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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
与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

王思斌王思斌

摘 要：我国已经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求社会

工作有新的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功能。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新进程，我国社会工作需要进行新本土化。

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是社会工作面对复杂和艰难问题，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全面地了解现实，根据实际

需要，综合地运用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多种知识，与相关方面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和行动。它在改善困

弱群体民生和生计、加强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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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有鲜明实践特征的社会工作，只有在实践中

发挥了应有作用，才能算是实现自己的使命。社会工作只有与其介入和发挥作用的实践场域相适应，

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功能。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社会工作

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本文从专业社会工作要适应新发展阶段新要求的角度，以“新本土化”的理

论视角，对我国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一些分析。这是不甚成熟的思考，供同行讨论和批评。

一、我国现代化的新进程及对社会工作发展的新要求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进程及其对社会工作发展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对我国现代化的特征作了清晰的勾画，对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和

命题，指出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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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2022）。这里的“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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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走向现代化洪流的组成部分，它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有某种“相同”之

处，因而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更有”则强调了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中国式现代

化”具有处理内外关系的含义：我们要借鉴外国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同时要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这就

是开放和自我守成与创新的关系。它既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思路和立脚点，也可以指导经济社

会发展具体领域的工作。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及其本质阐述，对我国社会工作在新发展阶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指出我国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

着力解决民生方面的问题，这就给以改善民生特别是困弱群体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社会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工作必须回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秉持专业理念，扮演积极角色，在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功能。

（二）我国现代化新进程面对的基本民生问题与社会工作的作用

在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我国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和动力，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

问题，其中包括基本民生方面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高质量发展是基础

和基本原则。高质量发展首先指的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可以为公共服务、民生改善、社会发展奠

定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社会事业也需要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要实现均衡发展并提高水平，基本

社会服务要扩面和提升，社会发展既要有活力也要和谐有序。应该理性地看到，我国现代化新阶段还

会遇到诸多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这些直接与基本民生相关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

促进包括中低收入群体在内的就业，通过就业获得稳定的不断提高的收入；如何促进公共服务均等

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使广大城乡居民获得更多福利，保障和改善人们的基

本生活；如何普遍地增进民生福祉、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特别是保障困弱群体的基本生活，在兜

底中提高其生活水平；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相对公平，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如何促

进和保障城乡居民的社会生活参与，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设生活共同体，等等。我们需要在

制度层面上做出新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安排，通过科学制定政策和有效实施政策，更好地解

决民生问题，其中包括通过发展社会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助力困弱群体基本民生问题的

解决。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从恢复重建始，就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专业引领的特征，本土化也成为急需

研究的课题（柳拯，2012）。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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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18部委和群团组织、19部委和群团组织关于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规划①，以

及后来民政部等部门发展社会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积极作用的文件，都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工作事业

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也直面民生问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解决。在现代化新发展阶

段，社会工作应该与时俱进、贴近现实，适应国家经济社会新发展战略和民生发展新要求，更加自觉地

参与新的民生问题的解决，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进行“新本土化”，在高质量发展中助力民生问题的解

决。

①2011年11月8日，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门和组织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2012年5月31日，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9个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发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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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意涵

本文使用“新本土化”的概念，是想说明现代化新阶段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与以往的本土化有

不同。大略说来，是想指出新发展阶段的本土化与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初期的本土化在程度和领域上

有不同，或有明显的新时代特征。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对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引进的社会工作的适应化改造和发

挥作用的过程。笔者较早关注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并从专业社会工作和行政社会工作两个角度，

初步分析过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特点（王思斌，1995）。笔者还专门撰文论述了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指出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就是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

文化的制度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而适应中国社会需要并发挥功能的过程（王思斌，2001）。社会工作

本土化是社会工作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会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环境的主导性影响（曾家达、王思斌、殷

妙仲，2001）。在新近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核心路径是“融入”，即专业社会工

作全面融入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体系，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构（陆士桢、王志伟，2020）。也

有一些学者基于具体服务实践，提出社会工作的“本地化”策略（周永康、李欢，2020）。这些研究视野

宽阔、贴近实际，是有启发意义的。

实际上，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个较宽的概念，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相当复杂的机制。比如，

从内容的角度看，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可以包括整个模式的本土化，价值观念和伦理的本土化，工作方

法的本土化，评估指标的本土化，等等；从机制方面看，可以有专业社会工作的主动本土化、被动本土

化、互构本土化；还可以讨论本土化的程度：从表层的、局部的本土化到本质性的全面的本土化，等

等。对于这些，我国还缺乏比较系统的实践、分析、总结和研究。

或许可以认为，自恢复重建起到21世纪初，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还是初步的，主要表现为社会

工作教育群体的专业自觉：社会工作教育（理论、方法、工作模式的选择）要考虑本土因素，社会工作实

习和实践要主动适应现实的要求，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不能“食洋不化”，而是要符合中国实际。在这

些本土化的环节，学者们强调了专业群体的能动作用，即社会工作专业群体应该自觉地进行上述实

践；在实践和实习方面，很多学者对“专业关系”进行本土化分析和建构，一些学者反映现有的社会工

作教科书的某些知识内容与中国现实耦合不够，等等。这些对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的反思，对理论与

重要实践分离的质疑和批评，是促进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动力。笔者把自恢复重建以来的那些

局部的、零散的、表层的专业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实际相衔接的本土化认识和实践称为初步本土化。

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制定了务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要完成

一些既与以往的发展相衔接，又要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新的发展，社会工作就应该积极参与

这一发展过程，同时要求在新的领域和更高层面实现本土化。本文姑且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工作的

“新本土化”。新本土化是专业社会工作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本土化，是在更宽阔领域、更大视

野、更高层次上的本土化，是在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上的本土化。它表现为专业社会工作更深入地进

入重要的相关领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不是独立地、纯自我反思性地选择适宜理论和方法，而是在与

其他相关方面的共同实践中，进行专业介入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可以认为，新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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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新阶段特征，是专业社会工作在初步本土化的基础上，适应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社

会和民生发展的新要求，在一些重要领域，更加全面和本质性地实施本土化的过程。

上面这个说法阐述了“本土化”和“新”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新本土化”是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

化，这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王思斌，2011）的发展是不同的。因为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没有“本土化”问

题，它的任务是专业化。这是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主体性问题。另外，所谓“新”，指的是在初步本

土化基础上的本土化，也是社会工作面对新的要求和任务而进行的本土化，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和更深

层次上的本土化。“新本土化”应该被看作是初步本土化的发展和深化，是更加全面的、系统的、本质性

的本土化。新本土化不但表现在专业社会工作更有效地进入服务实践的过程，而且表现于它进入新

的服务领域，在本土实践中适应性和创造性地实现功能。

具体一点说，与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的新问题相适应的“新本土化”，不会停留在一般的、与非专业

社会工作相区别的秉持社会工作价值、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上，而是要在

具体的、关涉重大问题的情境下，思考社会工作价值观，考虑影响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的制度因素，理解

和实施社会政策，了解社区文化，更加贴近民生实际，更加综合地考虑与服务对象及其环境中的经济

—社会—文化（物质）—社会—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工作服务的近期与长期效果。这样说来，“新本土

化”就是要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基本理念指导下，在我国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实施

中，综合和灵活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吸收本土经验，有效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的过程。

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不是要排斥来自外部的专业知识理论和专业方法，而是要根据我国现代

化的新实践新要求，更加自觉地选择和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方法，并结合我国本土社会服务实践

经验，更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与实践含义较强的“在地化”相比，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更关注面

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而进行系统—综合干预。可以说，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是我国社会工作在新条件下

的专业自觉、国情自觉和实践自觉，也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然过程。这种“新本土化”既重视国际

经验，更重视本国实践，可以看作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专业领域版”。

三、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现实基础与重点领域

（一）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现实基础

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是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和面对新的发展问题而进行的本土化。它是在初步

本土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又是由于其应对新问题的不足而演进发展的。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最初发生于教育领域，高校教师在借用国外成型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模式时，根据自己对我国国

情、社会问题的特点、求—助文化、社会结构的认识，而进行知识选择，这是较早进行的本土化。接下

来，在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进行专业实习时，高校教师对实习场域再次进行专业化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

磋商、选择，以使课堂所学理论知识能更好地运用于实习和服务实践，这也是实践导向的本土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决策，培养专业人才，充实公共

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开展专业社会服务，为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指出了方向。接下来的中央 18

部委和群团组织、19部委和群团组织发展社会工作的文件，从发展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角度，推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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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本土化发展。特别是民政部出台了一系列发展社会工作机构，鼓励高校教师

领办社会工作机构，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建立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相关政策，实

际地推进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本土化。实事求是地说，上述措施对促进政府和广大社会对社会工

作的了解认识发挥了积极作用，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共在的过程：社会工作

教育界坚守专业价值，传播专业理念、知识，创新倡导专业方法；同时，这些努力必须接近和符合实际，

不是让实际迎合专业要求，而是专业知识和方法要适应实际，这就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过程。

我们不应低估社会工作发展初期，社会工作界在传播知识和专业价值、创新服务方法、促进社会

认同、发挥服务效能方面取得的成绩。没有社会工作的初期发展和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本土化，就不

可能在社会服务、社会治理领域注入创新力量，就不可能有当前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甚至无法支撑

中央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社会工作事业战略的实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社会工作

参与社会服务领域的扩大，社会工作进入社会治理领域，参与脱贫攻坚，参与社会建设，原来基于书本

的、来自外部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在本土实践面前遇到了一定困难。这主要表现于：（1）一些在西方被

肯定且行之有效的专业理念和工作方法，难以完全应用于中国的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实践；（2）中西

方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上的差异，使国际化专业社会工作的运用和发挥作用有所折扣；（3）我国服务

对象的需求常常具有综合性、紧迫性特点，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某些专精化的工作方法，难以有效地

应对我国的现实社会问题；（4）我国社会工作专业队伍整体素质还不够高，社会工作机构发展较晚，其

成员多为大学毕业生，社会阅历不足，知识面不够宽，这也影响了社会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

正是社会工作在深入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中遇到的困难，使某些同行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教

育先行”模式产生怀疑，也使一些同行产生了我国社会工作“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看法。客观地说，虽

然这些看法还值得认真分析，但产生这些看法是正常的。因为来自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在应用于我

国实践时确实存在着张力，某些社会工作实务形式化地套用“专业方法”效果不佳，社会工作初步本土

化的努力还不能满足政府和社会对它的需求。这些也正成为我们讨论“新本土化”的现实基础。社会

工作如果不能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实现“新本土化”，就难以完成政府和社会赋予的任务，社会工作的合

法性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二）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重点领域

我们之所以提出新本土化问题，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一些新的重要议题，其中一些问

题需要社会工作参与和通过创新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实际上

不只是指在新冠疫情防控领域，社会工作可以在诸多领域发挥自己的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

出要“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也对社会工作更多、更深入地参与社会治理并发挥

其独特作用提出了要求。社会工作在发展初期多在儿童服务、老人服务、社区服务等领域开展活动。

这些服务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是有价值的，也是应该持续进行和创新做好的。面对一般困弱群体的社

会服务应该有针对性地做好和精细化，在高质量上下功夫。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有一些新的重要战略任务也需要社会工作的参与。比

如：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直接影响的乡村振兴明确要求社会工作参与；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困

弱群体、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改善、慈善资源和社会支持的获得需要社会工作助力；在大规模

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与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

·· 5



社会工作2023年第1期

社会工作 2023年 第1期

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特别是中老年的社会适应问题需要社会工作发挥独特作用；随着老龄化加

快，城乡养老和安老服务问题更加突出，社会工作应该在其中有所作为；还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

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也会得到新的发展，困弱群体民生保障、更大群体的民生福祉和生活品质

需要提高，也需要社会工作有新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重大民

生问题已不是简单地搞活动、纾压力所能解决的，社会工作所要面对的是超越了一般“社会性”（社会

关系方面）的问题，而进入综合民生领域，这是与服务对象的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性”问

题。社会工作要有效地参与上述领域的服务，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超越一般“社会性”的、更加综合的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行系统—综合干预。这就是新发展进程中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要求。下面

本文对新本土化的重点领域做一些分析。

社会救助和增进民生福祉。对于社会工作来说，传递社会福利，对困弱群体给予基本社会保障和

社会服务是其最基本的职责，我国的社会工作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困弱群体

的社会救助，已不局限于救济资源的传递，而是要包括社会救助服务，包括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促进其

社会参与。社会工作服务不限于保障服务对象物质生活上的安全，还要关注其生活的意义，关注其应

对不利环境的能力的增长或发展。无论儿童还是老人都是如此。这就需要对困弱群体的民生服务作

更广义的理解，并致力于实现目标。

助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走向未来的旗帜和奋斗目标，社会工

作助力包括困弱群体在内的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补困弱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共同富裕短板，社

会工作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应该有更强的动力。按着党中央制定的战略规划，要以辛勤劳动、互相帮

助、发展公共服务为基础，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以往，社会工作主

要通过实施社会救助帮助困弱群体维持基本生活，在助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社会工作应该在更多层

面介入和发挥作用。

参与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它

涉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构，关乎我国城乡协调发展、“三农”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以往，除了广东等省之外，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缓慢，其本土实践主要是社会救助

兜底。进入新发展阶段，“三农”问题应该逐步得到解决，发展社会工作已经写入党和政府的乡村振兴

政策与规划。农村社会工作不应该局限于社会救助兜底，而应该以社会救助及服务为基础，在更大领

域和更深层次上促进困弱群体基本生活问题的解决，参与乡村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居民

关注的是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社会工作应该以综合性和整体视角介入乡村振兴，从生计和民生的角

度促进村庄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发展。这就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新本土化”视角。

城镇化中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合。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历了复杂的、大规模的城镇化，其中包括大量农民工进城成为常住人口或流动人口，也包括脱贫攻

坚中将一些贫困农村居民迁往城镇。这既给迁移人口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也可能给缺乏生存能力

的迁移群体带来生活上的困难，一些迁入城镇的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成

为问题。在现代化新发展阶段这些问题应该给予妥善解决，社会工作应该开阔视野，在其中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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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已成为党和政府近期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镇街

村居层面的社会治理任务艰巨，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应该得到切实执行。从现

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基础性来看，社会工作必将在更多层面、更有效地参与基层

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必须学习新知识，更全面地了解基层社情民意，与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和其他

社会力量一道，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惠及民生。

参与基本公共服务。长期以来，社会工作主要着力于困弱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主要由

政府部门负责。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工作要继续提供面对困弱群体的基本社会服务，也要参与面向

广大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做好了，包括困弱群体在内的广大居民的基本生活就会得

到改善，社会工作服务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在新发展阶段，社会工作不应该回避公共服务，而

要以自己的专业优势参与基本公共服务。这同样需要拓展社会工作界的视野，增强自己在政策层面

和服务层面开展工作的能力。

面对这些重大问题，社会工作界需要在精准有效解决困弱群体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上，再扩大视

野，扩展相关知识，增强与其他方面合作的能力，在更高层面看待和分析问题，与相关部门合作，对问

题进行系统—综合干预，以在解决较难和跨领域复杂问题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四、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条件与发展

（一）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现实条件

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既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要求，也是社会工作自我发展的要求。社会工

作界要以对困弱群体的基本社会服务为基本职责，同时也要力所能及地扩大自己的服务领域，以更加

综合的视角，与其他方面合作，在改善民生和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有以下基本条件。（1）政府为社会工作发挥民生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提

供了政策性支持。不管是要求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优势作用，还是参与乡村振兴、解决民生的

兜底性问题，以及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党和政府都对社会工作发挥更大作用寄予希望，并出台了相关

政策。（2）现代化新发展阶段会遇到新的问题，需要社会工作参与解决。从现在起到2035年，我国的

市场化、城市化将继续发展，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的挑战会继续存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结构和代际

关系也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些现代问题需要现代社会工作参与解决。（3）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群体的责

任意识和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不论社会工作教育界还是社会工作实务界，都有强烈的专业服务意识，

希望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民生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模式。

政府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以来工作卓有成就，但是社会工作的参与领域还不够宽阔，社会工作

界有强烈愿望在更多领域和更深层次上发挥自己的专业作用。（4）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和社会工作持证群体。我国城市地区有一定规模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

展民生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他们希望得到政府和社会更有力的支持，在更多领域做高质量服

务。至2022年底我国已有92.9万持证社会工作者，其中有相当部分在城乡基层做民生服务、公共服

务、社区建设方面的工作，将他们学得的专业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解决新问题的实践是新本土化的重要

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与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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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5）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和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普遍建立为社会工作新本土化搭建了行动框

架系统。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和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是面向基层

的社会服务体系，也是社会工作广泛介入城乡基层经济社会生活的行动系统。社会工作站和社会工

作服务体系能更敏锐地感知基层社会的脉动和居民需要，做出反应，发挥惠及民生、增强权能、促进发

展的功能，是“新本土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我国有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强烈要求，也初步具备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条件，但某些条件还需要

加强。主要包括：（1）党政各部门系统要更加实质性地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并在本部门系统

为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作用开辟空间；（2）党政部门要制定和实施稳定可持续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

制度，支持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作用，社会工作职业化要有一定发展；（3）社会工作界要更新知识，深入

参与社会工作实务和社会建设实践，加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总结社会工作参与改善民生、创新社会

治理的经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模式；（4）加强专业社会工作群体与持证在岗社会

工作群体的合作。专业社会工作群体具有较丰富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持证在岗社会工作

群体则是具体提供社会服务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工作者，双方应该协同努力做好工作。在实

际工作中，一些专业社会工作者较偏于理想，持证社会工作者则不能很好地将社会工作理论和专业方

法运用于工作实际。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要参与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试点和研究，特别要解决某些持证社会工作人员的“学而不用”问题，将社会工作理

论和方法灵活有效地、创造性地运用于为民服务和社会治理实践，就是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重要任

务。

（二）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发展实践与前瞻

实际上，我国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已经有一些实践。在以一定规模的困弱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

村庄社区型民生、生计发展为基本任务时，关涉民生经济发展、社会资本建设和社会发展、个人能力增

长与社区文化复健、民主参与和赋权增能的综合实践，实际上就有以专业化为基础的新本土化存在。

广东以“绿耕”为代表的社会工作团队及“双百工程”，社会工作者在云南、四川等地进行的留守儿童救

助和妇女服务、发展残疾人合作经济等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都包含了培育社区资本、促进可持续的社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涵，也是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某种实践模式（张和清，杨锡聪，2016；向荣，

2017；陈涛、杨锡聪、陈锋，2018），参与乡村振兴、社区发展，关注生态、生计、生活的综合性社会工作也

有新本土化的特征（张和清、尚静，2021）；阐明我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要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融入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也具有某种新本土化内涵（童敏、许嘉祥，2022）。或许可以大略地说，新本土化实

践就是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为基础，又不局限于割裂的专业方法和“纯社会工作服务”，而是面

对服务对象需要解决的当下困难，将经济、社会、政策、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并在这种现实的复杂系

统中开展综合性服务。

新本土化在综合民生领域，特别是在社区工作领域可能有更加迫切的需求。社会工作参与困弱

群体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困弱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促进城乡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都需

要面对复杂的现实，要有新本土化理念。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和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建设和

实质性发展，将为我国社会工作的普及和高质量发展创造新的机会，其中应该且必然包括社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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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和新本土化的发展。这可能是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特

点。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社会工作“新本土化”的综合性扩展式服务，不是要取代某些领域的专精

社会工作服务，也不是要弱化和泛化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而是要客观评估社会需要，坚持专业性，增加

相关知识，依据国情社情民情灵活用好专业方法，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在与行政系统和其他系统的

关系上，要坚持协同思路，发挥各方优势，实现融合发展，协同解决问题（王思斌，2020）。中国式现代

化的特征和重大战略进程要求社会工作发挥更大作用，社会工作界也应该有更宽阔的专业视域、更务

实的专业理念、更综合的专业能力，参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造福人民，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新本土化”可以作为社会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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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of disadvantaged groups，strengthening community building and grass⁃
roots social governance，assi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as well as promoting com⁃
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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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Min ZHOU Xiaotong•10•
Sinc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formally proposed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

tral Committee that“The Party has led the people to successfully develop a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and
called for“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iterated the basic meaning of“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once again. Although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they
all agree tha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human modernization，which also makes the issue of
human modernization the focus of people’s attention，and it is the valuable and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moderniz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elf，and the modernization without the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self-growth will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lose its endogenous power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and eventually lose humanis⁃
tic care. It can be seen that how to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growth and change the dynamics of individual self
in real life scenario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change of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human modernization，but also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social wor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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