民对社工和社工站的反馈建议和意见。 
多元化督导和培训方式。首先以被督导者的需求偏重为方向，此类信息的收集可以通过点面结合的

方式了解，先全面发放问卷，问卷设计偏重督导的内容和形式，之后对于新入职和本土的社会工作者，

可以采取点对点沟通的方式进行询问，让他们更快地适应工作。全过程督导，多阶段督导，“培训讲座 + 
督导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社会工作者不同的督导需求。督导来源方面，可以来自高校或本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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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来自本地或外地，也可以来自机构或外部，关键是要具有比较丰富的实务经验，可以胜任督导职责，

逐步形成本地区、本机构的督导梯队 [16]。 
社会工作院校、已有的社工机构也应把自己当作“局内人”，应该扮演积极促进者的角色 [17]。人才

引进方面，政府可通过招投标方式建立高校合作机制，一方面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教师的专业素养，对学

生的培养方式注重理论实践相结合，注重专业实务；联合政府创办高校培训基地，加强民政工作人员和

社会工作者的再教育，提升人员专业素养。 
人才培养与激励方面，政社合力，增大储量留住专业人才 [18]。政府和社会工作协会等相关专业领域

应出台对应人才激励政策，在奖惩机制上应有明确的界定。从驻站社工自身出发，应不断学习，加强专

业素养，提升专业认可；部分学者经过数据统计发现，提高薪酬激励因素可以明显地降低社会工作者的

离职倾向 [19]，领导机构和购买服务方不仅要从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等方面完善机构内部的人才激励政策，

还要促进人才激励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加强对志愿者和党员队伍的培训，对于热心居民较多但服务队伍资源有限的社区，社工应就其队伍

现状、参与程度和发展方向等作分析评估，制定相应的培育计划。通过不断培训和支持，提高志愿者的

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以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4.2. 以人为本，情境之中互助 

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出发，困难群众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剥夺层面，个人社会认同、权利和尊严

也同样遭到了损害，呈现了需求多样化的趋势。社工站在摸清群众的基本需求上还应建立需求支持体系，

从居民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出发。除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物质救助外，应注重居民个人权利的保障，

强化居民在养老、医疗、健康、受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权利。发挥资源链接者的优势，整合挖掘社区

的显性和隐性资源，注重个人内在潜力和优势，增强地区内生动力。 
社会工作者应“贴近 + 走进”群众，与民众建立专业关系，尊重不同地域文化差异、风俗习惯。建

立居民住户信息登记台账，通过入户访谈和街头访谈等形式，争得居民同意，了解居民需求和基本情况，

并及时登记在册，实时更新，对于管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或者其他外来人口，应以尊重地方差异和民族差

异为前提、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为指导，摒弃有色眼镜去看待。 
基层治理中居民不仅仅充当被治理的角色，还应扮演好“主人翁”角色，加强居民、社工、社工站

的多方互动，提高民众的参与度，共建共享基层治理成果。以智能设备 + 信箱留言为工具，二者相结合，

收集居民对于目前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的意见，对已经解决问题进行评价，通过一周一次或半月一次

规律性的居民议事，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 
社工站要发挥服务、资源链接者、使能的作用，以充分的社会调查和需求、为主，呼吁拉动居民参

与到社会服务计划的制定之中。以党建引领，对于干部、村民、乡贤、投资商，更多地要从他们潜在的

参与价值入手，引导其重新认识自身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充分发挥他们的经济资源、社会网络和

实践智慧 [20]。 
个别地方有独特民风民俗以及特殊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应以“地方传统人物”、“地方特色习俗”

为文化导向，打造红色社工站点，联合其他社区和社工站点，营造符合自身风格的社工站特色。居民作

为基层治理的共同力量理应参与到社区发展中，不断探索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模式。 

5. 总结 

社工站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创新，在为弱势群众兜底中不断发挥着桥梁与纽带作用。乡镇(街
道)社工站建设是地方性实践，是一种需要结合不同地域、群体、个人的实际问题来做出抉择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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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更是一种寻求开放性和耦合性的过程。因此在开展工作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文本规范行事，建设

不仅要回归服务对象需求，还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乡镇社工站建设，专业化是方向和原则，本地化

是基础和载体。社工站的发展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简单复制模仿，而是需要不断摸索前行，创新机

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现问题，吸取示范性地区经验的同时探索出本土化的发展道路。道阻且长，社工

站的建设应始终坚持专业化方向，用专业服务做出成绩，打造特色优势，切实深入乡镇(街道)不断获得社

会和大众认可，在不断回应基层需求中蓬勃发展，构建属于自己的本土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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