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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关系到当前社会建设的水平和深度。本文聚焦于西部地

区社会工作人才现状，以柳州市为例，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基本信息、职业状况、素质感知等三

个方面进行了调研，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及数据分析等方法，全面剖析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面临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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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social problems, 
social work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nd promoting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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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talents is related to the level and depth of the current 
soci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work talents in western 
China, and takes Liuzhou City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basic information, occupational sta-
tus and quality perception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and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in Liuzhou City, and giv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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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社会工作者面临着任务繁重、能力素质要求提高等挑战。同时，社会

工作者队伍在结构、能力、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为了推动社会工作者队

伍建设的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意见，为各地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

设提供指导和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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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努力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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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摆在全党面前

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评价制度，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职业水平评价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

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管理制度和激励保障机制，包括研究制

定社区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建立岗位等级序列、落实薪酬待遇保障等，以激发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可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为了响应国家战略，社会工作的研究者们对人才队伍建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旨在推动社会

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和更好地服务国家需求。近几年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和农村两个层面。

在乡镇层面上，王思斌学者指出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城乡基层社会工作机构建设为载体的中国社

会工作将会迎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1]。马良学者指出推进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创

新“党建 +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地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创新“专业化社会工作督

导培养”三大推进机制[2]。在农村层面上，卫小将和黄雨晴两位学者指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存

在总量稀少、覆盖面窄、碎片式发展、定位不清、功能分化、本土化不足等问题。因此提出“一村一社

工”和“社工驻村模式”；创新农村社会工作人才教育培养机制，推动教育、研究和实践相结合；借助信

息科学技术提供远程培训与专业服务；大力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孵化器”作用，塑造友好型专业

发展生态环境这四个政策建议[3]。刘艳霞学者指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完善农村社会工作制度环境与服务体系，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探索“校–社”联动培养模式，

拓展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试点[4]。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始终加强党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领导，2024 年 7 月，广西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 2024 年度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资源统计调查工作，根据统计结果，全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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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万人。除了党建引领之外，完善政策体系，多渠道拓展经费投入，多措并举推进社会工作者职业化、

专业化、本土化，广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正逐步向政治合格、服务对象满意、素质优良、结构合理

的高质量发展迈进。《广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支持专项实施方案》从人才培养渠道、人才评价、人

才队伍、激励保障等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运行机制，着力培养一批职业化、

专业化、本土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实现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 5 万人，持有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人数达到 2.5 万人的目标。但是，广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起步较晚、基础较

弱、社会认知度不够高，政策制度不够健全、资金投入较少、各领域专业人才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工作

人才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不够高等问题仍然突出。 

2.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有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概念界定，2006 年 10 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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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次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

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列为六类人才队伍之一，

并明确了其发展目标为“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2011 年，中组部、民政

部等 18 部门和组织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首次使用了“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的概念，相较于之前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更强调了其专业性和职业性[5]。在我

国，狭义的社会工作人才是指具有良好的社会工作伦理素质和一定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或技能，提供社

会服务与管理、从事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等工作的人员[6]。广义的社会工作人才包含那些并没有社会工

作专业知识或技能背景却也实际从事与社会工作职业相关工作的人员，例如在我国工会、妇联、残联、 
街道社区等领域从事工作的人员[7]。本课题研究中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

识和技能，在多个社会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才。 
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相关研究，在影响因素方面，林超学者指出空间有限、薪酬待遇偏低、

晋升通道狭窄等激励性因素导致人才流失，而身份角色模糊、职业认可薄弱、职业培训粗放等保健性

因素造成职业情意不高[8]。孙文静学者指出当前社会工作者存在着职业认知与能力双重缺失影响职业

认同、职业归属感不足削减从业信心、自我效能感减弱影响职业判断、职业发展空间模糊丧失职业目

标等现实问题，影响着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热情与投入程度[9]。郭峰琳学者指出影响社工站青年社会工

作者离职行动的影响因素包括情绪耗竭、共事经验、社会关系、责任结构与分担、成本评估、关系资

源以及未来发展等七个要素[10]。在人才培养方面，刘冰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社会工作的自

主性发展创造了新的时空条件，在人才培养上强化问题意识和行动能力[11]。陈雅珊学者指出在基层

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展现出了其独特且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

育与基层治理的融合发展，对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12]。乔元义学者强调

专业人才培养不宜是非此即彼的分裂与切割，而应还原到回归社会工作本质、面向人才培养规律，以

及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如此，高等院校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才能够肩负新时代背景下高

质量的服务期待[13]。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调查法 

为了进一步研究西部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现状，本课题组以柳州市为例，于 2024 年 5 月

到 2024 年 8 月开展了一项关于“柳州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现状”的调查研究。主要采用了调查问卷的形

式对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基本信息、职业状况、素质感知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以期对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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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会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3.1.1. 基本信息 
包括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年龄、性别、专业、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持证类型等基本信息。 

3.1.2. 职业状况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职业发展状况，包括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从业时间、就业分布、工作职务、工

作薪酬等职业信息。 

3.1.3. 素质感知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对工作的感知方面，包括工作环境、工作困难和困扰、工作期望等信息[5]。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抽样框是柳州市目前掌握的持证社会工作者。本次问卷调查一共

进行两次，一共发放 115 份问卷，运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各区被调查对象。问卷最终回收 110 份，

回收率 95.7%。其中有效问卷 106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 96.4%。本研究所有问卷资料经过检查核实后进

行编码，运用统计软件 SPSS19.0 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3.2. 深度访谈法 

研究者于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在课题组老师的带领下，以督导的身份，依托柳州市 X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柳州市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社会工作督导工作，期间以各社区的社会工作者为研究

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和结构式访谈，分析柳州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现状。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从专职

社工、一般工作人员、机构负责人、高校教师选取 5 名访谈对象(见表 1)。 
 

Table 1. List of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一览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身份 

C1 男 26 本科 专职社工 

C2 女 28 本科 专职社工 

C3 女 31 大专 一般工作人员 

C4 女 38 本科 机构负责人 

C5 女 41 博士 高校教师 

4. 西部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现状——以柳州市为例 

4.1. 柳州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政策导向 

作为广西比较发达的城市，柳州市社会工作稳步发展，近几年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逐渐增多，社会

工作机构不断增加，成为广西乃至全国社会工作稳定发展的代表城市之一。2021 年 7 月，柳州市民政局

发布《柳州市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提出

了社工站全面建设、社工人才数量增长与专业提升及社工服务机构孵化的具体目标与实施步骤。2022 年

10 月，《柳州市关于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提出了通过构建服务网络、加

大培育力度、加强政校合作及设立奖励机制等措施，以壮大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助力乡村振兴。2024
年 4 月，柳州市民政局发布《柳州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柳州市社会工作人才奖励工作的通知》，

提出了不同等级的社会专业人才的奖励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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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师分别给予 1500 元、3000 元、8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目前，柳州市民政局已经发布了多条社会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加大了社会专业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促进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在一系列的

政策举措的推动下，柳州市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得以快速发展。 

4.2. 柳州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基本信息 

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基本信息包括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年龄、性别、专业、婚姻状况、政治

面貌和持证类型等方面。 
首先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性别上分析，女性社会工作者 102 人，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是 96.2%，

男性社会工作者仅有 4 人，占比 3.8%，反映出女性在现有的社工专业人才队伍中占据着主力军的位置。

在年龄分布上，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年龄在 26~35 岁之间占比 30.2%，年龄在 36~45 岁之间占比 60.4%，

年龄在 46 岁以上占比 9.4%，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年龄主要分布在 26~45 岁之间，占总体比例的 90%以上，

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特征。 
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学历水平较高，90.5%的受访者拥有大专和本科学历，3.8%的受访者拥有

研究生学历。专业为社会工作专业仅占所有受访者的 17%；与社会工作相关的其他专业，如社会学、教

育学、心理学，占到 14%。在政治面貌上，共产党员和群众人数一样多，都是占到 49%；共青团员占到

2%。从婚姻状况上看，从事社工的已婚人数达到 98 人，是总体的 92.5%，未婚人士占 7.5%。从受访的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持证状况来说，助理社会工作师有 14 人，占总数的 13.2%，初级社会工作师有 6 人，

占总数的 5.7%，中级社会工作师 2 人，占到总数的 1.9%，高级社会工作师有 4 人，占总数的 3.8%。由

此可见，现有的人才队伍在专业化教育上仍需加强(详见表 2)。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 
表 2. 受访者基本信息 

 人数(名) 百分比(%) 

性别 
男 4 3.8 

女 102 96.2 

年龄 

26~35 岁 32 30.2 

36~45 岁 64 60.4 

46 岁以上 10 9.4 

学历 

高中 4 3.8 

大专 40 37.7 

本科 56 52.8 

研究生及以上 4 3.8 

其他 2 1.9 

专业 

社会工作 18 17 

社会学 2 1.9 

心理学 2 1.9 

教育学 12 11.2 

其他 7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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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2 2 

中共党员 52 49 

群众 52 49 

婚姻状况 
未婚 8 7.5 

已婚 98 92.5 

持证类型 

助理社会工作师 14 13.2 

初级社会工作师 6 5.7 

中级社会工作师 2 1.9 

高级社会工作师 4 3.8 

其他 80 75.4 

4.3. 柳州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职业信息 

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职业状况包括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从业时间、就业分布、工作职务、工

作薪酬等职业信息。 
调查显示，在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从业时间中，处于初期适应阶段从业 1 年以下的工作

经验者最少，占比 15%，处于成长期从业 1~3 年的工作经验者占比 18.9%，处于成熟期从业 4~6 年的工

作经验者占比 28.3%，处于资深期从业 7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者占比最高，达到 37.8%，显示出该领域的专

业人才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从就业分布来看，主要工作场所是居委会，占比高达 45.3%。这表明社会工作者在基层工作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此外，11.3%的受访者就职于政府，7.5%的受访者就职于企业，5.7%的受访者就职于社工机构，

3.8%的受访者就职于高校。在其他工作场所就职的受访者占比 26.4%。 
从工作职务来看，一般工作人员占据主导地位，占比高达 83%。机构负责人和专职社工的比例相对

较低，分别占比 7.5%和 5.7%。高校教师占比 3.8%。这反映出社会工作领域在人才结构上仍有待进一步

优化，以满足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需求。 
从工作薪酬来看，通过分析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基本薪资，发现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1000~3000 元的薪资区间占比最高，达到了 56.6%，显示出大部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月薪水平集中在这

个区间。3000~4000 元的薪资区间占比为 32.1%。4000~5000 元的薪资区间占比 7.5%，5000 元以上的薪

资区间占比 3.8%，表明高新区间的人数较少，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整体薪酬水平较低。(详见表 3) 
专职社工 C1：我们这份工作的工资太低了，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工作两年了，薪资只能勉强维持生

活，一点存款没有，前段时间买车全靠家里支持，不然靠自己根本买不起，如果一直这样，我得考虑换

份工作，目前正在为考编准备中，毕竟作为男生，我需要娶妻生子、养家糊口，不能没有一点积蓄。 
专职社工 C2：作为社工，每个月到手工资只有 3000，实话实说太低了根本是不够花的，我现在每个

月基本上都需要我妈资助我，她每个月给我一千左右，说起来不光是月光族还是啃老族了，毕业工作以

后还向父母伸手要钱是一点都不好意思。对于我们刚毕业不久的人来说，现在还可以勉强接受，但是不

能一直拘于现状，工资太低了，很难吸引和留住我们这些年轻人。 

4.4. 柳州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素质感知 

素质感知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对工作的感知方面，包括工作环境、工作困难和困扰、工作期望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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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本课题主要针对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工作困扰、工作期望三个方面进行调查，其

中，工作困扰和工作期望在调查问卷中使用多选的方式。 
 

Table 3. Occupation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表 3. 受访者的职业信息 

 人数(名) 百分比(%) 

从业时间 

1 年以下 16 15 

1~3 年 20 18.9 

4~6 年 30 28.3 

7 年以上 40 37.8 

就业分布 

政府 12 11.3 

企业 8 7.5 

居委会 48 45.3 

社工机构 6 5.7 

高校 4 3.8 

其他 28 26.4 

工作职务 

机构负责人 8 7.5 

专职社工 6 5.7 

一般工作人员 88 83 

高校教师 4 3.8 

工作薪酬 

1000~3000 60 56.6 

3000~4000 34 32.1 

4000~5000 8 7.5 

5000 以上 4 3.8 

 
社会工作中工作环境涵盖了自然环境、作业环境、团队环境、职业环境以及社会支持环境等多个方

面。 
从职业环境方面看，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中，认为职业环境“满意”的占比 30.2%，相对较低。

62.3%的受访者认为职业环境“一般”。7.5%的受访者认为职业环境“较差”。这表明在职业环境方面存

在待优化的空间。 
在作业环境方面，43.3%的受访者认为作业环境“满意”，占比较大。认为作业环境“一般”的受访

者占比 51%。认为作业环境“较差”的受访者仅占 5.7%，说明整体作业环境氛围较为和谐。 
在团队环境方面，有 47.1%的受访者认为团队环境“一般”，有 51%的受访者认为团队环境“满意”。

只有 1.9%的受访者认为团队环境“较差”。说明团队环境方面整体情况不错，但仍有提升空间(详见

图 1)。 
一般工作人员 C3：作为社工来说，我们对职业环境、作业环境和团队环境都是比较满意的，站点就

在社区，对于我们这些家庭妇女上班比较方面，没什么太大的压力，工作量也是可以接受，除了社区入

户的时候忙一点，其他时间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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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terviewee’s working environment 
图 1. 受访者的工作环境 

 
从柳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工作困扰的分析数据看出，“社工薪酬低”是发展阻碍中最为突出的问

题，占比高达 77.4%。“社会认可度低”和“人才政策不完善”占比都是 60.4%，表明社会对社工职业的

认可度有待提高，同时人才政策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投入低”占比 47.2%，“政府不重视”占比

22.6%，“社工岗位缺”占比 32%，这些因素虽然比例不大，但也不可忽视(详见图 2)。 
机构负责人 C4：作为机构负责人，我也苦恼，社工这个行业工资确实不高，只能说勉强维持生活，

很多人这个专业的人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工资低是最大的问题，以及柳州目前的人才政策不够完善，社

会认可度也不够高，加上现在经济不好，单靠政府购买完全不够，我们现在都想办法去拉赞助，今年的

工资有好几个月都没发下来了。 
 

 
Figure 2. Respondents rated job distress 
图 2. 受访者认为的工作困扰 

 
从工作期望的调查数据中得出，“接受专业培训”占比 84.9%，表明受访者对于“接受专业培训”的

期望最高。“提高薪酬”占比 81.1%，说明受访者在经济回报方面有着较高的追求。“政府支持”占比

35.9%，表明仍有不少受访者表示期待得到政府支持。“资金支持”占比 22.6%，表明受访者对资金支持

的期望相对较低。“提高社会认可度”占比 75.5%，反映出大部分受访者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得到社会的

广泛认可和尊重(详见图 3)。 
高校教师 C5：在最近的社会工作督导中可以看出，多数社工最大的期待是提高工资，最大的困难是

文书工作，他们提到由于自己不是社工专业出身的，以及有时候文书工作量太大了，不知道怎么提高文

书水平，这是他们最大的困扰，希望能多点培训，提高自己的文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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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spondents' job expectations 
图 3.受访者的工作期望 

5. 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西部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需

要从加强党建引领、提高薪资标准、加强能力建设、健全培训制度、扩大财政投入、健全相关法规以及

加强社会宣传力度等多个方面入手，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

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5.1. 强化顶层设计，加强政府领导 

党建是引领社会工作基层服务体系，共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宣传贯彻党的主张 政策以及联系服

务群众的重要抓手[14]。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宏观层面要“自上而下”完善社会工作顶层设计[15]。政

府只有明确发展方向、加强党建引领，才能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5.1.1. 明确发展定位，确立发展目标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明确其发展定位与目标。政府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以及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现状与需求，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该规划应明确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指引。柳

州市政府应以壮大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主线，以发挥农村社会工作人才作用为支撑，以引导和激励

社会工作人才向乡村流动为关键，不断健全完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体制机制和保障措施。力争到 2025 年，

建立起高校社会工作实习基地和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基地，每个乡镇至少有两名持证社工，30%的行

政村有一名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基本实现乡村社工人才充足，农村社会工作人才质量得到提升，各服务

领域人才结构合理。 

5.1.2. 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为确保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顺利推进，政府需完善相关政策与制度保障，包括制定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评价和激励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同时，加大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投入力度，提高社会工作服务的经费保障水平，为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柳州市政府应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以支持和保障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的建设，例如《柳州市关于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该方案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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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柳州市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又如《柳州市专职化城市

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健全了选聘任用、教育培训、考核激励、基础保障等制度机制，以强化治

理人才支撑。 

5.1.3. 强化组织建设，发挥党员作用 
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政治素质摆在人才标准的首位，锤炼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在政治上靠得住、方向上不含糊、事业上用得上[16]。通过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党组织，加强党

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示范岗、党员先

锋队等形式，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志愿服务等活动，为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同时，加强与社会工作相关领域的党组织联系，推动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服务深度融合。柳州市政府应

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发挥好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协调指导、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的社会工作人才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顺利推进。柳州市

政府还应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鼓励党员积极参与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党员的示范

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工作者投身到社会工作中来。 

5.2. 扩大财政投入，提高薪资标准 

为了加强西部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升其薪资待遇是重要内容。政府应加大对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并适时调整社会工作者

的薪资标准，确保其收入能够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从而吸引和留住更多优秀人才。 

5.2.1. 增加财政投入，保障经费来源 
各地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经费来源大体有三类，即财政预算、财政专项资金和福彩公益金，其中多

数地方使用财政专项资金和福彩公益金[17]。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充足的经费支持，政府可以将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经费的稳定投入，以及通过统筹社会救助专项经费、加大

彩票公益金支持力度、鼓励慈善资金投入等多元方式，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供经费保障。此外，

还可以探索建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社会工作人才的培训、激励和职业发展。柳

州市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财政投入，确保各项政策和计划的顺利实施。例如，

为高校社会工作实习基地和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基地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以保障其正常运转和持续

发展。依托柳州市慈善会，成立柳州市社会工作发展和乡村振兴(城乡社区治理)专项基金，用于奖励和资

助在社会工作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和项目。 

5.2.2. 提高薪资标准，增强职业吸引力 
提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薪资待遇，在合理设置工资标准基础上，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调动了社

工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社会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18]。薪资水平是影响社会工作人才吸引力的关键因素

之一，政府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工作人才的实际需求，合理调整社会工作人才的薪酬水平。

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将社会工作人才的薪酬与相近职业进行比照，确保社会工作人才的薪

酬水平与其工作付出相匹配。同时，可以建立薪酬增长机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作绩效定期调

整薪酬水平，以激发社会工作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忠诚度。柳州市政府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

社会工作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吸引力的薪资政策。确保社会工作者的薪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同等条

件专业技术人员的薪酬水平，并逐步提高薪资标准，以稳定和壮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5.2.3. 优化薪酬结构，完善激励机制 
可以通过优化薪酬结构，完善激励机制的方式，设立绩效薪酬、奖励绩效等，根据社会工作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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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现和服务效果进行奖励。可以建立职业晋升通道和表彰奖励制度，为优秀社会工作人才提供更多

的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通过优化薪酬结构和完善激励机制，可以激发社会工作人才的工作热情和创新

精神，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整体发展。柳州市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社会工作者的薪资结构，确保基本

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金等组成部分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同时，还应考虑设立资历工资等，以体现社

会工作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和贡献。除了薪资激励外，柳州市政府还应探索其他激励方式，如提供晋

升机会、职业发展路径规划等。同时，加大对优秀社会工作者的表彰和宣传力度，提升其职业荣誉感和

社会地位。 

5.3. 健全培训制度，加强能力提升  

壮大人才队伍、提高人才素质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17]。西部地区政府和社会组织应

建立完善的培训制度，确保社会工作者能够持续接受专业培训，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 

5.3.1. 完善培训体系，提高专业能力 
社会工作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需要社会工作者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因

此，应完善社会工作人才培训体系，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在政府层面，可以通过高校、社会组

织等渠道，从而开展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培训。同时，可以建立实习实训制度，为社会工作者提

供充足的实践机会，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专业技能。此外，还应加强对在职社会工作者的继续教育，

不断更新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组织层面，一是针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社会

组织应与政府、高校合作，通过专业讲座、外出学习等形式不断丰富其理论知识，提高其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综合实践能力。二是针对具备社会工作素质的人员，社会组织应 推动其向专业社会工作者转变，

鼓励其参与各种形式的学习培训[19]。柳州市政府应建立包括入职培训、在职培训、进阶培训等在内的多

层次培训体系。入职培训注重基础知识和职业道德教育；在职培训针对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进行专业技能提升；进阶培训则面向高层次社会工作人才，旨在培养其领导力和创新能力。培训内容应

涵盖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实践技能、政策法规、职业道德等多个方面。同时，还应根据社会工作领域

的发展趋势和需求，不断更新和拓展培训内容。 

5.3.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培训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一方面，提升教学质量是教育培训体系建设的关键。通过培训教师

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确保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应该建立健全

社会工作人才培训机制，为在职社会工作人员提供持续的教育培训机会[20]。柳州市政府应积极引进具有

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的专家学者、资深社会工作者等作为培训师资。同时，鼓励本地优秀社会

工作者参与培训工作，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通过组织师资培训、交流研讨等活动，

不断提升师资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同时，建立师资考核机制，对师资的教学效果进行定期评估，

确保培训质量。 

5.3.3.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综合素质 
社会工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社会工作者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因此，政府和社会

组织在培训过程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案例分析、模拟实训等方式，让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

掌握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同时，可以鼓励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

工作中，提升综合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柳州市政府应积极推动高校、社会组织、政府部门之间的产

学研合作。通过搭建合作平台、开展联合项目等方式，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深度融合，为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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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才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发展空间。在高校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实习实训基地，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

提供实习机会。同时，鼓励社会工作者在实训基地中开展实践研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服务，提升

服务质量。 

5.4. 健全法律法规，推动社会宣传 

做好社会领域工作，一方面 要根据实际需要不断优化社会政策，充分发挥社会政策在各方面的托底

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和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21]。西部地区政府

应完善相关社会政策，明确社会工作者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和权利义务，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

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并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宣传和推

广工作。 

5.4.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为了规范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政府可以制定《社会工作师法》《社

会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明确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要求、职业道德规范和职责义务。同时，

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如《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等，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

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可以规范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行为和标准，推动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健康有序发展。柳州市政府可以出台针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项政策，明确社会

工作人才的地位、作用、职责和权益，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例如，制定《柳州市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等文件，明确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在专项政策的基

础上，柳州市政府还应完善相关配套法规，如社会工作人才的职业资格认证、职称评定、薪酬福利、社

会保险等方面的法规，确保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5.4.2. 加强政策宣传，提高社会认知度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战略部署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强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先后出台了系列促进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的政策，人才使用、培养、评价、保障

激励制度不断完善[22]。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因此，政府应加强政

策宣传，提高社会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广泛宣传社会工

作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引导广大群众尊重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工活动。同时，社会组织可以组织社会

工作人才参与社区服务、社会救助等活动，展示社会工作者的风采和成果，提高社会对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柳州市政府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社会工作人

才政策，提高社会各界对社会工作人才的认识和了解。定期举办社会工作人才主题宣传活动，如社会工

作人才论坛、经验交流会等，展示社会工作人才的成果和风采，增强社会工作人才的职业荣誉感和归属

感。特别注重在基层社区、乡村等地方加强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性和作用，为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4.3. 建立评价与认定机制，推动专业发展 
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 社会工作人才评价制度体系，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重要

保障，有助于激发社会工作人才从业的动力[23]。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制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评价标准

和程序，对社会工作人才的能力和贡献进行客观评价和认定。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建立社会工作人才的

职业晋升通道和表彰奖励制度，为优秀社会工作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通过建立评价与

认定机制，可以激发社会工作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发展。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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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政府可以建立社会工作人才评价体系，从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工作业绩等多个方面对社会工作人

才进行全面评价。评价体系应科学、公正、客观，能够真实反映社会工作人才的能力和水平。根据评价

体系的结果，实施社会工作人才认定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工作人才进行认定，并颁发相应的证书或

称号，作为其职业发展和晋升的重要依据。将社会工作人才的评价与认定结果与薪酬福利、职称评定、

职务晋升等挂钩，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对表现突出的社会工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其工

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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