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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从专业社会工作开展以来，“通过关系运作，建立熟人关系”似乎已成为社会工作求助关系的理论模式与

实务准绳，这种求助关系模式是将民间助人系统中的求助模式 “错置”到社会工作助 人 系 统 中 的 结 果。这 种 “错 置”

对于社会工作的工作效率、工作对象的覆盖范围、工作主体的工作状态以及社会工作的最 终 效 果 都 带 来 了 消 极 影 响。

“坚持职业伦理，建立专业关系”应该是和社会工作助人系统相契合的求助关系模 式。在 民 间 系 统、政 府 系 统 与 社 会

工作系统三足鼎立的助人框架之下，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我们在引入社会工作之初便已确

定的历史选择。着眼于社会工作当下的发展时段，从熟人关系到专业关系的转向正在或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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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求助关 系 是 社 会 工 作 实 务 的 重 要 维 度，也 是

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 议 题。对 于 如 何 建 立 中 国 本 土 的 社 会

工作求助关系，有的研 究 者 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与 社 会 结 构 的

视角提出，社会工作者要采取 “积极主动的 帮 助 取 向”［１］，

通过 “将 自 己 的 身 份 和 角 色 转 化 为 家 庭 内 部 的 ‘自 己

人’”［２］的行动策略，与服务对象建立一 种 “不 分 你 我、拟

亲属化的”熟人 关 系。后 来，又 有 人 提 出，社 会 工 作 者 应

遵循 “传统的求助模式”［３］，“使自己与服务对象更进一步

地血缘化或拟亲 属 化，成 为 服 务 对 象 的 “自 己 人”或 “内

人”［４］。依据实务经验，潘 绥 铭 等 提 出，社 会 工 作 者 应 当

与服务对象 建 立 一 种 “专 业 关 系＋工 作 关 系＋朋 友 关 系”

的求助关系模式［５］。相关研究结论表明，这 种 “通 过 关 系

运作，建立熟人关系”的 社 会 工 作 模 式 似 乎 已 成 为 社 会 工

作求助关系的理论模式与实务准绳。

面对当下的社会工作发展状况，我们需要反思，“熟人

关系”模式是否还具 有 理 论 生 命 与 实 践 基 础，什 么 样 的 求

助关系更加适合今天社会工作的发展。

一

“熟人关系”的社会工作求助关系模式是在对中国传统

社会求助行为进行总 结 与 概 括 的 基 础 上，将 通 行 于 中 国 传

统社会民间助人系 统 的 求 助 模 式 “复 制”于 社 会 工 作 领 域

的结果。然而，这种 “复制”却是难以长久的理论 “借鉴”

与实践冒险。因为，它将 社 会 工 作 所 处 的 助 人 系 统 及 其 求

助模式混同于传统社 会 的 民 间 助 人 系 统 及 其 求 助 模 式。而

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在助人系统方面，中 国 社 会 一 直 存 在 着 民 间 与 官 方 两

个助人系统。继２００３年上海首次成立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并

采取 “政府购买服 务”的 运 作 模 式 以 来，专 业 社 会 工 作 机

构获得了飞跃式发展。社 会 工 作 机 构 及 专 业 社 会 工 作 者 的

出现不仅意味 着 出 现 了 新 型 的 社 会 组 织 与 社 会 分 工 种 类，

更意味着一种公共领 域 的 萌 生 及 一 种 新 型 社 会 福 利 系 统 的

形成。这种新型社会福 利 系 统 有 别 于 社 会 成 员 自 发 形 成 的

民间互助系统，也有别 于 政 府 部 门 规 划 设 立 的 官 方 助 人 系

统：它既依赖于国家与社会的扶持又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

既要考虑国家与社会 整 体 的 需 要 又 要 考 虑 社 会 民 众 的 个 体

需要，既需要 助 人 者 提 供 帮 助 又 需 要 求 助 者 自 身 的 努 力。

这种新型社会福利系 统 的 出 现 打 破 了 原 有 中 国 社 会 助 人 系

统的 “民间系统－政 府 系 统”的 二 元 结 构，形 成 了 民 间 系

统、政府系统与新型社 会 福 利 系 统 三 足 鼎 立 的 助 人 系 统 新

格局。随着社会成 员 的 “原 子 化”倾 向 以 及 “单 位 制 的 终

结”，原有民间助人系统与政府助人系统的助人功效不断减

弱，作为社会自我修复 系 统 的 新 型 社 会 福 利 制 度 正 在 弥 补

民间助人系统与官方 助 人 系 统 的 不 足 而 发 挥 着 日 益 重 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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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作用。

在求助模式方面，民 间 助 人 系 统 中 的 求 助 关 系 是 一 种

私人与私人之间的一 对 一 的 双 向 社 会 交 换 关 系。在 中 国 传

统文化结构与社会结 构 的 双 重 规 约 之 下，互 动 双 方 在 求 助

关系启动以前面临着 远 近 厚 薄 的 关 系 测 量 及 应 否 求 助 的 行

动判断；在求助关系 启 动 以 后 则 面 临 着 礼 尚 往 来、施 报 循

环的责任担当。但是，社 会 工 作 者 与 服 务 对 象 之 间 却 不 是

这种双向社会交换关 系，而 是 一 种 社 会 福 利 制 度 的 发 送 者

与福利受众之间一对多的、单向的福利输出与选用的关系。

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 福 利 的 输 送 者 以 职 业 者 身 份 而 不 是 以

私人身份开展助人活 动，其 社 会 角 色 并 不 在 服 务 对 象 的 民

间助人系统中，更谈不 上 服 务 对 象 在 该 系 统 内 对 社 工 进 行

“陌生人”或 “自己人”的身份辨别；社会工作者所输送的

社会福利面向所在社 区 甚 至 所 在 地 区 的 所 有 社 会 成 员，讲

求一视同仁、公平对 待，而 不 因 社 会 工 作 者 与 服 务 对 象 之

间关系的不同而对服 务 接 受 者 区 别 对 待；社 会 工 作 者 开 展

社会服务所需资源 由 国 家、社 会 出 资，不 需 要 或 很 少 需 要

被服务者担负或回报。

可以看出，新型社会 福 利 系 统 的 运 行 不 同 于 民 间 助 人

系统的运行；新型社会 福 利 系 统 中 的 社 会 工 作 者 与 服 务 对

象之间的求助关系不 同 于 民 间 助 人 系 统 中 私 人 与 私 人 之 间

的求助关系。在新型 社 会 福 利 系 统 中，无 论 是 “社 会 工 作

者的外人说”、“受助者的人情债说”还是 “社 会 工 作 者 的

关系运作说”都 无 从 “说”起。如 果 将 民 间 助 人 系 统 中 私

人与私人之间的求 助 模 式 “复 制”到 新 型 社 会 福 利 系 统 中

福利发送者与选用者 之 间，这 实 质 上 是 将 民 间 助 人 系 统 中

的关系运作模式 “错置”到社会工作助人系统中的结果。

二

为什么这种 “错置”会 得 到 广 大 社 会 成 员 和 部 分 理 论

工作者与实务工 作 者 的 接 受 与 认 同？为 什 么 “错 置”之 后

却没有遭到新型社会 福 利 系 统 的 排 斥，反 而 对 新 型 社 会 福

利系统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呢？

对于广大社会成 员 来 说，民 间 助 人 系 统、官 方 助 人 系

统及市场交换 系 统 是 人 们 获 取 生 活 资 源 的 三 种 主 要 来 源。

人们对于这三个系统 的 运 行 逻 辑 及 行 为 规 范 较 为 熟 悉。然

而，社会工作是一项 从 西 方 引 入 的 新 型 社 会 福 利 制 度，不

论是制度理 念 还 是 操 作 实 践 都 富 含 西 方 文 化 特 征。对 此，

人们需要有一个适应 的 过 程。这 个 过 程 不 仅 需 要 思 想 上 的

接受而且需要行动 上 的 体 验。在 制 度 刚 刚 建 立，人 们 对 社

会工作还茫然无 知 的 时 候，对 于 “突 如 其 来”的 社 会 工 作

者，人们无法将其按 照 一 个 熟 识 的 组 织 （部 门）的 职 业 人

员来对待，而只能以 陌 生 人 对 待。在 社 会 工 作 的 概 念 框 架

清晰地在人们头脑中 建 立 起 来 之 前，人 们 能 够 接 受 的 只 能

是头脑中原有的民间 助 人 系 统 或 官 方 助 人 系 统 或 市 场 交 换

系统的运作逻辑。此 时，社 会 工 作 者 尚 需 跳 出 社 会 工 作 制

度的职业者身份而以 一 个 社 会 个 体 的 身 份，套 用 民 间 助 人

系统的关系运作模式 同 服 务 对 象 建 立 熟 人 关 系。这 种 行 为

方式由于顺承了民间 助 人 系 统 的 求 助 文 化 而 被 广 大 社 会 成

员熟悉与接纳。当人 们 不 熟 悉、不 信 任、不 适 应 社 会 工 作

体系的运行模式的时 候，社 会 工 作 者 把 民 间 助 人 系 统 的 求

助模式 “挪用”到新 型 社 会 福 利 系 统 中 从 而 快 速 建 立 求 助

关系是 “合理”的。当 人 们 了 解 社 会 工 作 是 一 种 社 会 成 员

人人都有资格 且 无 需 回 报 就 可 以 享 有 的 社 会 福 利 的 时 候，

人们在需要时会主 动 寻 求 专 业 社 会 工 作 的 帮 助。此 时，如

果社会工作者仍试图同服务对象建立 “血缘化或拟亲属化”

关系，成为服务对象的 “自己人”就是不合理的。

对于社会工作共同 体 来 说，由 于 我 国 的 社 会 工 作 肩 负

着维护社会稳定、构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紧 迫 任 务，如 何 快 速 推

进社会工作的发展构 成 了 社 会 工 作 共 同 体 的 内 在 诉 求；如

何调适、改变域外社 会 工 作 制 度 以 符 合、适 应 中 国 本 土 文

化构成了社会工作 共 同 体 的 外 在 主 张。于 是，我 国 社 会 工

作共同体选择或 “借 用”了 民 间 助 人 系 统 的 帮 扶 路 径。与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有 效 完 成 和 广 大 民 众 认 识 的 基 本 到 位 所

需要的较长时间相比，走 民 间 助 人 系 统 的 技 术 路 线 无 疑 是

“快速”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便捷之法。社会工作者要

同服务对象之间建 立 所 谓 “熟 人 关 系”并 不 等 同 于 民 间 助

人系统中私人与私人之间的 “熟人关系”。民间助人系统中

的 “熟人关系”承 载 了 彼 此 之 间 包 括 责 任、义 务、信 任、

忠诚、慷慨、宽 容 等 在 内 的 众 多 维 度 的 行 为 与 心 理 预 期，

而社会工作者同服 务 对 象 之 间 的 “熟 人 关 系”只 需 双 方 承

载 “信任”这一个 维 度，且 仅 是 这 个 维 度 的 一 个 方 面———

“工作信任”———的行为与心理预期。这种单维度且单方面

的所谓的 “熟人 关 系”实 质 是 一 种 冠 以 “熟 人 关 系”之 名

的 “工作关系”。在同服务对象建立工作关系渠道不畅的情

况下，社会工 作 者 “挪 用”或 “借 用”民 间 助 人 系 统 的

“熟人策略”是 “合理”的；如果广大社会成员能够正确看

待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并 期 待 社 会 工 作 者 通 过 专 业 技 能 解

决自身需求的时候，社 会 工 作 者 同 服 务 对 象 建 立 工 作 关 系

便会相对容易。此时，“熟人关系”的行事策略便显得不合

理了。

对于新型社会福利 系 统 来 说，由 于 我 国 社 会 工 作 处 于

初级发展阶段，社会 工 作 者 的 专 业 素 养 参 差 不 齐，同 时 广

大民众尚未形成适应社会工作规则的求助意识与求助需求，

专业性社会工作尚未 充 分 开 展。在 广 大 民 众 仍 然 秉 持 传 统

的需求目标与满足标 准 的 情 况 下，在 社 会 工 作 者 尚 难 充 分

地在服务活动中注入 专 业 元 素 的 情 况 下，社 会 工 作 实 际 上

未能明显超越民间助 人 系 统 的 助 人 活 动 的 层 次 和 水 平。此

时的新型社 会 福 利 系 统 处 于 准 专 业、准 职 业 的 发 展 状 态，

部分发展形态耦合 于 民 间 助 人 系 统。所 以，通 行 于 民 间 助

人系统的 “熟人关系”的 求 助 关 系 模 式 能 够 在 相 当 程 度 上

符合此时段的新型社 会 福 利 系 统 的 运 行 逻 辑，并 因 在 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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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满足了新型社 会 福 利 系 统 在 创 立 初 期 生 存、发 展 的

需要而成为其有益的 组 成 部 分。当 新 型 社 会 福 利 系 统 还 处

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社 会 工 作 只 能 依 托 日 常 经 验 方 可 完 成

助人工作的时候，这种 “错置”或 “挪用”是 “合理”的，

但当新型社会福利 系 统 的 运 作 更 加 规 范、更 加 专 业，从 而

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符 合 自 身 特 点 的 运 作 体 系 的 时 候，继 续

“挪用”其他助人系统的运作模式就不再合理。

可见，这种 “错置”是 我 国 社 会 工 作 处 于 一 定 发 展 阶

段的必然产物，过 了 特 定 的 发 展 时 段，这 种 “合 理 性”就

不再合理。

三

历史地看，“熟人关系”的求助模式对社会工作的开展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 作 用。但 是，即 便 在 社 会 工 作 发 展 到 特

定的临界点之前，我 们 也 不 应 该 大 力 推 广 “熟 人 关 系”的

求助关系模式，因为这 种 求 助 模 式 也 不 一 定 能 够 发 挥 强 大

的助人功效。以下从四个方面分而论之。

首先，分析工作效率。“熟人关系”的求助模式是生发

于中国传统社会之中的助人模式，而在 今 天，“熟 人 关 系”

的社会基础已发生重 大 改 变。社 会 成 员 间 的 人 际 信 任 关 系

已经从 “亲而信”转 到 “利 相 关”［６］。在 社 会 发 展 的 现 阶

段，即使是官方服务 机 构 都 难 以 赢 得 社 会 成 员 的 信 任，倡

导作 为 “陌 生 人”的 社 会 工 作 者 同 服 务 对 象 建 立 亲 密 的

“熟人关系”无疑是高成本低效率的。进一步讲，在现代社

会里，无论是服务对象还是社会工作者都处于流动的状态，

部分社工机构 的 服 务 对 象 恰 恰 是 高 流 动 性 的 外 来 农 民 工。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 下，社 会 工 作 者 通 过 长 时 间 的 人 际 交

往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很可能会变得毫无功用。这样，“熟

人关系”的求助模式只能是低效率的。

其次，分析 对 社 会 工 作 者 价 值 观 念 的 假 设。 “熟 人 关

系”的社会工作求助 模 式 需 要 社 会 工 作 者 “积 极 的 情 感 投

入”，这是一 种 建 立 在 “社 会 工 作 者 人 人 都 将 服 务 对 象 至

上，充满热心与爱心 且 热 情 不 减”的 假 设 之 上 的。这 只 能

是一种理想性设计，而 实 际 并 不 如 此。即 使 是 西 方 的 社 会

工作者也并不 全 然 持 有 宗 教 教 义 或 人 道 主 义 的 价 值 伦 理，

相当一部分社会工作 者 仅 仅 把 社 会 工 作 当 成 自 己 的 一 份 固

定工作。社会工作传 入 中 国 后，经 由 中 国 社 会 文 化 与 政 治

文化的 “价值抽 离”［７］，社 会 工 作 出 现 “价 值 缺 失”的 状

态。今天，很多专业社会 工 作 者 仅 仅 把 它 当 成 自 己 得 以 谋

生的手段，而并没有 把 它 当 成 自 己 的 志 业。更 有 甚 者，个

别社工机构的创办者把社会工作当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社会工作价值缺失 的 背 景 之 下，要 求 社 会 工 作 者 人 人 都

以积极的态度投入，以 自 己 的 诚 心 与 真 心 换 取 服 务 对 象 的

认可与信任是难以实现的。

再次，分析对工作对 象 的 把 握。社 会 工 作 者 及 社 会 工

作机构是在政府相关 部 门、慈 善 组 织 或 其 他 社 会 团 体 与 个

人的财力支持下开展 社 会 福 利 事 业 的，其 面 向 的 对 象 是 广

大社会成员，尤其是 处 在 社 会 边 缘 的 困 难 群 体，其 工 作 目

标不仅是提高社会个 体 的 生 活 质 量，也 包 括 整 个 社 会 的 和

谐与稳定。而 “熟人 关 系”的 社 会 工 作 求 助 模 式 因 其 高 成

本低效率的特 点 最 终 只 能 为 社 会 极 少 部 分 社 会 成 员 享 有，

而难以顾及其他广 大 社 会 成 员。在 社 会 福 利 资 源 稀 缺、社

会工作者精力有 限 的 情 况 下，倡 导 并 推 广 “熟 人 关 系”这

种求助模式只 能 导 致 对 更 广 大 的 潜 在 的 需 求 者 的 不 公 平。

社会工作者若实施 “熟 人 关 系”的 工 作 策 略 就 会 滥 用 国 家

或社会赋予的在服务 对 象 选 择 与 工 作 时 间 分 配 上 的 自 由 裁

量权。在社会福利资 源 有 限 的 情 况 下，每 位 社 会 成 员 都 没

有集原本是供更多社 会 成 员 享 有 的 社 会 资 源 于 一 身 从 而 享

有 “亲情式”、“家庭式”社工服务的权利。“熟人关系”的

社会工作求助模式 可 能 会 造 成 对 追 求 公 平、正 义、博 爱 的

社工精神的损害。

最后，分析工作效果。在民间助人系统的求助模式中，

帮助者因其占有求助 者 人 际 关 系 等 级 中 的 特 定 层 级，承 担

对求助者在该层级 的 责 任 与 义 务。因 此，当 求 助 者 遇 到 困

难时，帮助者承担并 解 决 求 助 者 的 全 部 或 大 部 分 困 难，而

求助者只需接受帮 助，以 后 再 行 回 报。这 种 求 助 模 式 虽 然

解决了求助者当下的 困 难，但 不 利 于 求 助 者 个 人 权 能 的 提

升，从而不利于求助 者 解 决 未 来 可 能 碰 到 的 相 关 困 难，反

而容易使求助者产 生 对 帮 助 者 的 依 赖。另 一 方 面，这 种 需

要情感积极投 入 的 帮 助 模 式 容 易 使 社 会 工 作 者 失 去 客 观、

中立的工作立场，不利 于 对 服 务 对 象 的 正 确 评 估 与 有 效 介

入。过度的情 感 投 入 也 容 易 导 致 社 会 工 作 者 的 职 业 倦 怠，

不利于社会工作者保 持 平 稳 心 态，以 稳 定 的 工 作 状 态 和 工

作质量干预每一位案主。

四

在新型社会福利系统中，“熟人关系”的社会工作模式

仅仅具有暂时的 “效用”，而且这种所谓的 “效用”也存在

明显的不足。那么，什么 是 契 合 于 新 型 社 会 福 利 系 统 特 性

的社会工作求助关系？我 们 为 什 么 要 选 择 这 种 类 型 的 求 助

关系？推行这种关系模式的时间是否将会到来？

新型社会福利系统是 轮 廓 尚 未 清 晰 但 已 经 萌 芽 的 公 共

领域福利系统。契合于 这 种 系 统 的 求 助 文 化 是 私 人 领 域 之

外的公共领域文化。如 果 要 寻 求 适 合 社 会 工 作 者 尤 其 是 适

合社会工作服务对象 的 文 化 习 性 的 社 会 工 作 求 助 模 式，那

我们就应该将视角集 中 于 公 共 领 域 而 不 是 私 人 领 域。一 直

以来，在公 共 领 域 当 中，人 与 人 的 互 动 遵 守 独 立、平 等、

尊重、理性、按章办事、权责 分 清、情 感 内 敛 等 价 值 伦 理

与行为规范。经过三 十 余 年 市 场 经 济 的 洗 礼，上 述 原 本 属

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 之 外 的 公 共 领 域 文 化 不 断 得 到 突 显 而

日益占据更大的 文 化 空 间。今 天，在 彼 此 陌 生、价 值 多 元

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尊 重、接 纳、认 可、倾 听 的 渴 望 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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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烈。摆脱经验 性、情 感 化 而 又 低 效 的 “自 己 人”的 帮

助，寻求价值中立的 专 业 化 的 “外 人”的 指 导 正 在 成 为 越

来越多的人的理性选择。

上述这些文化习性与 心 理 需 求 恰 恰 是 社 会 工 作 的 职 业

伦理与专业 原 则 能 够 适 应 与 满 足 的。在 社 会 工 作 实 务 中，

我们不断发现，“接纳”、“尊重”、“平等”等社会工作原则

是有效建立社会工作求助关系的法宝；“案主至上”、“助人

自助”等社会工作职 业 操 守 是 取 得 社 会 工 作 助 人 功 效 的 利

器。社会工作先发地区的实践证明，“坚持职业伦理、建立

专业关系”是和当前 现 代 性 程 度 越 来 越 契 合 的 求 助 关 系 模

式。在专业的社会工 作 求 助 关 系 模 式 之 下，社 会 工 作 者 能

够以适当的情感介 入、客 观 中 立 的 价 值 立 场、系 统 有 效 的

专业技能对案主 进 行 干 预，能 够 克 服 “熟 人 关 系”的 多 种

不足而使社会工作者发挥更大的效用。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 会 工 作 实 务 中，社 会 工 作 求 助 关

系是其中的一个维度，社会工作专业介入是另外一个维度。

我们强调在求助关系 这 个 维 度 内 扬 弃 中 国 传 统 的 “熟 人 关

系”、坚持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并不等于在专业介入

这个维度内 也 要 扬 弃 中 国 传 统 文 化。在 专 业 介 入 的 维 度，

从对案主的需求评估 到 干 预 手 段 的 选 择 乃 至 结 案 的 标 准 都

应当是中国化的。

虽然 “坚持职业 伦 理，建 立 专 业 关 系”的 社 会 工 作 求

助关系模式是西方社 会 工 作 的 固 有 模 式，但 并 不 具 有 移 植

中国的天然合理性。它 是 否 应 同 社 会 工 作 一 起 扎 根 本 土 是

一个需要在中国本土语境中辨析与选择的新问题。

西方社会工作引入 中 国 以 来，有 两 种 本 土 话 语 在 不 断

质疑、消解甚至否定 “专 业 关 系”的 社 会 工 作 求 助 关 系 模

式。一种质疑话语 是 “职 业 伦 理 下 的 ‘专 业 关 系’并 不 契

合中国百姓的文化 习 性 更 无 法 达 到 ‘熟 人 关 系’之 下 的 助

人效果”。这实际上是一种从社会个体的立场出发所得出的

“合理”结论。然而对于社会工作来说，这是一种无根且无

法实现的强求。在发 展 初 期，当 社 会 工 作 仅 面 临 极 少 数 的

服务对象 的 时 候，社 会 工 作 者 尚 能 以 “熟 人 关 系”达 到

“拟亲属化”的帮助效果。当社会工作不断开展，服务对象

越来越多的时候，通 过 建 立 熟 人 关 系，给 予 亲 属 般 的 帮 助

便是无法实现的。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有着委托者的代理者，

其不仅要满 足 社 会 个 体 的 需 要，更 要 满 足 委 托 者 的 需 要。

无视委托者群体性、社 会 性 的 目 标 需 求 而 一 味 强 调 单 个 个

体需求将会使社会工 作 陷 入 无 根 甚 至 枯 死 的 境 地。另 一 种

质疑甚至主张消 解 “专 业 关 系”的 本 土 话 语 是 “职 业 伦 理

下的 ‘专业关系’由 于 受 专 业 意 识 所 限，不 能 及 时、充 分

回应惠及民生、分担民忧的社会热点问题。”这实际上是一

种从国家立场出 发 得 出 的 “合 理”结 论。虽 然，社 会 工 作

应该满足委托者需求，但 社 会 工 作 还 需 要 考 虑 自 身 的 生 存

与发展。不以职业者身 份 从 事 专 业 性 工 作 而 以 拟 行 政 者 身

份从事事务性工作或 以 志 愿 者 身 份 从 事 公 益 性 工 作 将 消 解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 业 的 立 足 之 本，最 终 不 利 于 社 会 工 作

的生存和我国社会 服 务 事 业 的 开 展。另 外，社 会 工 作 部 门

只是得到政府部门 时 段 性、项 目 式 的 资 助，自 身 并 不 拥 有

资源和权力。要求社 会 工 作 乐 善 好 施、广 惠 民 生 是 超 出 社

会工作职能范围的份外要求。

综上，所谓质疑、消解 社 会 工 作 专 业 关 系 的 两 种 本 土

话语是一种在质疑者 自 身 尚 未 能 厘 清 民 间 助 人 系 统、官 方

助人系统与社会工作 福 利 系 统 各 自 特 性 与 三 方 边 界 的 情 况

下，站在民间系统的个 体 立 场 或 官 方 系 统 的 国 家 立 场 而 不

是站在社会工作的公 共 立 场 的 质 疑。以 上 两 种 质 疑 均 因 立

场所限误解了社会工 作 的 社 会 角 色 与 社 会 功 效，因 而 是 无

效的。

民间助人系统和官方 助 人 系 统 的 二 元 助 人 格 局 不 缺 乏

个体至上或国家至上 的 价 值 立 场，不 缺 乏 鼎 力 相 助 或 慈 济

天下的助人理念，不缺乏推己及人或思想教育的助人方法。

既然我们已经拥 有 如 此 “丰 富”的 助 人 资 源，为 什 么 还 要

选择、引入西方的社 会 工 作 呢？究 其 实 质，是 因 为 我 们 缺

乏寄身于西方社会工 作 之 中 的 社 会 至 上 的 价 值 立 场、助 人

自助的助人理念和 专 业 规 范 的 助 人 手 法。这 种 立 场、理 念

或专业的运作尽管可 能 会 散 见 于 我 国 的 助 人 文 化 中，但 远

未能形成一套 如 西 方 社 会 工 作 一 般 清 晰 明 确 的 助 人 体 系。

而这种助人体系会因 其 独 特 的 助 人 自 助、自 助 助 人 的 服 务

理念极大地激发和挖 掘 服 务 对 象 个 体、服 务 对 象 相 关 群 体

以及服务对象所在社 区 的 自 身 潜 能 与 资 源。社 会 工 作 福 利

系统的运行能够释放 出 原 有 民 间 与 官 方 助 人 系 统 所 不 能 及

的积极能量与社会活力。由此，我们可以说，“坚持职业伦

理，建立专业关系”既 是 西 方 社 会 工 作 固 有 的，更 是 我 们

通过社会工作 这 个 载 体 需 要 真 正 引 入 中 国 的 理 念 和 原 则。

职业伦理下的专业关 系 是 社 会 工 作 在 中 国 得 以 存 在 和 发 展

的重要的合法性基 础，是 我 们 自 始 至 终 的 必 然 选 择。一 种

抛弃了职业伦理与专 业 关 系 的 所 谓 的 社 会 工 作，其 社 会 功

效与社会角色可以被 现 有 助 人 系 统 所 承 担 或 替 代，引 入 并

开展这样的社会工作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社会工作实务经过１０年左右的发展历程，经过政府各

部门的大力宣传和推 介，我 国 民 众 特 别 是 社 会 工 作 先 发 地

区的广大城市 居 民 已 经 对 社 会 工 作 有 了 相 对 明 确 的 认 识。

社会工作者在居民眼 中 已 经 基 本 完 成 了 由 “可 能 对 自 己 不

利”到 “对自己有利”、由 “不明身份的人”到 “具有专业

背景的社会福利的 职 业 发 送 者”的 转 变。其 中 的 部 分 案 主

已经在一种 “资源 合 理 利 用”的 理 性 选 择 之 下，主 动 向 社

会工作者求 助。在 新 型 社 会 福 利 系 统 的 专 业 发 展 进 程 上，

经过国内社工各界 的 多 年 努 力，在 香 港 督 导、国 外 社 工 院

校的积极介入下，国内 社 会 工 作 的 发 展 已 经 进 入 到 专 业 发

展的快车 道。部 分 社 工 机 构 已 经 抛 掉 了 “通 过 关 系 运 作，

建立熟人关系”的工 作 模 式，工 作 策 略 从 直 接 开 展 个 案 工

作转向通过社区工作 间 接 开 展 个 案 工 作，即 通 过 开 展 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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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宣传社工服务和 吸 引 案 主 求 助，从 而 为 专 业 关 系 的 护

持和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面对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的广大服务对象的服务需求，

面对业已展开的社会 工 作 专 业 发 展 之 路，社 会 工 作 者 此 时

的工作任务或工作重点不再是同服务对象 “拉 关 系”、“交

朋友”，建立所谓的 “熟 人 关 系”，开 展 非 专 业 性 的 助 人 活

动，而是应该强化社 会 工 作 的 价 值 伦 理 与 专 业 原 则，以 对

职业的敬重之心，以对 专 业 技 能 的 熟 练 掌 握 赢 得 服 务 对 象

的专业信任。

可以预言，尽管随着 社 会 工 作 在 我 国 广 大 地 区 的 逐 步

推进，可能还会有许多 的 服 务 对 象 与 社 会 工 作 者 接 受 并 采

纳 “熟人关系”的 求 助 关 系 模 式，但 是，着 眼 于 社 会 工 作

的未来发展，站在社 会 工 作 发 展 的 前 沿，从 熟 人 关 系 到 专

业关系的社会工作求助模式的转向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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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１３００１２，ＰＲ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ｍａ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ｌｐ－ｓｅｅ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ｈｅｌｐ－ｓｅｅｋ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ｅｌｐ－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ｈｅｌｐ－ｓｅｅｋ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

４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