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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工作

理论研讨会
”

纪要

1 9 92年 1 0月 22日至 2 4日
,

由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

民政部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举

办的
“
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讨会

”
在西安举行

。

与会代表通过研讨交流
,

对如何看待九十年代的社会间题达成了如下的共识
:

我们 目前

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
,

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
“
社会转型

”
期

,

这一时

期的社会问题数量之多
、

性质之复杂
、

严峻程度之高
、

影响范围之广均格外引 人 注 目
。

对

此
,

我们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

社会问题繁多而又严峻
,

这既 向中国社会工作者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
,

又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良好机遇
。

纵观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
,

可以清楚地看出
:

社

会问题越多
,

社会便越需要社会工作
,

社会工作因此也越发达
。

这是我们对待九十年代社会

间题的基点
。

概括说来
,

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工作将面临如下一些社会问题的严峻挑战
,

这些间题将

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

它们是
:

1
.

在市场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影响下
,

由于优胜劣汰
、

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以及风险原则

的作用
,

两极分化与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将 日趋严重
,

基尼系数将迅猛增高
,

社会公平问题

将十分严峻
。

目前
,

我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

竞争的不公平
、

平均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
、

收

入分配政策与法规的不完善以及
“
结构性失业群体

” 的扩大
,

都将使社会问题的严峻程度加

剧
。

老年人
、

妇女
、

儿童和残疾人等
“
易受侵害

”
的社会群体的社会状况将进一步恶化

。

2
.

贫困间题依然普遍存在
, “

相对贫困问题
” 的消极社会与心理影响将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 绝对贫困问题

” 的副作用将更加明显
,

缓解贫困
、

杜绝新的贫困群体的产生
、

防止 “ 返

贫现象
” 的发生仍将是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工作者面临的基本社会 间题之一

。

特别是
“ 相对贫

困问题
”
所引起的不 良社会影响尤其需要引起国家有关决策人员的高度重视

。

3
.

由于市场机制这个
“
看不见的手

” 的影响
,

由于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

人类趋高趋好的本性所驱使
,

水平与垂直的社会流动速度将大大加快
,

升迁与下降的社会分

层过程将丰富多彩
,

社会游离层的构成将变得复杂化
,

社会群体的社会身份和职 业 构 成 都

将变得五光十色
,

社会身份将实现由简单化向多元化的转变和由固定化向多变化的转变
,

这

将对社会行政管理提出严竣的挑战
。

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
、

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
、

内地向沿

海发达地区
、

低收入职业向高收入职业的迁移与升迁型流动将大量长期存在
。

4
.

妇女间题和与妇女间题有关的社会问题将日益尖锐突出
。

妇女的社会流动
、

卖淫问

题及性病的蔓延在市场经济和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将 日益加剧
。

5
.

家庭的粘合力进一步下降
,

离婚率将长期居高不下
,

家庭服务与福利将成为社会的

热点问题之一
。

6
.

吸毒
、

贩毒
、

制毒与枪支买卖在商业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将 日趋严重
,

由此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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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社会秩序的正常与稳定
。

7
.

基层政权建设任务艰巨
,

社区组织工作举足轻重
,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

社区组织的

合理化
、

社区权威的合法化
、

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社区功能的再造都将成

为社区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与瓶颈
。

农村生产与生活的社会化服务之好坏将直接影响农村社 区

的基层政权建设
。

8
.

社会秩序与公众的安全感间题将日趋严重
。

偷盔
、

抢劫
、

人身攻击和反社会行动
、

社

会失范
、

越轨行为将 日渐增多
,

危及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

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问题
、

青

少年罪犯的改造与教育间题将引起社会的格外关注
。

9
.

理论研究的滞后影响将进一步加剧 ;快速
、

超前
、

实用
、

对策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将成

为社会工作教育
、

科研 与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方向
。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
, “

中观
”
或

“
中

层
” 的理论模式将是最具有生命力的

。

1 0
.

社团问题
,

特别是社会福利社团和公益性社团间题的重要性将逐渐增强
。

目前
,

社

团发展与生存的重要间题是经费问题
、

社团组织机构的改革
、

社团的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
、

社团工作的重点
、

社团如何开展专业培训
、

社团组织与社会组织如何合一等
。

1 1
.

社会福利管理体制与工作方法和市场经济间的不协调性加大
。

社会福利管理体制的

改革与转型
,

即由分散管理到集中管理
、

由行业管理到综合管理
、

由侧重物的管理到侧重人

的管理
,

将成为社会福利行政改革的方向
。

国家在社会福利事业中的角色与地位将发生变化
。

1 2
.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

社会经济的发展
,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心理卫生
、

心理健康

和精神疾病间题将 日趋严重
,

人们对社会心理咨询的需求也 日趋强烈
,

这是九十年代中国社

会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

1 3
.

小福利观与大社会间题间的矛盾冲突
。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

社会问题与经济间题
、

政治问题的相关度将进一步提高
,

单纯的
、

部门的社会服务已起不到社会稳定机制的作用
。

14
.

社会福利服务的低水平
、

低层次
、

低专业化程度与日益增多的
、

有量有质的
、

多种

多样的社会福利需求间的冲突将日趋激烈
,

特别是
“
中档

”
的社会服务将大有市场

。

1 5
.

由于地大物博
,

各地区间的社会经济
、

文化心理发展的不平衡和差异性
,

社工模式

与社工理论的多样化和大一统
、

单一的管理体制与理论模式间的冲突将日趋剧烈
,

而竭尽全

力
、

试图建立一种全国实用
、

长期有效的理论与实践模式都将是徒劳无益的
。

16
.

目前
,

中国社会工作者的综合素质低下
、

应变能力较弱
,

这与变化多端
、

发展迅速

的社会福利需求和社会服务市场的不协调将长期存在
。

因此
,

加大
、

加快对社会工作者的专

业技术培训己刻不容缓
。

17
.

老年人的问题将日益严重
。

人为的
、

过早的老龄化浪潮与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之 间的矛盾冲突将加剧老龄间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
。

西方国家的老龄化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

现代化经济基础之上的
,

九十年代的中国老龄化则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
、

自然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时期
,

从而造成
“
人 口老龄化压迫生产力

” 的特有局面
。

1 8
.

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情况下
,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的形势下
,

如何在遵

循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教育的国际通则的前提条件下
,

保持和发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

论与模式
,

使社会工作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求得协调和完美的有机结合将 日渐重要
。

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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