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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任务∣003∣ 

2007 年 10月，深圳率先出台了《中共深圳市委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深发〔2007〕18 号）及

其配套政策文件—— 即被业界所熟知的深圳社工“1+7 文件”—— 标志着以政

府购买、民间运作为主要特征的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工作开始在内地发展起

来。随后，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纷纷跟进，彼此遥相呼应，却又因地制宜、

各具特色，整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服务领域涉及扶贫济困、养老助残、

社区服务、社区矫治、心理辅导、精神健康、救灾、禁毒、司法、维稳、宗

教、优抚安置、学校等多个领域，甚至两年前还出现了“动物社工”的新闻，

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不能说这样的一种发展状况不好，但是从专业服务的角度看，最起码有

不少服务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不够规范的，无论是社工的定位、服务的导

向，还是服务的策略、服务的内容等，普遍缺乏一定的社工专业元素，因此

也招致了很多质疑。比如政府层面会觉得每年政府财政投入不少，却难以收

到预期的社会效益，难以看到明显的服务成效。与此同时，社会层面也有对

社工专业性的质疑—— 社工的工作就是在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是锦上添花，

感觉和居委会的工作没什么区别，甚至还没有人家做得好。更加遗憾的是，

面对此类所谓的“质疑”，很多社工不知如何回应，有的甚至唯有沉默（可能

也是默认），这无疑是对专业自信的严重打击，也让社工的专业形象严重受损。 

实事求是地讲，这里面固然有社会工作事业的决策者和推动者对社工的

使用及定位问题，但也不排除目前很多社工从业人员存在对自己的社工身份

和专业任务认识不清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定义就意味着不同的定位，不同

的定位也就意味着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专业任务。 

在社工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是社会工作不行，而是从事社会工作的

人的能力不行。这虽然只是一种调侃，不能成为忽视社工专业性和服务成效

性的借口，但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信息还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提升社工的专

业性，体现社工服务的成效性，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的，不仅仅是业界。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办法》（穗府办规

〔2018〕13 号）就明确规定了社工要重点开展补救性服务、支持性服务、预防

性服务和发展性服务。这个表述，对于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与分类颇具借鉴

和指导意义，同时无疑也是对社工专业任务的另一种阐释。 

我们认为，社工的专业任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使改变。促使改变是

社工实践的核心及关键任务。衡量社工专业成效的最佳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



∣004∣促使改变  让美好发生—— 3E 社工干预策略及实践 

服务对象在社工介入之后是否发生正向改变以及改变的程度的高低，而且服

务对象的这种改变应该是正向的、积极的，有利于个体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改

善。在专业关系互动的过程中，有两条同时行进的主线，一条是社工方面的，

即社工能否找到适切的促使服务对象发生改变的着力点，并推动改变；另一

条是服务对象方面的，即服务对象有没有在社工的协助下确定自己的改变焦

点，并主动改变。这个“干预—改变”的交互历程，体现出来的就是社工的

专业性和成效性，而这些恰恰也正是社工的专业任务。 

那具体从哪些方面促使改变呢？换言之，社工可以促使服务对象发生哪

些方面的改变呢？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人不是完全独立存在的个体，了解一

个人，必须将其放到他所处的环境中进行，而人所处的环境—— 生态系统，

可分为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这四个依次层叠、彼此之

间又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 

因此，社工的专业任务就是从这四个层面进行介入和干预，使服务对象

发生积极的改变，简述如下： 

微观系统层面：修复个体的社会关系 

微观系统，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这个环境是不断变化和发展

的。比如一个人的核心家庭、幼儿园、学校、邻里朋友和同伴关系等。此时，

社工的专业任务就是协助服务对象厘清角色定位，改善人际交往模式，修复

和促进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等。 

中间系统层面：增强个体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中间系统，指各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如果微观系统之间有

较强的积极联系，发展可能实现最优化。相反，微观系统间的非积极联系会

产生消极的后果。此时社工的任务就是促进服务对象各微观系统之间的积极

联系，增强个体与环境的良性互动。社工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是多维度的、

全方位的，以服务对象的改变为重心，从目标对象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不同

情境场域带来的影响，综合评估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审视对应改变焦点

的多层次介入着力点的可操作性，并能够预判推动服务对象改变的效能。 

外层系统层面：组建社会服务网络 

外层系统，指个体未牵涉其中但会影响个体或被个体所影响的系统。例

如，父母的工作环境就是外层系统影响因素。社工的任务就是链接资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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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服务对象的社会服务网络，强化个体与外层系统之间的良性作用，隔断或

弱化两者之间的消极影响。首先，社工要致力打造一个相对完善的专业服务

网络。其次，社工要重视行业内跨领域的关联服务。此外，在提供社会工作

专业服务的同时，社工还要特别注重跨界合作，即建立社会工作与其他行业

的联动模式或机制，共同为服务对象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携手解决其面临

的复杂的、多元的问题或困难。 

宏观系统层面：社会政策维护和倡导 

宏观系统，指的是存在于以上三个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

宏观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广阔的意识形态。因此，此时社工的任务就是要改变

和创造环境以获得更好的个人适应性，比如社会政策维护和倡导等。在这个

过程中，社工有三个方面的专业任务：一是维护现行的社会政策，发挥服务

提供者和政策传递者的角色。社工要熟悉现行社会政策，学会借助社会政策

为相关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救助帮扶或专业服务。二是社工要发挥社会政策

倡导者的角色。古语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社工深扎于

基层提供服务，对于基层的问题和需求相对比较了解，如何将社会上的普遍

问题和共性需求反映出来形成社会关注点，促使其被纳入社会政策的讨论，

并上升为社会议题乃至政府议题，以谋求问题的解决或需求的满足，这需要

社工发挥其社会问题的发现者、社会议程设置的参与者、社会政策的建议者

的作用，而这正是社工在社会政策倡导方面的专业任务。三是社工要时刻注

意践行“助人自助”的核心理念，要推动服务对象对其处遇的改变，对其进

行社会政策的倡导，而不是全由社工代办。 

综上所述，要体现社工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一定绕不开上述四项专

业任务，因为这是社会工作服务的根基所在，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地位和专业

自信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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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假如社会工作服务是一棵树 

社工开展服务的基本逻辑脉络就像一棵树：树根对应的是理论及概念基

础，吸收养分辨析改变范围，掌握改变发生的来龙去脉；树领对应的是需求

预估，树领借由树根的盘根错节更能透析改变需求；树干对应的是社工实施

的专业干预和服务对象的改变轨道并行互动，促使改变发生；树冠对应的是

服务方案的设计及执行，是目标对象产生改变的载体（见图 2.1）。 

 

图 2.1  社会工作服务是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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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本节的内容阐述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对话： 

女儿：我同学家地方很大，她家住豪宅，是三层别墅，每层 200

平方米，还有花园，私人游泳池，车库；她家就是爸爸、妈妈和她，

另外有六位用人，还有多名司机，因为她家有好几部私家车。 

母亲：你是我的女儿，她不是！不如你跟你同学交换，你做她

爸妈的女儿！ 

女儿：（把头扭到一边，一路不再言语） 

母亲：（十分不悦，但也没有再说话） 

这段对白发生在香港地铁上的一对母女之间。母亲大约 40 岁，受过高等

教育。女儿约 13 岁，中学生。她们家属于双职工家庭，父母均为中高层职业，

家里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该女儿为长女。一家六口和一位外籍用人同住

租用的 60 平方米的私楼。 

假如你是一名社工，机构让你介入本案例，你会从何着手呢？相信每个

社工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但是首先要做的工作却是相似的，不外乎初步的专

业审断、服务需求预估： 

（1）这属不属于社工的专业任务范围？即对案主的行为如何界定？ 

（2）如果属于，谁是社工的案主（即目标对象）？是母亲？女儿？还是家庭？ 

（3）案主的改变焦点在哪里？即社工要从哪里/哪个情境场域开始介入？

介入的着力点又在哪里？如何触发目标对象的改变动机？ 

（4）社工介入的策略是什么？是个案辅导？还是家庭治疗抑或亲职讲座？ 

（5）社工的具体行动计划及方法是什么？ 

⋯⋯ 

这一连串的预估与自我提问的思考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社工专业服务的

思考脉络，或者叫逻辑过程，围绕的不外乎专业社工的首要任务：促使改变，

不推怎成社工师！社工的每一项服务都不外如是，最终能够显性地呈现出来

的却只有一个，即社工的具体行动计划。一般来说该计划是指个案治疗方案、

小组程序设计、活动方案设计等。 

对于一般社会大众或者服务对象而言，他们需要知道的仅此即可，但是

对于社工而言，这却是必须经历的思考过程，甚至需要更加深思熟虑，比如

创建精专服务模式，进而从多层次介入，推动改变螺旋产生。如果没有这个

过程，社工推行的服务将是无本之木，其行动计划很可能会沦为应对困难的

“次等解决方法”（香港，叶锦成，2011）。不仅如此，这个思考的过程，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