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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工作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由于西方与本土文化语境的不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仍然面临着

“水土不服”的难题。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难以完全抽离人情关系而独立存在，这种具有乡土色彩

的社会关系常常使社会工作实践面临道德难题，进而引发伦理困境。因此，文章聚焦此种伦理困境，立

足于中国的人情文化，通过对人情社会内生原因的剖析，分析人情文化对中国人际交往模式的影响，将

人情社会下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与西方普适性的专业伦理要求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总

结出当前本土社会工作所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并据此提出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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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work emerged as a product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ies in the West. Due to the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still faces 
challenges of “cultural incompatibility.” The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in 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e difficult to completely separate from the influe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exist inde-
pendently. This type of social relationship, imbued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ten presents moral 
dilemma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leading to ethical predicam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se ethical dilemmas, rooted in Chinese relational cultur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intrin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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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of relational society, it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elational culture on Chine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t compares the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work within a rela-
tional society with the universal professional eth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West, identifying the dif-
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nsequently, it summarizes the ethical dilemmas currently encoun-
tered by indigenous social work and proposes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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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传统社会深受儒家伦理与农业生产方式影响，形成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人情关系网络，构建

出具有鲜明“差序格局”的人情社会。在此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情理，这种文化特质虽在一

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凝聚力，但也对社会工作实践带来了挑战。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以价值为导向、以助

人为宗旨的专业，其专业关系的建立强调价值中立。然而，在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却难以

完全抽离人情关系的影响，专业角色与私人关系之间的界限模糊，伦理困境由此引发。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集“人情社会”语境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伦理困境，从文化根源出发，剖

析人情逻辑对专业服务关系的渗透。同时，通过比较中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体系的差异，揭示本土社会工

作专业关系的突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路径，旨在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实现伦理规范化与专业实

践的健康发展。 

2. 人情社会下的社会关系 

2.1. 内在成因 

2.1.1.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人们依附于土地生活，“生于斯，死于斯”成为人们的生活准则。

这种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形成了密切的人际关系，讲究互助和亲近。同时，由于农业生产严重

依赖自然条件，面对“靠天吃饭”的生存压力，社区成员间的互帮互助成为抵御自然灾害和保障集体生

计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合作与互惠逐渐内化为社会行为准则。随着生活区域的固定化以及交往

对象的熟悉化，居住在同一社区内的居民形成了一套具有普遍性的交往准则。代代相传之下，这些行为

准则逐渐固化为一种文化传统，构建出了中国熟人社会的形态。 

2.1.2. 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社会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并塑造人们的行为。中国人情社会的形成不仅与现实因素有关，

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儒家文化以伦理为本，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即为儒家思想的“五伦”。从家到国，由内到外，家庭制度与社

会道德规范对于人们的行为都具有制约作用。伦理规范形塑了人们的行为，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

此外，儒家思想提倡“仁爱”、“孝道”、“礼仪”等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尊重与责任。儒

家仁爱思想要求人们对他人要抱以善意，对待苦难者要予以援助，这时就产生了人情往来的原始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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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儒家文化认为，“礼”是一种对等的交际原则，提倡“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

往，非礼也”[2]。礼尚往来被认为是遵从礼的一种表现方式，人们对于礼的遵循使得施报关系不断延续

下去，由此，互动中的人情关系也得以发展。 

2.2. 人情社会下社会关系的特征 

2.2.1. 情重于理 
文化差异塑造了各国民众的性格特征与交流方式。西方社会高度推崇个人主义，这种价值取向促使

个体更加关注自身权益的保障与表达，在人际互动中多体现为理性主导与功利取向，情感因素常常被置

于理性之后。相比之下，中国则是一种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在这种语境中，人与人之间的互

动往往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人情不仅是一种维护关系的纽带，更是一种资源交换与情感维系并存的社

会机制，因此，“情”在中国人际关系中往往凌驾于“理”之上。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社会交往实践中，情感的融入被视为维持长期关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获取社

会资源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基于血缘、熟人还是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情感因素或多或少都会介入其中，

而在亲属关系与熟人网络中，这种情感联结尤为深厚。在中国人情社会中，情感不仅是人际交往的推动

力，同时也具备明确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情感依附型互动模式。 

2.2.2. 模糊的关系界限 
人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交换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形式，其在维持过程中常通过资源的流通表现出来。

社会个体作为社会网络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其所拥有的资源往往是有限的。当其在参与特定社会事务时，

单凭个人资源难以顺利推进，此时便倾向于动用已有的人情网络，借助关系中的资源流转来满足自身的

现实需求。在此类交往中，所需资源的类型具有变动性，交往对象的选择也因而呈现出不确定性。这种

资源内容与互动对象的非固定性，导致社会关系边界较为模糊，进一步增加了关系的流动性与可转化性。 
在人情交往机制的作用下，不同类型的关系之间可以相互渗透甚至转化。例如，通过送礼、登门拜

访等带有仪式性的人情互动，原本陌生的关系有可能逐步转变为熟悉的人际纽带。由此可见，人情关系

不仅是资源共享的通道，也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实现社会支持的重要方式。 

3. 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现状 

3.1. 西方社会工作对专业关系的伦理要求 

3.1.1. 价值中立的助人立场 
价值中立的概念最早由马克斯·韦伯提出，该概念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保持价值判断的中立性。他

认为，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研究者应尽可能地摈弃个人的主观偏见与价值观，以客观、中立的态度

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和分析。而社会工作专业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价值中立的概念也被专业价值所接

受，并将其纳入到实践层面。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业服务，其核心强调价值中立原则，要求社会工作者

在开展工作时，应以专业价值为指导，避免将个人情感或主观看法带入服务过程。在面对服务对象时，

应始终保持客观与公正的态度，从而保障服务的专业性与效果，确保服务质量不因个人因素而受损。 

3.1.2. 利他主义的助人动机 
社会工作的发展深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其中基督教的救世理念、人文主义对人的尊重与关怀，

以及人道主义强调的平等价值，构成了其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基础。这些理念不仅塑造了社会工作的专业

伦理体系，也奠定了该领域重视利他精神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德实践为导向的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

对象大多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主要目标在于协助其克服现实困境，推动其能力提升，进而实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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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和谐与稳定。由于服务的特殊性，社会工作在助人过程中必须体现出以他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正

是这种制度化的利他主义原则，使社会工作区别于普通的援助行为和市场化的服务模式，成为以促进个

体福祉和社会正义为核心的专业实践。 

3.1.3. 清晰明了的专业界限 
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是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信任性互动，体现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角色

联结，是保障专业服务质量与伦理底线的重要机制。虽然应坚持以服务对象为中心，但在实际介入过程

中，双方在权力与地位上并不对等。社会工作者在扮演服务提供者和倡导者的同时，也掌握一定的专业

权威。若缺乏伦理规范的约束，可能导致服务对象遭遇不公、受损甚至被剥削的风险。为防止专业滥用，

需严格划定专业与私人行为之间的界限，确保关系的职业性。理想的专业关系应保持中立与客观，避免

被“人情”关系干扰。一旦专业界限模糊，服务对象的期待易被情感牵引，进而冲击专业立场。清晰的边

界包括对不可逾越关系的明确禁止，如金钱往来、性行为或其他物质交换。因此，建立安全、互信且有

界限的专业关系，是实现助人目标、促进服务对象成长的关键。 

3.2. 人情社会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现状 

3.2.1. 人情关系先于工作关系 
在西方社会中，社会工作的实践逻辑根植于理性主义的框架，其专业关系是达成服务目标的一种方

法和手段，关系双方不应在服务过程中投入任何私人情感，社会工作者不得与服务对象建立除工作关系

之外的其他任何关系。这一准则的核心信念是为了防止服务对象受到实际的与潜在的危害，充分保障其

利益。 
在中国具有人情关系的社会背景下，西方社会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伦理准则是难以成行的。首

先，在我国农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深受熟人社会以及依靠血缘、地缘、业缘共同构成的差

序格局的影响[3]。其次，中国的社会工作者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其独立的工作方式使得社会工作者

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依赖自己建立起来的人情关系来开展服务。这些“特殊”的服务对象可能是自己的朋

友，又或是经曾受过社会工作者帮助的服务对象的介绍而来。如果社会工作者在带有“人情”色彩的关

系中依然严格恪守西方社会的伦理准则，在服务中摒弃任何情感性的话语和行动，那么社会工作者就会

显得格外见外。 

3.2.2. 施恩望报多于乐善好施 
西方社会工作汲取了基督教中的某些宗教精神。基督教的原罪论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

罪恶感会伴随人的一生，只有不断行善积德，消除自身的罪恶，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除此之外，基督

教还主张以谦卑的心行善，不期待自己的善行被众人知晓，追求心理的满足。因此，西方社会强调任何

助人活动都不能获取其他回报，社会工作者不应获得除职业劳动以外的报酬。 
与西方社会相对照，中国传统文化虽鼓励大众助人为乐，但在现实生活中，当中国人做出“施”的

举动时，一般预期对方会有所“反应”或“回报”[4]。受这种特殊的“施报观”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求

助关系大部分存在于熟人之间，出于回报体量的不确定性，渴望得到回报的中国人并不会选择求助于陌

生人。而在理想的社会工作关系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双方是完全陌生的，双方关系是工具性的，

而非情感性的，这种纯粹的工作关系在中国本土社会中往往很难建立。 

3.2.3. 人际信任强于制度信任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信任是建立专业关系的基础条件。西方社会工作体系强调，这种关系源于制度

化信任，即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信赖是基于对专业制度的认可与依靠，而非建立在私人情感或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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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之上。也就是说，服务对象之所以信任社会工作者，不是因为其个人魅力、性格或人际关系，而是

由于对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整体的信服以及对其背后制度支持与伦理规范的信任。 
在中国社会现实情境中，人际互动模式呈现出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人

们会根据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因素来判断自己与对方的亲疏程度，并据此决定自己的行为态度[5]。
因此，中国人在遭遇自身无法的困难时，首先会求助于自己的熟人，如果无效才会向社会制度求助。这

就说明，在中国，人际信任的作用大于制度信任，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并不出于其专业特长，

而是对人情关系的信任。 

4. 人情社会下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出路 

4.1. 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信任 

我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制度建设尚不完善，尚难以依靠制度本身建立专业信任。同时，受传统文

化影响，中国社会更重视基于情感和熟人关系的人际信任，这使得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中，专业关系常常

掺杂私人情感。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社会工作专业信任模式应融合传统社会的人际信任与西方社会工

作专业制度信任。 
在本土社会文化结构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往往是陌生人之间的初始互动，要想建立有

效的服务关系，首先必须赢得案主的人际信任。唯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发展具有专业属性的信

任关系，从而增强案主对社会工作者及其服务的认可与信心。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需主动向

服务对象阐明自身的专业角色与服务职能，加深其对社会工作者身份和职责的理解。另一方面，社会工

作者也应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严格遵循职业伦理规范，真正履行好自身的专业职责。通过日常服务中的

行为积累和潜移默化的互动影响，服务对象最终也能逐步认识到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4.2. 加强社会工作者专业伦理训练 

作为助人服务的执行主体，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与职业素养直接关系到服务成效。因此，加强对

社会工作者的教育与培训具有重要意义。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除了强调以实践导向的个案工作、小组工

作和社区介入方法外，还应特别关注伦理教育的系统性与深度。一方面，高校作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

主要培养基地，应在课程设置中加强伦理教学，增设与伦理相关的模块，并通过实务案例的引入，引导

学生理解伦理在专业实践中的重要地位，识别并分析不同类型的伦理困境，从而提升其未来在实务中应

对伦理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为防止现职工作者在伦理认知方面存在盲区，建议在社会工作职业资格

考试中增加伦理知识的考核内容，从制度层面提升整个行业的伦理判断与决策能力，进而提升服务的整

体专业性与规范性。 
同时，除了加大伦理教育的力度，还要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伦理意识，从源头杜绝人情关系等伦理困

境的发生。一方面，社会工作教育者应强调对学生文化差异敏锐度的培养，将本土文化要素的解构与反

思融入到教学的全过程，使其理解伦理困境背后的内生原因，提高学生对于伦理难题的洞察力。另一方

面，社会工作机构应开展反思实践活动，通过个人写作、小组讨论等形式鼓励社会工作者反思自己的实

践经验，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伦理准则，提高自身伦理意识。 

4.3. 构建本土社会工作伦理体系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发端于西方社会的专业，其伦理规范与服务方法多基于西方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

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的推进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经验的直接引入。然而，受中西方社会结构、文

化价值观和人口特征等多重差异影响，国际通用的伦理规范在本土实践中常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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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强调人情往来与尊重权威，这种价值取向在实际服务中可能导致专业界限模糊，增加伦理风

险。为解决本土实践中的伦理困扰，有必要构建契合本国文化基础的社会工作伦理体系。应充分发挥高

校研究者、一线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协同作用，从实务经验中提炼出适用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规范原则，

推进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建设。 

5. 总结 

由以上可见，人情关系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对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建构具有深远影响。在实务操作中，

社会工作者应警惕人情文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干扰，努力维护专业界限。同时，推动本土社会工作发展亦

需重新审视“人情”这一文化特质，深入挖掘其在本地实践中的积极价值，规避其可能引发的弊端，进

而探索出更契合中国国情的服务路径与专业模式。 

参考文献 
[1] 梁涛. 孟子[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9.  

[2] 梁鸿. 礼记[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3] 张起帆. 熟人关系与专业关系——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问题[J]. 中国社会工作, 2019(25): 24-25.  

[4] 刘志红. 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特性对建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影响[J]. 求索, 2003(2): 147-148.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63

	人情社会下社会工作关系的伦理困境及出路
	摘  要
	关键词
	The Ethical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Social Work Relationships in a Human Socie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人情社会下的社会关系
	2.1. 内在成因
	2.1.1.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
	2.1.2. 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2.2. 人情社会下社会关系的特征
	2.2.1. 情重于理
	2.2.2. 模糊的关系界限


	3. 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现状
	3.1. 西方社会工作对专业关系的伦理要求
	3.1.1. 价值中立的助人立场
	3.1.2. 利他主义的助人动机
	3.1.3. 清晰明了的专业界限

	3.2. 人情社会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现状
	3.2.1. 人情关系先于工作关系
	3.2.2. 施恩望报多于乐善好施
	3.2.3. 人际信任强于制度信任


	4. 人情社会下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出路
	4.1. 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信任
	4.2. 加强社会工作者专业伦理训练
	4.3. 构建本土社会工作伦理体系

	5. 总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