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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
社会工作的任务与挑战

马凤芝马凤芝

摘 要：党的二十大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为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社会工作的重大任务。但是，社会工作当前还

存在理论落后实践、原创知识不足、本土理论体系匮乏等问题。为此，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方向要体现

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一方面立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社会公平正义为

价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一方面不断吸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益实践经验，既要立足中国实际，挖

掘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又要对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梳理和总

结，还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真正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

正。面对时代重任，中国社会工作界需要团结协作，助力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科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专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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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描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提出

新时代和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提出要“夯实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

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2022）。2023年 3月新一轮的机构改革设立中

央社会工作部，统筹信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志愿服务管理

等工作。在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社会工作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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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是什么、应该如何推进和发展是个需要社会工作界全体同仁共同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笔者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思考历史赋予中国社会工作的任务，坚持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系统推进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

理实践提供学科支撑。关于如何进行社会工作学科建设，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

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2022）。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 5月 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也为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指明了具体的任务和方向，对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发

展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2016）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

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社会工作在中国

历经 30多年发展，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教育规模、服务机构数量和人才队伍规模上都取得了

长足发展，在服务体系和实践上都呈现出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开展服务，西方的

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也有了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和服务

实践。我们在社会工作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突出的问题表现在理论落后于快速发

展的实践、本土原创知识匮乏，不能为中国所进行和正在进行的丰富的、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实践

提供理论解释和学理、学科支撑，没有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实践的社会工作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在中

国社会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6）所说“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

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工作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2016）。这“三大体系”的

建构是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的重大任务。

建设社会工作的三大体系，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体现三性：继承性、民族性；原创

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马凤芝，2022）。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年 4月 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

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由此可见，提升原创

能力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工作学科的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习近平，2022）。因此，构建中

国社会工作的自主知识体系，应该基于对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深刻认识，将中国独特的政治优势、制

度优势和几千年优秀文化和思想传统底蕴和当前鲜活的实践纳入其中，也就是要立足中国实际，从国

情出发，发掘本土资源，形成概念和理论体系。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基础，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马克思

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的基底，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工

作理论形成的土壤。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也是建构具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2



社会工作2018年第2期社会工作2023年第6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的核心基础和核心观念。这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立足点。

第二，中国的社会工作是在解决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过程中的鲜活实践，极具中国特

色，理论和方法体系要将其总结和纳入。

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经

验，群众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就是其中最重要和典型的代表。中国社会工作要对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度发掘，充分把握其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特点，将其发扬光大，让社会工作成

为传递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送党和国家温暖、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中央社会

工作部的成立，就是要在新发展阶段加强党对社会领域的领导，以党的群众工作的方针，广泛组织动

员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同时，回应现代化过程中的

新需要和新问题，采用现代化的手段，即采用系统科学的社会工作服务，来传承发扬党的群众工作、思

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以深入细致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这是新时代对中国

共产党提出的一种新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致力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坚持为人民服务初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社会工作区别于西方社会工作的根本点。这

样的社会工作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对筑牢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意义重大。发展社会工作

也是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对政府和公共组织工作效能的要求，提升组织社会生活的能力，以服务实现治

理，以科学、专业化的技术和服务方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二是需要对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梳理，将包括枫桥经验在内的基层治理中的

人民民主、民主参与和人民调解制度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创造性地

丰富和完善社会工作价值、理论和方法，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水平，增强社会建设和治理效能。

同时，还要系统总结发掘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中行之有效的社会工作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资源。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工作学科建设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6）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的要求，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

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社会工作的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用中国理论解

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这要求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坚持守正创新，强化问题意识，

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高质量社会工作学科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社

会工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解决学科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植根中国的学术体系、融通中外

话语体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科学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还需要主动适应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社会的兴起，建立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工作和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并加强社会工作与新技术的结合。

历史赋予了社会工作时代的任务和责任。社会工作教育、实务和研究各界作为社会工作的共同

体要紧密加强团结协作，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提高社会工作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

“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本土化”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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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效能；要研究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实践发展的鲜活经

验，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社会工作学科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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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asks and Challenges of Social Work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Tasks and Challenges of Social Work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

ernizationernization

MA Fengzhi•01•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put forward new histor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China，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social work discipline system，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a major task for social work in China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However，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ory lagging behind practice，insuf‐

ficient original knowledge，and lack of local theoretical system in social work. For this reason，the direc‐

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should reflect inheritance and nationality，

originality and epoch，systematicity and specialization. On the one hand，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Marxism，with social justice as the value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the goal；on the other hand，it should constantly absorb the beneficial practic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and should not only b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excavate and promote the ide‐

ology，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s mass work，but als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at the same

time，absorb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uild a social work discipl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Meanwhile，we should absorb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nd buil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 wor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 as to achieve a clear direction，a true doctrine，a high level

of learning and a correct moral behavior. In the face of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the times，the Chinese

social work community needs to unite and collaborate to help build the discipline of social work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and to contribute professional strength to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22））Challenge and ResponseChallenge and Response：：The Uncertaint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DisciThe Uncertaint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Disci‐‐

pline Systempline System

WEN Jun•05•
“Uncertainty”is becoming an integral feature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which bring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o social work education，practice，ethics，research and so on.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estab‐

lish a future-oriented social work knowledge system and method system. First，continue to promote ref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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