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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社 会 工 作 发 展 的 社 会 逻 辑∗

———一个科学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刘 　 振

摘　 要：社会工作引入中国已有百年之久，其间经历了数次跌宕起伏。 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工作的百年

变迁，可以把制度、行动者、社会需要视为三种影响因素，建构出一个“需要—结构”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框架，亦即

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结构性（制度和行动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社会需要是社会工作

发展的内在动因。 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 当社会需要和社会结构相

吻合时，社会工作会得到快速、持续的发展；当二者相互抵触时，社会工作则处于茫然与消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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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跨越了一个世纪

的历史长河。 这期间社会工作为民国时期的社会建

设和抗战救援提供了支持，遭遇了 １９５２ 年学科调整

后 ３６ 年的“断裂”，经历了 １９８７ 年“马甸会议”后的

复兴与重建，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迎来了全面

快速发展的“春天”。①如今社会工作已经成为推进

我国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共享发展的重要

力量。 可以说，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百年的跌宕起

伏，其成败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

么，是什么影响着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使其几经沉

浮的同时又获得了今日的发展？ 本文将社会工作视

为一门科学，尝试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探究

其百年变迁背后的影响机制，以期对当下的社会工

作发展有所启示。

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一个科学社会学的争议

当代科学社会学起始于一种与“科学—社会”
相关联的认识论前提，即任何一门科学都沉浸于

“社会”的海洋之中，其生产、发展乃至衰亡都与“社
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在科学社会学不同的

流派看来，社会性因素对于科学的影响方式有所不

同。 质言之，科学与社会的“关联纽带”各有差异。
１．默顿学派：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科学

１９３８ 年，默顿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

学、技术与社会》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诞生。
在这本书中，默顿关注现代科学在英国产生的社会

背景和文化土壤，试图把科学视为一种与文化、经济

和军事等同的社会体制②。 在默顿看来，英国科学

的迅速崛起与它成长的特定文化背景———清教主义

（新教伦理）有着某种因果关系③：以禁欲和理性为

基础的清教主义促成了现代科学在英国的产生；经
济、军事和技术上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开

展，此即著名的“默顿命题”。 这项关于 １７ 世纪英

格兰科学和其他社会制度相互依存关系的经验研究

明确指出，科学活动交替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因

不同社会而有所不同，取决于该社会的科学状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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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该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军事一类的体制制度

状况。④沿此思路，科学社会学逐渐形成了一种将科

学视为静态制度结构、研究科学与周围社会结构之

间互动关系的“默顿学派”。
２．科学知识社会学（ＳＳＫ）：知识行动者建构的

科学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科学社会学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大批社会学家转

为关注科学的知识内容，科学知识社会学得以产生。
最初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爱丁堡

学派和一些受欧洲大陆研究传统影响的学者，如布

鲁诺·拉图尔（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卡林诺尔 －塞蒂娜

（Ｋａｒｉｎ． Ｋｎｏｒｒ－Ｃｅｔｉｎａ）等。 在他们看来，默顿学派忽

略了科学知识本身，错过了很多重要且有趣的内容，
因而只是一种“属于科学家的社会学”，抑或是一种

“为科学家服务的社会学”，英国学者惠特利（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Ｗｈｉｔｌｅｙ）将其称为“黑箱理论”⑤。 科学知识社

会学要做的努力就是把科学的知识内容合法地纳入

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分析科学知识产生的具体过程。
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知识的主导性因素是人类

力量而非自然力量，在其视域下，一切科学知识都是

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或者至少具有社会建构性特征。
这样，知识就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成为相关社

会群体互动、协商的结果，作为知识行动者的科学家

要做的不是发现科学知识，而是制造科学知识。
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需要推动下的科学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是科学发

展最根本的动力。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
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

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

功于生产。”⑥起初，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就是由生产

决定的，科学要适应生产的需要，并且在生产过程中

产生，从而为其服务。 对此，恩格斯曾在《致瓦尔

特·博尔吉乌斯》中有过精辟的论述：“技术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

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 社会一旦有技术

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

向前进。”⑦不难看出，在近代社会中，科学得以产生

并迅速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既不是科学家探寻自

然奥秘、追求科学真理的主观动机，也不仅是自然科

学自身的内在因素，而是基于生产实践的需要，是社

会生产对科学不断提出的新需要。 虽然马克思、恩

格斯没有排除主体因素对科学活动的推动、社会制

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各种科学之间的相互作

用，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

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由上观之，关于科学发展的动因，科学社会学主

要有三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科学视为一种

社会制度，认为科学受到社会中其他相关制度的影

响（默顿学派）；第二种观点是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

建构，认为科学是行动者建构的产物（科学知识社

会学）；第三种观点认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和“社会

需要”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笔者认为，
科学自诞生起就具有社会性根源，遵循着一种“社
会”逻辑，制度、行动者和需要等社会性因素均以不

同的形式影响着科学的发展，而上述三种因素正是

本文分析社会工作发展的三个重要维度。

二、制度、行动者与需要：社会工作

发展中的三重影响

　 　 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发展、变迁都不是历史的

偶然，势必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科学性”是社

会工作不可或缺的要素，成为科学也是社会工作自

诞生起就存在的诉求，因而运用科学社会学对作为

一门科学的社会工作进行分析有其必要性与合理

性。 本文尝试整合科学社会学的三种观点，把制度、
行动者和社会需要都视为科学发展的社会性影响因

素，在厘清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社会工作的

百年沉浮，探寻其中的影响机制。
１．制度影响：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政策推动

社会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亦是一种静态的制度

结构，故而其引入、取消、恢复、发展均与周围的制度

安排密切相关。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中国社会工作

的百年发展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的顶层设计

既决定着社会工作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也决定着社

会工作的具体形态。 因此，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

被学界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⑧。
民国早期，社会工作已由传教士引入中国。

１９１２ 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创办了北京

社会实进会，社会工作实务在中国起步。 １９１７ 年，
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了著名的“沪东公社”，社会

工作专业教育在中国发端。 １９２５ 年，燕京大学社会

学系更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增设社会服务短

修科，社会工作在中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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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的社会工作主要由教会大学组织开展，影响

力有限，很难全面推广，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国家政策

的支持。 民国政府社会部成立后，这种状况很快得

到改变。 《社会服务实施纲要》《社会工作人员训练

办法》《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纲要》 《特种考试社会工

作人员考试规则》等一系列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

文件相继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社会工作合法

性地位，社会工作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框架。⑨短短

几年之中，学术期刊、行业协会、职业规则、实务机构

等一个专业所必备的要素一应俱全，社会工作进入

一个快速的发展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实施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
单位制消解了社会工作生存和发展的政策土壤，使
社会工作没有了施展的空间。⑩

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的发展同样基于行政化

的政策推动。 由于制度结构的改变，社会工作教育

在 １９８７ 年著名的“马甸会议”召开后得以恢复。 最

初仅是有限的几所高校开展了社会工作教育，且当

时的社会工作教育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紧紧围绕

着民政工作展开的。 对此，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恢

复的初衷只是作为一种“培训制度”服务于民政工

作的。虽然 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招后社会工作教育规模

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工作发

展依然是缓步慢行，实践领域仍属空白，被称为社会

工作教育的“单兵突进”。 直至 ２００６ 年党的十六

届六中全会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

切需要”后，其发展状态才得以改变。 此后，随着中

央顶层设计、各部委协同配合政策以及地方实施性

政策的密集出台，社会工作在教育、研究、实务等各

个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和快速发展。 ２０１３ 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社会工作更是大有

改观，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逐渐发

展，实践属性和社会转向愈益明显。 加之“政府购

买服务”公共财政机制的确立，更多社会主体承担

起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从政策和环境上为社会工作

发展提供了支持与保障。 可见，制度的改变让我国

社会工作教育得到恢复，国家支持性政策的出台使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迎来了一个真正的“春天”。
２．行动者的建构：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多元形塑

作为一门科学，我国社会工作在民国时期和当

代经历了两次“西学东渐”的历程，走过了两次“教

育先行”之路。 这期间社会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无疑与一代

代社会工作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作为具体的行动

者，社会工作学者自身的身份、经历、立场等都影响

着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从而直接影响到社会工

作发展，此即社会工作的“建构逻辑”。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主导力量更换了三个群

体，从传教士到留学生，再到政府官员。 民国早期社

会工作引入的主力是西方传教士。 西方传教士在中

国创办了教会大学，并以社会工作为手段在中国传

教，这对社会工作思想、理念及方法的传播与发展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 “回收教育权运动”后，留学生

这一特殊群体成为社会工作的中坚力量，他们凭借

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特有的文化底蕴以及宽阔的

国际视野逐渐取代了传教士，开启社会工作“本土

化”之路。社会部设立后，民国政府官员开始介入

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行政化”色彩逐渐呈现，
当时已有学者发文批评民国社会工作协会，认为

“团体（社会工作协会）虽成立未久，却因袭了中国

整个官僚政治的衣钵，重蹈其他团体覆辙”。 可

见，由于行动者身份、经历以及立场的不同，他们对

社会工作的理解不同，发展社会工作的动机不同，开
展社会工作的方法亦不同。 如此一来，民国时期三

个历史阶段中社会工作分别呈现“西方化” “本土

化”“行政化”等三副不同的面孔。
改革开放后，社会工作逐渐恢复，行动者的身

份、经历以及立场同样影响着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

解，也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建构。 社会工作恢复之初，
在教育先行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主要

由中国本土学者、香港学者以及民政部的“学者型

官员”这三种群体共同推动。 因身份、经历及立场

的不同，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 譬

如，卢谋华教授坚持“民政工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

会工作”的观点，明确指出“民政工作是应用社会学

中社会工作的主要部分，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学的

主要实践基础”，进而提出自觉将社会工作理论运

用到民政领域的论断。 当时香港学者的观点则与此

不同，他们认为应该注重社会工作的实践性，运用社

会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当时的中国本土学

者则强调：“在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国际通则面前，应
基于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时代背景，做出自己的选

择。”由此可见，这三种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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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如此张力之下，我国社会工作走过了 ３０ 余年

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当代样态，后续

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行政化、西方化等多种问题均可

溯源于此。
３．需要动因：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问题倒逼”
一门科学只有与社会的需要相吻合才能被社会

接受，才能得到人民大众以及党和政府的认可。 作

为一门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

的发展逻辑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社会问题的回

应。 可以说，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

的内在动力。 质言之，社会工作的发展正是基于一

种“问题倒逼”。
社会工作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西方社会早期

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促使社会

救助趋于专业化提升，因而社会工作得以产生。 在

民国时期，我国社会工作的引入既是工业化、城市化

所致，也与列强“坚船利炮”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密不

可分。 当时，战争、灾荒以及大量贫穷人口的存在导

致社会风险增加、社会震荡出现以及一系列社会问

题的滋生蔓延。 对此，我国传统的助人方式已经无

力回应，国家与社会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 正

是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推动着社会工作的产生

与发展，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引入以及后续一系列

支持性社会政策的出台皆源于此。
同样，社会工作的恢复亦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

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后，随
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问题

日益增多，给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创造了需要的动

因和必要的历史条件。 进入 ２１ 世纪后，我国经济迅

速增强，但长久以来积累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也

日益显现，如此情势最终引起社会层面的改革，使国

家更加关注社会的发展。 基于此，社会工作逐渐走

向实务领域，开始社会性转向。 当时，社会工作既是

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

和谐的润滑剂，可以有效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社会工作得到政府的

认可和支持，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总之，我国社会工作的引入、恢复及发展与国家

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也是政府官员、学
者、社会精英等实践主体长期磨合、不懈努力的产

物，其背后的社会需要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引导着社会工作的发

展与改变。

三、科学的“社会”逻辑：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科学具有多重品格，是一种具有特殊规范体系

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
又是一种人类探求世界客观规律的社会性认识活

动。 作为一种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亦同时具

有制度、专业和实践三个层次的意义。首先，社会

工作是一种制度设置，属于一种社会福利的发送体

系，其发展受到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 其次，社会工

作是一门专业，具有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其发展受

到研究者与教育者的形塑。 最后，社会工作是一种

助人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是社会工作发

展的重要推力。 概言之，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是

社会工作发展的三种影响因素。 那么，三者之间是

何关系？ 如何共同作用于社会工作的发展？ 本文基

于制度、行动者和社会需要三种影响因素，建构出了

一个“需要—结构”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框架，亦即

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１．结构二重性：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需要—结构”框架中，所谓的“结构”即不断

地卷入到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

结构具有二重性，制度与行动者是结构中的两个关

键性变量，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工作

的现实形态。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系统，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

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正式制度抑或非正式

制度的支持，尤其是当社会工作还没有跃升到社会

价值体系之中，还没有获得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地

位之时，更是如此。 因为那时社会工作中的许多重

要选题不是来自自身的逻辑需要，更多的是依靠社

会的安排。 此外，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需

要行动者的建构。 科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中生成

和发展起来的，创造科学、推动科学发展的行动者是

社会中的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会受到社会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传统文化的左右，从而使他

们无法超越其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情境。 因此，社会

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亦受到行动者的形塑，行动者

总是同其所处的社会体系相互作用，使自身的社会

属性转译到社会工作发展之中，从而导致社会工作

呈现出不同的外在形态，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 这

里需要指出的是，行动者与制度安排也交织在一起，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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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形态。 实际

上，社会工作正是在不断回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这

一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制度结构和行动者虽然

会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但这二者更多地体现在对

社会工作的现实样态和发展速度产生直接影响。 故

而，笔者称之为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动力。
２．社会需要：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

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学的经典命题。 其中，所谓的“需要”主要

是指生产的需要和经济的需要，所谓的“科学”主要

是指自然科学。 同样，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其产生、发展乃至消亡也

与“需要”息息相关，只是这里所谓的“需要”另有所

指，各有不同。
社会工作是一门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性社会科

学，主要是“社会性”地提供专业服务，帮助个体、群
体解决困扰，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因此，推
动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主要是一种解决社会问

题的“社会需要”。 社会服务领域个体需要的不断

提升为社会工作专业化提供了动力源泉，而解决社

会问题的社会需要成为社会工作发展的合法性基

础。 当下，我国社会发展中对专业化、个性化社会服

务的需求量仍然较少，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要求尚

存不足。故而，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内在动

因尚有欠缺。
总体而言，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制度安排、思想文

化、意识形态以及行为者的建构等只是在表面上改

变社会工作的具体形态并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速

度，而决定社会工作发展方向及规定着社会工作发

展方式的内在动因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需要。
３．需要—结构：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如上文所述，“结构”逻辑是奠定科学发展的物

质基础，对加快科学的发展步伐起着直接的推动作

用，而“需要”逻辑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不断为

科学发展注入合法性动力，引导着科学不断前行。
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结构性（制度

和行动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社会需要则是社会

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 社会需要不可能直接作用于

社会工作的发展，也不可能决定社会工作发展的具

体策略，但社会需要可以通过结构（制度和行动者）
这一中介变量对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影响。 具体而

言，社会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社会需

要—制度和行动者—科学（社会工作）”的影响机制

（见图 １）。

图 １　 社会工作发展影响机制图

由图 １ 可见，社会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

需要给予了社会工作生成和发展的现实空间，这是

社会工作发展的必要条件。 此外，社会工作的发展

势必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社会工作的百年

发展历程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
也正是二者的交互作用造就了社会工作的诸多形

态，二者合力推动了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 当社会

需要和社会结构相吻合时，社会工作会得到快速、持
续的发展；当二者相互抵触时，社会工作则处于茫然

与消退的状态。 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社会环境

下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社会矛盾、不同的

社会福利要求。 或言之，每一种“结构”下对社会工

作的“需要”有所不同。 因此，社会工作没有一个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其亦面临着一个“处境

化”的问题，即每一个城市中的社会工作概念，每
一个领域中的社会工作概念以及城乡之间的社会工

作概念都有所差异。 我们应跳出“专业社工是最有

资格从事社会服务”的迷思，秉持开放包容的“大社

工”理念，形成一种与社会需要相对应的社会工作

结构，建立不同的社会工作制度，由不同的社会主体

来承担不同的社会工作服务。

四、结语

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之下，社会工作已在我国

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 纵观百年历程，中国社会工

作经历了数次跌宕起伏，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横
览全国各地，中国社会工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具
有不同的理想类型。 这可归结为制度、行动者、社会

需要等社会性因素之间的互动，也即是中国社会工

作发展受到“需要—结构”的影响，遵循着一种“社
会”逻辑。

诚然，科学的发展势必受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但科学自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它具有

一种以普遍主义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一种以“同行

承认”为实质的奖励制度、一种以“精英统治”为特

点的社会分层、一种以“无形学院”为中心的学术交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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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方式、一种以研究成果质量为基础的科学评价系

统，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科学这样一个自我支

配、彼此独立、不受外部理论控制的完善系统。 因

此，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独立的规范结构和内在的

发展规律，即科学的自主性。 科学的自主性是科学

在适度依赖社会和接受社会控制条件下所应享受的

自由，决定着科学的生存抑或毁灭。当下，我国社

会工作处于一种依附式发展状态，其自主性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遮蔽。 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

科学的社会工作遵循着一种“社会”逻辑，同时也绝

不能忽略其“自主性”的存在，应做到一种“社会”逻
辑中的“自主”。 关于社会工作的“社会”逻辑，本文

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而社会工作如何实现科学的

“自主”亦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限于篇幅，笔者

将另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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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逻辑———一个科学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