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群众工作就是“要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服

务”。①群众工作的主体性决定了群众工作本身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和阶

段，群众工作会凝聚极大的社会群体力量，但随

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舆论尤其是以“官方文化”为

主要内容的说服教育对于社会成员的灌输和引

导作用会渐渐乏力。②面对真实存在着的世界，

“实践问题并非以良 好的结构展 示 在 实 践 者 面

前”，呈现在复杂而又模糊情境当中的各种问题，

很难单单依靠某一专业技术就能得以解决。渐渐

地，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专业实践中最重

要的部分处于专业能力的传统边界之外。③

社会工作“主要的落脚点是减少人际关系中

的问题，通过改善人际互动让人们的生活更美

满”。④社会工作实践“不仅要救济，不仅要预防，

而更要促发”，⑤它和群众工作一样“也是政治性

的”。⑥所以，积极借鉴社会工作是有效开展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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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工作的可选之途。

一、群众工作和社会工作的一致性

笔者认为，群众工作之所以可以借鉴社会工

作基于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二者之间具有多

方面的一致性。
（一） 群众工作与社会工作在指导思想与伦

理价值上相同

2012 年 11 月 15 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遍查党的领导人关于

党与群众关系重要性的论述，强调得最多的就是

“依靠群众”。①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要紧紧围绕人

民群众，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和指导思想，不断

探索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途径。在新

的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要在服务每一个个

体和组织上狠下功夫，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将“以

人为本”的理念深深植根于群众工作的始终。
作为助人实践的社会工作几乎和人类历史相

伴而随，而作为“助人自助”专业的社会工作，其

产生则与西方社会具备了相应的思想基础及社

会历史条件分不开。②因为专业社会工作是建立

在人文主义和民主理想之上的，③它所秉持的价

值理念是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大力弘扬的人

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它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浓重的

人本视角，所以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是社会

工作（者）应该有的灵魂，这也是社会工作必须坚

持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④人文主义的产生体现

了人类的进步，从对权利的注重到对自由和平等

的追求破除了封建残余思想，进而建立起了新时

代的主题。
（二）群众工作与社会工作在工作内容上一致

群众工作和社会工作在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

都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和

政治学等学科的营养，二者都印证了中、西方社

会逐渐趋向于发展和成熟的历程，都历经了从被

动的社会实践到理论化、体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

过程。“群众工作包括两大层次，第一层次为正确

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第二层次为日常

思想教育，社会工作主要以第二层次为工作内

容”，⑤这自然主要以社会弱势群体为关注的对

象。所以，在体系、方式等诸多差异之下隐藏着人

类社会发展与自身矛盾的一致性。
（三） 群众工作与社会工作在工作目标与社

会功能上相联

党的群众工作是执政党传递价值观念，实现

政策意图的重要途径，它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执政目标提供价值引导、舆论氛围和沟

通媒介，以达到人与其他个体、人与自然环境的

高度和谐，这主要通过教育宣传、调解疏通、理论

指导等工作手段来实现。社会工作实践致力于发

展案主的优势和更加平等地分配社会资源，“致

力于处理个人问题的一般后果和更为一般的议

题对个人的影响”，⑥它“因时因地而谋求社会关

系之改善”，⑦其目标在于“为人民谋福利”。⑧社会

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它在一定原则的科学实践指导下，引领符合社会

要求的价值取向，这对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

发展，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功能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二、群众工作借鉴社会工作的必要性

（一） 借鉴社会工作改进群众工作的方式，加

强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关系

群众工作要求干部深入群众，与群众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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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甘共苦的作风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群众工作借鉴社会工作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尤其

是借鉴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伦理道德，就必

须“有深入民间、服务社会及办事的精神，推己及

人，及仁民爱物的人生哲学”，①以一个服务者的

姿态同群众紧紧相连，使群众工作者切实将群众

作为自己服务的对象，以服务案主的意识和标准

去深入群众，这样就能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改进作

风，弥补不足。正如“彰显公共精神的行为不一定

是通过正规的途径，而可以是表现在对邻里（尤

其是老弱病残者）的日常关怀等行为上”②一样，

群众工作完全可以通过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在意

得到更好的体现和落实。尤其要指出的，借助和

引入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处理好人民群众在各

个民生领域（诸如养老、医疗、教育）的核心关切，

处理好人民群众在涉及利益纠纷敏感领域（诸如

劳资纠纷、土地征用）的利益诉求，可以弥补党的

群众工作有可能过于注重宏观发展、社会利益而

忽视普通个体意愿的不足。这样的群众工作显然

能够呼应普通民众的存在体验，易于产生休戚相

关之感。如果群众工作不是假装在灌输关于抽象

的意识形态的终极真理，那么群众工作者就应该

“以切合社会世界本身的方式进入其中，去聆听

不同的声音”。③

（二） 借鉴社会工作建立健全群众工作的体

制和机制

群众工作要顺应当下社会转型的复杂局面就

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体制和机制建设。就前者而

言，要在各级党团组织与基层党团的群众工作单

位之间形成灵活而开放的体制，有必要在基层群

众工作组织中引入社会工作的部门或者整合利

用社会工作组织，从而真切贯彻党的意图和政策

愿望。通过借鉴社会工作积极主动、科学评估的

手段，充分保证群众工作在各个环节的顺畅运

转。就后者而言，为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有必要不断完善群众工作的应对

决策机制、群众交流机制、意见反馈机制、纠纷介

入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群众工作借鉴社会工

作，通过开展科学调研和有效沟通，逐步构建起

深入基层的信息获取制度，群众工作者可以以参

与者和跟踪者的身份进行全程跟随，这样既激发

了群众自我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又给群众工作以

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更大的发展活力。
（三） 借助于社会工作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

凝聚共识发展的合力

“任何一个群体的政治态度，都不是单一的和

一成不变的。”④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先进

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

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

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

不等于永远拥有。”前不久王岐山也说过：“中国

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

的，是人民的选择。”⑤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开展群众运动的好传统，

注意在群众运动中把经济、政治等各项任务结合

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各种热情，较好地

确立和巩固了其权威的合法性。⑥但在社会转型

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权威也面临着多

方面的挑战。⑦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巩固执政基

础的历史重任非常现实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

前，它要求通过实实在在的群众工作，自觉而坚

定地获得人民群众的全方位支持，以求发展合力

的凝聚和提升。在这方面，“善用助力”的社会工

作无疑能够提供另一个视角上的借鉴。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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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众工作的社会工作借鉴

总体来看，群众工作的社会工作借鉴可以包

括目标理念借鉴、工作方法借鉴、职业素养借鉴

和评估机制借鉴等。
（一） 目标理念的借鉴

“社会工作价值在根本上是人本主义的。”①

作为一门专业和一种实践，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

“以人为本，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者在长期的实

践工作中通过吸纳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与和睦

平等的社会愿景而形成的。在社会工作中，“当我

们与案主在一起工作时，我们能成为他们的代

理、他们的顾问，与他们一起创造项目利益的相

关人。这就要求我们敞开自己心扉去接受协商，

去欣赏那些我们与之合作者的观点与期望的确

实性”。②群众工作要借鉴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理

念，学习社会工作通过“助人”实现工作对象的

“自助”，有助于强化群众工作对每一个普通工作

对象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体认，从而更好地激

发广大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1. 借鉴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目标

在实际工作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工作来

争取群众的理解和认可，最大范围地赢得群众的

支持与拥护。在党的群众工作的实际工作中，群

众工作的主体往往看重对工作客体的宣传和灌

输，而较普遍地忽略了对他们的激发和引导，过

多地强调工作对象的被动服从与跟随，客观上抑

制了工作客体的主观能动性。一般说来，社会工

作中都是渗透着“助人自助”的基本目标，这种目

标的深意在于，相信“大多数人本身就有解决问

题的力量”，③所以在社会工作中对案主所提供的

帮助建立在案主最终能得以自助的落脚点上。它

不仅强调授人以“鱼”，更在意的是授人以“渔”，
力求帮助案主可以自主地解决自身面临的困难

和问题，以达到其自立性发展。
群众工作应该借鉴社会工作，树立教育与引

导并重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工作客体的主观能

动性，“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相信他们能

够不断调整提高和完善自我。只有这样，群众工

作者才能“不再是孤立地或专注地集中于问题，

而是把目光投向可能性”，④才能摒弃居高临下、
耳提面命的工作方式，自觉尊重工作对象的主观

能动性，逐渐培养其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

最后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在帮助他们实现

自我价值的同时，不断促进个体的有序发展与社

会的和谐进步。
2. 参照社会工作“平等尊重”的价值观

彼此平等相处和充分尊重是社会工作者应当

秉持的基本理念———只有我们隐去自己的声音，

案主才会发声；如果社会工作者总以专家的身份

出现，则很难与案主有效保持合作的姿态。⑤

随着我国各项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普通个

体追求平等、渴望自由、在意有尊严地生活的自

我意识不断增强。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势，群众工

作一定要深具“平等尊重”的价值取向。
首先，群众工作者一定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去

面对工作对象，要赢得当事人的信任“并尊重当

事人对他的信任，以及不能滥用专业关系所赋予

他的特殊权力”。⑥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要求群

众工作者对群众所遇到的困难感同身受，这样的

工作动机和出发点才会是真正有益于群众的；其

次，要求群众工作者摒弃原有的“贴标签”和斗争

批判的工作方式，要抛弃固有的偏见和思维定

势，要尽可能地去理解在群众工作过程中所遇到

的种种难以接受的客观现实，在严守政治立场的

前提下包容和尊重工作对象的多元价值取向，以

宽广的胸怀和接纳的态度引导工作对象向着不

断完善自身和塑造个性的方向发展；最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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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工作者平等相待普通群众。群众工作的主体

多为党政干部，他们大多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

这使得他们往往处于居高临下的强势地位而一

味地要求群众工作的客体被动地跟随和服从。借

鉴社会工作，就要求群众工作者以平等的眼光和

友好的态度去面对工作对象，“通过分享知识、理

解和接纳”，①给予工作对象充分的尊重和信任，

如此才能在工作中逐渐达到双方的良性互动。
3. 借鉴社会工作“利他服务”的理念

西方学者将社会工作的基本功能概括为恢复

社会功能、提供社会资源和预防社会失调。②应该

说，这些功能实际上即为其“利他服务”理念的外

化。社会工作强调在平等相处和充分尊重的前提

下去帮助工作对象，这既是社会工作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少数民族问题越来越敏感③的直接

表现，也是社会工作能够获得不同民族一致认可

的原因之一。服务作为社会工作的特别之处，其

着眼点在于充分利用“个人和社区的力量，并以

此带来心中向往的改变”，④从而帮助普通个体不

但尽快完善自我并且顺利地融入社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来是我党多年以来一

以贯之的根本宗旨，但在群众工作的实际过程

中，工作的执行者自觉不自觉地将群众工作视为

实现其政治目的抓手而忘记或忽略其服务民众

和造福人民的宗旨。所以群众工作如能借鉴社会

工作“利他服务”的理念，把群众工作视为“人生

趣味”，为“自己的生活里多添点色彩”，⑤就能进

一步强化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群众工作打造

成跟社会工作一样的利他性服务，就能始终如一

地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就能积极开展群众

路线，主动地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切实

从群众利益出发，尽一切能力为群众获取应有的

利益，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服务群众，进而得到群众的认可。只有

这样，党在实际工作中才能争取到社会绝大多数

人的支持和拥护。
（二） 工作方法的借鉴

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有许多，面对不同的问

题可以有不同的工作方法，但需各种方法之间的

协调配合。“只有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

作齐头并进时，才能达成其发展‘关系生活’，利

用‘体质生存’，充实‘生命意义’的使命。”⑥群众

工作有必要借鉴不同的社会工作方法来更好地服

务于党政工作，以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和实用性。
1. 借鉴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方法

在群众工作过程中，经常要解决个体所遇到

的思想疙瘩、自我障碍、利益矛盾或生活困境等，

这就需要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引导和沟通协调。借

鉴个案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群众工作者详

细地体察工作对象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更好地

帮助其面对问题并化解困难。
个案工作是“个人化的、科学的、艺术性的工

作”，“它通过建立关系来调动个人和其他资源来

应对问题”。⑦群众工作自然也要面对普通个体，

但在实际的群众工作中，群众工作的主体因为自

身政治立场等原因，他们大多谋划的是意识形

态、舆论导向、国家利益等全局和宏观策略，而对

于普通个体的自身关切、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总

有所忽略。而从个案工作发展的历史来看，它经

历了从关注外部社会因素到关注个人意识的转

变，时下，个案工作又具有把“人”置于“环境”中

去的“系统观”趋势。⑧在笔者看来，这种“转变”将
个人意识和内心力量置于工作舞台的正中央，而

这种“趋势”则看重个人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

双向互动过程。以上两方面避免了社会工作理念

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实质分野。在“个体化”
时代，亟需重视“个体”的位置，需要合理调用解

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干预方法“为人们提供生活

规划的方法论新资源”。⑨群众工作借鉴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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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案工作方法可以“合理评估服务对象的个体

能力及其生活机会的现状”，通过面对面的沟通，

来恢复和重建受助对象的“个体性”，对工作对象

进行鼓励和提供心理调整，帮助其不断完善自我

人格，不断提高其面对困境、解决问题的能力，使

工作对象与群众工作者能够同舟共济，并得到工

作对象对群众工作者的认可。
群众工作借鉴个案工作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以

下几个步骤。第一，平等建立关系的阶段。在这个

阶段，笔者特别要强调“接纳”和“有效沟通”等原

则。①在有效沟通中，不仅要注意语言沟通，更要

在意非语言沟通，因为“用非语言的行动来传递

感受和想法会比用语言来得更有效”。②群众工作

者应以“邀约”的方式与工作对象接触，切实了解

工作对象的需要和困难，对其面临的问题初步做

出判断。第二，客观调查和资料收集阶段。群众工

作者要从平等交谈、填 写调查表、观察、文献搜

集、环境调查几方面对案主的情况做详细的了

解，找出工作对象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三，诊

断分析和目标规划阶段。群众工作者要在意工作

对象的倾诉和陈述，不仅要分析其陈述的表层含

义，更需设身处地地挖掘隐藏在表层意义之下的

深意，真正了解工作对象的思想症结，协助工作

对象列出与问题相关的其他方面的困难，并拟订

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设计可行性方案，便于工

作对象的配合与参与，明确最终达成的工作目

标。第四，提供服务和评估阶段，群众工作者根据

事先与工作对象协商好的工作目标和计划，积极

鼓励和引导工作对象按照先后顺序解决问题并

逐步完善自我。通过工作对象所反馈的信息，科

学客观地评定工作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2. 借鉴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

小组工作是以小组的形式（两个或更多的人）

做人的工作的方式。为了发展共同趣益，小组工

作就需采取民主方式③以有效地借助小组的互动

和力量，帮助个人和小组成员解决自身问题。
群众工作借鉴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就

是要形成民主互助的体系，帮助小组成员表达和

实现目标，使普通个体在团队活动中借助团队交

流加快自身的社会化，促进个人和团队之间关系

的持续和谐，促发社会进步与健康发展。
一般说来，群众工作借鉴社会工作的小组工

作，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开始阶段，选

择成员和组建小组，组员的选择可以考虑年龄、
性别、教育水平、兴趣爱好等因素，他们总体上是

“拥有共同问题的一些人”，④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小组的目标和计划。第二步，中期阶段，主要是为

了解决问题。通过组员的沟通与交流，在彼此了

解的基础上，每个个体都有了自己在小组中的定

位，并逐渐形成小组的沟通模式（当然可以包括

“揭露”和讨论等），为实现小组目标做好准备。群

众工作者要通过合理介入、价值引导、利益剖析

等手段帮助小组成员通过团结协作面对困难和

挑战，使得小组成员之间逐渐达至默契与信任。
第三步，结束阶段，主要是帮助组员处理在小组

内形成的情绪，结合组员的收获和感受进行小组

评估，鼓励组员的肯定性行动，以巩固小组工作

已取得的成果。
3. 借鉴社会工作的社区工作方法

社区本是萌生互助力量的原生地，但“在我们

这个时代，地方共同体生活正在衰落”。⑤因此，培

育社区资本就迫在眉睫。社区工作就是以特定社

区为对象，围绕社区组织和社区发展而在群体间

开展工作的方法和过程，它主要合理配置可资利

用的社区资源解决当下的问题，从而增强社区力

量、丰富社区生活。社区工作常常扮演教育、催

化、促进和桥梁等多重角色，它往往会起到上承

国家政策方略、下启群众日常生活的作用。所以，

在进行政策教育和思想工作的传递时，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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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切入这样的层面，通过自身的结构优势，

尽可能地利用社区内的所有资源，在解决社区内

出现的问题下，推动社区民众的福祉，进而改变

社区内民众的不良习俗和行为习惯，促进社区的

和谐发展。总之，通过这样的工作形式，化解社区

内的对抗力量，营造富有特色的社区文化，形成

社区管理有序、治安优良、生态和谐的局面。
（三） 职业素养的借鉴

社会工作和群众工作都是做人的工作，①但

其主体各不相同。群众工作的主体是多是党团领

导，而在蒋旨昂看来，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和群众

工作者之间也多有重叠，②他们在工作中的一举

一动都影响着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如何能有

效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通过宣传

动员和说服教育的方法灌输于普通群众的心中，

以改变群众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

众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党的理论也强调群众工作

要深入群众，与群众手牵手、心连心，以同甘共苦

的作风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群众工作借

鉴社会工作的职业素养，可以淡化群众工作的

“‘权力’意味，而逐增其‘福利’内容”。③

首先，要借鉴社会工作的职业素养和要求不

断加强群众工作队伍建设。第一，应该严把准入

关，在群众工作者的录用环节突出社会学和社会

工作基础知识的考察，筛选相关优秀人才加入党

群工作队伍，逐渐实现群众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正
规化。第二，加强队伍培训，在已有的群众工作者

中开展专业培训，特别是加强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相

关知识的培训和教育，使群众工作队伍的职业素养

和能力水平不断提升，培养他们“了解人之所以为

人”的技能和与任何类型的人“共信共鸣”的能力。
④第三，要加强考核，在实际工作环节中引入社会

工作的考核评估机制，科学合理地评估工作效果，

促使群工作者不断自我鞭策，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其次，要借鉴社会工作的职业伦理不断加强

群众工作队伍建设。群众工作是我党执政为民的

重要法宝，有着自身特有的目标取向。群众工作

虽有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约束和要求，但相对

来说，缺乏明确的专业伦理边界，有必要借鉴社

会工作的职业伦理，清晰地界定群众工作者同工

作对象之间、群众工作者之间以及群众工作者和

所属职能机构的关系。
事实上，社会工作也具有治理功能，⑤只不过

它的治理功能的发挥要根植于对个体关怀和服

务的前提之下。于是，通过“对个体的服务”来达

致“对社会的治理”则就成为社会工作发挥功能

的一条路径。⑥而这条路径的打开及畅通自然需

要不断提升各级群众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四） 评估机制的借鉴

虽然“社会工作在程序上没有金科玉律，行动

上不能循规蹈矩”，⑦但评估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

环节。所谓评估，是“对工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

工作的总体表现的客观评价”，是“用具有信度和

效度的手法，来测定工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其

所在机构的岗位要求”。⑧当下，群众工作的评估机

制尤为缺乏，据此，顺应当下社会转型的复杂局

面，群众工作也要“切忌雷声大、雨点小，切忌吹虚

幻阵风、走扰民老路，切忌实实在在搞形式、轰轰

烈烈走过场”。⑨群众工作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就

是要突出对社会工作评估机制的借鉴，只有这样，

才既能激发群众自我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又能给

群众工作以更多的活力和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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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借鉴社会工作的诊断评估

社会工作的诊断评估意在了解案主的真实情

况并为将来的工作做好准备。群众工作借鉴社会

工作的诊断评估就是要掌握普通群众的自我意

愿、价值取向、个人梦想、工作动机、自身能力、社
会关系以及品德修养等诸多方面的基本情况和信

息。和社会工作一样，群众工作也“永远不可低估

在给予的信息中希望因素所起到的影响力和作

用”，①要全面、综合而又尽可能地从积极、正面的

向度汇总分析这些信息，因为“最理想的帮助是对

人类精神的优势和抗逆力的尊重”。②因此，在这个

过程中，群众工作者要借鉴社会工作者，要适当调

整看人看事的角度，要从相关信息及工作对象的

生活经验中尽可能地挖掘出价值和意义，避免以

问题和障碍为本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总之，要立足

于工作对象既有的优势，要彰显群众工作专业助

人的价值，将工作对象、环境和群众工作者带入一

个可以最大化地利用所有优势禀赋的关系网络之

中，以重新燃起他们的希望感和乐观精神。
2. 借鉴社会工作的需求评估

人的需要的本质不外乎追求生存之安全和自

由之活动，这些需要不仅指向于个体，也会涉及

到有共同兴趣和利益的社会需要。③需求评估是

社会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社会工作者要善于了解

案主的实际情况和基本需求，要尊重案主及其社

会关系来进行需求评估，④并努力探寻可以解决

这些需求的多种方法。
群众工作中的需求评估，要求群众工作者通

过深入调查和了解发现特定个体、某个家庭、某

一社区等的特定需求及对党和政府的期望，这是

群众工作的核心基础，也应该是群众工作者一以

贯之的工作方法。必须意识到，“每一个社会行动

者都对自己作为其中成员的社会的再生产条件

知道良多”，⑤所以，需求评估要定位准确，尽量避

免从意识形态的元叙事“衍生出的自上而下、技

术性、专家治理式的武断方法，一厢情愿地为‘目

标’人群和区域送去自认为是‘急需’的产品”。⑥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像避免在农村发展的话语

中简单地将农民的声音排除在外一样，我们也必

须避免这种‘为他者代言’的奇想”。⑦必须“避免

和防止一定的政绩逻辑和权力意识可能会左右

我们本该纯正的思考取向和行动选择”。⑧

3. 借鉴社会工作的过程评估

社会工作的过程评估主要是对案主介入活动

的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价，过程评估需要对活动整

体过程及所有相关准备工作进行评估。在过程评

估中，社会工作者根据相关标准评估他们所提供

的服务及干预是否达到最佳效果，而管理者应在

评估进行之前或者进行时确保为社会工作者的

工作提供有利的环境。
群众工作对社会工作过程评估的借鉴，就是

要对群众工作的整体发展变化及其趋势进行监

视，对群众工作的基本标准和方向做出合理的判

断，“因为，标准如果错了，则依据标准所作的努

力，当然全属浪费。甚至发生反动的结果”。⑨根据

监测结果和反馈来的信息和情况对群众工作的

方向进行积极地评估和调整，以帮助后续工作顺

利而有效地进行。
4. 借鉴社会工作效果评估

介入活动完成之后，社会工作者需要对自己

的工作进行总结，这一方面是为了解是否完成了

预定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有助于工作者的专

业成长和发展，为以后开展工作积累经验；同时，

也有助于改善机构的服务效果。⑩群众工作应该

改变缺乏工作效果评价的现状，（下转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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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ienation of Young Peasant-Workers in Labor Discipline：

A Case study of S Factory in Shanghai

Abstract: The primary task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ain how a factory operates its coercive labor strategy to
discipline workers and what these young peasant-workers suffer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hegemonic regime，

based on S Factory in Fengxian District of Shanghai. The young peasant-workers have to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in work according to the factory’s timetable. Besides，they must keep working in workshop because they
a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parts and supervised constantly by the workshop director，electronic eye and
inspectors. Furthermore，factory’s dormitory is not set up as a comfortable home，but for maintaining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 As a result，young peasant-workers have been disciplined into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and they will hardly escape such a coercive regime for the lack of citizenship rights.
Key words: young peasant-workers；labor regime；discipline power；labor alienation

SUN Shumin， SONG Xiaoxiao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China）

（上接第 8 页） 要改进原有工作总结中“只说成

绩”的总结模式。要变“总结”为“评估”，这种评估

不能简单地将工作质量化约为工作量表中的数

量，而是要适当地增加工作对象评估所占的比

重，①找出工作内容与所取得的变化之间的关联

性，借此剔除工作中无效的部分，以确保群众工

作的精准性。
群众工作借鉴社会工作的工作效果评估，可以

在工作之初就明确工作的投入和产出比，经过评估

不断提高群众工作的绩效，达到以最小的人力物力

投入换回最大的工作回报，不断铸就“自下而上的

精神”，②从而“增加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任”。③

（责任编辑：徐澍）

① 江立华、王斌：《个体化时代与我国社会工作的新定位》，《社会

科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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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Social Work as a Reference for the Work of the Masses

Abstract: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work of the masses and the social work in the guiding thought，ethical
value，work content，work objectives and social function decides the necessity of referring to social work
while carrying out the work of the masses. Actively referring to social work is an optional way to carry out the
party’s mass work. Generally，drawing reference from the social work includes the reference of the objective
concept，work method，occupation quality，evaluation mechanism，etc.
Key words: the work of the masses；social work；people-oriented；equality and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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