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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的环境问题也面临非常严峻的

挑战。面对环境的议题，西方学者提出绿色社会工作的概念，提倡将环境的新议题引进

到社会工作专业并增加其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重要性。首先反思中国在快速工业化时

所面对的挑战及其对农民工、城市居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接着介绍绿色社会工作的

理念，并解释环境议题在21世纪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挑战及重要性；最后，用实践的例子

探讨绿色社会工作如何回应在快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环境危机，从而说明其对中国社

会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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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地震、滑坡、飓风、洪水、雪灾、热浪、干

旱和荒漠化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这些考验着国

家的灾害恢复力。此外，还有空气、土壤和水污染等

人为灾害以及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其他工业灾害。

这些灾害事件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联合

国国际减灾战略署(UNISDR)发布的《全球减少灾

害评估报告(2015年)》显示，中国在1990年至

2012年间损失了557 438 270个生命年，相当于人均

损失162天；[1]造成13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比如

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直接导致了近7万人死亡和

1 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3]这些灾害可以通过降低

风险、制定适应战略和恢复重建行动计划以及动员

社区居民参与到问题解决中来寻求合作解决策略。

这些重要举措可以促进目标的实现，减少自然和人

为灾害造成的损失，使众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到

问题的解决当中。利益相关方包括各级政府、自然

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专业人员，尤其是卫生、社会

工作和工程专业人员以及当地居民和企业。在灾害

缓解到重建和预防状态的过程中，绿色社会工作都

发挥着很大作用。

发展本土特色和文化相关(locality and cultural
specific)的灾害风险降低(DRR)和灾害风险管理

(DRM)应对策略是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挑战，需要企

业和跨专业团队的共同合作。Dominelli认为，跨专

业(transdisciplinary)团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共

同问题而合作的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自然和社会

科学家。一个有效的跨专业团队还需要掌握科学

的、原住民的/本土的/社区的专业知识，从而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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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方式进行科学探究”，通过共同分析框架和文

化处境分析来解决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4]

本文认为，绿色社会工作者在协调不同利益群

体组成的跨专业合作团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

将科学知识转译并传递给居民，同时将原住民的/
当地的/社区的知识诠释并传递给科学家，动员社

区居民参与到合作的生产活动中，协助共识方案的

实施并评估结果。[5]本文第一作者已经在云南省平

寨、四川省映秀和雅安以及广东省从化开展了绿色

社会工作实践及研究。本文将介绍绿色社会工作的

原则和作者在中国的实践，重点介绍第一作者及其

同事们在云南省平寨的绿色社会工作经验，说明绿

色社会工作在中国实践的可能和重要性。

一、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危机

(一) 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的矛盾

中国目前正处在应对环境危机的十字路口，面

临第二次转型，需要思考民众生活、社会发展、环境

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过去三十多年，中

国的工业发展非常迅速，同时也导致了农村人口大

量涌入城市而造成前所未料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2014年，有2.74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6]这给一个

致力于在最短时间内通过工业化使人民摆脱贫困

的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市场经济催生了经济和社

会矛盾，造成了环境危机、社会关系和农村生计紧

张以及流动人口不稳定。中国第十二和第十三个五

年计划提出，要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强社

会发展。在政策文件中，政府强调要关注人民的需

求，注重可持续发展，将保护和改善民生作为促进

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措施。尽管提出了这些崇高的愿

望，但中国面临着要回应2.5亿农民工需求的挑战，

他们是“准”城市人，拥有不完整的身份和自我认

同，没有和城市人一样享受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健

康幸福以及尊严。因此，解决“农民工”和“三农问

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焦点。[7]

中国政府的第十二和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提出，

通过超大城市的快速城市化来弥补农村人向城市

人转变产生的鸿沟，Dominelli称其为“超级城市

化”[8]。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是逐步将农村流动人口

转变为城镇居民，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和资本

投资。这是以交换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为代价，使中

国的土地所有权从国家所有向农业企业和房地产

开发商转移。通过这个过程，农村农民转变为城市

工人以完成工业化；同时，改善流动人口的弱势地

位，使其成为被解放的城市公民。[7]

当土地被金融资本迅速开发后，农民如何能过

上满意的、有尊严的和自给自足的生活？经济商人

将土地视为一种稀缺的自然商品对其定价，通过市

场规则来提高其效用和价值，获取高额价格，并扩

张到城市周边未开发地区，从而以降低成本来实现

利润最大化。占用的土地被高密度开发，增加了污

染，当今城市释放的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比重

高达70%。[9]疏解城市作为经济扩张主要驱动力的

压力，可以促进社区主导、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可持

续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向创新的方向发展。土地转

让给企业家造成了征地农民的身份转换和空间的

冲突，影响了农业社区维持生计的传统习俗和手

段。尽管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身份转化是工业化过

程的现象，但它并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相反，通

过土地来维持农民生计和基本保障的生产方式将

会消失，农业人口在面对更大生计时会更加脆弱。[10-11]

工业园区的扩张也完全改变了在地的生态环

境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农民上楼对部分人而言是得

到了益处，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石忆邵和杭太元

研究发现，承包地被征后，只有3.9%的农民获得了

就业安置；房屋被拆后，仅有1.8%的人获得了就业

安置。我国46%的失地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处于下

降状态，部分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

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新增贫困群体。[12]这一过程

使农民失地，失地意味着失去了工作保障和社会保

障，也意味着失去了原乡的社会网络和传统社区的

情感连接。[11]

简而言之，这种工业化的模式是否由农村社区

的需求来驱动？是否能满足农村社区的需求？工

业和房地产资本联手圈占土地而不考虑农村和城

市的协调发展，既不能解决三农问题，也不能解决

农民工的困境。同时，农村社会的进一步解体，可能

动摇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和影响社会关系的和谐。

因此，当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

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于是在2018年9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其中特别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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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13]

(二) 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

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中国进入了快

速工业化、农业商业化和过度消费的时代。市场经

济的发展模式不是以人为中心和环境友好的，而是

优先追逐企业和资本的利润。当追逐利润最大化成

为主要目标时，就会破坏本地社会经济的其他发展

形式，不仅不能解决当今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矛盾，

反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恶化，导致中国城市的环境危

机，例如主要城市产生的空气污染及其对人们健康

造成的危害。[7]

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甚至经济发展，已成为

中国面临的至关重要的议题。这是中国政府高度

关注的一个问题。最新的一份报告，绿色和平组织发布

的《2015年度中国366座城市PM2.5浓度排名》指出，

中国366座城市的PM2.5年平均浓度为50.2微克/
立方米，远远高于中国政府设定的35微克 /立方米

的空气质量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定的

10微克 /立方米的标准。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些

问题，并做出了许多但还不太充分的应对措施。[14]

工业污染与生计之间存在联系，由于水污染而

导致数千头死猪漂浮在黄埔江上这个事件就充分

说明了这种关系。这是源于一种已知的致癌化学物

质苯的偶然泄露进入到黄浦江的一条支流而造成

的，[15]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据英国《经

济学人》杂志报道，中国超过一半的地表水受到污

染，不能饮用，四分之一的水污染严重甚至不能用

于工业生产。中国的地下水并不安全，大约40%的

农田依靠地下水灌溉，受灌溉的90%的农田被鉴定

受到污染，约有60%的中国城市地下水被鉴定受到

“严重污染”。[15-16]受污染的水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健

康，也影响着中国农业的发展。

沙漠化是另一个严重问题，中国近30%的面积

是沙漠。根据Diamond的数据，中国的沙漠还在以

每年超过67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增。目前，北方的戈

壁沙漠每年以950平方英里(2 500平方公里)的速度

在扩张。由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过度放牧、大规模

的农业生产和水土流失，中国90%的沙漠化都发生

在西部地区。[15，17]沙漠化已经延伸到距离北京不到

100公里的地方，当风沙吹进城市和其他人群居住

区后，其所造成的人群普遍出现的呼吸系统问题令

人担忧。[18]

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森林，但全国

整体的森林覆盖率仅为20%。2001年，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UNEP)将中国列为世界上15个拥有最多

“密生林”的国家之一，即原始森林、深山老林或自

然再生林。[19]总体而言，中国12%的土地面积或者

超过1.11亿公顷的土地上都是密生林。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还估计中国36%的密生林正面临着城市化、

工业化和房地产开发的威胁。2011年，普利策中心

指出，由于自然灾害和城市发展，四川西南部的森

林地区已成为世界上十大最受威胁的森林之一。[20]

栖息地的丧失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是与森林

砍伐和沙漠化密切相关的。为了获得农田、竹林、木

材和燃料而砍伐掉大面积的森林，威胁着熊猫等动

物的生存。中国物种灭绝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其国

界。根据Wynne Parry的描述，中国市场是象牙、犀

牛角、虎骨(作为药物)的主要来源。[21]

上述环境危机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农村和城市人民的健康和

生计。绿色社会工作者在帮助中国解决社会经济和

环境危机方面扮演着什么角色？他们可以做些什

么以确保中国的改革是可持续的和改善人们生活

水平的？下面我们将介绍绿色社会工作的理念，思

考绿色社会工作者如何促进中国可持续的、以人为

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二、绿色社会工作议题

(一) 绿色社会工作的出现

一直以来，社会工作对物理空间和自然环境都

缺乏关注，认为环境和空间并非社会工作介入的领

域。在社会工作的研究中，社会工作介入环境与空

间方面的文献几乎是空白的。[22]虽然一直以来社会

工作具备生态系统视角，但传统上只是将人嵌入环

境的生态系统观，重点是强调社会系统和家庭系

统，往往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以及忽视全球

物质资源的使用如何影响到人类的生活。[23]超越生

态系统的方法是一个新的专业议题。近年来，西方

社会工作的学者们开始关注自然环境，看见环境议

题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的福祉跟环境密切相关，环

境危机让人类很难独善其身。[24-25]于是有学者开始

提出环境社会工作的理论，开始反思社会工作的伦

理，提出传统社会工作应该摆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

业革命以来的思维——那是一种人vs自然的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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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思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
的思维，指出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跟“人本中心”的

思维有密切关系，那就是自然/资源一切都是为人

类服务，因此，导致人类罔顾自然界的生存，任意破

坏自然。于是，这些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工作的伦理

观(ethic)应该从“人本中心”转向“生态中心”、环境

伦理，在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基础上提出了环

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26-27]

同样，Dominelli也指出社会工作缺乏对环境

灾难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福祉影响的意识，面对灾

难，社会工作专业没有做好介入社区不同层面的准

备。于是，她提出绿色社会工作(green social work)
的新视角，来应对21世纪环境危机的挑战。她对“绿

色社会工作”有如此的定义。“绿色社会工作是这样

一种实践，它的介入是为了保护环境和提升人类的

福祉，通过将人类和他们的社会文化、经济和自然

环境整合在一个平等的框架内，使人们能够看到主

流结构的不平等以及权力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绿

色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能看到身份的政治及

再分配的不平等，不再把环境作为被人类利用的工

具。”[5]25

绿色社会工作提出新的理论视角和方向，在看

待环境、社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时有独特

的社会正义角度。Dominelli批判主流发展观念，认

为以牺牲人类和地球为代价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

未能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绿色社会工作的重要内涵包括将环境议题纳入主

流，使自然环境深嵌于生态视角和专业关注中；扩

大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以确保社会与环境正义在任

何社会工作者参与的环境(广义)相关实践中被重

视；强调思考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方法，使之在满

足人类需要的同时，不至于“以消耗地球作为代

价”；将灾害干预的元素加入到社会工作的知识、技

能、能力建设和课程编制中。因此，绿色社会工作致

力于对世界的整体看法；人类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

分析；整合社会和环境正义；挑战新自由主义的社

会发展；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人们和

与其共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4-5]

Dominelli认为绿色社会工作是回应21世纪挑

战的关键，这些挑战包括环境退化、空气污染、干

旱、水患、地震、药物滥用等各种人为和自然灾难。

她认为社会工作要整合伦理道德、社会正义实践以

推动社会和环境正义，尤其是在灾害介入过程中。[5]

绿色社会工作认定社会工作的政治属性，它需要捍

卫被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利群体的利益，维持城市家

庭生计和农村生计相平衡。[28]

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化和各地环境恶化将成本

强加给被边缘化群体，世界各地贫民区的增长都是

高度城市化的例子，反映出规划者和开发商未能提

供可持续的、满足人们需求的商品和服务。联合国

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2014年的报告显示，

2013年有8.63亿人生活在贫民窟，而1990年这一数

字为6.5亿。进城务工人员被收入微薄的工作所吸

引，但城市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很多人被迫生活

在贫民区。在西方，伴随“零时工合同”的增长和服

务行业人数的增加，工作贫困人口也快速增长，尽

管他们每周工作70个小时，干多份工作，仍无法应

付基本的生活开支。[29]贫困民众的生活反映了冷漠

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过度剥削，不断快速扩张的

食品银行只能暂缓他们的生存压力。当贫穷家庭力

求解决饥饿问题和经济贫困水平日益加大时，这将

成为西方社会福利国家耻辱的标志和衰落的纪念

碑。伴随全球越来越大规模和快速的城市化，城市

的基础设施例如水、卫生设施、电力供应、交通、住

房、学校和卫生等将会超出城市地域空间所能承受

的极限。[30]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则会因为环境

资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而导致社会混乱。

绿色社会工作者认为，我们需要寻求另类发展

路径，除了环境友善外，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为最贫

困的居民在自己生活的社区提供收入合理的、体面

的工作和可持续的生计。Schumpeter提出的“小而

美丽”的发展模式提供给人们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的

发展机会，这种发展可以抑制不可持续发展，缓解

高度拥挤和超级城市的发展。[30-31]当不断增长的城

市化被吹捧为人类的成就时，绿色社会工作者必须

挑战这一未经证实的假设，并通过合作参与的行动

研究(PAR)，让居民、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

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合作，为寻求可持续的替代

方案提供证据。

绿色社会工作优先考虑整体实践以及人与自

然环境相互依赖的关系，将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相

结合时不可忽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所以，绿色社

会工作特别关注权力不平等下环境危机对弱势群

体和贫困地区民众的影响。

(二) 权力关系与环境不正义

拥有权力象征着个人、团体和社区能够做出自

己的决定，并通过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过上美好

的生活。边缘化意味着人们缺乏这样的权力，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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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性别、年龄、种族和残疾等因素的限制，影响着

社会和环境正义。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之

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在不断加剧。[32]当10亿人

在过度消费食物时，有10亿人正在挨饿，另外有

10亿人营养不良而食物价格却在上涨。10亿人的居

住区缺乏洁净饮用水，26亿人缺乏卫生设施，16亿
人缺乏电。每年有1 500万人因为无法承担医药费

或无法获得治疗药物而丧生。[32]这些严重的不平等

是绿色社会工作对社会经济现状和资本市场经济

发展模式批判的基础。

权力的不对等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地

区的环境危机，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输

出垃圾材料，城市地区也不断向农村贫困地区倾倒

有毒物质。Bullard提出了“环境种族主义”这个概

念，就是要揭示有毒化学品的倾倒地和美国贫穷非

裔美国人居住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33]在绿色社会

工作者看来，贫困是一个结构性议题，贫困加剧了

自然及人为灾害的影响；当贫困地区无法获取资

源，尤其是知识、技能、财政和物资资源时，将影响

贫困地区的权力关系和恢复能力。[34]

Dominelli和其同仁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深刻转变我们如何看待地球上的生物和非生物

的关系，同时重建包括不平等的全球和在地的社会

结构，促进全球相互依存的关系。[35-36]利用有限的

土地、空气、水、能源和矿物等自然资源去造福所有

人，而非仅是少数超级大国或者特权阶层。绿色社

会工作的目的是推动和促进贫困和边缘人群生活

质量改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确保政策改变与

社会转型，以满足当今及未来人类和地球的福祉。

绿色社会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游说政客们

改变决策的优先秩序，促进环境正义。[4]

(三) 社会正义的实践

绿色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实践。社会正

义实践是从整体上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涵盖多方面

议题，包括有能力，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取一份体

面工资；灾后清理废墟；建立新的社会生产、再生产

及消费形式，以求公平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保护

因少数利益而被贪婪破坏的自然环境；确保个人和

群体成长发展的健康环境；能接受他人照顾，也能

确保成功给予他人照顾；利用教育提升人们的意

识，降低对自然环境的索取；确保可持续发展，以保

护子孙后代利益，平等享用地球资源。

从绿色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社会正义实践在

减轻、预防和应对灾害时结合了环境与社会正义的

视角。[36-37]社会不正义将阻碍人们获得充分参与社

区或社会生活的机会和资源。环境正义强调自然环

境应得到尊重和照顾，在不过度消费而损害未来人

民利益的条件下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环境保护是保

持地球具备满足当代人和未来人生活的能力，这与

开发资源仅是为了满足少数富人利益的新自由主

义发展模式相冲突。全球化专注于利润最大化，也

制造了环境不正义，当贫穷地区被倾倒有毒废物从

而危害生命健康时，富人却生活在绿树、绿草和鲜

花环绕的健康环境中。

为了应对环境危机，绿色社会工作者需要了解

住房、创收、健康议题和全球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知

识。为了加深对当地社区的认识，实践者可以阅读

全球化、社会经济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宏观决策方面

的文章。公司的投资、生产、复制、撤回到其他地点

的决策、社区消费力以及当地社区的环境照顾力和

恢复力都是值得绿色社会工作者研究的议题。

用Chatham-Stephens等人研究作为例子，他们

分析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373个有毒废

物地点，发现约有860万人暴露在铅、石棉、六价铬

等危险物质含量超标的危险环境中。妇女和儿童是

最易受侵害的群体。生产所产生的废物危害了当地

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育能力，但是生产出的产品却

通常不是被当地消费。当地居民也因营养不良和易

受疾病感染而导致健康状况更加恶化。[38]这些在健

康方面的不平等为绿色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关注的

议题，要集中科学的力量清理有毒废物，找到满足

人类需求的更可持续和可再生的方法，迫切关注如

何对待地球的本土化知识。在加拿大，土著居民教

导社区去充当地球的守护者而不是消费者，只使用

绝对必要的资源来满足今天的需求，这样明天的需

求才能得到满足。

联合国在全球环境契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启动了一项计划，开始

与商业公司合作，让他们自愿减少碳排放，并与当

地社区合作，以改善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尽

管这一自愿行动能否成功还未知，但是已有资金投

入到可再生的能源和产品，例如在许多工业化国

家，太阳能炊具取代了使用木材或粪堆燃烧的产

品。因此，绿色技术可能颠覆未来市场。这些也是绿

色社会工作者需要了解和推动的。

社会正义实践是复杂的，但对绿色社会工作者

来说是必不可缺的。如果他们能与当地居民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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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与创

新，社会正义实践的目标就可实现。

(四) 绿色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绿色社会工作者在保障社会和环境正义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以下总结了社会工作者在公平和

道德的原则下，在灾害之前、期间和灾后可以扮演

的保护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角色。[5]206-207

● 不伤害人类、地球上的植物、动物或自然环境；

● 通过促进实践者讨论减少温室的可能方案

提升人们的意识，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替代

模式，充当文化口译员，以促进根植于文化的跨学

科、组织和社会的讨论；

● 为预防措施进行游说，如住房建设需要考虑

到当地条件、传统和资源；促进绿色技术的政策变

革，跨国界公平分享资源和应对人为导致的国内和

国际天气变化；

● 动员社区减少碳排放，关心自然环境；

● 通过吸引社区科学专家和当地居民分享各

自的知识，提出新的解决问题的策略；

● 与当地居民、自然科学家、其他专业人士及

决策者进行对话，并利用媒体促进当地、国内和国

际的政策改变；

● 发展涵盖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灾害干预

内容相关的课程，以建立个人和社区的恢复力。

所有人都有责任充当地球的守护者，确保发展

时避免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承认人和生态系

统之间的联系，通过建立生态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繁荣。反之，如果将满足人类

自身需要建立在破坏地球平衡的基础上，人类也将

危及自身的存在。绿色社会工作让所有的社会工作

从业人员迎接这个挑战。

也许有学者会质疑产生于西方时空的绿色社

会工作是否可以移植于中国使用，我们的回应是

“可以作为参考”。现今全球皆面临同样的环境危机

和环境危机带来的灾难，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份

子，即使环境灾难是由其他国家制造的，也不可能

免疫于环境危机带来的影响，全球气候暖化就是一

个明显的例子。中国有责任捍卫环境正义。绿色社

会工作的提出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其

背后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而提出社会工

作新的使命和角色。回到中国的语境，虽然我们坚

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改革开放

带来了经济起飞、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带来了如上文所分析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

也是中国政府极度关注的，习近平主席在多次公开

的发言中皆提出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2017年9月
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其中就

清楚提出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守住绿水青山，

还提出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

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维系当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

后代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39]是故，笔者认为，面

对中国环境危机，要保住青山绿水，实现食物、资源

和生态安全，需要反思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工业

化和商品化的问题。除此，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在面

对环境的议题时，也需要参考西方社会工作所提出

的新理论和概念，开创中国社会工作新的局面，配

合国家新的政策和战略。

以下，笔者将用实例来探讨绿色社会工作在快

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环境危机时对中国社会发展

的意义。

三、绿色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实践

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随之产生的环境危机，

中国社会工作者该如何回应这个挑战？社会工作

者如何与当地社区联系以推动更可持续的社会发

展？社会工作专业人士如何影响国家政策重视环

境变化的可持续性？绿色社会工作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新视角去理解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之间的关

系。它给社会工作行动者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其行

动朝向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方向，反过来也促进人类

的福祉。笔者通过利用第一作者在云南省村寨的农

村发展项目，举例说明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的可行性

以及如何提供一个不同的农村社会工作行动框架。

2001年，本文第一作者和他的同事进入云南一

个壮族少数民族村寨，该村寨被政府划为贫困村，

因为村民们的生活在当时还不能完全达到温饱水

平。这个村子的许多家庭每年都有4到6个月面临食

物短缺状况。面对村寨的状况，第一作者和团队启

动了名为“探索中国农村能力建设的灭贫模型——

云南的个案研究”的行动研究。行动研究的基本路

径是从问题的辨识和需求评估开始；然后根据在地

社区的问题和需求，策划一系列回应计划；接着推

动行动以及探讨推动改变的可行性；最后对行动的

结果进行评估和反思，总结出指导下一步行动的实

用性知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简单介绍各阶

段行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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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辨识与实践议题的产生

在进入村寨的第一阶段(也是行动研究的第一

阶段)，研究团队就发现云南这个少数民族村寨与

中国其他贫困农村有类似的状况。很多村民，尤其

是生活在贫瘠山上的村民，不得不借高利贷买粮

食，很多孩子也因为贫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当地

政府采取了各种减贫策略，例如鼓励农民种植经济

作物(如蚕豆、土豆和生姜)，在冬季从事农业开发，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然而，经过走访农户和官员

发现，这些扶贫手段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有时

反而让贫困加深。[40]研究团队认为，当地的贫困和

经济不可持续性跟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有密切关

系。另外，农业商业化和中国不断向国际市场靠拢，

也加重了农民的脆弱性，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经济

困难。[11,41-44]笔者认为，这样的主流农业发展有三个

不可持续的方面：经济、环境和文化。

在经济方面，当农民转向生产大宗商品作物

时，他们依赖市场获得高产种子、化肥和农药。当市

场价格上涨时，农民的生产成本也大幅上升，而且

每年都在增加。大资本的垄断、市场价格波动和中

间商的剥夺导致了农业生产面临高昂的生产成本

和低廉的市场价格，加剧了农民生计的不可持续性。

在环境方面，农业现代化和商品化也造成了农

村当今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环境危机。大

量使用化肥、农药、杀虫剂甚至转基因种子，造成水

和土地污染，威胁食品安全和人们健康。[45-46]过多

和不适当地使用化肥和杀虫剂造成了严重的水污

染。屡屡发生的农民中毒、杀死益虫和其他野生动

植物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过度灌溉导致土地盐碱

化，一些原来肥沃的耕地不得不被放弃。在一些地

区大量利用井灌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此外，农业商

品化中另一个对环境造成威胁的是大量单一农作

物品种的种植，像在当地，土豆的大规模单一作物

的生产取代了原来的多样化生态，导致本地作物品

种流失。越来越多的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威胁到了

生物的多样性，生态遭受严重破坏。

经济和环境方面的问题常常是分不开的。在农

业发展全球化的年代，跨国种子公司向中国推销的

新品种农作物不仅没有增加村民的收入，反而因为

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污染了水源和土

壤。这些基因改造的品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适

于旱地种植，绿色革命以来推广的品种存在要求肥

水条件高、不适于旱地种植等问题。这些品种仅在

灌溉条件好和降雨充沛的地区得以大面积推广，而

在降雨稀少的地区则难以种植。中国许多本来水资

源丰富的省份也闹旱灾，象云南在2008年前后就遭

受了百年一遇的西南大旱。

在文化方面，由于传统农耕文化消失，在农业

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失去了传统技能和信心。当地

政府出于帮助农民创收减贫的目的，鼓励村民从种

植水稻转变为种植姜，以期获取更好的市场价格。

因此为了种植姜，原始森林被开垦，生态被破坏。然

而市场波动难料，2004年姜的市场价格很好，每半

公斤可卖到约2元，但是第二年市场上的姜供应过

剩，姜的价格突然暴跌至每半公斤0.8元。价格急剧

下降到农民无法回收生产成本的水平，更别说村民

能赚取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日常开支。许多村民，尤

其是生活在贫瘠山区的村民，不得不借钱购买食

物，并支付过高的借款利息。家庭经济损失也使他

们担负不起孩子的学费，他们认为自身的传统价值

观和生活技能变得没有价值。当他们丧失了从农业

生产中维持生计的信心时，他们也失去了自尊和自

我认同。[11]一些老农民们伤心地说道：“我们壮族人

很擅长种庄稼。我们从来没想到种了一辈子地之

后，突然发现不知道怎么去种庄稼了。这些年不论

我们怎么种，都没办法赚到钱。”[44]

(二) 绿色社会工作的介入

经过对问题的辨识，虽然也发现村民生计的困

境，但由于当时研究团队还没有绿色社会工作的视

角，感觉生态和环境的议题并非社会工作专业介入

的领域，于是研究团队只是推动一些简单的扶贫和

文化能力提升的工作。譬如发现学童失学严重，我

们就找到基金会捐款，资助村寨贫困家庭的儿童入

学。我们在村里建立活动中心，然后发展不同的村

民小组，其中妇女小组、青少年小组是最活跃的。我

们当时开了夜校，让中年妇女晚上可以来学习，还

让村里中学生放假时回来当夜校老师。我们还发展

青少年文娱队，希望丰富村落的文化生活。之后最

重要的工作还有孝布改革，与村民共同编写了村

史。虽然这些扶贫工作和文化增能工作都很有价

值，但是如果面对村民生计的困境和需求，驻村社

会工作者们再视而不见，之前的文化项目似乎就推

不动了，工作人员也开始失去了动力，每天躲在活

动中心，不敢面对村民。

2005年，研究团队的思想也开始受到类似于绿

色社会工作理念的影响(当时还没有学者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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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社会工作的概念)，尝试建立了一个包括人类

学家、社会工作者、农业专家和自然科学家在内的

跨专业研究团队，试图通过推动社会经济实践来回

应村民生计艰难的议题。因此，团队采用优势视角，

重新评估社区的优势，盘点社区可利用的资产，发

掘到种米、养土鸡和刺绣是可以发展的社区产业。

于是，驻村社会工作者做村民的思想工作，鼓励当

地村民组织合作小组回归有机农业，种植传统老品

种的大米，并且生产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美工艺品。

研究团队分成两队工作，一组在城市，一组在

农村。这样设计是因为我们开始启动城乡合作的模

式。城市的工作主要是进入城市社区做消费者的宣

传和教育工作。团队与昆明的农药替代研究中心合

作，让农业科学家到社区帮我们做农药危害的讲

座，这样的讲座很受城市居民的欢迎。适逢中国正

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食物安全问题，当时媒体不断

报出食物造假的消息，居民开始关注食物安全。团

队利用社工学生暑期实习活动，把村民带到小区，

跟昆明消费者见面，宣传村寨正在种植生态老品种

大米，这些活动都办得有声有色。我们进入小区与

物业和业主委员会合作，也为未来的城乡合作道路

做铺垫。

农村方面，我们的生态种植尝试2007年初才开

始，非常不容易。因为村民习惯了种杂交稻、用化肥

农药，已经不相信生态种植老品种是可行的，所以

当时只有三户愿意试种。这三户村民的生态大米在

2007年10月底就收成了，为了更好地促进城乡合作

及公平贸易，我们决定推动一次新米品尝会和议价

会。这次活动放在昆明郊区一个渡假村，组织与我

们合作的小区居民一次体验活动。村民把几种新米

带到渡假村，让居民现场品尝。还记得那次的情形，

新米煮出来的饭真的是香喷喷的，很有米的味道。

我们让居民对每一种米都品尝，然后问他们的意

见。他们当然很快就尝到生态大米的不一样，觉得

很有米的香味。接着，我们又让村民和居民一起议

价。村民首先介绍了整个大米种植的生产过程，说

明米价格的构成部分。结果价订下来，最低价的红

优都要六块多一斤。居民一听，相对市场价，觉得有

点贵。我们又让村民解释为何是这个价。当然社会

工作者也有从旁解释市场价剥削的成份，因为没有

反映村民的劳动价值。经过一番讨论，居民接受村

民的订价，原因是有几个中老年居民站出来说话，

他们觉得这个价还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当过知青，

到农村劳动过，知道农耕的辛劳。

种植小组的第一吨米终于碾出来了，由于之前

的宣传工作到位，很多消费者很早就预定了米，所

以米运到合作的小区后，一小时内就被销售完毕。

第一次销售对于村民而言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大家

终于相信种老品种是有可能的，而且是能提升收入

的。第一年的成绩对于我们而言也很重要，让我们

相信城乡合作不是理想，是可能的。但是一吨米的

实验也让我们意识到必须扩大生产，而这意味着要

增加人数。要健康生活，消费者不可能只吃一个月

的健康大米，而是需要一年12个月都有供应。由于

第一次成功了，当再一次发动村民参与时，很快就

有村民加入。但我们又不敢把脚步迈太大，怕消费

者无法消化，于是只让多几户加入。果然第二年的

大米销售出问题了。我们没有做好生产计划，由于

产量增加，我们的城市工作没有做到位，大米就滞

销。团队面对好大压力，如果大米销售不出去，将打

击我们合作社的信心。我们想尽办法销大米，到处

找朋友买。记得笔者每次都拉大米回香港，就算家

里没吃完，也不断拉。但最后我们的米还是没有完

全销售出去，为了不打击合作社的积极性，我们还

是把村民的米全包下来了。

几年的实践，跌跌撞撞，中间有很多困难和挑

战，大家还是坚持要做生态种植。2013年种植合作

社正式成立，其规模越来越大，到了2015年我们扩

大到五十几户，耕种面积也有了100亩。这是一个很

好的势头，大家似乎都很兴奋。记得有次在寨子路

上跟合作社成员聊天，他兴奋地分析种植合作社未

来的发展，认为如果每年有这么多的农户参加，要

不了多少年村寨就可以变成全面的生态种植，生态

村的理想就可以实现。当时大家还有一些积极的行

动，希望能在中心旁边建一个碾坊，方便合作社碾

米。因为每次要拉米到乡上，虽然不算很远，但也不

甚方便，而且也还有成本问题。如果有了自己的碾

坊，合作社卖米时才碾，这样也能保持米的新鲜。于

是合作社决定用这些年累积的公共基金来购买碾

米机。

尽管种植合作社中间也出现过一些问题，试过

解散重组，但总算走出了一条路子。研究团队对这

么多年的实践有了一些评估和反思。

(三) 实践成效与反思

行动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对实践成效的评估和

反思。以上的合作经济实践促进了社区参与，加强

了社区凝聚力，最终达到回应农村可持续发展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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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城乡链接的发展模式利用本地资源推动有

机生产，在协助城市消费者过上健康生活的同时，

也帮助村民提升了收入。在我们掌握的数据当中，

大部分合作社成员的收入比加入之前提升了一倍。

因为走公平贸易的道路，所以大米销售的价格不受

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生计收入相对稳定。

除此以外，生态种植保护和重振了村民的文化

自豪感、身份认同及对土壤和种子保护的意识。生

态种植因为不用化肥和农药，所以面对更大的虫害

风险。云南在2007年前后，每年都遭遇虫害，当年我

们稻穗快成熟时，村寨整个盆地就来了稻飞虱。其

他的农户都赶紧洒农药，唯独我们不能洒，眼睁睁

地看着别人田里的虫死掉，而我们的田却无法阻挡

虫子的破坏。把我们大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赶紧

求救于云南农药替代中心，但他们似乎也拿不出什

么奏效的方法。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我们到村

里询问一些年长的村民，请教他们以前种老品种时

是怎么防虫害的，结果得知以前都是用一些植物

(像雷公藤等)配成的草药来杀虫。合作社成员赶紧

试着配了药，洒到田里，可是洒下去之后，虫好像并

不死。我们那时候心想，完了，第一年如果不成功，

那以后恐怕就很难再推生态种植了。但是，三天后

奇迹发生了，我们田里的虫慢慢死掉，而其他村民

的田，稻飞虱又再回去，而我们的田稻飞虱也没有

回来，终于可以有不错的收成。这些实践过程让我

们学到许多经验，特别是村民开始对传统智慧和农

耕文化有了信心，也对环境生态有了更强的意识。

在推动项目的过程，大家又有了生态村的想像。对

于村民而言，大家希望种植合作社能逐步扩大，种

植面积能逐步连片，因为生态种植的关系，这样有

可能改善村里的环境，包括土地、水等。我们也希望

村民能过上可持续的生活，不盲目消费和制造生活

垃圾。这些都是社区发展强调的能力建设和意识提

升的表现。

农村社会工作推动生态种植的确也保护在地

环境。我们这么多年对土地和田间做过前后对照和

观察，发现种生态大米的田地慢慢在恢复它的肥

力，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我们合作社的田地长出

了很多植物，田收割后可以看见田间有许多小花和

小草，其中有一个四叶草更是田地肥力的表现，因

为村民告诉我们，只有肥沃的土地才能长出四叶

草。我们观察其他种杂交稻和使用化肥农药的农户

田地发现，它们是寸草不生，而且地是板结的。而生

态种植的地是软软的，有弹性。土地是有生命力的，

田间的生物会告诉我们环境正在变化。

我们农村推动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也需要不断

跟现有理论对话。2012年前后，西方学界出现了绿

色社会工作的概念，让研究团队从绿色社会工作的

视角重新审视这么多年在云南农村的实践。绿色社

会工作让我们明白了造成环境灾难的结构性因素

及其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绿色社会工作也让社

会工作实践者在寻求解放性替代方案的过程中有

了深刻的见解，从而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实用策略。

“社会经济”被认为是一种与绿色社会工作可以整

合的实践理论，因为它有清晰的理念和实用的行动

框架。社会经济认为：“经济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

人类服务于经济。”[47]其强调社会正义、民主和集体

主义。社会经济强调经济的活动需要考虑不同经济

主体的福祉——生产者、消费者、当地社区居民，另

外也必须考虑人类的文化或环境的可持续性。对于

作者而言，社会经济是绿色社会工作实践中一种完

美的演绎。

然而，我们也发现推动绿色社会工作时遇到的

瓶颈。虽然合作经济带来了村民收入的提升、环境

的恢复和村民参与规模的扩大，但是，村民理念的

转化却是最困难的。农村社会工作者每年忙于合作

社生产和销售的事，疲于奔命，似乎已经无力去做

意识转化的工作。结果，社会工作者与村民/城市消

费者的关系就只有买卖，村民依赖我们卖米，我们

依赖消费者买米。在村里，只有卖米分钱的时候村

民才显得积极，平日开会有些成员都是缺席的。城

市的消费者只关心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对环境保

护、社区支持农业的问题不太重视。如何建立村民

和城市消费者的主体性？如何培育合作社？如何

让新加入的会员认同我们的理念？如何统一大家

的思想？如何培育合作社的民主参与精神？如何

转化社工与合作社的关系？要回应以上问题，我们

的行动还没有完结。

四、绿色社会工作对中国社会工作

发展的启示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于1979年后恢复。中国社会

工作协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分别于1991年
和1994年成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工作

发展迅速。到21世纪初，超过200所高校开设了社会

工作课程。2006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建设一支宏

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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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迫切需要”，社会工作又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在国

家政策的号召下各地出台了多项措施，包括在各地

建立社会工作试点计划、在不同试点城市建立社会

工作岗位、引进社会工作者专业考试制度。2009年
初，教育部批准了在中国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硕

士(MSW)项目的提议，2018年中国有150所大学获

批开设MSW。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当然是希望社会工作能够协助政府回应社会问题，

协力推动社会发展。然而，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方

面，许多高校的社会工作课程并不能与时俱进，不

能把握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出现的核心问题，学生

的训练未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比如环境问题是

中国社会当今面对的非常重要的议题，尽管环境危

机十分严重，但大多数社会工作的教育者、管理者

和实践者都忽视了该问题，也没有意识到环境议题

对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性。我们对社会工作教育

者、社会工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以及直接

的实务工作者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 社会工作教育

过去几年，当我们演讲时，社会工作教育工作

者和学生经常提出类似的问题：“环境是社会工作

干预的目标吗？”“环境议题是专业实践的一部分

吗？”“绿色社会工作者是否在促进有机农业、农村

合作社和公平贸易？”“这些活动该如何与主流社

会工作实践相联系？”这些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

因为中国现有的社会工作课程很少谈论环境议题。

即使在农村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等课程中也缺乏

绿色或生态的视角。解决这一差距需要能力建设、

提升意识及教育程度。绿色社会工作者可以在中国

各高校开展培训讲座。

绿色社会工作通过呼吁21世纪的新使命和愿

景来重新定位社会工作职业。它向社会工作者提供

了将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相联系的新视角，在环境

变化的背景下质问结构性的不平等，理解环境恶化

对人类福祉和社区造成的影响。我们建议中国社会

工作教育协会将绿色社会工作的新范式纳入正式

课程，以跟上社会和环境的快速变化。这样的转变

有助于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和实践者做好应对中国

灾害的准备。这将帮助他们获取一种环境正义感，

在受灾或环境恶化的人群和社区中能发展出适合

的、与地区特色及文化相关的干预措施。通过充分

训练，他们可以获得合法性和地位，为政府解决环

境相关问题提供建议。

(二) 政策倡导

当前的环境危机激发了民众的积极行动，引发

了对破坏环境的质疑。2012年中国有5万多起环保

投诉活动。[48-49]正如Nakano和Yang所说：“中国的空

气污染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50]政府已

经试图对民众的这些呼声做出保证。例如，李克强

总理在2014年3月宣布要“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坚

决向污染宣战”。同年5月，中国政府25年来首次修

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些举措反

映出中国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之间关系的理解

正在发生变化。[51]

谁能给政府提供应对环境危机的好建议？环

保非政府组织并不适合去做，因为政府似乎非常谨

慎。[52]在应对气候和环境灾害时，政府很容易提出

这样的管理策略，比如重点关注灾害预测，加强气

候科学预测可减少不确定性，优先考虑专家知识，

增强个体恢复力和适应力，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

国家政策忽视了环境问题的社会复杂性以及社区

专家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绿色社会工作为社会

工作者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方法，重新思考环境发展

和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并认识到变革应依赖政

府、机构和社区的支持，他们应在相互尊重、合作生

产及平等的框架下展开行动。绿色社会工作可以填

补巨大的知识鸿沟，将社会/环境关系的复杂性引

入宏观层面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并基于本土社区嵌

入的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向政府提供具体建

议。此外，绿色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决策者更清楚

地思考如何为所有人创造安全、可持续的自然环

境，以及如何制定可持续和公平的政策解决方案，

让人们感到受支持、公平正义和结果公平。

绿色社会工作可以支持中国政府的政策方向，

助力联合国仙台减灾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现。[53]201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

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的若干意见》发布，其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夯实现代

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强资源

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农村产

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推动城乡协

调发展，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村改革，

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

作的指导。[54]

运用良好的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社会工作

管理者有可能倡导政策改变。例如，我们与国内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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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本土组织展开合作研究，不仅暴露了国内农业发

展的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的问题，而且还组织农

民回归有机水稻生产，建立公平贸易市场和城市消

费者网络，以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除了通过开展

绿色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来开辟农村替代性发展

道路之外，我们还在国内进行政策倡导。2015年，我

们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保护中国传统种子的提案。

五、结束语

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许

多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可持续发展的

恶性循环，更造成灾难的恶性循环，导致脆弱的现

代生活。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转向社会，

应逐渐从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转向以人为中心的

环境友善的发展。不是任由资本自由驱使农村社

会、商品化农田，然后剥夺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计，

经济的发展应该考虑农村地区的实际，推动建立农

村社会的根基。与市场经济相比，绿色社会工作者

是促进一种以人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合作的、民

主的以及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因此这个发展模式不是消耗取向而是在满足人们

需求的同时要照顾环境。

市场化导向发展的弊端是受资金的强烈控制，

将人和土地商品化，破坏了社会和环境的关系。绿

色社会工作倡导另一种发展模式，它在社会关系中

嵌入经济，重视环境的保护。它是多元化的、自下而

上的、民主的、非垄断的，并且优先考虑社区和个人

的发展需要。

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会企业、公平贸易、社

区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是绿色社会工作实践的一些

具体例子。通过一个生态中心的框架促进人与其文

化、经济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从而保护环境和提

升人类幸福，并致力于改善结构性不平等和不平等

的权力及资源分配，尤其关注到妇女、儿童、老年人

和残疾人等群体的利益。这对中国在应对环境危机

方面会有很多贡献。

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和四十多年的市场

经济后，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在实践和探索中，绿色社会工作为中国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中国的社会工作者

需要承担起应对环境问题的专业责任，理解环境恶

化对人民和社区福祉的有害影响，尤其是对弱势群

体和边缘化群体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应该

重新考虑如何将绿色社会工作纳入主流课程，因为

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和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环境

敏感性，并了解环境不公如何加剧各种形式的不平

等以及破坏人们生计的相关知识。

(感谢杜伦大学高级研究所和欧洲联盟支持作

者在杜伦国际高级研究奖学金计划下的研究合

作。同时也感谢利丰社会政策研究基金对古学斌

在中国大陆开展社会经济研究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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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工作期刊)，2018年获得该期刊年度最佳论文奖。作者在原版

本的基础上作出改写，在此鸣谢左涛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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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Social Work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GU Xuebin1, Lena Dominelli2

(1. Faculty of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2.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tirling, Scoltland, FK9 4LJ, England)

Abstract: As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is looming, China is fac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toward it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imilar to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face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Western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green social work, advoca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environmental topics
for discussion to social work specialty and its importanc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 paper starts by reflecting
on the challenges China has faced in it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city dwellers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t then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green social work and explains the challenges
and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to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with practical examples on how green social work responds to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caused by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llu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 words: green social work; environmental crisis; social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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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l Practice of Urban Grass-root Welfare Governance and the
Deviation of Welfare Supply for Children in Distress: Based on

Surveys in Seven Pilot Areas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LIU Yulan1, 2

(1. Qu Qiubai School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Jiangsu, 213164, China;
2. Centre for Social Policy Research,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2052)

Abstract: The provision of children’s welfa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ldren’s welfare system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period of planned economy, the supply of welfare for urban children in distress has see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t the policy level.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found among the supply subjects, the
supply content and the supply objects. In addition, governments, families and societies on local level have
basically formed a welfare supply model for distressed children. However, the welfare supply for urban children
still faces such problems as fragmentation, inaccuracy and absence of subjects, which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risk control, technical governance, non-equivalent relationship and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urban
welfare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 level. In order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he supply and management of
welfare for urban children in distress,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cognition of children, reconstruct the
supply target of children, and optimize the 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 for children’s welfare.

Key words: children in distress; welfare management; welfare provision; syste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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