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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进程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农村社会工作也面临着

一些困境与挑战。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社会支持理论视角对民族地区，以广西Y乡社工站为例的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问题进行分析讨论。经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工作发展面临个体与客体两

种层面的现实困境，如个体自身认同感低、专业水平较差等，客体层面的资源供给不平衡与发展机制不

完善等因素，严重影响满足地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而社会工作人才是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关

键力量。最后本文针对此类问题，试图提出可行的建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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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work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but in 
practical work, rural social work also faces som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talent teams in ethnic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pport theory, taking Y Township Social Work Station in Guangxi as an 
example. Through research,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work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t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object levels, such as low 
self-identity and poor professional level of individuals, imbalanced resource supply at the object 
level, and imperfect development mechanisms. These factors seriously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work talent teams in these areas, and social work talents are the key force in the de-
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work.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feasible paths for constructing social 
work talent team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o address such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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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重大战略

任务，强调建立健全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及 2023 年印发的《首

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行动计划(2023 年~2025 年)》，都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铺砖加瓦，促

使我国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得到了持续高速发展。《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在今后十

年实施“边缘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1]，为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社会工作、

培养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同时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给予

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民族地区本身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环境、交通等其他因素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在

地化发展。 

2. 理论支持与文献综述 

2.1.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的概念最早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此后精神学、医学、社会学界均对社会支持进行

了研究[2]。当时的学者们主要从社会支持的功能方面和社会支持的操作两个方面来理解社会支持的基本

含义，从精神支持、物质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量化把握上进行了不同的定义[3]。学者汪明亮把社会支持

梳理成四个特征：1) 社会支持的提供者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该网络由不同的社会层次组成，

如政府、群体或个人等。2) 社会支持的接受者一般为需要接受支持的个体，大多为弱势群体。3) 社会支

持的内容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4) 社会支持具有缓解个体心理压力、并能影响个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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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功能[4]。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支持是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所提供的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

或表达性支持。社会网络包括了亲戚、同事、朋友等一些服务对象直接接触的个人；工具性支持指有形

支持与解决问题的行动等，表达性支持包含精神层面的支持等。能够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的社会支持网

络通常分为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5]。有学者认为社会支持的主体要素包括政府支持、

以党建为引领的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形成“三社联动”机制支持，以及由亲属网络、志愿者等

组成的其他支持[6]。本文倾向于采用社会支持是来自于政府、组织、基金会等正式的支持网络，与来自

个体、家人、朋友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本文试图从不同的主体视角出发，探讨如何为少数民族地

区的社会工作挖掘和发展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以此帮助建设好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农村社会

发展与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更添一份力。 

2.2.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研究 

社会工作一始从西方引入中国，因此社会工作在中西方有着各自的特色与要求。西方对于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有着职业化要求，首先是要具备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以及健全的运行机制；其次是要有明确

的法律法规要求，在宏观上把社会工作职业合法化、规范化；最后是要有明确的职业划分，职责、岗位

等方面。查尔斯·H·斯特罗认为，如果要在文化多元的民族聚居地区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活动，社会工

作者需要具备一种民族敏感意识。工作的开展需要基于民族聚居地区的现实状况，并且要将民族文化纳

人到社会工作的开展当中去，工作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考虑民族地区的生活习性、传统文化、社会阶层等

要素。要善于将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同本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融合到一起，以民族地区特色的社会工作

方法开展工作，才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7]。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起步较晚，但整体发展速度较快。学者王瑞华认为，虽然我国目前在各个领域当

中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与之相对的一些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步显现出来，社工人才的素质、质量

和规格还面临着众多挑战[8]。王思斌教授则认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与社会整体的服务水平息息

相关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总体经济水平进步从而使得社会问题加剧，但同时经济水平发展也能够推进

我国的社会工作建设进程[9]。同时他也对民族社会工作者提出，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要求民族社会工作者

一方面要熟悉自身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要熟悉各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语言风俗等，人才的培养和

队伍的建设可以为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保驾护航[10]。学者陈宇鹏认为针对民族地区专业人才能力较

差的实际，应该抓紧制定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规划，明确培养的规模结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和方法步

骤，增强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计划性[11]。崔艳芳研究认为，在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应

该创新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机制，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以便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12]。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即使目前在少数民族乡镇地区还面临一些困难与问题，但我国的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具有很强的潜力，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规律和时机，借助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等，多方

协同治理，合作共赢。因此，本文试图把社会支持理论与广西民族地区 Y 乡实际情况结合，讨论 Y 乡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从不同主体视角发现与分析问题，最后结合社会支持理论试图

提出针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解决路径。 

3. 民族乡镇地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现状 

3.1. Y 乡概况 

Y 乡处于广西西北部，距离县城位大约 41.5 公里，Y 乡北与 G 省接壤。Y 乡总面积约 114.91 平方公

里，居住着侗、苗、壮、瑶、汉等五个民族，常住人口为 14,275 人，其中侗族人口占约 68%，管辖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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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Y 乡侗族特色显著，吃穿住行尽显侗族文化特色，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民族当地居民日常沟通均

用侗话交流。Y 乡社工站为某机构下属的一个驻乡站点，驻点在乡民政办，与乡民政办共同使用办公地

点与设备。因此，Y 乡社工日常主要工作分为两大类：民政业务与社工服务，民政业务有社会救助，残

疾人，儿童和留守妇女，养老四大领域；社工服务主要有建档材料，个案服务，小组工作，社区活动和

志愿服务四大领域。通过对 Y 乡社区调查期间的数据收集以及深入访谈，可得知 Y 乡在本地社会工作发

展、以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与困境如下。 

3.2. 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的认同度较低 

社会工作从西方传入我国，发展尚未均衡，即使国家宏观层面上大力倡导和宣传社会工作，推动社

会工作发展，但是对于大众来说，对社会工作仍较为模糊，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农村地区。社工当跟村民

介绍社会工作时，村民较难理解，一味认为社工同等于志愿者、政府工作人员。对于社会工作的职业、

职责认识也不清晰，不明白社工对自己的作用。此外，Y 乡的首要通用语言为侗话，社工本身也难以准

确地用侗话跟村民表达清楚社工职业的专业理念等，导致社会工作在农村认识度、辨识度较低。 
农村地区宣传社会工作的方式比较单一，首先是社会工作机构在网上宣传、发宣传单为主。村民上

网浏览信息时看到 Y 乡社工站推广的社会工作，大多为大篇幅的文字，村民并不愿意认真阅读了解，推

文阅读量也较低；其次，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于社工也较模糊，不少基层工作人员在行政上不太理解社

工的职责，因此对社工的工作支持力度也不大，社工事务很少被提上日程会议来处理，社工常强制性参

与行政性工作，协助完成行政性指标，不利于社会工作在农村地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3.3. 社会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到位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分化较为明显，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慢、速度缓、发展的可持续性不高，整体

经济水平较低，各项工作均处于资金紧缺的状态[13]。导致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工作也难以正常开展。首先

是农村社会工作在农村缺乏可吸收的财力物力支持，农村企事业单位少，赞助力度不大。其次，农村社

会工作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政府拨款以及购买社工机构服务所得，但由于目前各地政府大多处于财政紧缺

状态，项目制社会工作完成了财政却没有及时放款的能力，导致农村收入来源单一的社工面临生活困难

问题，从而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离职意向高等问题。最后，由于农村社会工作者专业知识、经验有限

等原因，在申请国家项目或者课题时竞争力较低，难以为自己寻找合适的资金来源与发展途径，不利于

社工站或者机构的发展。资金不足不仅会导致员工态度消极和生活问题，还会影响服务的有效开展，资

金紧缺的情况下，社工难以为活动准备充足的物质和道具，影响活动正常进展，也难以调动群众的积极

性。在内生力匮乏与外在支持不到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工作难以在农村长久立足，难以扎根到群众中

去，为群众真正的预防和解决问题，难以把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壮大，更难以助力新时代下的农村社会转

型与发展。 

3.4. 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质量较低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有一定的雏形，但是由于外在社会环境及内在专业能力

等因素的交织影响，使其还面临诸多的问题与挑战。比如 Y 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总量较少，目前为止 Y
乡有两个正式社工，为九个村落服务，面临人手不够与服务质量下降问题。国家指标是每个社工站配备

三名社工，但是很多社工站有离职社工，随后很长时间空缺岗位，不利于社工站内部发展，也不利于社

工下去开展活动和服务。再者，Y 乡的社会工作者都不是社工专业出身，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技

巧的理解不到位，无法在实务中合理运用社工理论与技巧、发挥出专业优势与特点等；不仅如此，有的

社工把这个职业当成短期跳板，离职率较高，不利于农村社会工作的长久、稳定发展。此外，农村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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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强有力的督导，由于种种因素，Y 乡社工站的督导与社工之间具有很大的距离感，不利于社工人才队

伍建设。 

3.5. 社会工作机构运行机制不够科学 

农村社会工作组织虽然有发展了几年时间，但依旧处于摸索阶段，组织本身难以独立在农村发展，

而是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来取得进步。由于政府部门和社会工作组织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难免会对社

工站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基层政府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工站的人员流动，信息交流之间也具有

一定的信息屏障。但与此同时，社工为基层政府工作，同时也依赖着基层政府的权威来开展本职工作，

两者之间除了制度没有明确的界限。 
农村社会工作者大多不是持证上岗的工作人员，尤其是 Y 乡，没有执证社工，有的不想考取职业资

格证，有的则是难以考下，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的执业资格评定工作尚未开展，因此在职的社工基本没

有晋升空间或者其他职称评定，因此在职的农村社工只能坚守在一线。机构虽然有培训机会，但由于资

源的局限性，导致培训力度小，学习机会不多、学习指导不够全面等，缺乏科学性与时代性，无法在实

务中契合农村群众多元性的具体需求。对一线社工的精神指导方面也不充分，没有形成稳定的、正确的

专业价值观与专业认同感，机构与社工关系不仅是地理上的疏远，也是心理上的疏远。长此以往，一线

社工面临多重困境，易产生离职甚至离行想法，导致人才流失现象，不利于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也不利于农村社会工作的长期发展。 

4. 加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 

社会支持理论对于社会工作实践、优化政府与社工机构的关系具有极强的 指导性意义。因此，针对

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在农村遭遇的现实问题与困境，本文将从社会支持理论出发，结合正式

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之间各相关主体的角度，提出以下加强少数民族乡镇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几

点路径，以更好的推进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工作进程，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促进民族

地区的现代化发展。 

4.1. 提高政府部门对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认识 

在农村社会工作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中，政府是重要的一员。要想社会工作在我国得到长足发展，

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宣传社会工作，提高社会工作在全民思想意识的地位，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

作，这一切需要靠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认可和支持才能取得有效进展。要增强领导干部对农村社会工作

的认识，以此提高对进一步加强乡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这是当前进一步加强乡村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 
只有从宏观、正式层面上给予农村社会工作认可和支持，社会工作才能在农村立足。各级政府要提

高社会责任心与使命感，坚持地区经济发展与社区建设并重[14]，不仅要关注经济也要关注社区、精神文

化的发展，树立起良好的社区服务意识，为新时代建设新农村而努力。而建设好新时代的农村社社区必

须依靠农村社会工作的帮助。因此，政府不仅要提高自身对农村社会工作的认识，还要在农村地区大力

宣传社会工作，支持社工开展活动方便群众更接地气的认识、了解社会工作。唯有这样，社会工作才能

才农村地区立下脚跟，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有了群众的认可和需要，将会给农村社会工作者带来莫

大的信心，更好地加强团队凝聚力，有利于农村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4.2. 完善政府职能，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持 

完善政府职能，要把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纳入地区发展议程，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出谋划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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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家的中长期人力资源发展计划，编制好本区域的农村社会工作人力资源建设规划，并提出具体的方

案，实现地方经济与社区建设共同发展，持续推动本区域的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农

村社会工作的财政支持，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资金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在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项

目预算中，划拨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社会工作事业的固定投入，助力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并及时结算

好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项目金，以保证农村社会工作的正常运行发展，保障一线社工的生活。再者，加

快成立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基金，广泛吸纳企事业社会资金、社会慈善捐赠，支持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唯有经济上保持稳定，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才能稳定进行，才能吸引更多优质的人才

投身于农村社会工作，为建设新农村与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4.3. 提高农村社会组织管理能力，实现社会工作组织科学发展 

提高和完善农村社会组织的建设管理能力，完善职业发展机制。合理地设立岗位与晋升机制，保障

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合理有序地流动、发展。完善职业考核标准与体系，把工作和职业资格进行联系，注

重考核指标的针对性。适当完善农村社会工作者的福利待遇，保障社工的基本生活，留住人才，稳定人

才，才能建设好稳定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加强队伍能力培养训练，针对目前农村社会工作者知识

与能力有限的问题，链接校企资源，邀请有经验的前辈或者教授前来给社工培训，讲授社会工作的理论

与方法技巧，以提高农村社会工作者的知识与能力，培养团队合作意识，打造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 
此外，链接校企资源不仅能帮助一线社工提高自身能力，也能为社会组织提供很大的帮助，加强组

织上的管理与完善，建立良好的督导机制，有利于后续社工的发展等等。不仅如此，校企乡合作有利于

为农村社会工作注入新鲜血液，链接学校学生，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同时也能促进经验丰富的一线社

工与理论知识丰富的学生之间交流，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提高活力与生机，给一线社工带来信心。 

4.4. 提高农村社会工作者自身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认同感 

针对民族地区社会工作者面临的问题与需求，应当加强链接资源的力度，为农村社会工作者进行培

训学习，开展知识培训课或者能力培训课程，对症下药，锻炼一线社工的能力。培训农村社会工作者链

接资源、协调合作、专业能力、文书撰写等能力，加强自身技能，建构多元合作关系，强化服务意识，

善于发现问题，加强社区建设能力、沟通能力；理解透社会工作的专业内涵与价值理念，树立良好的、

正确的服务意识，坚持“助人自助”的核心，善待弱势群体，尊重与接纳服务对象。农村社会工作者需

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也要协助政府解决不同的问题，因此，一线社工要对农村基本问题进行系

统的学习，比如医疗、养老、低保、残疾救助、教育等方面知识[15]，为群众解决不同的问题，依靠自身

或者机构、政府的能力，为困难群体争取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逐渐提升自身能力，扩大专业影响力。

结合当地产业文化特色，吸引优质的企事业单位前来开展活动，促进社工与现代化发展的有机结合，学

习新技能。 

5. 结语 

关于影响民族地区社会工作发展及其人才队伍建设的因素很多，社会支持网络不发达就是一个不容

忽视的问题。社会工作要发挥民族地区社会支持网络的主体积极性，积极配合社工，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都深深影响着农村社会工作的人才建设工作，并且，社会支

持网络的质量对于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的服务质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要发挥民族地区的文化产

业、资源等特色，链接现代化资源与平台，推广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促进本民族、当地经济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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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会回馈社会工作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我们要深刻反思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出现

的困难与问题，并发挥社会力量、资源助力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出谋划策，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社会工作在缩小城乡差距与新时代农村转型、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16]，尤其是在民族乡镇

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社会支持网络较弱的情况下，更加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与帮助，而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的建设是推进和完善新时代民族乡镇地区社会转型以及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唯有在人才上下功夫，

才能真正落实建设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任务。由于农村地区的问题较为多样化，加上民族地区的复杂性，

就要求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更用心的支持，全方位各部门的支持、帮助才有希望建好农村人才队伍，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但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依旧面临着理论与实务的

脱离，本土化发展尚欠完备等问题，探索和构建真正能够促进农村新时代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的路径与

模式将会对整个社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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