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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医务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与制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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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务社会工作在我国已经起步 ．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缺少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支持 ．用人制度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医 

务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变迁创造了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空间，目前迫切需要国家制订相关政策支持与制 

度化的保障措施，使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医务社会工作逐步实现专业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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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n China．medical social work has already been started，But s0 far． due to the Iack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I supports．further development of medicaI socia}work is seriously hampered by the personneI institution 

shortage：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have provided developing space for medicaI socia1 work．Now．the 

nationaI relevant policy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ized safeguard mechanism become imperative． which can make medicaI 

socia1 work，as an lnstitutionaI arrangement．gradually achieve its specialization and S协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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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务社会工作概述 

2000年 5月 f上海1同济大学 附属东方医院成立 医务社 

会工作 部，为病 人提供 全方位 服务 近些年来 ．在医患关 系 

持续紧张的状态下 ．期望 医务社会工作 能够 以新 的工 作机制 

调解医患冲突的呼声越来越高 加强医患沟通 ．建立医患互 

信机制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成为中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基本使 

命 2005年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颁布关于开展 

“以病人为巾心 ．以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 ”医院管理年活 

动方案 ．将 构建和谐 的医患关 系提 高到前所 未有 的高度 ．也 

使医务社会 工作 ．这 一在 构建和谐 的医患芙系巾 占有 举足轻 

重地位，发挥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的体系正式进入国家的重 

要议程⋯ 

2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的政策和制度现状 

党 的十六届六 叶1伞会 《决定》 明确提 出了 “建设 宏大的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决策．并要求 “建立健全以培养、 

评价 、使用 、激励 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 和制度保障” 这为 

我用社 会工作 和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 没带来 了前所未有 的机 

遇 ．同时 ，也给我 同的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提出丁巨大挑战 ． 

对推动我 国社会工作 及其人才 队伍建设 的实践提 出了新 的要 

求 12i ：就 目前而言 ．我国医疗社会工作体 系在局部有 所发展 ． 

但从整体的制度层面看．还存在不少问题 以下分别从 “医 

疗社会工作教育培训制度”、 “医疗社会工作者评价制度”、 

“医疗社会工作者人事制度”加以讨论 

2．1 医务社会工作者的用人制度还没有建立 

社会工作专业在 中国大陆高校恢复 已有 十儿年历 史．近 

年来．社会工作专业 以每年 翻一 番的速 度增 长 ．据不 完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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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 ．日前已有近百 所各类学 校招 收社 会工作专业 ．其中招收 

本科的高校有54所 l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模扩张迅速．但是作为职业的发展却不如 

人意。找不到工作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普遍反映．医务 

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更是如此 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并 

没有设立社会工作 的岗位 ．并且 ．每年公 务员的招 考简章上 

也竟然没有社工专业学生的报考资格 其根本问题 是社会工 

作在我国至今末被认同是一种职业 ．社会大众乃至政府往往 

把它等同于兼职工作 本研 究调查的一所培养社工专业人才 

的学校 ，从 2006--2008年毕业的 3届学生 【f】(55人 )．只有 

6个人从事与社会工作相关 的职业 ．其余都 已经改行或还没 

有找到工作。因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制约医务社会工作 

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缺少相应的工作岗位．没有建立用人制度． 

2．2 医务社会 工作的教育培训制度不完善 

社会工作专业 的培养与医疗卫生制度的人才使 用之 间相 

互脱节 。 日前社 会工作专 学生较少接 受有关 医学 的教育 ． 

即便是医务社 会工作 专业学生学习的医学知识也很 少 ．较难 

进入医疗 卫生机构实习 ．整体培养质量不高 ．要获得医疗卫 

牛机构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困难 医务社会工作的培圳机制 

也未建立 ．所以少数医院设 的医务社会工作部 ．丰要 人员 

都足原有的医务人员转行而来．而且一般都很少经过专业培 

训 ，他们的工作大都停留在摸索和原有经验层面 ．专业性 不 

强。 

2_3 医务社会工作者还没有相应的考核晋升制度 

现在全国为数不多的医院社会工作部巾工作人员或专业 

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一般都属于 “行政编制” 他们既兀可 

以评聘的专业技术系列．也不属于专业技术人员 由于一些 

医院的社会工作部是新成立的机构 ．其中的工作 人员在培训 、 

考核、待遇、晋升等方面都还是未知数．积极性受到很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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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不仅如此 ．这些社工机构普遍 缺乏开展服 务所需 的办公 

用房、资源和专业服务的工作支持体系，专业水平也不高 ， 

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解决问题和服务病人的应有功能，服 

务能力与医院实际期望值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3 关于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制度化 建设 的几点思考 

3．1 完善和落 实医务社会 工作 用人制度 

社会工作 者人事 制度是 指专业 社会工 作者 在什 么领域 、 

机构和岗位发挥作用的制度，这是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关键。 

2000年．民政部开始向人事部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工作者职 

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并于 2003年初向各省市民政厅下发 了 

《关于加强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的通知》，积极倡导有条件的省 

市大胆开展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试点工作 2004年 5月 

16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发布 了 《社会 工作 者国家职业 

资格标准 》，从工作标 准角度规定 了社会工作这个职业的工作 

要求 、理论知识与技 能操作 ． “社会工 作者”被正式认定 为 

我国 的新 职业 2006年 7月 20日．人 事部和 民政 部联合 发 

布了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 《助理社会工 

作师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这是首次将社会 

工作纳入专业技术的范畴．是明确的职业定位．但有关开展 

医务社会工作 的制度仍是空白[41 

社会 工作 者的使用 问题 是我国社会工作制度 建设 的重点 

和难点 ．也是 建立 社会 工作 制度 的 目的所在 与 之相 关 的 

医务社会工作在用人制度的建设上可能困难更多 ．为此 ． 

我 们建议 ．首 先 ．国家 人事 部要 在 “社 会工 作 ”纳入 职业 

目录的基础上 ．使医务社会工作也成为与律师、医生 、教 

师 、会计等一样 的专门职业。其二 ，医务社会工作应当进 

入到 国家 的职业 序列 ．给予相 应的职业 岗位 和编制 其三 ， 

明确 医务 社会 工作 者 的职责 范 围和工 作场 所 其 四 。全 面 

落实 2004年 5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社会工作 

者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对包括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内的社会 

工作 从业 人员进 行制 度 化的 考核 、定 级 、晋升 和业 务培 训 

等．使医务社工 岗位与其他业务岗位一样有 自己的专业发 

展机会 。 

3．2 改革和完善 医务社会 工作教 育培训制度 

社会工作教育培训制度是指对医务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培 

训．分两个层面．一是对大专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教育 

制度．二是对 目前实际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就在 

职培训而言．其制度主要包括在职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培训 

制度建设 ．分业务 领域培训基地建设 f包括实验室建设)，培 

训师资建设．培训教材建设和培训经费等 就专业教育而言， 

其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建立教育行政部门授权的由社会工作教 

育专家和实务专家组成的教学审定委员会．研究社会工作教 

育学科体系建 没．建立对各大专院校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 

和教师 的评 审制度 ．研究提 出社 会工作专业学 生实习基地 和 

实习督导要求．规范学生实习等[21：与用人单位建立联系沟通 

机制，与政府 、社区和医疗机构建立联合培养人才的互动平 

台等。 

3-3 建立 医务社会工作者认证评 价静j度 

社会工作者评价制度是指对职业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和 

工作状况的评价制度 从国际上已建立社会工作评价制度的 

国家和地区看，主要分为执照制度、注册制度、职业资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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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职称管理制度等。评价制度是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关键 

和核心，是联系理论教育和实务工作的中问环节 一方面通 

过评价制度，引导理论研究 、专业教育和我国实际需要结合． 

一 方面引导实际社会工作者通过参加能力评价提升专业服务 

水平 ，所 以评 价制度建设承上启 下 ．非常重要 。为此 ．要通 

过比较研究国际上各种对社会工作者的评价方法 f如执照制 

度、注册制度、职业资格登记制度、职称制度等1，选择适合 

我国实际的社会工作者评价制度，制定社会工作者职业操守、 

服务标准，服务质量评价制度，以及专业社工薪酬指导标准． 

继续教育制度等。积极探索制定规范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 

机构、保护服务对象的法律法规_引 

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服务开展较早的国家和 

地区均建立了社会工作认证制度和执照制度 前者为专业会 

员资格认证 ，通 常由专业协会审理 、授予 ，经其批准 ，方可 

具有社会工作者的资格或身份 如美国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fNASW)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目前有会员 15 

万余人 ．加入该协会有严格的资格规定 1960年美国全国社 

会工作者协会创立社会工作者自愿注册制度．并建立 “注册 

社会工作者学会”，授予 “注册社会工作者”资格 从 1961 

年 以后 ．注册社会工作者 资格 的新 申请者必须具有 硕士学位 

f区别于此前没有硕士学位的老会员1．积累2年或 3 000小时 

社会工作经验．并通过学会组织的书面考试等 后者为社会 

工作从业执照．由国家或地方法规授权政府公共部门审查办 

理 ．规定社会工作者提供社会服务必须申请执照 法国于 

1932年建立社会工作证照制度 中国台湾自20世纪 70年代 

社会工作有了较快发展，较早制定了 《社会工作人员专业执 

照颁发办法 。香港则在 1997年设立社会工作注册局 ．负责 

社会工作人员的注册登记 各国及地区的社会工作执照申请 

资格和程序 大致 相 同或相 似 ．如规定 相应 的学 位或学历 f文 

凭)、必要的实习或工作期限、资格考试以及无犯罪越轨纪录 

等[61。 

就我国而言．医疗社会工作者乃至社会工作者在我国的 

职业确立是相 当短 的 ．已制定 的相关政 策和制度也有待时间 

的考验以进一步完善 ．与世界发达 国家 和地 区相 比中国 的医 

疗 社会 工作者评价制度 实在不可 同 日而语 ．或者说 ．评价标 

准甚至是常常走过场的．这与医疗社会工作者的不普及有关 

为此 ．在我 国有关 医务社 会工作相关制度 的建设 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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