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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专业社工非常紧缺；另一

方面，科班出身的社会工作毕业生却
因得不到社会认可、求职无门而大量
流失。

樱园社区 12343 民生万事通服务站的

李佳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他所学的专业
就是社会工作。在毕业之前，曾去当地各个
社区机构实习，大受欢迎，但是毕业之后却

遭遇无处对口就业的尴尬。班上 28 个人，

有一个出国了，进入社会组织的不过两个
人而已。绝大多数人另谋出路。

目前全国有 200 多所高校相继开设了

社会工作专业，但是整个社会从观念到制

度建设等方面为社工职业化生存提供的大

环境尚不具备。社工教育依照国际标准进
行，学校也与许多单位达成了实习协议，

但是从国外舶来的理论在国内应用起来却
常常水土不服，同时缺乏专业社工生存的

土壤。

目前，大学生或研究生社工专业毕业
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社会经验。一
个大学生做社工无非两种出路：一，进入
民间社工机构；二，进入像福利院这样的

官方机构。

在潍坊儿童福利院工作的资深社工马

玉娟说，从目前她接触过的大学毕业生来

看，普遍过于理想化，拥有实践经验则需

要几年时间的锻炼，到底需要几年还得看
其悟性。

在潍坊本地，没有一家高校有社工专

业，一个大学里学社工专业的学生一般不

会超过 40 个人，因此，可以推断目前潍
坊的专业社工数量非常小，潍坊籍的就更
不用说了。

统计显示，5 年前，广州市财政支付薪

酬的社会工作者有近 2 万人。主要活跃在

协助青少年教育、妇女工作和残疾人康复
辅导等领域，并“挂靠”在社区居委会。尽管

如此，我国很多实质上从事社会工作的人
仍面临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专业社工非常紧缺；另一方
面，科班出身的社会工作毕业生却因得不

到社会认可、求职无门而大量流失。

一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社工，

不在于有没有社工资格证，不在于是
否学这个专业，而在于是否能够接受
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这个职业的
伦理规范。

如果给社工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首

先这是一份职业、一份助人的职业、一份公

益性较强的助人职业，因为这个职业薪水

比较低。

马玉娟做社会工作者工作已经三年，

这已经算是业内资格比较老的了。其中一
个主要原因就是虽然有人考出了社工资格
证，但是并没有从事社工，而是依然从事着

原来的工作。像马玉娟这样，取得资格，并

活跃在社工一线的人少之又少。

马玉娟现在就遭遇着这样的尴尬，她

在从事着一些个案研究和小组工作，但是

近乎于“光杆司令”，配合她工作的主要
是来自各高校的实习生。福利院中考取了

社工职业资格的人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忙

着，护理员还是在做护理员、护士依然在

做护士。多数人并没有在做严格意义上的

社工工作。

目前，社工们有劲没处使的主要原因
有两点：第一，没有岗位设置；第二，没有兑

现待遇。在北京，社会工作者队伍很庞大，

机构也众多，但是一个普通的专职社工一

个月才挣一千多块钱，连租房子都不够。

马玉娟认为，一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
的社工，不在于有没有社工资格证，不在

于是否学这个专业，而在于是否能够接受

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这个职业的伦理

规范。

目前有很多类似于 NGO(非政府公益
组织)，这也目前除了政府之外，社会工

作者最大的消化机构，其背后需要财团或

者基金方面的支撑才能运转。但是有很多

这样的机构做不下去了，其原因就是没有

财团支撑。

在国外，有良好的富人反哺社会氛围；

而在国内大多不会交给这样的机构去做，

而是愿意自己去做。借此满足自我内心的

成就感，不甘居人后。目前，不得不承认，国

内很多富人、财团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马玉娟说，她调查过很多公益项目，一
个运转成功的项目背后，绝大多数有国外

文化背景，或者可以获取国外资金支持。

义工遭遇无事可做，或者长期做

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看不到进展的事
情；社工空有热情，但是没有用武之
地。

在国外，社工都有备案和牌照，就像

律师一样，他们的职责都是为每一个公民

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与律师收费方式不

同，律师一般是计件工资，而社工多是固

定薪水，且在国内，以政府设编制、政府

买岗位来发薪水。“义工”，主要是社会

上一部分有财力、物力、人力的群体，通

过爱心互助的情况，帮助他们改善生存窘

状，提高生活质量。

那么将义工发展为社工使整个队伍专

业化岂不更好？一位义工组织者向记者坦

言，做义工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年头，并逐渐

上了轨道，但是所做的事情却似乎没有改

变过。有些队员时间久了就少了激情，参与

的积极性也大打折扣。比如长期帮助的一

位小孩身体不方便，义工们经常陪她聊天、

逛街、游玩，但对于这位孩子而言，可能需

要更多的心理疏导和康复训练，而这些普
通义工都无法完成。

“慢慢地，我也在反思，这么做有没有

意义？”这位义工负责人说，几年前和他一
起活跃在一线的义工已经越来越少，现在

只能通过不断扩充工队伍来完成正常的志

愿工作。

志愿工作从范围和数量上有好几年都

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了，因为大家失去了

原来的热情和新鲜感。

义工遭遇无事可做，或者长期做一些

没有技术含量，看不到进展的事情；社工空
有热情，但是没有用武之地。那么社工和义

工这“两工”有机结合起来，或许是条出路。

目前这样的联动已经有了一些操作上

的成功案例。在福利院，社工通过招慕，与

义工建立伙伴关系。两个月前，马玉娟想对

孩子进一些认知方面的发展训练，于是从

潍坊义工招慕到四名有过当妈妈的经验的

女性，每周拿出一天的时间抱孩子，和孩子

交流。招募的条件有四条，不能穿高跟鞋、

不能擦香水、要保证一天时间并服从院里

管理、不能留指甲。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培

训，告诉她们可以做什么，要注意什么。双

方完全是一种伙伴关系，不存在领导与被

领导。

社工所做的是一个长远的宏观的
指导，面对的是整个集体，出现人格不

健全，认知有障碍就可以开小组。熟悉

一个机构，一个月就够了，会有很明显

的效果。

目前社工发展不起来还有一个问题就
是工资待遇不行，编制等问题都没有解决。

在福利院中共设 35 个编制，十年没有变，

这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合适的薪酬待遇，不

敢奢求每一人都无私奉献，但起码能保证

他们的收入能达到一个地方的基本生活水

平。

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政府购买岗
位。社工所做的是一个长远的宏观的指导，

面对的是整个集体，出现人格不健全，认知

有障碍就可以开小组。熟悉一个机构，一个
月就够了，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2008 年的《关于民政事业单位岗位设

置管理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民政事业
单位根据所聘岗位确定岗位工资待遇，为

“岗变薪变”提供了政策依据。落实意见，将
有利于解决民政事业单位长期以来专业定

位不明，从业人员薪酬待遇较低的问题；有

利于改革单位人事制度，转换用人机制。有

利于民政事业单位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吸
纳社会工作人才，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据了解，为社工设编制的，在青岛、威

海、烟台都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落实了待

遇。目前在青岛等地出现的社工机构，类似

一个民营的企业，申请这样一个机构，招专

业的实务社工，政府有预算，他就会找这里

来寻找岗位。

申请一个组织，为政府提供这样的人

才。双方签协议，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来机

构这里购买，买服务。根据工作状态，政府

满意度发放薪水。因为当前政府没有买岗

位还比较少，社工找不到岗位流失严重。

对于社工的继续教育，到现在为止还

没有成型的想法。如果交给高校，很可能

因为高校发展不平衡导致水平参差不齐，

而且培养出来的人才理论为主；如果交给

政府，很有可能遭遇管理方面不通畅。政

府扶持机构、孵化机构，让专业人才去办

机构，再从机构中按需纳才或许是当前一

个突破口。

潍坊社工

现状调查
目前社工们有劲没处使的两个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没有岗位设

置，第二没有兑现待遇。在北京，社会工作者队伍很庞大，机构也众多，

但是一个普通的专职社工才一千多块钱一个月，连租房子都不够。

一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社工，不在于考出证，不在于学这个专业，

而在于是否能够接受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这个职业的伦理规范。

本报记者 周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