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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

作是以利他主义理念，遵循专业伦理规范，坚

持“助人自助”宗旨，在社会建设其他领域中，综合运

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整合社会

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恢复和

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

社会建设内涵与构成界定

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领域建设和主

体建设。就社会建设内涵而言，它是指按照社会发

展规律，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利益关系，保障社

会领域中资源和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促进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建设的主体包括国家

（政府）、市场和社会；社会建设动力来源于社会建设

主体在社会建设领域中对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合理配

置；社会建设的原则是以人为本，实现公平正义。

社会建设领域不仅包括民生事业、社会管理、社

会结构，而且还包括社会事业、社区建设、社会组织、

社会体制、社会工作等领域。这些领域间相互作用、

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建设的领域系统。

民生事业、社会事业是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发

展权、参与权的行动能力基础，是百姓实现社会活动

的需要，体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

本目的。民生社会事业具体表现为公民享受保障

权、劳动权、教育权、健康权等基本基础权力。

社会组织（区别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之外广义

的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是社会建设的微观主体，也

是社会自治的行动载体，具有社会调适和社会整合

的双重功能，体现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相对而言，社

会组织兼具行动主体和行动载体的双重特性，是主

体性载体。社会组织发展体现社会包容、开放，治理

主体多元，社会更加具有活力。社区则是主体行动

的空间性载体，也是社会建设的行动实体，是实体性

载体。城乡社区是维系公民生活的共同体，是现代

化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管理的基石，体现一个地区的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公民生活环境的改善。

社会管理和社会规范都是社会控制的基本方

式，具有社会整合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社会管

理具体而言，是指政府和一定的社会团体以一定的

目标要求为依循，对社会系统和社会生活进行组织、

指挥、监督和调节的作业过程，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社会规范是社会建设主体根据权利和义务，社会行

动中应遵循的规矩和活动准则，它为社会共同生活

所需要，是主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约定俗

成。社会组织、社区也是社会管理的重点对象或管

理载体。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工

具，体现社会的稳定程度。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的

软件指标，它首先是政府的规范，其次是整个社会、

企业、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诚信关系，它标

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社会结构调整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结

构是指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

与关系格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共同构成一个国

家基本骨架，其优化程度和与经济结构匹配程度标

志着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

社会建设中的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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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制是规定各社会行动主体之间权利和义

务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制度化、政策化的社会

结构，是“顶层设计”，影响整个社会建设领域，贯穿

于社会建设各个阶段和环节。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理念和科学方法为基础

的专业助人活动，是现代社会专业化、职业的助人活

动，分为普通社会工作和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

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解决社会实际问

题，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化解社会

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可以说，

社会工作深深地“嵌入”到社会建设的其他领域中。

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我们所说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是指社会

工作与社会建设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社会建

设主体之间的关系。

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领域相互作用、相辅相

成。（1）社会工作与民生事业。“十二五”规划提出“加

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八大

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

设”，这些社会建设的内容都是社会工作对象。（2）社

会工作与社会事业。20世纪20至40年代，社会工作

被称为社会事业，而如今的科教文卫体等诸多社会

事业领域，处处可见社会工作。（3）社会工作与社区

建设。社会转型、市场转轨、人口大流迁以及城市化

进程加快，城市社区成为公共服务与管理落地的主

要载体，同时也是社会工作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专

业性的社会工作者充实到社区建设中。（4）社会工作

与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如工青妇等是社会工作的

重要平台，一般具有行政性非专业化；而NGO，如社

工事务所等民间社会组织更多地体现专业性社会工

作。（5）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政府基本

职能，政府以管理为取向的服务基本上属于社会工

作的领域。（6）社会工作与社会规范。社会工作的价

值取向体现社会规范的基本要求。（7）社会工作与社

会体制。社会体制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8）社会工作与社会结构。社会工作深度嵌入社会

建设的其他领域，这为优化社会结构提供基本条件。

要说明的是，在某些社会建设领域中社会工作

的行政性色彩过浓，如社区社会工作的行政化取

向。这种传统的社会工作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不相适应，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工

作格局要求也不相适应。因此，对这些现实问题应

该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构建公众参与、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治理的现代化社会管理格局。

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主体之间的关系。从“政

府—社会”关系看社会工作。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

复杂时期，单纯的行政干预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纷繁

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政府的治理结构、职能必须

做出调整，让渡权力，释放空间，该给市场的给市场，

该给社会的给社会。十八大报告提出“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

体制格局，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培育和壮大社会

组织；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分担政府社

会事务等等。这表明政府正在动员社会力量来加强

社会建设，弥补政府失灵。这样，社会工作就有更多

机会参与到社会建设各领域。

从“市场—社会”关系看社会工作。市场能够用

一只无形的手指挥价格，在经济领域凸显成效，但

是，市场在涉及公共领域则会出现失灵的状况，带来

诸多社会问题。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

的单位制，导致附着在单位制上的社会保障、社会福

利等制度功效衰减。由单位制引发的社会问题转化

到社区中，在政府支持下的社区服务得到了很大发

展，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得到强化。随着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快，社区必将承载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管

理。这样，社会工作就可以牢牢占据社区这个主要

载体，不断发展壮大。随着形势的变化，专业社会工

作必将取代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为民众提供更多

专业、优质的服务。可以说，社会工作在解决市场化

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失灵状况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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