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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征程中，社会⼯作者作为社区治理的关键⾏动主体，其专业能⼒直
接影响治理效能的实现。社会⼯作者的多元能⼒需求与现实困境反映了当前存在的技能单⼀化、技术适应性不⾜、
协同⽹络阻滞及专业发展结构性⽭盾等问题，其能⼒提升的复合路径有：聚焦凝聚群众、⽭盾调解等核⼼能⼒，
强化政策转译、数字融合、资源整合及反思创新能⼒，构建“政校社”协同育⼈机制与制度化保障体系。通过教育
创新、技术赋能与制度优化，推动社会⼯作者从单⼀服务供给者向系统性治理主体转型，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
可持续的⼈才⽀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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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in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cities in the new era, 
social workers serve as key actor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whos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directly 
impacts the realization of governance efficacy. The multifaceted competence requirements for social 
workers, juxtaposed with existing constraints, reveal challenges such as overspecialization,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adaptability, collaborative network blockages, and structural tensions with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ir competence requires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focusing on core 
competencies like mobilizing communities and mediating conflicts; strengthening abilities in policy 
translation, digital integration,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reflective innov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tripartite government-university-community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echanism with institutionalized 
support systems. Through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this strategy facilitates social workers’ transition from singular service providers to 
systemic governance actors, thereby providing sustainable human capital for advanc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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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建设，社会（社区）⼯作者是关键的⼈才因素[1-1,2-1]。《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区⼯作者队伍建设的意⻅》（以下简称《意⻅》）提出，打
造⼀⽀政治坚定、素质优良、敬业奉献、结构合理、群众满意的社区⼯作者队伍，为加强和完善
社区治理提供坚实⼈才⽀撑。 

1. 社会⼯作者专业能⼒的现实要求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作者作为多元共治体系的重要⾏动主体，其专业能⼒直接

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实现。社会⼯作的实践场域已从单⼀服务供给转向系统性社会治理创
新，这对社会⼯作者的能⼒结构提出了多维度的现实要求。 

1.1. 沟通与建⽴关系的能⼒ 

社会⼯作者需具备跨情境沟通能⼒，既要运⽤共情、倾听等技巧建⽴与服务对象的专业信任
关系，⼜要通过制度化协商机制与政府部⻔、社区组织形成治理协同⽹络。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
社会⼯作者突破传统⼯作模式，在政策倡导、资源整合等层⾯建⽴跨部⻔协作关系，这种关系⽹
络的建构能⼒成为实现社区赋权的关键要素[3-1,4-1]。 

1.2. 促进和使能的能⼒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下，社会⼯作者应超越问题导向的⼲预逻辑，转向发展性服务模
式。通过优势视⻆挖掘服务对象潜能，运⽤参与式⽅法培育社区⾃组织能⼒，将服务对象转化为
治理主体。这种能⼒转化既需要微观层⾯的个案辅导技术，更需中观层⾯的社区动员能⼒，推动
形成“助⼈⾃助”的良性治理⽣态[5]。 

1.3. 评估和计划的能⼒ 

基于循证实践要求，社会⼯作者需构建三维评估框架：在个体层⾯精准识别服务需求，在社
区层⾯诊断治理痛点，在政策层⾯评估制度供给[6-1,7]。在此基础上形成“阶梯式⼲预计划”，将个
案服务、社区发展、政策倡导有机衔接，实现资源链接、服务供给与治理需求的动态适配。 

1.4. 提供服务和⼲预的能⼒ 

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作⼲预突破传统⼯作边界，形成“临床-社区”双轨⼲预模式。既要
运⽤危机⼲预、认知⾏为治疗等技术解决个体困境，更要通过社区营造、社会组织培育等策略改
善治理环境。这种⼲预能⼒的复合性特征，要求社会⼯作者兼具微观实务技巧和宏观政策分析能
⼒。 

1.5. 在组织中⼯作的能⼒ 

在“五社联动”机制下，社会⼯作者需具备资源枢纽功能。包括建⽴服务需求与资源供给的精
准匹配机制，构建服务质量的全过程监测体系，以及运⽤项⽬管理⼯具优化服务递送流程。这种
组织化运作能⼒是确保治理效能可持续的关键⽀撑。 

1.6. 发展专业的能⼒ 

⾯对基层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社会⼯作者需拥有实践和研究互促能⼒。既要通过⾏动研
究提炼本⼟化服务模式，⼜要运⽤⼤数据技术优化服务策略。专业反思应聚焦治理现代化中的伦
理困境与制度创新，推动社会⼯作专业范式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协同演进。 

2. 社会⼯作者技能困境和成因探析 
基层治理现代化对社会⼯作专业能⼒提出系统性要求，但⼀线实务中仍存在显著的理论和实

践的落差。这种能⼒困境既源于专业教育与实践需求的错位，也受制于制度环境的结构性约束，
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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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能⼒供给的复合性困境 

当前社会⼯作者普遍⾯临微观服务技巧难以⽀撑社区治理创新需求的问题。⼤多数从业者存
在跨部⻔协作经验空⽩，其专业训练多聚焦个案⼯作，缺乏政策分析、资源统筹等中观能⼒培养。
这种技能单⼀化与治理现代化所需的复合能⼒形成结构性⽭盾，导致服务供给与治理需求出现系
统性脱节[8-1,9]。 

2.2. 技术应⽤的适应性障碍 

数字化转型催⽣智慧治理新范式，但超半数的社会⼯作者尚未掌握⼤数据分析、数字平台运
营等关键技术。专业教育体系的技术课程更新滞后，实践情境⼜缺乏数字化基础设施⽀撑，形成
“技术鸿沟-服务低效”的恶性循环。技术⼯具理性与⼈⽂关怀价值的张⼒，进⼀步加剧服务过程中
的伦理失范⻛险[10,11]。 

2.3. 协同⽹络的制度性阻滞 

“五社联动”机制要求社会⼯作者承担资源枢纽功能，但现实情况中跨部⻔协作⾯临三重障碍：
⼀是⾏政体系条块分割导致的资源壁垒，⼆是社会组织发育不⾜形成的协同断点，三是绩效考核
指标错位引发的协同动⼒缺失[12,13]。制度环境的碎⽚化特征，使社会⼯作者陷⼊“有责任⽆权⼒”
的治理困境。 

2.4. 专业发展的结构性⽭盾 

职业晋升通道缺失与继续教育体系薄弱，导致专业能⼒发展陷⼊“内卷化”困境。有关数据显
⽰，社会⼯作者的年均培训时⻓不⾜ 24 ⼩时，且⼤多数培训内容与治理创新需求脱节[14-1,15-1]。
薪酬体系与职业声望的“双低”现状，加剧⼈才流失与专业认同危机，形成能⼒提升的负向循环。 

3. 如何加强社会⼯作者凝聚群众能⼒ 
《意⻅》在加强社区⼯作者能⼒建设⽅⾯提出，“增强服务居⺠群众意识”，特别提到“重点增

强年轻社区⼯作者的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 
社会⼯作者在基层治理中肩负着凝聚群众的重要使命，⽽具备凝聚群众能⼒也是提升社区治

理⽔平的重要⼀环。在社会结构⽇益多元、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凝聚群众能⼒不仅有利
于与居⺠搭建情感纽带，更是在多元诉求间搭建共识并协调⾏动的关键。要有效凝聚群众，应“六
要”⼀以贯之[16,17]。 

3.1. 要精准把握群众的需求 

包⽚联⼾是社会⼯作者的基本功。社会⼯作者应主动⾛出办公室，定期开展上⻔⾛访，尤其
是针对困难家庭、⽼年⼈、残疾⼈等重点群体，详细记录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有针对性地整合
资源、解决问题，让居⺠感受到社区温度。 

3.2. 要充分发挥群众的⼒量 

居⺠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和信任感，他们之间相互沟通、解决问题往往⽐社会⼯作者直接介⼊
更具有说服⼒。社会⼯作者要善于挖掘社区能⼈，⿎励他们组建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队。 

3.3. 要善于发现居⺠的智慧 

社会⼯作者要为居⺠搭建更多互动交流的平台，善于发现并尊重居⺠的智慧和建议，⿎励他
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策划与执⾏，提升他们的主⼈翁意识，从⽽真正凝聚起群众⼒量，共同努
⼒提升社区治理⽔平。 

3.4. 社会⼯作者要由“政策执⾏者”转换为“群众联络⼈” 

强化党建引领，将社区⽂化营造与⽇常互动深度融合，运⽤“便⺠服务圈”“社区会客厅”“城市
书房”“⼩区驿站”“⼩区议事会”等基层协商平台，营造“有温度”的社区氛围[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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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搭建基于居⺠⽣活圈的参与式治理平台 

把群众⽇常⽣活中的议事协商、⼩微服务、邻⾥互助转化为常态化的服务和治理过程。要善
于激发居⺠的内在动⼒，推动居⺠由服务对象转换为治理主体，让社区⼈⼈有事做、事事有⼈管。 

3.6. 提升社会⼯作者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 

善于⽤“居⺠语⾔”讲政策、讲道理，将书⾯的政策⽬标转化为事关居⺠切⾝利益的要点和重
点，在情感共鸣中逐步增强居⺠认同感和凝聚⼒。 

4. 如何提升社会⼯作者调解⽭盾纠纷能⼒ 
社区和谐稳定，离不开社会⼯作者⽭盾纠纷调解能⼒的提升。《意⻅》在加强能⼒建设⽅⾯，

明确提出注重加强“⽭盾调解、应急处突、协调沟通”等⽅⾯的能⼒训练[3-2,4-2]。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末端⽀点，社会⼯作者的⽭盾调解能⼒直接影响社区的和谐稳定。社会⼯

作者在⽭盾纠纷调解⼯作中，⼀是避免仅靠个⼈经验临时发挥，要有⼀整套处理流程。事前多留
⼼、早发现⽭盾苗头，事发时及时介⼊，事后跟进处理结果，防⽌⽭盾升级。将“五社联动”“⼩事
协商”等机制嵌⼊社区⽹格，实现纠纷处理常态化和主动化。⼆是构建覆盖多元主体的协作⽹络。
社会⼯作者不应孤军奋战，⽽要联动法律、⼼理、物业、志愿者等多⽅⼒量，形成“1+N”协同解
纷格局。要能当好“联络员”“调度员”，合理分⼯、串联资源，让每件⼩事都有⼈跟、有结果。三
是在处理⽭盾纠纷时，要学会照顾⽭盾双⽅情绪，让居⺠感觉被尊重。通过慢慢引导、找准切⼊
点，⼀步步消除误解和隔阂，真正充分发挥社会⼯作者在基层治理中的“前沿哨兵”和“润滑剂”作
⽤。 
进⾏专业化学习、参与实战式演练、坚持群众路线，是社会⼯作者提升破解⽭盾纠纷能⼒的

关键⽅法。⼀是精研业务理论，做⾜知识储备。社会⼯作者应养成坐下来读书、沉下来研究、静
下来思考的习惯，认真学习研究各职能部⻔以及社会⼯作专业知识，尽可能多地参加业务培训，
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通过系统学习⺠法典、⼈⺠调解法等法律和社会⼼理学相关书籍，努⼒掌握
⽭盾调解技巧与⼼理学知识，使⾃⼰成为社区治理的“⾏家⾥⼿”[6-2,15-2]。⼆是⼤胆参与实践，磨
炼实战本领。社区是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最后⼀公⾥”，社会⼯作者应不惧困难，多⾛楼⼊⼾，
与居⺠进⾏更多交流互动，深⼊了解社区的实际情况，掌握⽭盾纠纷的第⼀⼿情况，并将学到的
知识运⽤于解决⽭盾纠纷的实际⼯作中，不断摸索总结，提升应对复杂纠纷的能⼒。三是践⾏群
众路线，推动治理优化。做好社区⼯作离不开居⺠群众的⽀持、理解和帮助。居⺠中往往“藏⻰卧
⻁”，是社会⼯作者可以借助的⼒量。社会⼯作者应坚持问需于居⺠、问计于居⺠，充分发挥居⺠
群众的智慧。 

5. 如何提升社会⼯作者其他重要能⼒ 
基层治理现代化对社会⼯作者的能⼒结构提出更⾼要求，除基础性群众⼯作能⼒外，需着重

强化四类核⼼能⼒[1-2,2-2]。 

5.1. 政策转译能⼒ 

在政策分析与倡导能⼒层⾯，应建⽴“政策解读-需求转化-⾏动倡导”的⽴体培养机制，通过
政策仿真训练、⽴法协商模拟等实训项⽬，提升⼯作者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微观服务⽅案的转译能
⼒，特别是增强其参与基层治理制度设计的政策敏感度[18-2]。 

5.2. 数字融合能⼒ 

针对数字化转型趋势，需构建“数字素养+”复合培养模式，整合⼤数据分析、智慧平台操作、
数字伦理等课程模块，依托社区治理数据库建设实践基地，培养⼯作者运⽤数字技术进⾏需求研
判、服务设计和效能评估的能⼒。 

5.3. 资源整合能⼒ 

资源整合能⼒提升应聚焦资源⽹络建构和协同机制创新，通过跨部⻔轮岗实训、资源地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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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坊等⽅式，强化⼯作者识别潜在资源、构建多元协作⽹络的能⼒，重点培育其运⽤项⽬管
理⼯具优化资源配置的精准性。 

5.4. 反思创新能⼒ 

专业反思与研究能⼒发展需构建实践研究共同体，建⽴⾏动研究实验室和本⼟案例库，通过
循证实践⼯作法引导⼯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形成“实践-反思-理论建构”的闭环思维，特别注重培养
其将碎⽚化经验提炼为可复制模式的⽅法论⾃觉。 

5.5. 制度化保障 

在⼈才培养端推动“政校社”协同育⼈机制创新，构建能⼒认证与岗位胜任⼒模型；在实践⽀
持端完善督导⽀持系统，建⽴分层分类的继续教育课程体系；在制度环境端健全职业发展通道，
通过薪酬体系改⾰与专业权威建构增强能⼒提升的内⽣动⼒，最终形成能⼒发展与治理效能提升
的良性互构[8-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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