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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借助场域理论，探究社会工作者所处的生态空间对促进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采用个案研究对杭州市D街道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的生态空间营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在乡镇(街道)生态空间中，社会工作者在资本、关系、惯习三方面中分别存在社会资本拓展不足、专业

话语权缺失和行动惯习中的“形式主义”三大困境。发展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需要多方主体构

建关系，形成共同的专业人才发展理念，扩大社会工作者拥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搭建

人才培育行动框架，推动社会工作者专业惯习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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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field theo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ecological space where social 
workers are locat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in townships (streets). 
This paper use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cre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in D Street, Hangzhou.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the ecological space of townships 
(streets), social workers have three major difficulties: insufficient expansion of social capital, lack of 
professional discourse, and “formalism” in the habit of action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capital, relation-
ship, and habit, respectivel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in townships (streets)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s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the formation of a common con-
cept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capital owned by 
social work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amework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habits of soci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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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是党的六支主体人才队伍之一[1]。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

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工作进入了“快速道”，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发展成为镇(街)民政工作的重点之一。如上海市在“十四五”规划中确立到 2025 年本市社工人才

总量要达到 20 万人的目标[2]。北京市出台《首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行动计划(2023 年~2025
年)》，明确到 2025 年全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 10 万人[3]。王思斌强调，在大社会工作发展背景下，社

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将会在保障民生和社会治理的多种实践中得到更为充分的运用[4]。镇(街)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我国基层社会工作者呈现需求大、人

才少、流动性强的特点，面临制度建设不完善、专业素养提升难、社会认同度低等诸多难题。这些社会

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及解决策略需要到镇(街)社会工作者发展的生态空间中去寻找。 

2. 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2.1. 社会工作人才研究回顾 

社会工作者可根据专业性区分为实际社会工作者与专业社会工作者。实际社会工作者也称为行政性

非专业社会工作者，一般指在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对困难群体和职工直接提供救助和帮助

的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行政性色彩。专业社会工作者指在社会工作价值伦理指导下运用专业知识和技

能为困难群体提供社会帮助的工作人员。本文主要涉及讨论对象限定为镇(街)社会工作者，即在街道、社

区中从事群众救助、福利提供等助人活动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发展镇(街)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指增强实

际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技术性，提升镇(街)社会工作人才的整体质量，实现专业化与本土化的结合，

满足新时代社会治理新需求。“这是破解基层民政力量薄弱难题的有效途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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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工作人才发展困境、培育模式、评价体系三个方面。 
发展困境方面，研究发现，在社会工作人才发展过程中主要面对人才流失快[6]、社会认同度低[7]、

专业素质提升难[8] [9]等问题。人才流失困境的原因可概括为社会工作者服务定位不清[8] [10]、考核标准

不清[11]、成长路径不清[7] [12] [13]三方面；社会认同度低下主要涉及社会认知程度低[7]、制度建设水

平低[13] [14]两方面；专业素养提升困境包含社会工作者经验与专业的结合难题[9] [15]、行政与专业的协

调难题[10]。政府作为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的“主引擎”需要发挥主导作用[8] [16]，持续推出、完善社会

工作人才激励、评估政策[17]，市场作为“试金石”需要加强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锻炼、监督、考核[18] [19]，
高校作为人才培育的“后阵地”需要持续深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20]。 

人才培育模式方面，主要探讨了教学培育模式和职业化培训模式。向德平[21]强调要积极建立本土化

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与实务模式，强调国际通则与本土经验并重，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陈微[22]强调

创造式教学模式，将自学、课堂讨论、研究相结合，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理论 + 实务 + 能力”的

教育理念。结合社会工作制度发展，尹保华[23]提出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要走渐进发展道路；章长城和

张婷[24]通过对比美国、加拿大、香港的资格认证制度，强调要积极完善我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认证制

度，充分发挥教育机构、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作用，满足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需要。 
随着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部分学者逐渐关注到社会工作的岗位设置和评价体系。徐若兰和林孛[25]

以福建省厦门市社区社会工作者为例，强调社会工作岗位设置要有层次性，形成一个明确的职级上升的

空间和目标，完善督导考核标准，将考核结果作为晋升依据并与薪酬挂钩。何方和刘国翰[26]提出，要完

善参与式社会工作评价体系，包括参与式发展的社会工作和建立在社会工作参与式发展基础上的积分评

价体系两部分。市场是社会工作评价的重要主体之一[19]。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中，引入市场的竞

争机制，采用多元评价机制已较为普遍。但基层社会工作者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完善，满足于“事有人干、

工作有人做、上级交代的任务能完成”的现状[11]。 

2.2. 生态空间 

生态空间一词是由西方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城市问题而逐渐形成的概念。从广义而言，生态空间可

区分为自然生态空间和社会生态空间[27]。社会生态空间是包含社会个体、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系

统在内的社会发展要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发展逻辑[28]。胡卫卫和赵晓峰[29]指出，生态空间已

成为市场资本、公共权力和社会文化等不同力量合力规训的产物，形塑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

现有研究中学者普遍强调生态空间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实现制度化规则、目标和策略的建构。本研

究中生态空间特指社会生态。目前，在我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下，镇(街)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更多

采用上层制度建设、基层创新实践的模式。社会生态上呈现以政府为主导，其他系统及要素辅助延伸的

局面。 
生态空间作为社会工作者互动、实践的基础，在现有研究中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理论方面，生

态空间多与场域理论相联系。吴飞[30]借助街头社会理论指出不同主体在生态空间中发展的规制和反规制

的互动，使得蕴含自由和可能性的空间成为治理的场域。实践方面，陈文[31]强调在生态空间的实务工作情

景、组织情景以及社会情景等多元情景中，社会工作者面临耗竭预警。洪佩和费梅苹[32]通过“场域–惯习”

视角对我国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策略进行分析，指出社会工作者在特定的专业实践场域中主体性意识的强

弱和理论知识积累的多寡将会影响实践策略。 
综上可知，既有研究为本文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一方面，众多学者对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的实务

领域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发展困境方面。另一方面，场域理论的研究视角较为契合本文的生

态空间分析，一定程度上为本文的分析思路提供了参考。但现有研究中，仍存在不足。在社会工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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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术届对于“生态空间”的分析、研究并不深入，仍处于初级阶段。生态空间的研究多集中于生态

空间规划、生态治理等方面，其中，虽部分以场域理论作为支撑，但较少有研究涉及镇(街)社会工作者成

长发展的社会空间，理论创新存在不足。由此，从现有经验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场域视角下镇(街)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的生态空间研究是有必要的。本文期望能丰富镇(街)社会工作者专业人才发展的相关理

论研究。 

2.3. 问题提出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能力建设及职业发展均在形成一定客观社会结构的生态空间中进行。这一

生态空间由多个主体在关系互动的过程中共同参与构建形成，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的基础。镇(街)、
村(社)作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的基本单元之一，发挥着关键的阵地作用。通过挖掘镇(街)生态空间中

的各个因素，可以进一步了解、分析影响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发展的原因。 
因此，回顾以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历程，分析、总结现有生态空间中人才培育的优势及不足，

进一步挖掘尚未完善之处，对于实现镇(街)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壮大和可持续性具有现实意义。在此

基础上，本文期望通过分析杭州市 D 街道社会工作者所处的生态空间，回答以下两方面问题： 
1) 分析杭州市 D 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的生态空间困境。 
2) 如何构建镇(街)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的实践模式。 

3.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场域”、“资本”和“惯习”是场域理论最重要的三个概念。布迪厄将场域界定为“在各种位置

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是一个充满生机、潜力和斗争的关系空间[33]。在布迪厄

看来，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种，行动者根据对资本的占有情况在场域中处于不

同位置[34] [35]。惯习指一种感知、感觉、行动、思考的倾向，行动者在惯习引导下在场域中行动，攫取

资本[35]。在这一理论中，场域是行动者的实践空间，惯习是实践逻辑，资本是实践工具。社会工作者在

实践过程将会与在一定生态空间中的相关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场”，“场”中形成的关系、惯习和资本

将会对社会工作者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本文从场域理论中的资本、关系、惯习三个方面出发分析

镇(街)生态空间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现状，探究 D 街道为何会出现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的不友好

生态，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7 月，笔者由 D 街道社会工作站派驻到 D 街道开展

党群运营服务项目，负责对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工作，在行动过程中发现 D 街道虽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化发

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浮于表面，社区社会工作者难以得到切实成长。经过资料收集及观察研究发

现，社会工作者发展局限的根本原因在于 D 街道存在的不友好生态。本研究分析单位为杭州市 D 街道内

的社会工作者，主要涉及社区社工、项目社工等，其中社区社会工作者在街道内占据比例较大，工作上

多条线综合，事务较杂，涉及生态空间要素更为广泛。因此，本文在分析过程中以社区社会工作者为主，

项目社工为辅。除社会工作者外，研究对象还包括 D 街道管理层面工作人员(行政人员)、D 街道社会工

作站负责人(日常负责社会工作人才培训工作)和接受 D 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的居民群众。主要采用访谈、

问卷和参与式观察三种方式收集资料。 
一是文本资料，即相关活动开展的文字、图像资料，主要收集于往日工作总结、微信群、微信公众

号文章等；二是访谈资料，其中主要包括街道管理层、社会工作站对目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存在的

优势与不足的分析、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评价等，其中街道管理层和社会工作站访谈各 1 份，对社区社会

工作者访谈资料共 5 份。三是问卷资料，主要收集服务对象对 D 街道社会工作者工作情况的评价、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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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0 份问卷。 

4. D 街道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的生态空间困境 

4.1. 资本困境：社会资本拓展不足 

第一，社会公众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度不足。根据问卷数据显示，居民群众对社区社会工作者的

综合素质评价总体满意度得分为 3.9 分(满分 5 分)。一名居民表示“在疫情中看到了社会工作者的力量，

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但也有居民认为“疫情中，部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并没有做到位，不是很满意”。

疫情的发生让更多的社会工作者走进了大众视野，也反映了社会对社会工作专业认识不足的问题。“社

工就是平常搞搞活动”、“你们都是做官的”等诸多言论体现社会工作群众基础的脆弱性。 
在对社区社会工作者的改进意见中，73.33%的居民认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知识水平需提高，其次服

务态度占比 60%，沟通和实践能力分别占 53.33%和 36.67%。以上数据显示，专业知识水平的提升是社

区居民认为现有社区社会工作者亟需的。在填空题居民对社会工作者的期望中，技术能力、专业特长、

全面发展等关键词的频繁出现也验证了这一结论。本次研究中，参与调查的样本较少，以上数据仍需在

更为严谨的基础上扩大样本进行验证。 
第二，D 街道社会工作者的外部支持系统薄弱。社会工作链接资源的重要工作内容，要求镇(街)社

会工作者具备寻找多形式肯定和支持的能力。但大部分社会工作者更愿意待在一定的舒适圈中，不主动

拓展可利用的资源范畴，加大了社会工作者的跨领域、跨单位合作的难度。 

4.2. 关系困境：专业话语权缺失 

社会工作者在不同的组织关系中，面临的场域压力各不相同。经过笔者一年的参与观察结合对 D 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的访谈可知，D 街道对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总体上呈支持状态，但也存在以

下两点不足。 
第一，行政人员对社会工作专业认知不足。目前，在政策倡导下，大部分原有的社区社会工作者要

求持有初级社会工作师的职业资格证，这一举措使得原有的实际社会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社会

工作的专业认知，但大多数行政人员仍存在将实际社会工作者即行政非专业社会工作者与专业社会工作

者概念相混淆的问题。行政管理层人员对于社会工作专业认知的不足导致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将行政工作

与专业工作相混淆，甚至行政工作占比大于专业工作，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发挥不足，另一方面街道

对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投入的资金减少，能力建设难以全面展开。 
“街道中已有 80%以上的社会工作者取得了初级社会工作师的职业资格证书。” 
“有些社工需要承担很多条线的工作，工作很杂，行政工作压力很大。” 
第二，部分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缺乏深度认同。在访谈中，2 位社会工作者存在不知道

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能发挥什么作用的疑问，认为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是与他们的实际工作相脱节的。

大部分社会工作者更多依赖于个人经历积累形成的实践惯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的普及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镇(街)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但在社会工作者实际工作过程中，专业知识培育下形成的专业惯

习并未发生充分的作用。知识积累的碎片化、理论运用的表面化是主要原因。 
“考出初级证有什么实际作用吗？专业知识真的能在实际中发挥作用吗？” 
以上两点不足，反映镇(街)社会工作者在组织关系中文化资本和话语权的缺失。首先，在不具有良好

社会工作专业氛围的组织关系中社会工作者接触到的专业培训更加侧重工具性、技术性较强的培训，如

数字平台的使用、相关政策的解读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获得途径狭窄。其次，我国的行政体制

是“主责行政”[36]，社会工作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缺乏独立性[32]，经济资本不足，特别是镇(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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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依赖于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缺少专业话语权。社会工作专业权威性的不足限制社区社会工作者

在实践过程中的自主性。 

4.3. 惯习困境：行动惯习中的“形式主义” 

有效的培训措施是镇(街)社会工作者形成专业惯习的重要方式。D 街道行政管理层和社会工作站在社

会工作人才培育上主要具有以下措施。一是在街道层面每年针对社区后备干部开展 2 次集中性培训，内

容包括理论培训和外出参观培训。除此之外，针对新入职的社会工作者开展成长工作坊。二是在社区层

面，D 街道 9 个社区根据实际情况每年 1 次开展社区社会工作者培训工作。 
“几年来，D 街道根据疫情防控、最多跑一次、未来社区建设、既有住宅加梯等内容开展了心理疏

导、民法典后的社区工作要点、应急突发事件处置、调解艺术分享等多类型培训课程，D 街道社会工作

站提供资源支持。同时，安排外出参访，学习基层治理的先进经验与做法，提升后备干部能力素养。D
街道的‘雏雁成长’素质提升工程已较为成熟。” 

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 D 街道对于社会工作者培训效果的评估反馈工作存在不足。如在

2021 年上半年的培训中，虽然在前期培训方案策划中提出交叉互评方式，将群众点评与专业点评相结合，

但在后期却难以实现，最终只是“纸上谈兵”、“敷衍了事”。这不仅与社会工作者原有工作任务重、

压力大有关，更与培训的重心在于完成行政任务有关。社会工作人才成长的培育形式应更多元、灵活。 
“躺平”心态与上级压力的冲突下形式主义现象频发。在培训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不少社区社会工

作者“不想参与”、“拒绝当项目组长”，这与疫情大背景下，社区社会工作者工作、心理压力增大有

关，认为上级在完成任务，是“形式主义”。在这一“躺平”心态的影响下，部分社区社会工作者对待

培训课程敷衍了事，完成项目任务也出现“形式主义”，“摆拍”、“夸张”等各类手法层出不穷。在

行动惯习中形成了“专业陋习”。 
“站在居民角度，我认为我们需要提升专业能力，但就我自己来说日常工作已经很繁琐、疲惫了，

没有精力也不想去做这些事情，麻烦得很。” 
“躺平”心态与敷衍的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在访谈中社区社会工作者表示在激励措施方面，每个社

区采用“自评 + 互评”的方式进行不记名投票。 
“在社区所有社会工作者中评选 20%的‘优秀’，剩下都是‘良好’，没有人会给‘差’的。” 
在考核方面分为月度绩效和年度绩效，月度绩效分别根据具体考勤情况、工作考核绩效情况和走访

绩效情况进行发放；年度绩效将月度绩效、街道评价和群众测评相结合进行考评。 
“这种考核一般都会和工龄结合，对工作的动力说有也有点，但也不能说激励很大，很多时候都是

轮流来的，或者看和领导关系。” 
综上所述，可运用 SWOT 分析方法对 D 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的社会生态中所存在的内部优势

和弱点以及外部机会和威胁进行分析罗列(见图 1)。 

5. 研究建议：构建“协同治理”的镇(街)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实践模式 

5.1. 建设理念：“找准痛点、多方联动、资源共享、互助增能” 

构建“多元治理”的镇(街)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实践模式，首先需要明确在街道整体生态中各方主

体的建设理念，即统一明确“找准痛点、多方联动、资源共享、互助增能”(见图 2)，为街道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发展积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话语权。理念的统一能为各方主体的行动

提供价值遵循。这一建设理念中，“找准痛点”指的是以问题为指引，以需求为导向，明确在街道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需求。“多方联动”是因地制宜在街道政府统一协调领导下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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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共建单位、其他专业人士、居民群众的联动，共同助力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资源共享”

是街道政府、辖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在合作基础上实现物资、人员、信息等方面的协调共享。

“互助增能”指多方主体在协作过程中实现各自“能量”的发展、互补，如居民从服务接受者向服务评

估者角色发展；社会工作者从专注单一条线向多条线综合型人才发展；政府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

上”的职能发展[37] [38] [39]。 
 

 
Figure 1. SWOT analysis of cultivating ecological space for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in D Street 
图 1. D 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生态空间的 SWOT 分析 

 

 
Figure 2. Development concept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in townships (streets) 
图 2.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理念 

5.2. 盘活多元主体资源，赋能行动者资本 

资本是场域行动者参与治理实践的基础，资本的类型、数量和质量影响着治理实践的效果[40]。在镇

内部条件

外部环境

W 不足：

1.街道行政人员对社会工作专业认知不足；

2.部分社会工作者对专业认同深度不足；

3.相关培训工作的评估反馈不足；

4.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激励不足。

S 优势：

1.街道对人才培训工作的支持；

2.具有较为丰富的培训资源；

3.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培训工作模式。

O 机会：

1.国家政策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支

持；

2.社会大环境下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和相应

要求不断提高（市场需要）；

3.高校社会工作人才输出持续提升。

T 威胁：

1. 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制度缺失，如人才激励

制度；

2.事务杂，普遍存在行政任务重，服务定位不

清的问题；

3.街道整体培育社会工作人才的文化氛围不足。

乡镇（街道）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发展理念

找准痛点

多方联动

资源共享

互助增能

明确在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需求

街道政府统一协调领导下社会组
织、辖区共建单位、其他专业人
士、居民群众等主体联动

物资、人员、信息等方面的协调
共享

多方主体在协作过程中实现各自
“能量”的发展、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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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各方主体建立关系，对发展理念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需进一步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盘活各治理主

体拥有的资本，主要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分析的基准。文化资本指行动者

对某种文化资源的占有。社会资本包括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由前文可知，基层社会工作者

存在经济资本中的非自主性、文化资本中的专业不认同，社会资本中存在薄弱的社会关系网络。拓展基

层社会工作者拥有的资本，建议可在党建引领下将各方资源联合、拓展并应用至社区层面。 
在经济资本方面，实行社区社会工作者的项目化工作，以各社区为单位组队，各项目小组结合各社

区实际需求，链接资源，落实项目，并拥有一定的资金使用自主权。文化资本方面，首先需在实践中让

基层社会工作者体会感悟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在操作过程中激发专业价值，加强专业认同。社会资本方

面，居民群众的认同是关键，改变社会工作者原有的“不良标签”，可从加强另一种正向的符号象征着

手，在各类专业活动的计划、执行、反思复盘、改进的工作流程中增强专业社会工作正当性和可行度的

影响力。 

5.3. 完善人才培育流程，培育专业惯习 

一定的场域中多方主体具有足够的目标意图将会形成“能量空间”，“能量将以波的形式传导”[29]。
社会工作者的成长需要强调各类主体的资源和主要职责，实现外部资源的嵌入和内部的整合，形成规范

的人才培育流程(见图 3)，持续深入推动专业惯习的形成，使得人才建设更加具有针对性。流程设置需具

备四个要素，一是及时性，每项环节过后需及时整理，总结反馈，作为下一个流程顺利开展的基础。二

是灵活性，街道社会工作者具有更多详细的划分，培训工作的开展需要根据不同群体的特征和需要及时

调整相应的课程内容。同时，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使培训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多样。三是确定性，

即每次人才培训过程需有阶梯式发展和明确的成果体现，并对结果实行评估反馈，实现闭环管理。四是

反思性，培训及实务过程中增强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场域中的主体性意识，在理论积累、专业实践、

主体反思间形成良性循环，激励社会工作者采取自主反思的实践策略，形成专业惯习[38]。 
 

 
Figure 3. Cultivation process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in townships (streets) 
图 3.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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