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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面对的困境与对策 

——基于芜湖市 H社区为例 

魏浩
1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转型加速，面对社会矛盾和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呈现多元性、复杂性

的表征。为回应时代需要，党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社

区治理是以处理社区矛盾解决社区问题为出发点。社会工作凭借着其专业性、科学性、艺术性，在回应群众需求，

优化社区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在调研的 H社区发现社会工作在介入社区治理中存在专业化特质不足、实践权

限受制约、角色定位不清等问题。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社工专业技能、厘清角色扩大治理权限等来推进社

区社会工作良性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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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改革开放深入、社会转型加速，社会矛盾和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化，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难以回应复杂多样

的社会需求。传统上社区作为居民的庇护所和情感支持地，其具有共同的社区文化、相似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工业化、现代

化的发展，社区的形态与内涵发生巨变，混凝土高楼改变了以往的交往方式，现代城市社区具有利益高度分化、社区生活原子

化、社会交往的碎片化的表征。为此，国家提出要创新社区治理，而社会工作因为其自身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成为是创新

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载体。笔者研究的 W 社区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既发挥着积极作用也面临着些许困

境。 

1 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可行性 

社区是都市体系的细胞、是都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的优劣决定着都市治理的深度与质量。社会工作是一门双重复

合的专业，既是一种制度化的助人职业也是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在社区治理中，社会工作作为第三方的社会力量，在社区治理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秉持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运用科学化、理论化方法，在了解民意、解决民需、促进服务对象能力发展、

调试和环境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挥重要作用。社会治理虽是我国近年来提出的概念，对于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由来已

久。我们知道社会工作源于英国，最初的雏形是以救济扶贫、促进就业慈善组织会社的形式出现，在 20世纪初传入我国。社会

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第一次尝试是晏阳初等人为代表，于 1926 年至 1930 年历时四年的华北贫民教育运动初次实践，他们通过

教育来培育乡村自治组织，创新社区生活方式，重建乡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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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作为第三方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在参与社区治理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既是自身的优势的表征，

也是适应时代所需。2006年，我国十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要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出到 2011年

底要培育出 10万名初级社会工作者、万人中级社会工作者的宏大计划。2013年党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社会工作在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治理意见》中明确社会工作在城

市社区治理中的地位，提出专业社会工作是协助服务对象走出困境，补齐社区治理短板、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一环。 

3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中不足 

3.1社会工作组织专业化不足 

社会工作作为非营利性的第三方部门，嵌入社区行政管理体系。本该秉持“在地化、人在情境中的专业视角”,运用社会工

作中最经典的个案、小组、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然而在芜湖市的拆迁小区 H 社区走访调研中发现，该社区社会工作组织是嵌入

到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该社工机构已成立 6 年，其中专职社工 6 人，本科为 2 人、只有一人是社工专业，其他 4 人为高中、

初中学历。我们了解到该社会工作组织团队文化程度偏低，所提供的服务深度不够，提供的服务更多是社区慰问、社区文化宣

传和简单的志愿活动，缺乏专业性，以至于社区群众更容易把社会工作者当作志愿者。对贫弱群体的问题不能提供专业的解决

办法、链接资源效果不佳。究其原因，社工机构人员素质较低、缺乏专业的教育，不能熟练使用科学、专业的技巧与方法介入。

介入的层次较低，更多注重补救性的措施，没有注重问题的预防与探索。总之社工对社区服务对象的“增能”“培育”不明显。 

3.2社区居民认可度不高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新兴职业，社区居民对社会工作的认知程度低。我们在 H 社区走访时发现，社区居民不知道社会工作是

什么，更有甚者既然不知道社区有社工的存在，许多人把社工等同于志愿者、义工，或者是居委会工作人员。总的来看社区居

民对社工服务认知程度偏低。社工的影响力偏低，这既缘于社会工作宣传不够，又可以侧显社工日常影响力欠缺，所提供的服

务同质化严重，缺乏对社工专业性的彰显。 

3.3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权限不足 

社会工作源于西方，传入我国后社会工作以第三方力量嵌入社区发展。传统社区居委会、街道几经变革仍然呈现较强的行

政属性。社会工作机构对社区的行政机构既排斥又依赖，既要扮演好专业协助者也要扮演专业服务者的角色。社会工作在社区

治理中权限不足，自主性不强。一方面是街道社区居委会的掌握行政权力，拥有权力话语权。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现处于上升期，

还不被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广泛认可。另一方面，部分社会工作组织无法提供独一无二的服务策略解决社区问题，专业性显

现不足。在与社区居委会和街道的工作中，常处于弱化语权的劣势处境。在实际的工作中渐次沦为行政依附者，成为社区的下

属部门，治理权限受到制约。 

4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完善策略 

4.1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专业技能 

一是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具有专业化、科学化的助人专业，离不开教育领域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倡导高校在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中加入社区治理相关课程。二要提高社会工作机构的准入门槛，提高社会工作成员的整体素质。对新招募的社

会工作者既要进行科学专业的入职培训，也要阶段性对机构内新老社会工作者进行培训，不断查漏补缺，注入新鲜血液。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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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评估高校，对教育质量、毕业生质量不达标的延期毕业。四要社会工作机构进行评估，对不作为、没有创新的机构给予警

告，甚至吊销资格。 

4.2融入社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社会工作者不被社区居民熟悉与了解，关键在于社会工作自身能力孱弱，没有切实融入作为一个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进的社

区，尚未融入社区，尚未被社区居委会、街道、社区居民认可。社工所提供的服务将自身与志愿者的作用等同化，专业优势不

明显。社工要加强自身专业性建设，丰富自身理论与实践，听民意、解民难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专业、高效的服务。同时发

挥舆论宣传，让居民了解社工。最后社工要培育居民志愿者组织、积极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转变以往被动参与，到主

动参与、主动服务，发挥社会工作影响力。 

4.3厘清角色，扩大治理权限 

H社区的社会工作机构以通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参与社区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区治理结构。社会工作机构的介入改变

街道——居委会的单一化、纵向化管理模式，呈现街道—居委会——社会工作机构等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多元治理的关键是

社区多元治理主体间要在平等合作、协商的基础上共同治理。在 H 社区，应该厘清相关职责，促进政府简政放权、要给予社会

工作机构更多的自主权，社会工作虽嵌入社区发展，社会工作机构但不是社区的“内脑”,如果以“内脑”的形式介入会出现含

混不清，和谐共处、独立性的共享、共治更好发挥社会工作机构这个“外脑”作用才是主旋律。具体来说，一是政府应该和社

工机构等治理主体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和平共处。这需要政府应该严格规范自己在社区治理中的引导作用，努力做到不缺位、

不越界，还权于民。作为社会组织要在社区中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避免沦为政府的行政管理员，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于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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