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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在“五社联动”背景下，对T市C社工站服务模式的创新实践进行了探索与分析。通过深入调研和案

例分析，文章总结了社工站在应对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效率不高等问题时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多元化、

智能化、项目化和合作化等创新服务模式。这些模式通过整合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

者和慈善资源，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服务的高效协同，显著提升了社工站的服务质量和社区居民的

满意度。研究表明，在五社联动的框架下，创新服务模式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还为

其他社工站提供了实用的借鉴与参考。本文最终为推动社工站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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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the service model of C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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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 in T Ci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ive-Social Linkage”.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social work station in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homogeneous service content and inefficient service delivery, and proposes innovative ser-
vice models featuring diversification, intellectualization, projectiz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ese 
models achieve optim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fficient service coordination by integrating com-
munities, social organizations, social workers, community volunteers, and charitable resources, sig-
nificantly enhancing the service quality of social work station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ive-Social Linkage, innovative ser-
vice models can not only better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residents but also provide practical ref-
erences for other social work stations. Ultimately, this paper offer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
port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st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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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居民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的

社会工作模式在面对这些新兴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社会工作作为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居民福祉的重

要工具，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由于传统社工站服务模式的局限性，许多社区服务

依然存在覆盖面不足、服务内容单一、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难以满足当今社会中居民不断演变的

需求。 
为应对这些挑战，“五社联动”模式应运而生。五社联动模式通过有效整合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者、社区志愿者以及社会慈善资源，旨在建立一个多方参与、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综合服务平台，

推动社工站服务模式的创新发展。通过资源的整合与协同，这一模式为社工站服务拓宽了覆盖面，提高

了服务质量和效率，并提供了探索服务模式多元化发展的新方向[1]。这一研究将进一步揭示该模式的理

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本研究以 T 市 C 社工站为案例，探讨在五社联动背景下，社工站如何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

量与效率。具体而言，本文将从多元化、智能化、项目化和合作化四个方面分析五社联动模式在社工站

服务创新中的具体应用。希望通过对该案例的深入剖析，为其他社工站提供可借鉴的创新实践模式，从

而推动社工服务在多变社会环境中的持续改进与发展。本文不仅为社会工作理论提供了新视角，还在实

践上为政府及社会组织优化社工站发展模式提供了建设性参考。 

1.2. 研究目的与问题 

本研究旨在探索五社联动背景下社工站服务模式的创新实践，并对其在 T 市 C 社工站的应用效果进

行分析。通过对 T 市 C 社工站的案例研究，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关键问题： 
当前社工站服务模式的不足。在传统模式下，社工站主要面临哪些局限性和挑战？这些问题如何影

响服务质量和居民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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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联动模式的具体应用。如何将五社联动中的五个核心要素(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

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有效整合，以支持社工站服务模式的多元化发展？这种整合模式在 C 社工站的实

践中是如何实施的？ 
创新服务模式的设计与实施。在五社联动的框架下，如何设计并实施多元化、智能化、项目化和合

作化的创新服务模式？这些创新模式的具体特点、操作路径和实现方法是什么？ 
创新服务模式的实际成效。通过对 C 社工站的案例分析，本研究将探讨这些创新服务模式对服务质

量和效率的提升是否具有显著成效，并评估其对居民满意度和社区融洽度的影响。 
为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本研究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现场观察

等。样本选择覆盖了不同群体(居民、社工、志愿者)，并结合智能服务平台的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五社联动背景下，通过 T 市 C 社工站的实践探索，提出可操作的

服务模式创新方法。希望研究成果不仅能够为其他社工站提供具有可复制性的创新服务路径，还能为政

策制定者和相关社会组织在资源整合和服务模式优化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1.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社会工作在我国快速发展，学术界对于社工站服务模式的研究逐渐深入。许多学者发现，传统

的社工站服务模式存在服务单一、服务覆盖面窄、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2]。为了改善这些不足，国内提

出了“五社联动”模式，该模式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有效整

合，提升社工站的服务质量与效率。研究表明，这种模式能够推动社工站服务从单一的咨询和援助模式

向多元化、系统化方向发展[3]。 

在具体应用上，国内的研究多聚焦于五社联动模式在老年人服务、社区治理和青少年教育等领域的

作用。例如，张思军(2024)指出，“五社联动”在社区养老服务中显著提升了服务的连续性和专业性[4]。
同时，李华(2023)研究发现，社区志愿者在联动模式中通过宣传和协助活动，显著增加了社工站服务的触

达面和参与度[5]。尽管国内研究在模式推广和应用效果方面已取得积极成果，但仍缺乏关于创新服务模

式的具体设计、实施策略以及效果评估的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将补充这些空白，系统分析创新服务

模式的设计与实际成效。 

2.1.2. 国外研究现状 
相比之下，国外对社工站服务模式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许

多国家特别重视将信息技术融入社会工作中，以提升社工站的智能化和服务效率。例如，美国和加拿大

等国家在社工站服务中引入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建设“智慧社工站”平台[6]，实现了服务过程的智能

化管理。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智能化平台能够优化服务预约、进度追踪、效果评估等流程，从而显著

提高服务效率和居民满意度。 
此外，项目化管理模式在国外社工站服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7]。通过针对特定社区问题制定专项项

目，社工站能够提供更具针对性和解决问题导向的服务内容[8]。例如，澳大利亚的社工站通过青年教育

项目、心理健康支持项目，满足了不同群体的特定需求，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服务体系。然而，国外

的社工站模式和实践并不完全适用于国内，因社会文化、政策法规等因素有所差异[9]。因此，借鉴国外

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索本土化创新模式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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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空白与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尽管国内外在五社联动和社工站服务模式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已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在创新服务模式的具体设计方面，当前研究较少涉及多元化、智能化、项目化和合作化模式的具

体实施步骤与效果评估。其次，五社联动模式的资源整合机制仍缺乏深入探讨，尤其是如何持续高效地

协调各方资源、应对服务过程中的突发需求。本研究将通过对 T 市 C 社工站的案例分析，探讨在五社联

动背景下创新服务模式的具体设计与应用，并评估其在提升服务质量和社区参与度方面的成效。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填补现有研究中的空白，通过详细分析创新模式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为未来

社工站服务模式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2.3. 理论基础 

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学理论等，为创新服务模式的提出提供理论支持。 

2.3.1. 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工作理论是本研究的核心理论基础之一。该理论强调“以人为本”，即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帮助个人、家庭和社区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和谐与共同发展。社会工作理论注重对服务对象实际需

求的回应，通过赋权和支持，促使服务对象增强自我管理和适应能力。在五社联动背景下，社会工作理

论为社工站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例如，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多元化服务设计体现了“以

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使社工站的服务模式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10]。 

在五社联动模式下，社会工作理论中的赋权理论为服务模式的创新提供了重要指导。例如，在 T 市

C 社工站，通过“心理健康辅导项目”，赋予居民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帮助他们缓解生活压力并提升心

理健康水平。同时，C 社工站通过组织“家庭关系指导”和“社区文化活动”等服务，让居民能够更好地

表达需求并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意识。这些服务充分体现了赋权理论中“以

人为本”的理念，为实现社区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2.3.2. 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理论关注社会关系和资源整合问题，为本研究的服务模式创新提供了宏观视角。在五社联动

模式下，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整

合这些多元化资源，社工站能够更有效地提供满足不同居民需求的服务。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

在此模式中尤为关键，它强调通过网络关系增强社区成员间的合作与信任，有助于提升服务的协同性和

可持续性。此外，“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理论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解居民需求多样性和服务协同性

的重要视角[11]。 

同样在 T 市 C 社工站的实践中，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资本理论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在“青少年

成长支持计划”中，C 社工站通过引入学校、家长、企业等多方资源，搭建了一个以青少年为核心的社会

支持网络，帮助其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和自信心。此外，社工站与当地医院合作提供免费体检服务，形成

了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互惠型服务网络，这种模式极大地增强了社区居民的信任感和参与感，为五社联

动模式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支持。 

2.3.3. 管理学理论 
管理学理论在提升社工站服务模式的效率与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管理学理论注重组织效率和

资源优化配置，强调通过流程优化和项目管理来提升服务效果。在智能化和项目化服务模式的设计中，

管理学理论的“流程优化”和“项目管理”方法被广泛应用[12]。例如，通过智能化系统对服务预约、进

度跟踪等环节进行流程化管理，不仅提高了服务效率，还增强了服务的透明度和规范性。此外，项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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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能够使社工站针对不同社区问题制定专门的项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服务的专业性。 

2.3.4. 跨学科视角的整合 
在本研究中，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的结合，为五社联动模式下的社工站服务创

新提供了多角度的支持。社会工作理论确保服务设计以人为本，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社会学理论为资

源整合提供了宏观指导，强调各主体的协同作用；管理学理论则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和项目管理，提升了

服务的执行效率。跨学科视角的整合有助于全面提升社工站服务模式的创新性和实效性，推动社工站更

好地应对社区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3. 五社联动背景下社工站服务现状分析 

3.1. 社工站服务现状 

在传统模式下，社工站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较为单一，多以咨询、简单援助为主，难以满足社区

居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13]。T 市 C 社工站作为研究案例，当前主要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基础教育

等服务。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与协同机制，社工站在资源有限、覆盖面不足、服务深度不够

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导致社区居民对服务的满意度相对较低，部分弱势群体的需求也未能得到

有效满足。 
在五社联动模式的引入下，社工站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服务方式，而是通过整合社区、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志愿者及慈善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为全面、多样化的服务平台。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社工站的服务覆盖率与服务效率，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在 T 市 C 社工站，尽管“五社联动”

模式显著改善了服务覆盖面，但在实施过程中依然面临资源分配、动态需求、跨主体协同等挑战。通过

增加志愿者来源、加强合作机制、引入智能化服务平台，C 社工站逐步优化了服务模式，为其他社工站

提供了实践参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不同主体间的协同机制不够成熟，导致服务的可

持续性仍然存在挑战。 

3.2. 五社联动模式在社工站服务中的实践应用 

在 T 市 C 社工站，五社联动模式通过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形成了社区与社工站紧密合作的联动机制。

以下是各个主体在联动模式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社区：社区作为社工站的服务基础，为其提供场地、宣传和管理支持。在五社联动模式下，社区还

积极参与到社工站的服务活动中，确保服务内容贴合居民的实际需求。例如，社区定期与社工站沟通居

民的需求变化，帮助其及时调整服务内容。 
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合作方，通过志愿服务和资源共享，为社工站提供了专业支持和资

源补充。例如，当地的非营利组织通过提供志愿者和技术支持，协助社工站开展心理健康咨询、社区治

理等活动。社会组织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工站服务的专业性和广度。 
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在五社联动模式中发挥着专业引领作用。T 市 C 社工站的社会工作者不仅

负责服务项目的策划和实施，还为社区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确保服务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在联动模式

中，社会工作者通过协调各方资源，使社工站的服务内容更加贴合居民的个性化需求。 
社区志愿者：志愿者是五社联动模式中的重要支持力量。在 C 社工站，志愿者广泛参与到服务活动

中，如定期上门探访独居老人、协助社工站举办社区活动等。通过志愿者的广泛参与，社工站的服务覆

盖范围显著扩大，居民对服务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也有所提升。 
社会慈善资源：慈善资源为社工站的服务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在 T 市 C 社工站，社工站通

过与慈善组织合作，获得了用于购买设备、开展项目的资金支持。这种资源支持不仅提升了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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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增强了服务的可持续性，使社工站能够在资源充足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展服务范围。 

3.3. 五社联动模式下社工站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五社联动模式在社工站服务创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的问题： 
资源整合深度不足：在五社联动模式中，各主体资源的整合深度仍需进一步提升。目前，社工站与

社区、社会组织等主体间的合作多停留在项目合作层面，资源共享的机制不够完善，难以实现全方位的

深度整合。 
主体协同机制不成熟：社工站与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尚不健全，部分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

度不足，导致资源配置不均衡，影响了服务的连贯性和效率。 
服务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由于慈善资源的波动性，社工站在依赖慈善资源开展服务时，服务的持

续性和稳定性面临较大压力。此外，社工站在五社联动模式下的人力资源配置也存在不足，志愿者和社

会工作者流动性较大，影响了服务的一致性[14]。 
综上所述，尽管五社联动模式为社工站服务模式创新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其在资源整合、主体

协同和服务可持续性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接下来，本文将深入探讨五社联动背景下社工站的创新服务

模式，以期为其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提供建设性建议。 

4. 社工站服务模式创新探索 

在五社联动背景下，社工站服务模式的创新探索是推动社会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针对当前

社工站服务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结合五社联动的核心理念，以下是对社工站服务模式创新的具体探索。 

4.1. 创新服务模式的设计原则 

在五社联动背景下，为确保创新服务模式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本文提出了以下三项设计原则：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创新服务模式的设计应基于居民的实际需求。社工站通过定期开展社区调研、

居民反馈收集等方式，深入了解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从而设计出更加精准的服务内容。T 市 C 社工

站通过这种需求导向的设计原则，能够为不同年龄层次、职业背景的居民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居民的

心理健康、法律援助、社区活动等多方面需求。 
多方协作与资源整合。五社联动模式的核心在于资源整合与协作。因此，社工站在创新服务模式设

计中，需注重与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慈善机构等多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与

高效利用。通过多方协作，社工站能够借助外部资源支持其服务模式的创新，从而扩展服务内容和覆盖

面。 
注重服务效果与质量评估。创新服务模式的实施需要明确的效果评估标准，以确保服务质量的提升。

社工站应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如居民满意度调查、服务反馈表等，定期评估创新模式的

成效，并根据评估结果优化服务流程。C 社工站通过引入效果评估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并改进服务过程

中的不足，确保服务的稳定性与持续提升。 

4.2. 创新服务模式的具体内容 

在五社联动模式的指导下，T 市 C 社工站主要探索了以下四种创新服务模式： 
多元化服务模式。基于居民需求的差异性，C 社工站拓展了服务范围，提供涵盖心理健康咨询、法

律援助、健康教育、家庭关系指导等多方面的服务内容。这种多元化的服务不仅满足了居民的多层次需

求，也提升了社工站在社区中的影响力。例如，社工站通过与健康机构合作，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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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老年居民提供专门的健康管理咨询。 
智能化服务模式。社工站通过引入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建立了智能化服务平台。该平台使

居民能够在线预约服务、实时追踪服务进度，并对服务结果进行评价。智能化管理不仅提高了服务效率，

还增加了服务的透明度。例如，C 社工站的智能平台整合了居民的服务记录和反馈信息，使得社工站可

以更快速、准确地调配资源，针对性地改进服务内容。 
项目化服务模式。项目化服务模式将社工站的服务活动项目化管理。社工站根据居民需求设计不同的

服务项目，例如“老年人健康管理计划”、“社区环保行动”等。每个项目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评估标准，

以保证项目效果。例如，“青少年成长支持计划”通过组织讲座和实践活动，帮助社区青少年提升自信心

和社会参与感。这种项目化的管理方式不仅增强了服务的专业性，还使资源配置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合作化服务模式。合作化模式旨在加强社工站与外部机构的资源共享和协同运作。C 社工站通过与

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合作，为居民提供更为丰富的服务内容。通过与当地医院合作，社工站得

以开展免费体检服务；通过与企业合作，则吸引了更多志愿者参与到社区活动中。这种模式不仅扩展了

社工站的服务覆盖范围，还提升了服务的可持续性。 

4.3. 创新服务模式的实施策略 

为确保各创新服务模式的顺利实施，T 市 C 社工站采取了以下实施策略： 
加强人员培训与专业发展。社工站应定期为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以确保其能够准确

把握各创新模式的操作流程和服务标准。C 社工站定期举办专业培训班，帮助社工和志愿者掌握智能平

台的使用、心理健康辅导技巧等，提升其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 
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为规范服务流程，C 社工站制定了详细的服务标准、流程管理和评估机制。

通过设立服务质量标准和反馈机制，社工站能够更好地追踪各模式的运行情况。例如，社工站制定了智

能化服务预约和跟踪制度，确保居民能够获得及时、专业的服务。 
强化资源整合与协同机制。社工站需要制定多方协同的合作机制，明确各合作方的角色与责任，以

增强资源整合的深度和广度。C 社工站在合作协议中规定了社会组织、企业在服务过程中的具体职责，

确保合作过程高效有序。此外，社工站通过建立合作数据库，方便资源调度与共享。 
重视服务效果反馈与持续改进。社工站应定期收集居民对服务模式的反馈，并根据反馈结果调整服务

策略。C 社工站通过每季度的服务评估，分析居民满意度和服务过程中的问题，并针对性地进行改进。例

如，根据居民反馈，社工站不断完善智能化平台的用户界面，使其更易于操作，提高了居民的使用体验。 
通过多元化、智能化、项目化和合作化的创新服务模式，以及一系列科学的实施策略，C 社工站在

五社联动背景下显著提升了服务质量和居民满意度。下一步，将对这些创新模式的实际效果进行深入评

估，以进一步完善社工站的服务模式[15]。 

5. 创新服务模式的效果评估 

为评估创新服务模式在提升社工站服务质量、提高居民满意度方面的实际效果，本文采用了多种评

估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数据分析和现场观察。具体评估过程和结果如下： 

5.1. 评估方法 

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社区居民对创新服务模式的满意度、需求满足度以及对社工站整体

服务质量的评价。问卷涉及居民对多元化服务、智能化平台、项目化活动、合作化服务等四个方面的看

法和反馈。C 社工站共发放问卷 4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7 份。 
深度访谈。为了更深入了解居民对创新服务模式的实际体验，社工站对 10 位不同年龄层和背景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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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包括居民对服务模式的具体体验、个人需求与服务匹配情况，以及对

服务改进的建议。 
数据分析。基于社工站智能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收集并整理了居民服务预约情况、服务频次、完

成情况和服务反馈。通过对数据的量化分析，社工站能够评估不同创新模式的使用情况和受欢迎程度，

并根据数据发现服务过程中的问题。 
现场观察。社工站工作人员通过参与和观察社区活动，记录活动现场居民的参与度、互动效果和居

民的即时反馈。现场观察法补充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不足，使得评估过程更加全面、立体。 

5.2. 评估结果 

居民满意度提升显著。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居民对多元化服务模式表示满意，认为这种模

式能够更全面地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特别是在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等领域，居民表示对服务的需求得到

了较好满足。通过深度访谈可以看出，居民对心理健康、健康管理等服务评价较高，认为这些服务在满

足日常需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服务效率明显提高。数据分析显示，智能化服务平台自引入以来，居民的服务预约时间平均减少了

30%，服务完成率提高了 20%。智能平台的应用简化了服务预约、进度追踪和反馈收集过程，居民对智

能化服务的便捷性给予了高度评价。通过现场观察记录，社工站工作人员发现，居民对智能平台的依赖

性逐渐增强，特别是老年居民在经过培训后也能够熟练使用平台。 
社区参与度增强。项目化服务模式设计的多个主题活动，如“老年健康管理计划”和“青少年成长

支持计划”显著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率。数据表明，自项目化模式实施以来，居民参与率增加了约 35%，

尤其是老年人和青少年参与度提升明显。深度访谈中，居民表示通过项目活动增进了邻里关系，并在健

康、家庭教育等方面获得了实际帮助。 
资源整合效果良好。合作化模式引入的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资源大幅提升了社工站的服务覆盖面

和服务能力。通过数据分析，社工站发现，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使得服务内容和资源分配更为合理，80%的

居民表示合作化服务模式提升了他们的社区归属感。例如，通过与当地医院合作提供的免费健康体检服

务，居民对社工站的满意度大大提升。现场观察中，社工站工作人员记录到许多居民在活动结束后主动

询问后续合作项目的情况，表明居民对合作化模式下的服务有较高期望。 
但尽管创新服务模式在五社联动背景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在资源整合、服务均衡性和协作效率

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例如，智能化平台提升了服务效率，但部分老年居民在使用时存在操作困难，限制

了服务的普及性。此外，跨主体协作因目标不一致偶有低效情况，这表明需进一步优化资源分配机制。

未来，C 社工站应在资源稳定性、弱势群体覆盖和智能化服务普及性方面加大改进力度，确保创新模式

能够持续高效运行。 

5.3. 评估结果应用 

基于以上评估结果，C 社工站计划进一步优化和推广创新服务模式，具体措施如下： 
持续完善智能化平台功能。根据居民反馈，社工站将增加智能化平台的功能，使其支持更多类型的

服务预约和反馈收集[16]。同时，为老年居民和首次使用的居民提供详细的操作指南和辅助服务，以提高

平台的使用率。 
扩展项目化服务范围。未来，社工站将继续在社区健康、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拓展项目化服务内容，

增加项目活动的类型和频率，以满足更多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将对项目活动的效果进行长期跟踪，

以便及时调整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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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多方资源合作机制。社工站计划加强与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合作，引入更多的专业服务团队和资

金支持，进一步拓宽服务内容，优化资源配置。这种合作机制的深入将使服务更具可持续性，并增强社

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参与感。 
优化评估与反馈机制。社工站将建立定期的评估与反馈机制，通过季度评估会收集居民的最新反馈

和建议，确保服务模式能够随时调整以适应居民的变化需求。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对服务效果进行

长期监测，为未来的模式优化和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数据分析和现场观察等多种方法的效果评估，本文发现，五社联动背景

下的创新服务模式显著提升了社工站的服务质量和居民满意度。下一步，C 社工站将根据评估结果，进

一步优化各创新模式的实施，确保服务的长效发展，并为其他社工站提供可复制的模式参考。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五社联动模式，探索了社工站服务模式的创新实践，提出了多元化、智能化、项目化和合

作化四种服务模式，并在 T 市 C 社工站进行了实际应用和效果评估。研究结果表明： 
服务质量显著提升。创新服务模式通过多元化服务内容、智能化管理手段、项目化管理方法和合作

化资源整合，使 C 社工站能够更高效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智能化服务平台显著提高了服务效

率，居民的满意度和参与度均得到了提升。 
居民满意度和参与度提高。多元化和项目化服务模式使社工站能够针对不同年龄段和需求的居民提

供个性化服务，这不仅增进了居民对社工站的认同感，也促进了社区的凝聚力。问卷调查和访谈表明，

超过 80%的居民对创新模式表示满意，并愿意持续参与社工站的各类服务和活动。 
资源整合与合作效果显著。合作化服务模式有效整合了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资源，

使 C 社工站在服务内容和质量方面有了较大突破。通过与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合作，社工站能够提供更具

针对性的服务，并且增强了服务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创新服务模式在五社联动的背景下，不仅优化了社工站的服务流程和资源配置，还促进

了居民的社区参与，显著提升了服务效果。本文的研究成果为其他社工站提供了实用的创新路径，也为

推动社工站在社区服务中的角色转型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持。 

6.2. 政策建议 

为了确保创新服务模式的长效实施，并进一步推动社工站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加大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17]。政府应加强对社工站服务模式创新的政策支持，设立专项资金，保障

社工站能够在创新服务中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鼓励地方政府为社工站的智能化建设提供技术和

政策支持，以增强社工站的信息化服务能力。 
完善服务标准与评估机制。建议制定并推广社工站服务的标准化管理体系，涵盖服务流程、服务质

量评估和反馈机制等方面。通过定期评估和监测服务效果，确保社工站的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居民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体验[18]。 
加强跨部门和多方协作机制。鼓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到社工站的服务创新中来，形

成长效合作机制[19]。通过政策支持与资源共享，建立社工站与外部机构的合作网络，进一步拓展社工站

的服务内容和覆盖面，提升服务的综合能力。 
推动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智能化发展。建议政府部门加大对社工站智能化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鼓励

社工站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同时，提供专业化培训，提升社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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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信息化服务水平，确保智能化服务能够持续深入推广[20]。 

6.3.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数据收集主要集中在 T 市 C 社工站，未来研究可以拓展到更多社工站，进一步

验证创新服务模式的普适性。此外，还可以探讨创新服务模式在不同类型社区中的应用效果，以优化模

式设计。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可以探索智能化服务与社区服务模式的进一步融合，为社工

站提供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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