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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转型社会工作 (笔谈)

编者按: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 , 作为一种专业慈善力量的社会工作 , 自身应该有怎

样的定位与认识、 理论何以有效指导实践及如何培养专业型的社会工作者 , 日益成为学术圈和

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 2010年仲夏 , 中山大学 、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 中国政法大

学 、 首都经贸大学 、 中华女子学院等高校的社会工作学人、 实践者 , 齐聚广州市首届中国转型

社会工作非正式论坛 , 就转型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论题展开激烈交锋。本刊特延请部分与会

专家学者 , 从不同的维度阐述对转型社会工作的理解。期望本组笔谈中这些差异性或相似性的

观点能够引起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 实务界 , 包括 NGO界对转型背景下社会工作的本质 、 使

命 、 策略 、 角色定位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的论争 , 以便正本清源并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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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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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及中国现实处境下社会工作与社会转型

(socialtransformation)的关系 , 笔者认为:推

动中国社会转型是社会工作的历史使命 , 而要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向社会工作原初的精神及其

实践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坚守社区为

本的社会工作。故而需要先澄清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为什么中国社会需要转变? 二是为什么中

国社会工作需要回归? 基于此再讨论社会工作

回归的方向及其可能的行动策略。

过去十年笔者在云南、 四川 、 广东三省农

村持续参与农村社会工作和灾害社会工作 , 对

中国边远乡村基层农民的困苦处境感触颇深。

当从田野返回学院深刻反省农民 “生产致贫” 、

“消费致贫” 、 “教育文化医疗致贫”、 “自然灾

害致贫” 等社会现象时 , 笔者发现 , 农村贫困

(包括频发的自然灾害)其实与全球化的发展模

式 (发展主义)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息息相

关。对于大多数边远的农村、 农民和农业 (或

大多数社会底层)而言 , 发展是幻象。① 农业

市场化 , 消费主义 , 包括教育、 文化 、 医疗产

业化和各种自然灾害 , 不仅不同程度地造成农

民生计困难 , 还导致传统文化丧落 , 生态危机

等连锁反应。这种经济增长—文化丧落—环境

污染的恶性循环 , 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众所周知 , 目前引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工作

专业知识和方法技术是功能主义取向的 , 强调

问题个体化 , 主张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解决

“案主” 的问题 , ② 这是修修补补的社会工

作。③ 于是在中国的专业语境中 , 对社会工作

的理解要么被简化为三大方法 (个案、 小组、

社区), 要么被神化为无所不能 , 不是割裂地强

调透过个案 、 小组、 社区工作方法以解决社会

问题 、 恢复社会功能、 维护社会稳定 , 就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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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 , 似乎

“社会工作方法是个筐 , 什么问题都能往里装”。

这种 “头痛医头 , 脚痛医脚” 的专业实务是割

裂的、 专家为本的临床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专

家自己精通何种理论和技术 , 就 “对号入座”

地诊断 “案主” 的问题并实施矫治。将个体的

困扰简化为心理疾病或群体症候 , 忽视精神疾

病的社会根源 , 是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这种

问题个体化或救助式的社会工作 , 其结果是强

化 “案主” 的依赖性 , 弱化受助者的能力 , 增

强社会工作的无力感。

毫无疑问 , 临床社会工作根本不可能推动

中国社会转型 , 更不能改变社区贫困及不可持

续发展的状况。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困局是:

在宣称社会工作是利他主义的科学助人服务活

动的同时 , 临床社会工作服务 (实务)又无法

满足社区民众最迫切的生计 、 生活、 文化认同 、

环境保护、 民主参与 , 包括深层恐惧等方面的

需求。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专业社会工作不断

被诟病为违反社会公正的原初信念 , 是 “堕落

的天使”。①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视角②启发我们将宏

观自然社会环境与社区日常生活辩证地统一起

来思考。面对生态环境中人的问题 , 静态单向

度的结构功能分析忽视了主体与环境的有机联

系 , 而临床社会工作又将完整的个人需求割裂

开来解决问题 , 这导致社会工作在失去社会分

析能力的同时 , 陷入解决问题 (或个案工作)

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因此 , 笔者呼吁中国社会

工作应该摆脱功能分析和临床救助 (包括单方

面提供服务)的困局 , 从修修补补中解放出来 ,

借助生态中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困扰个体的社会

政治生态根源 , 逐步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 , 以便系统整合地回应贫

困及不可持续发展等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

事实上 , 社区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正好处

于微观个人 /家庭与宏观环境的接触面 (inter-

face):作为结构的环境是透过社区或日常生活

形塑个人 /家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 与此同

时 , 个人能动性 (agency)反过来又深刻地影

响社区氛围乃至自然社会环境。因此 , 社区为

本的社会工作致力于系统化的双向改变:通过

重塑社区社会文化氛围 , 一方面激活个人能动

性 , 恢复个人、 家庭 、 邻里等良好的生计、 生

活和自然环境 , 使个人困扰得到舒缓;另一方

面从长远计 , 当越来越多的社区逐渐恢复可持

续的生活方式时 , 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包括

全球生态政治)才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策略就是通过城乡社

区的再造 , 逐渐恢复社区可持续生活方式 , 从

而改变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当民众面临贫困

与不可持续发展的困扰时 , 社区再造应该从推

动社区可持续生计入手 , 通过经济赋权实现社

区政治参与、 文化传承 、 社会互助 、 性别平等、

生态保育等等。目前笔者参与推动的 “城乡合

作、 公平贸易 , 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

项目 , 正是社区再造的尝试。

该项目扎根行政村 , 从事农村社区组织工

作。通过与底层村民长期同行 , 将社区动员与

组织起来 , 发育生产互助小组 (条件成熟时注

册合作社), 然后根据村民的优势和资产状况 ,

推动村民一起刺绣、 种植红米 、 养殖土鸡、 改

造老旧古屋等。与此同时 , 项目团队在城市社

区建立消费者网络 , 创办公平贸易店 , 举办社

区沙龙 , 等等。当农村生产出优质的农副产品

和精美的绣品 , 准备好 “修旧如旧” 的乡村旅

社或民宿时 , 项目团队全力将乡村和社区联动

起来 , 通过城乡民众共同议价直销、 社区 “共

同购买”、 公平贸易店销售、 乡村生活体验游及

居民产地购买等形式 , 推动社区支持 “三农”,

村民也惠及居民。实践证明 , 城乡合作、 公平

贸易的尝试 , 使生产者免除中间商剥削 , 得到

合理的劳动报酬;使消费者获得安全健康的农

副产品 , 实现了互惠互利。通过刺绣 、 土鸡交

易和经营乡村旅社等 , 提高了妇女经济地位 ,

家庭分工及其性别权力关系开始改变。与此同

时 , 村民开始意识到传统种养殖技艺 、 刺绣手

工艺 、 祖先留下来的建筑等都是有价值的 , 他

们的文化自信心得以提升。无论是互助生产和

交易 , 还是合作运输农副产品 , 社区互助的传

统得以延续。依靠种养殖业保障生计的村民会

自觉保护自然资源;不施用化肥 、 农药、 添加

剂的老品种耕作 , 除了保护传统种子和耕作文

化外 , 水土污染得以改善 , 生态环境得以恢复。

总之 , 城乡合作 、 公平贸易作为社区再造

的另类尝试 , 不仅改善了乡村社区最弱势人群

(妇女)和最贫困群体的生计状况 , 而且通过社

区民众经济赋权 , 逐步实现社区社会文化、 政

治和性别赋权。最重要的是 , 社区为本的社会

工作策略能够推动社区向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型 ,

从而撼动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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