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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凤芝①    范斌②    张一奇③ 

携手奋进
为实现我国医务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懈努力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2021年年会综述

2021年9月13日至14日，中国

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

业委会2021年年会暨全国医务社会

工作与医学人文发展高峰论坛顺利

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工作教

育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主

办，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协办，吉

林大学第一医院承办，会议是在我

国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向纵

深发展、各级医疗机构积极落实国

务院《关于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实施意见》、促进我国医务社会

工作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凸显了高效、务实、进取的主

题，以线上会议的形式，吸引了共

计5716人次热情参与。会议期间共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2位嘉宾贡献了

精彩的报告。其中，1 6位来自高

校、研究所等学术机构，16位来自

医院、社会组织等实务机构，涉及

宏观层面议题的报告共11个，中观、

微观层面议题的报告共21个；涉及教

育类的报告4个，政策相关类议题的

报告3个，实务分享类议题的报告20
个，实践反思类议题的报告5个。

在13日上午的主旨报告环节，

共有6名专家学者围绕“医学人文

视角下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及政策

体系、标准”这一主题展开论述。

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全国社

会工作硕士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医务社会工

作专业委员会主任马凤芝在“推动

新时期我国医务社会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报告中从健康中国战略和

“十四五”人民健康发展目标的大

背景出发，指出：我国的医务社会

工作学科自改革开放后历经了近

四十年的建设，已进入发展的瓶颈

期，尤其是实务界的服务功能在被

政策、医疗机构管理层和社会大众

认识后，如何进一步彰显服务的专

业性、有效性，成为阻碍学科在基

层真正扎根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

面，医务社会工作学术层面如何在

新时期进一步凸显对实务界工作的

引领和指导，促进学术与实务的良

性互动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一大课

题。尤其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中，医务社会

工作更应主动融入历史潮流中，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解决好以上课

题，以学科建设为驱动力带动医务

社会工作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进而

发挥社会工作的独特优势服务于我

国公立医院的整体高质量发展和健

康中国战略。为此，需要开展医务

社会工作研究，在此基础上改革创

新医务社会工作的教材、课程和人

才培养模式。遵循医务社会工作的

学科特点，建立多学科跨专业的医

务社会工作学术共同体，开展多学

科跨专业间的合作，以“专业间合

作”模式培养医务社会工作人才。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中

国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

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市

社会工作协会会长范斌在“患者体

验与医务社会工作的实践”的报告

中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医务社

会工作发展是以服务对象体验式的

方式开展的，由于历史原因，医

务社会工作在本土起步较晚，但

由于起步阶段正处于医疗卫生行业

的改革深水期，其发展要求相对较

高。因此，广大实务从业者以专业

服务过程作为向外界展示学科专业

性的主要手段，以主动服务、主动

介入、主动发展为主要基调，使服

务对象在医疗过程中体验医务社会

工作的优越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

体验式服务已成为国际上提升患者

医疗过程舒适感和满意度的主要手

段，也在我国上海等地的医疗机构

中广泛运用，取得了良好效果，值

得进一步推广。复旦大学社会工作

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

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前秘书长赵

芳在“社会工作理念融入医学生人

文教育”的报告中谈道：人文教育

一直是医学生建立全面医疗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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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前提，在医学教育事业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社会工作的课程教

育中，专业价值、价值观、伦理等

基础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有类似特

质，但不能完全等同于医学人文教

育，要实现医务社会工作从业者的

全面的学科认知，就必须补充相应

的医学类的人文教育基础，使未来

的从业者建立健全现代医学观念和

服务理念。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院

社工部主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

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秘书

长张一奇在“本土医务社会工作发

展的政策动力”的报告中，分析了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实务层面逾20年
来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动力因素，认

为我国医务社会工作重建以来，经

过20余年的本土化进程和全面的推

进，已经达到了较高的专业水平。

在此过程中，医疗机构的自主意识

和政府层面的政策推动是我国本土

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双引擎，在草

根机构自主发展、行业觉醒、政府

推动下的行业发展之路上，政策支

持成为实现本土医务社会工作行业

性大发展的关键。河南省胸科医院

社工部主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

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

事刘雅敏在“医疗机构中‘医务社

工部’的组建与工作开展”的报告

中论述了医疗机构尤其是公立医院

设立“医务社工部”的前提、规范

化要求，认为在医疗机构中设立

“医务社工部”必须要结合不同医

疗机构的特点，因地制宜地选择性

开展优势服务项目，主动与医疗机

构的医疗、护理、医院文化建设等

中心工作结合，使“医务社工部”

成为能为医院服务提质增效的助推

器。吉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院

长、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医务社会

工作与志愿服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芦恒在“医疗机构中医务社会工

作专业建设与学科发展”的报告中

谈到，医务社会工作的主体工作应

该以促进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发展

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以完整的专业

学科体系建设和全面的科、教、研

工作促进医务社会工作学科的整体

变革，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之

能始终与现代医学的发展保持高度

同步。

在“医务社会工作研究进展及

临床服务实践”专题版块论坛中，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

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

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教授黄

红，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

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

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

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黄匡

中，北京大学广东教育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

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达博

雅社会工作中心总干事 /理事长关

冬生，天津理工大学社工系主任、

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

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

云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患者体

验部主任、中国社工教育协会医务

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柴

双，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社工系

主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

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郑立

羽分别围绕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和

不同模式的医务社会工作临床研究

与实践进行介绍。这些学者的阐述

显示：我国的医务社会工作已进入

到学术研究与临床实践齐头并进的

双引擎发展阶段，结合临床服务的

需求，学术层面的各类研究呈现出

个性化的特点，能在一定程度上指

导临床实务工作的规范化开展；反

之，经过超过二十年的发展，实务

层面的专业服务也取得了积极进

展，呈现出多元化特质，不但在学

科经验上得到了丰富积累，还孕育

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实务成

果，可以反过来促进和倒逼学术层

面的发展，为医务社会工作整个学

科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医务社会工作、志愿者服

务的项目运作与资源整合”主题板

块中，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

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教授、福建

社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

员会主任王卫平，山东省立医院社

工办主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尉真，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

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冯

云海，南京师范大学社工系主任、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

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花菊香，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

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

社工系博士郑思明，复旦大学附属

儿科医院社工部主任、中国社会工

作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

会常务理事傅丽丽和江西省儿童医

院医务社工部主任罗英等围绕医务

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联动发展模

式、相互关系建立、彼此影响因素

和项目运作实施等方面做了交流。

学者们指出：在当前卫生健康行业

服务变革的关键历史时期，适时引

入医务社会工作与医务志愿者的工

作机制，弥补了当前医院管理中现

代化的不足，其工作范畴和流程细

化更能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

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人性

化关怀。以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

务联动发展为主体的新型医院服务

模式，其结果是让医患双方及社会

受益，提高了患者满意度，提升了

非医疗环节的整体服务质量，既是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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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满足患者多元化需求的需要，凸

显了医学模式转变的趋势和“全人

医疗”照顾理念。

在“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实践及

相关模式”和“安宁疗护社会工作

实务”主题板块中，云南大学社工

系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高万红，华东师范大学社工

系副主任何姗姗，中华女子学院社

工系主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王献蜜，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医

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社会工作部、宁

养院主任刘芳，复旦大学社会工作

系副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付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社

工部部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张馨等围绕议题展开讨论，重点就

医务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建立、运

行与评价，以及安宁疗护在医务社

会工作实务范畴内的地位与角色等

进行了精彩阐述，为广大与会者贡

献了专业经验。

此外，在“医疗机构及社工专

业机构开展医务社工实践交流及个

案、小组工作分享”专题版块中，来

自上海、广东、四川等地的实务工

作者和学术研究者就“病友支持小

组”“多维度大健康线上与线下教育

新模式”“患儿家长顾问委员会在患

者安全中的运作模式探索与实践”与

“中国临终关怀社会工作实务体系的

思考”等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

就服务背景、运作模式、服务实施

与效果评估等分享了专业见解。

在闭幕式环节，华东理工大

学社会工作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

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

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兼秘书长范斌做了总结讲话，

她指出：医务社会工作的实践服务

必须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多元

需求，紧跟国际社工理论和实践前

沿，彰显专业服务的健康促进功

能。未来几年，医务社会工作专业

委员会将努力实现多行业融合趋

势，聚焦于学术研讨、专才培养、

服务创新与政策推动方面，与相关

组织保持合作和联动。本次年会正

是在本土医务社会工作即将开创新

局面的大背景下召开的，政策制

定、人文医学融合、临床实践反

思、实务经验交流、社会资源整合、

公益服务运作等议题基本反映了我国

医务社会工作学术与实务层面的现状

与发展动态，值得广大同道在会后继

续细细品味和学习内化。

在此前举行的中国社会工作

教育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

主任委员马凤芝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

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重大概

念，并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精辟概括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

内涵。结合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就

是要从实现本土医务社会工作复兴

的根本要求出发，尽全力满足我国

医疗健康服务模式的改革需求，尽

全力满足健康社会体系构筑的时代

需求，尽全力满足我国民众对健康

照护的基本需求，展现医务社会工

作领域广大同道的精神风貌和专业

力量。近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

《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明确要求要把实现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作为下阶段我国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配合这

一国家战略，医务社会工作学界应

当在这一过程中作出应有的行业贡

献。因此，专业委员会下阶段的工

作也应该立足于更高的起点、着眼

于更高的目标而进行。副主任委员

兼秘书长范斌代表专业委员会部署

了下阶段的工作规划，这不仅是宏

观的设计和思考，更需要在未来一

项项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并一步步

落实。会上，各位常务理事就各自

分管条线做了工作汇报，并对专业

委员会下阶段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和建议，认为医务社会工作教育界

应聚焦专业教育议题，带领实务界

用于破解发展瓶颈；鼓励、支持社

会组织在整合、运用优质社会资源

的前提下实现行业大发展；深度融

合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专业智慧，推

进学科的整体发展；发挥专业委员

会专业优势，勇当政府部门参谋和

助手的角色，积极倡导有利于行业

发展的政策体系；推进医务社会工

作专业课程框架和服务标准建设，

广泛开展实务研究和实务技术方面

培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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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范斌，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

系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医务

社会工作，儿童福利政策，社区治理，

社会服务项目评估与管理。

③张一奇，男，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

院社工部主任，社会工作硕士。研究

方向：医务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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