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987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及其它高等学校试办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开始，我国社

会工作专业教育已走过28年的历程，虽然与英美等国相比专业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横向看

社会工作专业布点成星火燎原之势，纵向看已形成了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等阶梯式办学层次。专

业开办数量的激增和办学层次的扩展充分说明了旺盛的社会需求和高校快速地专业跟进。但评

估其发展的生态环境和质量效益却不容乐观，正如有学者所言：“社会工作专业化走在了职业化的

前面”（孙庆民，2007）。其实，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也不尽理想，充其量也属“半专业化”（邹吉

宏、董立景，2010）状态。然而，这种不协调的运行进程使专业发展拐入艰难的生长困境，也为人才

培养和社会治理埋下了潜在的隐患。本文通过反观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热”“冷”两重天现象，对

社会工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国家政策要求与落实的“热”与“冷”

社会工作专业从无到有，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内在需求，说明专业自身发展突

破了“零”的困境，更彰显了国家对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视与支持。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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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热”、“冷”境遇及反思

任务的加剧，以及社会服务规范化的推进，党和政府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

更高、支持力度更大，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很强方针政策。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

出要“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并明确指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①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将社会工作人才列

为“六大人才之一”，②不仅使其与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

实用人才并驾齐驱，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标志着社会工作已成为一种职业被划分出来，并

得到国家认定。2011年中组部等18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以

下简称《社工意见》）中提出：“建立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战略

目标”。③2012年中组部等 19部委又联合颁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

2020年）》（以下简称《社工规划》），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了科学设计和周密部

署。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

这些大政方针均体现了社会工作人才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社会责任。可以说，

在我国的几百种专业中，还没有哪一个专业获得如此礼遇。显而易见，国家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

层面切实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热能量”，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获得了良好的

政治和经济基础。

此时，学界普遍认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春天已经到来。然而，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春雨却贵如

油。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起步晚，且走到了职业化的前面，致使专业发展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其职业化的前提，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又是其专业化的关键。审视我国社会工

作职业化的过程，专业人才的“奇缺”与“过剩”成为一对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一现实矛盾的根

源之一是社会工作者没有法定职位和充足的劳动岗位。《社工意见》和《社工规划》均明确提出，“建

立健全城乡社区、相关事业单位、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岗位开发设置和专业人才使用政

策措施”。④但时至今日，文件的落实总体上没有实质性动静，社会工作岗位依然冷却在火热的政

策之中。这种有专业无岗位的现状，给尚未强大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可谓当头一棒，也使本来对

社会工作专业兴趣不浓的学生加速放弃了社会工作职业定向和职业选择，最终对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的壮大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尽管有些地方零星地提了一些措施，个别地方象征性地设置

了岗位，但存在着“有岗位无职业序列”和“设岗位不招人”的弊端，这无疑给正在升温的社会工作

专业教育与职业发展泼冷水，着实让人透心凉。

二、社会对专业人才需求与认可的“热”与“冷”

加快建设一支规模大、结构好、素质高、社会急需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对国家而言，是转变政

府职能、实现政府购买服务、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和大众满意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夯实党的执政

基础的关键所在。对社会来说，是强化社会治理、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

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中等

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按照国际惯例，此时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存在诸如经济增长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②参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③参见《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④参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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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弱势群体

问题增多、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重大问题。如何成功跨越“陷阱”，保证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势在必行。有学者指出

当各国和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数量占总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二时，表明这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越

高，社会服务体系越完善。按照这个比例数计算，中国未来需要300万以上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才

能有效满足社会需求①。2006年中央适时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决策；

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到2015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

200万，2020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300万”的发展目标。《社工规划》进一步提出“到2015年，我

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将增加到 50万人，到 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将增加到 145万

人”②。近年来，各省级政府部门也相继提出了本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规划和人才总

量需求发展规划和目标。如，2012年，地处西北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提出，

到2015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合计）计划达到11.1万人，2020年计划达到17.45万人。

可见，社会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热度日益高涨。但是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认可度

与就业率依旧冷清冷冰。一是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不高、薪酬待遇低下、社会保障不完善。二

是社会工作者的就业门路十分狭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目前可供选择的只有发育不良的社会组

织，且不是专业学生的首选。三是社会工作专业的认同度低。一方面在高考填报专业志愿时，家

长和学生均不选择社会工作专业。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职业定位不是社会工作而是公

务员。即使个别学生无奈之下从事了社会工作行业，但其心理状态时刻准备着伺机逃离，因此，社

工的流失率居高不下。据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声望量表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声望在所

统计的 69 个职业中，仅排名 53 位（蔡秀萍，2008）。

三、学校专业设置与投入的“热”与“冷”

自北京大学设置社会工作专业，招收和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以来，各高校也相继设置了社会

工作专业，其发展态势风起云涌。据新华网2013年8月13日报道，“目前，全国已有320多所高校

设立了社会工作专科和本科学历教育，其中266所高等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本科教育，60所高职

高专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科教育，每年可培养１万多名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共有61所高校

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每年可培养1000余名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米丰，2013）。教育部公布的

“ 201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或审批结果”显示，2014年又有11所高校设置了社会工作

专业。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从2014年开始审批权下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悉，2014年全国新

增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43家，总计达到104家。按照教育部2014年公布的本科院校1170所计算，

我国有28%的高校设置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

然而，在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设置“热”的背后，潜藏着影响专业发展的“冷”隐患——重设置轻

建设。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师资队伍建设滞后。教师队伍大多是由哲学、社会学、法学、

管理学等教师“半路出家”构成的“杂牌军”。一方面师资队伍的专业化程度低下，且严重缺乏社会

工作督导。另一方面师资数量不足，生师比超高。学校忽视教师的引进、培养、管理和团队建设。

近年来存在部分教师因办机构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游离于课堂之外的现象，严重影响人才培养质

① 郭筠．美国拥有社会工作专业人员85万 中国目前仅有36万[EB/OL ]．中国经济网，2014-03-19．

②参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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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第二，人才培养方案欠科学。各学校的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没有自成一家，基本上附属在其它

学科专业门下，社会工作专业的人才培养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哲学化、法学化、社会学化倾向

明显，专业内在的特质与张力在西化与泛文科化的压抑下未能凸显。第三，实验室建设投入不

够。一是把社会工作等同于普通的文科专业，没有认识到社会工作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的重要

性；二是已有的实验室设备简陋、面积狭小；三是因缺乏实务教师实验教学因陋就简、应付差事，没

有达到应有的量和质。第四，不重视与实务部门的合作。一是多年来只在学校内随心所欲、闭门

造车；二是很少组织学生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活动，忽视专业实习和督导。培养的学生不但理

论与实践严重脱节，而且缺乏公益心和社会责任。第五，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置在许多学校只是一

种点缀，属非主流地位，没有话语权，在各种资源的配置上处于劣势。

四、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既是国家加强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应对产业结

构调整、承接政府服务职能、帮助弱势群体的需要，因此，专业持续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如何使专

业所面临的“冷”境遇转化为持久的“热”效应，把表层热现象转化为专业发展的内能量，是当前我

们应深思并极力解决的课题。

（一）强力开发社会工作就业岗位，使专业化与职业化协同发展，是社会工作专业持续发展的

前提和关键

社会工作的产生或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缘起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的高低有

赖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优劣，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步伐又受制于社会工作职业化水平。我国社

会工作职业化程度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而对我国20多年来社会工作教育的成果（人才）造

成了一定的浪费，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健康发展。英雄无用武之地，社会工作

者无“位”难有“为”。《社工意见》和《社工规划》给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者吹来了春风，但我们

渴望的是19部委持续带来的“惊雷与透雨”。第一，19部委继续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分工协

作，自上而下层层展开，必要时采取非常规手段，强力开发社会工作就业岗位，切实落实《社工意

见》和《社工规划》中提出的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尽管目前个别地方以政府名义出台了社会工作

岗位设置意见，但毕竟力量有限，推力不够。社会工作在我国虽然已被界定并承认为一种新型职

业，但就业岗位才是实现职业设定和职业化的前提，如果没有充分的就业岗位，职业化只是一种空

想，专业化也会受到极大的掣肘。第二，拓宽岗位开发范围，除了在城乡社区、相关事业单位、公益

慈善类社会组织开发社会工作岗位外，在承担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政府机关也应设置社会工作岗

位，其实政府机关的许多公务员自身也需要专业社会工作的援助。在社会工作的发源地——英

国，“社会工作者中，有超过90%的人员被雇用在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其余的绝大部分被志

愿者组织所聘用，只有极少数人从事私营社会工作（曲玉波，2009）。”第三，尽快出台在国家和地方

公职人员招考中增加社会工作岗位项目的政策，为城乡社区、相关事业单位、公益慈善类等社会组

织单独招考社会工作岗位工作人员。因为国家的就业政策是学生职业选择的风向标，也是提升社

会工作专业地位的驱动力。通过倾斜性政策大力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中提出的社会工作人才总量目标。否则，规划方案中提出的发展目标将成为一些无用的

甚至损害政府信用度的数字。第四，各级政府应大力培植和发展社会工作机构，助推其能力建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热”、“冷”境遇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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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同时要切实简政放权，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把不应该做和做不好的社会服务职能和

事务，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通过支持、壮大社会工作组织的办法给社会工作者搭建舞

台，开发岗位，提供机会。

（二）科学建立社会工作法律法规，提高社会工作者社会地位，是社会工作专业持续发展的保

障和推力

不论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还是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其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制度保障。社

会工作是一种制度和方法，“社会工作职业化本质上是社会工作制度化（张昱，2008）。”然而，恰巧

社会工作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牵制了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教育发展的前进步伐。社会工作的

发源地英国，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社会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国家相继制定出台了《照顾标准法案》

（规定了‘社会工作者’头衔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必须经过社会工作注册机构注册登记后才可使用

‘社会工作者’称号）、《英国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高校社会工作专

业教育审批、评估和监管条例》、《社会工作者伦理手则》、《社会工作者及雇主实务准则》等一系列

法律法规，建立社会工作者注册制度、社会工作教育培训准入和评估制度，以及社会工作者行业自

律制度等（民政部社会工作司，2010）。”目前正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社

会工作教育与实务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借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东风，加强社会工作领域的法制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职业化与专业化水平。第一，由国家立

法机关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经验，结合国内

实际，制定一部专门的类似于《教师法》、《律师法》的《社会工作师法》，科学规定社会工作师的使

命、地位、权利、义务、执业资格和任用、培养培训、考核评估、职称晋级、工资待遇、法律责任等一系

列重大问题，强化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的法律地位，赋予社会工作者和公务员、工程师、会计师、

律师一样的职业尊严。借助法律力量贯彻落实《社会意见》和《社工规划》等国家精神，防止国家政

策只停留在口号层面。“社会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和促进，这是国际上的

通行做法（熊贵彬，2006）。”第二，以《社会工作师法》为指导，整合、完善我国现有的相关社会工作

方面的法规和政策文件，如《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

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办法》、《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办法》等，

对社会工作者的入门资质、职业领域、职业等级、执业标准等进行严格规制的同时，明确政府管理

机构职责权限和管理范围，防止多部门管理状态下造成的“龙多不治水”或“权力真空”现象。保障

法律的有效行使。第三，建立政府对社会工作机构的经费投入机制和政府购买服务的常态化机

制，给社会工作者充分开展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建立合理的社会工作者薪

酬、福利制度，职务（职称）晋升制度，职业保护、职业救助制度，遏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后不选

择社会工作岗位或者选择后伺机流失的严重现象，保证社会工作者在无后顾之忧的状态下创造性

地开展专业工作。香港社会工作运行机制告诫我们，政府的政策主导、财政支持和行政推力，是建

立专业化社会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与保障。第四，充分发挥各级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和社会

工作者协会的引领和督导作用，建立社会工作者行业自律机制与规范，强化社会工作机构内部治

理力度，保证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服务质量、社会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

（三）高度重视专业建设工程，给社会工作专业配置充足的资源，是社会工作专业健康发展的

基础和保证

学校是教育工作的主办方，是社会工作专业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责任单位。如何彻底解

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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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专业设置“热”与专业建设“冷”的问题是摆在相关高校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而紧迫的任务。作

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笔者认为应从如下方面入手着力解决。第一，学校领导层要从全力贯彻

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宏大社会工作队伍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社会工作专业

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科学规划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方案，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力度，走本土化、

特色化、内涵式的专业发展道路。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专业经费投入、实验室建设、实践教学环节

等方面给予强大支持。同时要注重教学团队的建设，特别是社会工作督导队伍建设，以及各环节

的教学质量管理。不要把社会工作专业当成扩大规模的点缀品，而要视为内涵发展的增长点，使

其从非主流的边缘位置步入主流的学科专业群中心，从专业的“热”设置走向“热”建设和高品质的

轨道上来。这既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校的共识和做法，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工作人才需

求的大势所趋。第二，建立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共同体和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社会工作是一个

应用性极强的新型专业，它不但需要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专业的理论支撑，而且

还需要独特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熏陶和大量的实务督导与训练。不但需要学校自身在教育

规律指引下的规范培养，而且还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及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参与。因此，学

校必须跨出传统文科专业教育闭门造车的樊篱，革新以说教为主的培养模式旧制，以及法学化、社

会学化等办学倾向。走开放式合作化的特色发展道路，与政府机构、实务部门、相关院校、学生家

庭等方面进行战略联盟，构成有机的人才培养共同体，在社会工作机构广泛建立人才培养基地，与

其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共同开发优质教材、共同组建教学团队、共同组织

教学活动，弥补学校人才培养的短板，开创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和成长的新模式。第三，深化学校专

业建设与教学改革。如建立专业负责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建立学生导师

和实务督导制度，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推行“课堂——项目——基地”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蔡秀

萍，2008），改革传统的课程设置、课堂教学方法和考核手段，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的空间，注重

学生的思维训练；开展连续式、分层次、分阶段、分主题的实习实训活动，强力落实800小时的实习

要求，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社工理念、专业价值观、实务能力和专业使命感。

总之，只有通过高质量的专业建设，培养高素质的人民满意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实现社会工

作的“完全专业化”，以及与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协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工作专业的“冷”

境遇，保障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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