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下

我国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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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的建立将建设功能整合的社会工作体系的任务提上议

事日程。面对以转隶职能部门为基础新组建的党的社会工作系统及其被赋予的统筹指导多种

社会工作发展的职责，应该尽快建构起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相适应的结构连接、功能整合的

社会工作体系。其基本思路是参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既有……更有”的逻辑，对党的社会

工作诸部门、社会工作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行政社会工作实践进

行结合性建构，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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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处于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新时期。党的

社会工作系统的建立，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开辟了新前景，也提出了新要求。已有

30多年发展历史、具有专业特征的社会工作，要与行政社会工作等多种力量相结

合，在党的领导下，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有序运行与和谐社会

建设，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本文对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体系

的建构，谈一些粗浅看法，并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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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及其

对我国社会工作体系建构的新要求

（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的努力及社会工作的责任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

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是对我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性概括。

党的二十大对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所做的系统总结和概括，符合我国实际，也为我

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基本遵循。我国会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立足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砥砺前行创新，走中国式的“既有—更有”

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全

国人民团结努力、艰苦奋斗。既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又要有效地促进和谐

社会建设，实现发展与秩序的相互促进。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还遇有诸多困难，

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也面临着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以往积

累起来和在发展中新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一种

方法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举措，被纳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

战略部署之中。

社会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帮助困弱群体及更广大民众解决其基本生

活困难的服务，也是参与解决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

要手段。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快

速起步，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境外优秀成果，参与解决基本民生问题

和社会治理，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现代化新进程会伴随诸多新的社会矛

盾和社会问题。作为改善基本民生、加强社会保障、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社会工作应该积极参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优势，

在现代化新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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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的社会工作系统的建立和职能发挥要求对社会工作体系进行新建构

党的十九大以来，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

着手对党和国家机构职能进行系统性重构，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由于改革问

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再加上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一些领域的改革和机构职

能重构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碎片化、形式化、低效能等问题。各种社会工作力量

没有得到系统整合，还没有形成整体性治理的理念（蒋敏娟，2023）。有的地方因

为体制机制原因，甚至在社会治理方面还存在着基层与上级，尤其是高层的某种

“隐性断裂”的风险（王龙飞，2015）。面对艰巨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必须进一

步推进更系统和有效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2023a）在论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时指出，要坚决破除各方面

体制机制弊端，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实现历史性变

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了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党中央、国务院于 2023年 3月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

方案》），以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

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建立中央社会

工作部就是《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改革方案》，组建中央社会工作

部，其职能是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

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

作为党中央的职能部门，中央社会工作部转隶了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成为中国

共产党在社会领域加强党建、统筹指导和统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威部门。

党的社会工作部将原来属于民政系统的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转隶过来，将社会工作深度参与的人民信访工作、志愿服务工作

统筹指导纳入进来，从而使原来强调专业性的社会工作变为党的社会工作的组

成部分。站在学科专业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角度看，当今党的社会工作部门

和系统的组建，实际上是在建构“大社会工作”。党的社会工作突出了党对社会

领域的领导，对各方社会工作的统筹和对基层社会工作的指导，其涉及的工作范

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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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更宽，职能既多样又综合，方法也更加多元。

习近平总书记（2023b）指出，这次机构改革，组建新的党中央职能部门，是为

了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组建社会

工作部可以看作是对以往社会建设，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短板、弱项的加强，通

过党的统筹指导和统领，使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方面的职能更加优化

协同高效。现在，中央和各省市党的社会工作部门都已建立，接下来要理顺内部

关系，做好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统筹指导相关部门做好社会工作，加强社会领

域党建，畅通规范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把

制度优势变为治理效能，努力做好机构改革、发挥好效能的“后半篇文章”。要做

好“后半篇文章”，就要有科学的组织结构、合理的功能定位以及有力的推进机

制，就是要加快建构围绕社会工作的协作体系和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相适应

的社会工作体系。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处理好三个具体关系：一是社会工作部

内设部门在运用和发展社会工作上的关系；二是社会工作部与其他相关各方共

同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关系；三是处理好已初步形成的社会工作专业体系与本

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关系。鉴于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采取先转隶、后聚合、再整合

的做法，新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适合采取结合性建构的模式。

二、我国社会工作体系结合性建构的含义及主要方面

（一）结合性建构的概念

研究我国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社会工作体系的发展，需要正视客观现实并

具有前瞻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30多年的社会工作学科专业发展史，初步

形成了专业学科体系，并在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同时，我国也有丰富的行政社会工作经验。在党的社会工作部门和系统已

经建立的背景下，我国的社会工作体系需要创新。这种创新按照党的二十大关

于中国式现代化“既有……更有”的思路进行是适宜的。对于一项学术研究来

说，“既有……更有”的表述似乎学术化不够，所以本文提出“结合性建构”的概念

和发展思路。这个思路是要实现已有部分的相互结合，形成更完整的结构，使各

方面的优势互补，进而实现整个系统的功能整合。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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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文献研究阶段的基本检索，没有发现关于“结合性建构”的专业文献。

可以说，它是笔者为了分析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的发展而“自造出来”

的一个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在我国形成“大社会工作”的格局下，要建构中国

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就要在权威部门统筹下，实现不同部门、不同社会工作的

优势结合，并通过协同与磨合，形成结构系统、功能整合的体系的行动。这种基

于现实的结构要素、有意识地促进它们相互结合的过程是复杂的建构过程，这种

实践可以称为结合性建构。

结合原本是哲学、物理学、化学领域的概念，后来引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

学等学术领域。不过，在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中，社会学家们对具体的结合问题研

究较少。在组织管理、社会工作等应用社会科学领域，要素或部分之间的结合问

题得到较广泛运用。一般说来，结合是指将多个不同元素、事物或概念、观点联

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事物或概念、理论的过程。结合可以是实物的合并或组

合，事物的联结或互嵌，思想的交融或整合，等等。结合是相互接近的行动，是一

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形态；它既是实体性的，即由实物、事物、行动等形成的“物

质性”关系，也代表着新的、更加综合的功能状态。结合一般被赋予肯定的意义。

比如，婚姻上的两性结合，养老的医养结合，中西医结合等。结合可以产生新的

事物形态，也能产生新的能力。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的组织管理学家巴纳德

（1997：62）认为，组织成员的协作与结合可以带来“组织力”。

结合的形式多种多样。它可以分为简单的结合与复杂的结合，形式化的结

合与实质性结合，机械的结合与有机结合［这与涂尔干（2000）以劳动分工为基础

的社会团结类型的划分有某种关系］；与组织相关的结合还可以分为工具性的、

互相利用的、价值性的、目标一致的结合，等等。巴纳德（1997：103—104）在研究

正式组织中的分工、专门化、职能化问题时，使用了“社会结合的专门化”的概念。

从内容的角度看，结合可以有如下几种基本形式。（1）结构上的相互连接和

搭配。这是互有联系的部分之间的“物理性”结合，它们由相互独立的状态变为

“零距离”接触，进而可能实现连接、嵌入、互嵌的结合。（2）目标行动上的相互配

合。原来相互独立的部分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产生的合作、协作、配合。结合可

以使这些实现目标的行动变得协调，进而使实现目标的行动更加有力。（3）措施

方法上的综合。各部分实现各自目标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各有特点。当它们去实

现共同目标时，会在工作安排、方法措施上谋求新的连接、实现新的综合，以便更

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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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实现目标。（4）功能上的相互促进与整合。不同部分之间的结合，其本质

意义在于更好地发挥各自作用和整体功能。相互协调有利于各部分更有效地实

现自己的目标，也有利于整体（系统）目标的实现。功能上的结合可以促进互相

成就、共同发展。

结合以不同事物的存在为前提，哲学意义上事物的客观存在是结合的“物质

基础”，而结合的目的在于其功能性。社会领域中的结合一般具有人为的性质，

人为地、有意识地促成不同事物的结合是一种建构过程，也是结合性建构。结合

性建构既考虑结合的“物质基础”，它们之间的可结合性和结合的恰适性，又要分

析这种结合可以发挥的功能甚至增益效果。巴纳德（1997：22、107）使用了“适当

的社会结合”“有序结合”的概念，以说明结合的正向功能。新格局下，我国社会

工作体系的建构不是把有关人民信访工作、基层社会治理、社会领域党建、社会

建设的几个部门聚合到社会工作部就解决了问题，而是要把它们有序和有机地

结合起来，同时要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等建立密切的统筹指导关系，

发挥应有的效能，这就需要各相关方面发挥积极性和能动性，即进行结合性建

构。

（二）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体系结合性建构的主要方面

党的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的建立，目的在于统筹指导社会领域的社会工作、

创新人民信访工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加强社会领域党建等。要在党的领导

下、人民中心观的引导下，运用社会工作思路与方法进行新探索，取得新进展，获

得新成效。当把原来属于政府不同部门的社会治理职能部门转隶到党的社会工

作部，并期望由其统筹指导更大范围的社会治理时，各部门与功能的结合或进行

结合性建构就成为必要。从前面提到的建构社会工作体系要解决处理好三个具

体问题着眼，这种结合性建构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社会工作部内部在运行和发挥功能上的结合性建构。各级社会工作

部都是通过转隶原来属于其他部门的如人民信访、基层社会治理、社会领域党建

等工作部门而建立的。虽然这些被转隶部门有一些共同点，但是也有工作重点、

工作职能、工作方法上的差异。正是因为这些部门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所以协

调起来比较困难，总体治理效果不佳。现在把这些相关部门转隶到社会工作部，

实现了职能部门的聚集，但是，要使这些部门像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功能互构的整

合作用，还需要这些转隶部门在结构上和功能上的结合、协同，即进行结合性建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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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这种结合性建构可以考虑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结构上，不同部门的、职

能比较接近的部分形成灵活的“事业部”结构，或者建立联席会制度，使相关部门

在某些工作中相互协作乃至融合；二是目标行动上，各部门要在工作目标一致的

条件下进行协同，可以采取联合行动，也可以在各部门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

“主责主业”时，考虑到临近部门的关联性工作，“顺手带一把”。三是实现功能上

的协同与整合。要有更高的站位，有重点也相对宏观地看待部门的工作，实现该

部门职能工作的功能“外溢”，就可以促进相关部门的功能整合。这里是部门的

本职工作与相邻工作的某种方式和一定程度的结合。当然，要做到这一步，必须

有整体观，而“联席会议”可以作为这种结合的基础。比如，人民信访工作、征求

群众意见与基层社区治理工作、社会工作为困弱群体和更多人群的服务工作，乃

至社会领域党建的部分工作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可以实现结合性建构，

而这种建构可以促进社会工作部门的整体性，增强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第二，社会工作部与其他相关各方推进社会治理的结合性建构。2012年中

央组织部、民政部等 19部委、群团组织共同制定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之后，民政、医疗卫生、司法、

信访、基层治理、劳动保障、反贫困、乡村振兴、工会、青少年服务等领域，都出台

了相应政策，要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发展社会工作。这样，有一定专业性的社会工

作在这些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系统及社会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产生了较好的

政治效果和社会效能。

一项工作或事务的推进和发展与责任人及其管辖权密切相关。正像有些学

者所说的那样，管辖权决定了某项制度在不同领域的实施情况。帕森斯（1988：

212、217）认为，管辖权具有区域性，它作为最基本的实质性机构在规范秩序系统

之下拥有“合法权威”，通过某种决策过程影响人们的行动，而政治是“最高的”管

辖权威。由于各级各地政府、各部门有不同的分工，它们对发展社会工作的认识

不同，自身能力和推动力不同，同时由于当时作为这项工作统领的组织部门无暇

顾及比较具体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推动工作，民政部门则相对缺乏较强

的统筹权威，所以使得社会工作在不同地区、不同政府部门系统发展不平衡，就

是共同制定的发展社会工作的《规划》也难以具体落实。党的社会工作部的建

立，就是要改变原来较松散、无力的状态，集约式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领

域党建等工作。但是党对社会工作的统筹指导毕竟与政府部门承担的具体的公

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

7



社会工作 2024年 第1期

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工作不同。党对社会工作的统筹指导是政治性和整体性的，

政府部门的工作是在党领导下的行政性、具体性工作。按照《改革方案》，党的社

会工作部门的职能是统筹指导推动社会治理方面的工作和我国整个社会工作的

发展。大量的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工作事务要由政府部门、群团组织、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力量来承担，党的社会工作部门主要通过制定政策，建立相应促进机

制，对这些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工作进行统筹指导和统一推动来实现。政府部门、

群团组织的人民信访工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也分散在它们的不同部门。这

样，要真正有效地统筹指导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做好人民信访和社会治理工作，

就要实现党的统筹指导与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具体工作的有效对接和结合。每

个政府部门、群团组织都有处理人民信访、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和机制。如果具

有权威的党的社会工作部门能考虑到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的工作特点，就可能使

这种统筹指导更加有力和有效。

在这方面，用党的社会工作的思路去促进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的社会工作是

必要的。建立党的社会工作系统，并被赋予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的职能，它就有了较强的关于社会工作发展的政治上的管辖权，也就会建

构社会工作的新生态系统。社会工作的管辖权主张、解决方案的模式和政治效

能感（阿伯特，2022：57）发生变化，就有条件把各级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的有关社

会工作进行统筹、加以指导。社会工作也有了更高生态位，进而可以实现新本土

化发展（王思斌，2024），党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就宜于变为社会治理效能。

第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结合性建构。经过 30多年

的努力，我国的社会工作学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服务，立足本

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有了较快发展，参与民生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建设

的成效日益显著，这也成为我国发展“大社会工作”的“优良资产”。在新的发展

格局下，应该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成熟做法和优势与各职能部门的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的本土经验相结合，实现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王思斌，

2023），实现“大社会工作”的功能整合，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在

具体结合方法上要坚持“既有……更有”的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2020a）在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讲话中指出，要发挥社会工作

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

服务。这里的“专业优势”实际上是国际上比较通行，且已经本土化了的公共服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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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社会服务的专业价值观和专业服务方法。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为

本、助人自助的理念，认真综合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运用专业方法开展深入细

致的服务，服务更具人文性、专业性，使服务对象更有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

（2020b）曾指出，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

验。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立足本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在公共服

务、解决社会问题上有一定专业性，比较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和目标，

应该在专业化、本土化、职业化的结合上，在更多领域实现更快发展。

在分析社会工作发展的结合性建构时，必须注重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经验的

重要性，否则就谈不上结合。我国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主要是行政社会工作，它

有自己的独特实践，也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在加强民生服务和创新基层社会治

理时都应该被关注、被重视。但是毋庸讳言，我国许多地方和不少领域的群众工

作依靠行政力量多、专业理念和方法少，个人性做法多、普遍性规律少，注重眼前

效率多、考虑综合影响少。这些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不相匹配。我们要

认真总结本土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将其知识化、概念化、条理化、逻辑化，形成

有一定专业特质的工作体系。这不但有助于提高本土社会工作的水平，也有利

于促进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结合。

我国的社会工作范围较宽、任务复杂，既需要以落实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为

主要内容的行政社会工作，也需要细致的、更入民心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实现

二者的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党的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实现与中国式

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社会工作的多重效能。

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

结合性建构的基本逻辑与着重点

（一）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结合性建构的基本逻辑

上面我们从三个方面简要阐述了党的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建立后的新格局

下“大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发展问题。前两个可以主要看作是“行政性”的工

作，即处理部门间关系，其中也包含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第三个主要

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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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法方面的问题，即在党的社会工作中，在具体工作上怎样处理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与本土社会工作的关系。为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下面对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结合性建构的逻辑再作一些阐释。

党政部门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责任主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

力量和行政力量。面对有的党政群部门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

民生，加强创新社会治理，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党中央制定了多种制度规范，督促前行，并提出了自我革命的任务。具体

到本论题，就是要提高各级党政部门、群众组织、各方行政人员和公权力拥有者

的政治素质，强化大局观念、民本价值，鼓励实干创新，改进工作方法，切实将制

度优势变为治理效能。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其发展中，在为民服务、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参与社会

治理、促进社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其专业优势应

该发扬。当然，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协助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参与社

会治理中还有不足，应该补短板，更有效地发挥专业优势。

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党的社会工作要统筹上述两个方面，扬长

补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就其逻辑而言，采取“既有……更有”的

思路是适宜的，即在社会工作的重要方面和环节，进行结合性建构。其要义是，

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以我国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立脚点，以可运用

的政策资源、专业-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为要素框架，以及时解决问题兼具长远

效果为目标，将上述两种和多种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进行结合，以达至改善民

生和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综合效果。

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的结合性建构的“既有……更有”不应做机械化理

解，而应该做辩证分析。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既有”反映的是

共同点，是我国与他国做法相同、相似或可以互相借鉴的方面；“更有”强调的是

不同之处，这种不同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性质上的差别。“更有”的强

调意味更重一些，这就是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

体系的建构也具有上述基本含义，但是由于这种比较不是国家间的比较，而是社

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比较，是为了实现它们的优势互补，形成

更优的社会工作模式，所以有时对“既有……更有”也可以做“既有……也有”的

理解，即从建设更加科学、更加有效、更有利于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治理，更有利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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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分析各社会工作诸要素之长短，进行结合性建构。

（二）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结合性建构的着重点

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工作体系的建构，是包括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在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变和精心建设的过程，其复杂

性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到 2023年党中央、

国务院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可见一斑。本文无意对这些宏观要素及其结

构框架做细致分析，只是从上面的三个结合特别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社

会工作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做些分析。应该说明的是，第三个方面的结合也是存

在于前两个结合之中的。因为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有其“非专属性”，可以成为“公

共物品”而运用于所有改善民生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建设的领域

和环节。比如，在改进人民信访工作，加强人民建议征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统

筹引领志愿服务，以及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的其他领域，都可以引进社会工作专

业方法，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结合，提升民生服务和社

会治理的效能。毫无疑问，要在多个领域和层面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

社会工作实践的结合创新，需要相关各方明确思路、协同努力、发挥能动性，进行

创新性建构。

要对两种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做出全面而细致的阐述并非易事，因为这

种结合性建构是建立在理论与经验的梳理比较和复杂多样的协同实践之上的，

而且这种实践应该是多次、多样和具有反思性的。另外，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的

具体任务不同，工作的政策与社会背景及具体情境不同，两种或多种社会工作的

结合过程和方式也不同。鉴于这些复杂原因，本文只是就一些重要方面，如价值

观念、工作过程、工作方法、效果评价等，从“既有……更有（也有）”的视角，对社

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结合性建构的重点做简要阐述。

对任何社会工作来说，其价值观都是重要的。我国的行政社会工作强调党

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比较宏观。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同样强调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这是“既有”的共同方面，但是社会工作专业服

务也强调具体的“以人为本”，强调服务的具体化、个别化。

两种社会工作都强调在法律、政策、规范下开展工作，这是共同点。行政社

会工作特别强调按政策办事。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除了遵循政策外，在具体服务

中还强调理解服务对象的困难处境，认为情理也十分重要。

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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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社会工作特别强调行政程序，这是依法行政和行政人员的职业角色所

决定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遵守法定程序，也有其具体的服务程序，既强调专业

关系和服务者的角色规范，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尤其是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领域

更加明显。

与党政部门的政权性质相关，行政社会工作首先强调工作的政治性和政治

影响，强调合规的工作方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也有政治思维，注重社会工作服

务的政治影响，但是它也重视专业伦理，在政治要求的指导和专业伦理的约束下

运用专业方法和技术。

社会工作与政治是相关的，我国的行政社会工作的政治性更加明显。党的

社会工作把政治性放在首位，一方面保障对各方社会工作的统筹，另一方面也说

明它与其他国家社会工作的不同。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党的领导、政府

主导下进行，其政治性不言而喻。同时，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也有明显的社会性，

并通过社会性的服务实现政治效果。

行政社会工作集中关注当前问题的解决、工作任务的完成，时间性和指标性

比较明显。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既注重当下问题的解决，也关注服务对象的能力

发展，关注服务对象与所处环境的协调共变，而这些变化可能是渐进的、潜移默

化的。

行政社会工作以党和政府的政策为准绳，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对社会问

题的治理中）注重政策宣贯和对工作对象的教育，多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社会

工作专业服务参与社会治理、促进服务对象的改变主要是引导性、倡导性的，强

调工作对象的内在改变。

行政社会工作主要依照行政框架，依靠政府权力和责任，基于行政合法性和

行政信任开展工作，其中也包括增强党政与群众的关系。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主

要基于社会信任和专业信任，通过持续服务，而且是在服务对象感觉到服务效果

的基础上形成双方互信，深化服务。

行政社会工作是存在于、附属于各级党政部门的。由于部门分工等原因，各

部门的行政社会工作有自己的、比较明确的任务和服务边界，总体上部门间的横

向联系和协调较弱。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任务目标是明确的，它特别重视相关

各方的合作，重视资源链接。在工作任务比较复杂时，多方合作是必需的，这有

利于实现工作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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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从几个主要方面比较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行政社会工作的异

同，相同之处基本上属于“既有”，差异部分属于“更有”或“也有”。可以发现，社

会工作专业服务与行政社会工作在根本目标、基本行动框架和目标追求上基本

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行政社会工作具有较强的行政化、效率化和自上而下

的特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则具有明显的人本化、深入性、综合效能等特征，更具

基层视角。当然，这些异同并不是绝对的，它们与社会工作的不同领域、任务的

不同性质有关。如果看到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行政社会工作的异同，我们就

能够以优势互补为原则，促进它们的结合，形成更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社会

工作模式。毫无疑问，这种结合是在各方具有共识基础上，通过共同努力来实现

的，这就是结合性建构，而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的建立，为这种结合性建构创造

了制度条件、工作机制和现实基础。

四、结 语

鉴于存在不同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方面的

分散化、碎片化、非协调性和效能不高等问题，面对现代化新阶段复杂的内外形

势和新任务，党中央规划组建了党的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以提高社会治理效

能，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部门转隶而建立的党的社会工作

系统形成了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格局，新格局、新任务要求相关各方工作上的结

合。从组织部门上的聚合变为功能整合（詹姆斯·G. 马奇、约翰·P. 奥尔森，2011：

119），各方社会工作扬长补短的有序结合，相互协调，形成系统化结构，发挥整合

性效能，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其基础性工作

是要进行结合性建构。这种结合性建构包括相关各方的相互合作与工作协同，

结构和功能的嵌入、嵌合与融合发展（王思斌，2020），需要有力的工作上的统筹。

党的社会工作部门的建立和统筹、指导的权威赋予，为推进这种结合性建构搭建

了权威的行动框架，也为社会工作各相关部门实现目标认同、参与社会工作新体

系的建构创设了政治氛围。在这一基础上，有对社会工作体系及其功能的科学

定位，有对各种社会工作优势及相互结合逻辑的本质性认识，有缜密的结合性建

构计划及有力的统筹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就能较快建立起来，

我国的制度优势也就能够转变为比较显著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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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Combined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Chinese Modern‐

ization

WANG Sibin·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system has put the task of building a functionally integrated social work

system on the agenda. In response to the Party’s new social work system，which is based on trans‐

ferred functional branches，and the given responsibility of coordinating and guiding the develop‐

ment of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work，it is imperative to build a structurally connected and function‐

ally integrated social work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

ernization. The underlying idea，referring to the logic of“what is already there...and what is mo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is to promote the combined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existed depart‐

ments related to social work，the Social Work Department and other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

ments，as well as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local administrative social work practices

in attempt to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2））A Research on Independent Knowledge of Chinese Social Work Based on Daily Life Prac‐

tice

TONG Min·15·
Chinese social work i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for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o it is practiced in the daily life in local community. Based on this daily life practice，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social work should be created on the framework of“person-situation”

double body，and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person’s subjectivity in the community daily life，which

is called the self-in-situation，as opposed to the idea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positivism.

（（3））On the Three Relations of Social Work Subject System Localization Construction

CHEN Shuqiang·20·
Social work is both a practice-based profession and an academic discipline. We should“base

ourselves on China and learn from foreign countries”，and deal with the three relations in the pro‐

cess of the indige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discipline system：First，between scientific re‐

quirement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we should not on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of science，but

als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practice；Secondly，between the discipline of social work and re‐

lated disciplines，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have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social work，but also to

grasp the integrated discipline nature of social work. Finally，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en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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