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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is bound to face the probl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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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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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必然面临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本土化的问题。从我

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伦理取向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与西方社

会工作专业伦理的契合点，最后提出建构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理论

来源和具体内容，并阐明了在伦理困境时的伦理等级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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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对于中国来说是个舶来品，“要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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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在我国的社会功能，就必须将之与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形态相结合，

必须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必然面临社会工作专业伦理

本土化的问题。这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思想理念、价值观也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更要结合中国社会自身的文化

习俗，构建本土的专业伦理体系，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并能有效面对现实中的伦理困境。

1  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和群体主义为基础的文化。中国传

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有着极其浓厚的中华文化的特色和内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也必须倚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相关内容。

1.1  家族本位

家族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与剪影。在每个人心目中是以家族为主。

个人关系的展开是以家族为原点的。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社工在工作过程中不

可不借助于案主的原生态家庭。比如，你的案主为一个有偷盗行为的青少年，

他让你替他保密，不告诉父母。然而，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没有刑事自主能力，

是受父母监护的。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自然是要分析这个青少

年的生态系统，家庭作为中观系统，是不可能忽视的，父母的力量也是一定要

借助的。家族体系作用在中国社会是不可能被抹掉的。

1.2  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旨在阐述远近亲疏的人际交往格局。

就像湖面泛起的水圈，有一个中心点一圈一圈晕开，有远有近，亲疏有别。可

以用汉语词典里的“自己人”和“外人”来描述。基于地缘、血缘、个人背景、

个人素养，以自己为中心构成的横向纵向织网。俗话说的好“人以类聚，物以

群分”。注入自己思想价值观念的层层交际网。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有事找家人

或找与自己亲近的朋友，所以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生态系统论落脚于家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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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是很必要的。如一位女大学生有自杀倾向，心理治疗师干预两次后没有

明显效果，然后借助于她的闺蜜，让她的闺蜜陪着她，给她讲述理性的认知观念，

一段时间后这位女大学生就打消了自杀念头。由此可以说明，身边亲近的朋友

对自己的影响力。在中国人际中尊重差序格局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1.3  群体主义

群体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上要有集体主义感。与西方

的个人主义不同，强调集体主义，以服从集体利益为主的价值取向，注重集体

荣誉感，在集体中生存发展。立足于家本位的观念是从整个家族而言，无论是

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都是如此。在传统儒学说里也有“大家”“小家”之分，

强调舍小家而顾大家。在现代社会里，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民族的利益，是

一种精神，要以集体利益为重，在这方面我们明显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我们

社会工作者如果碰到一名艾滋病患者突发车祸需要急需手术时，有必要提前告

知医务人员患者的真实情况，这并不是一种伦理困境而是尊重中国实际的传统

伦理道德体系。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经历了中华上下五千年、动荡的二战、文革、改革

开放、引进于西方，在现代社会的浪潮下似乎是越来越弱，但是它的精华已经

刻在了每个中华儿女的骨子里，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它是一种思

维方式、一种理念、一种习惯，不能被忽视被抹掉。一个中国人，必然会受传

统文化、习俗的塑造，形成中国人的思想理念与行为方式，社会工作在本土化

工作时必须倚重传统伦理价值体系。

2  中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结合点

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来源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之中。博爱、

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思想是西方文化主要的价值理念基础。因此，人文

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基督教哲学、福利国家等五个方面构成了西方社

会工作思想价值体系的浓厚根蒂。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和

群体主义为基础，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是这二者在很多地方也是可以契合的，



·142·
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的专业伦理建构 2020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sw.0204017c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sw

这也是构建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伦理体系的基础。

2.1  追求和谐的价值取向

“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倡导的道德实践原则。出自《论语·学

而》：“礼之用，和为贵。”中国的“和为贵”理念是儒家思想的根基，甚至

于中国传统理念文化的核心及外显特征，一直从古代流传至今。经过了数千年

的传承，已经深深的印在中华民族儿女的心中甚至言语行为中。成为一种民族

特征，一种内在理念，无时无刻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强调构建

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所以社会的发展、自然万物的进化都

需要“和”。虽然“和为贵”的思想诞生在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但是在现代

社会里仍有它的适用性与实用性。因为它传承所以自然体现在人们的思想与行

为中，也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理念，仍然可以为我们当今社会的深

化改革、健康发展带来新的创新与契机，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源

泉与支撑。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就决定了它适合中

国这片土壤，中国也需要它。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个人的和谐、各个学科和谐、

进而求得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也是中国“和为贵”思想真正的意义价值所在，

是我们一直追求发展的目标。

2.2  追求以人为本、平等公正

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先哲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

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爱人”的博爱思想。《论

语·尧曰》中“不教而杀谓之虐”，也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在对问题人群帮助

中的思想引领作用。在社会和国家管理中，则本着“民者，君子本也”的思想，

尊重百姓的利益诉求，从百姓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治国战略和管理思路，虽

然当时没有详细的记载社会福利的有关内容，但是很多文献都有记载对孤弱贫

民的救济和普渡众生，实施爱民惠民的政策。如“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

所以幼其幼”，体现了古代以人为本，崇尚人道思想的价值观念。

无论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还是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都让我们认识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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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者，首先要有平等的价值观，否则就

根本不会去接触这些群体，甚至是鄙视这些群体，更谈不上去尊重和帮助他们。

社会工作者应本着以人为本及公正平等的理念助人自助，使其在克服眼前困难

的同时，增强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设相互关怀、团结和睦的理想社会。

基于以上这些契合点，西方社会工作易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然

后发芽生出本土的专业伦理价值体系，促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3  建构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体系

3.1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体系建构的理论来源

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建构的伦理内容有三种来源：（1）社会工作

发源地——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体系；（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

族主义、社会扶弱济贫等实践原则；（3）当代中国传承并体现的主流核心价值

观与伦理取向。

从社会工作角度来看，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对当代中国社会工作价值体

系的建构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受传统价值观念影响，中国人有困难首先求助的

是“自己人”，不需要“外人”插足，即使是受害者也因家丑而不愿向社会工

作者求助，这些都使中国社会工作不像西方社会工作一样主动求助自然干预。

然而这也给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向前发

展，大家庭逐渐被小家庭所取代，工作压力增大，与之而来人权观念增强，妇

女地位逐渐提高，这就决定了社会工作向上述领域开放的必然性。西方发达国

家与我们中国的价值理念存在差异，不可盲目追逐同一标准。西方社会工作专

业伦理必须与我国传统文化相契合，才能够成为我国的专业伦理。

3.2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主要内容

根据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国际的普遍性原则，结合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际

情况，我们认为，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应包括敬业、接纳、自决、个别化和尊

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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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是做人做事的根本，是工作的基本态度，是社工在做实物的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价值理念。接纳这个专业价值就指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案主时要全身心

的投入与接受，当然不是无原则的接受。自决意味着强调案主自己的决定，社

会工作是一个助人自助的工作，最终落脚点是个体自我能力的发展。当然自决

也要在案主意识绝对清醒，有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个别化指每个人都是不

同的个体，要因材施教，设计适合案主自身的工作方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中国是一个重礼节的国家，尊敬人是一个人在社会上行事的基本准则，

面对案主更要尊敬对方，这样才能有益于和案主建立互相信任的工作关系。

3.3  专业伦理冲突时的伦理等级次序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由于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我国的地域文化特

点和具体专业服务的内容等，经常面临专业价值观冲突的伦理困境。弗瑞德瑞

克·瑞玛曾给伦理困境下过一个定义：“所谓伦理的困境是当专业核心价值中

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何

种价值要优先考量。”中国学者罗肖泉认为，伦理困境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实

际工作中所面临的带有伦理特性的困难或问题。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社会

工作者会遇到一系列的关系，诸如工作者与案主、雇主、同事、机构、社会的

关系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协调过程中往往出现矛盾或冲突、顾此失彼或

不能两全，这就诱发了具有伦理特征的问题和困难，即“伦理困境”。有了伦

理难题，必然需要寻求解决难题的办法，由此我们进一步探讨伦理抉择的过程

和模式。西方国家在应对伦理困境时发明了伦理原则的等级次序：

（1）保护生命，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生命最宝贵，所以

这是高于所有一切的义务。在上述案例中，不仅要保护陈先生生命也要保护医

护人员生命。

（2）平等与差别平等，这一原则认为人生来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等

的对待，这是每个人生来的权利。如果有不平等的情况，那么应该根据情况的

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解决方式，达到个体的平等。运用这一原则的例子来自虐待

儿童或老人的个案。因为被虐待的儿童（或老人）与虐待者没有处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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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上，即使没有生死存亡问题，施虐者的保密权和自主权要低于保护儿童

或老人的义务。

（3）自主和自由，社会工作注重个人独立的发展，注重培养个体的自主和

独立。尽管自由高度重要，但是也不能超越个人自己或其他人的生命权或生存权。

（4）最少伤害，这一原则主张当案主身临其境的困境可能会对造成一定的

伤害，社会工作者应该尽量避免伤害或者将伤害降到最低。

（5）生活质量，社会工作最终是要个体发展，乃至于全人类，最后推动全

社会的和谐进步发展，提高个人到整个社区居民到社会人民的生活质量。

（6）隐私和保密，社会工作者的实际工作决定应该加强每个人的隐私权和

保密权。

（7）真诚和毫无保留的公开信息，社会工作者的实际工作决定应能让他讲

实话，能向当事人和其他人充分披露所有相关信息。

西方这一伦理原则的等级次序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生命第一不

可置否，中国社会一直强调平等自由民主和谐，最大限度保护人民，提高生活

质量，强调社会的真诚与可信度。这些都与西方伦理原则的等级次序毫无冲突。

当然，随着中国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在借鉴西方

优秀成果的同时，也可以参照我们本土的实践活动确立中国社会工作的伦理等

级次序。

4  结语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适合中国这

片土壤，中国也需要它。它能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添砖添瓦。无论是在

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然而对中国来说，完全来源于西方的

专业价值思想理念在中国实际操作起来伦理困境更加明显。东西方的文化政治

历史背景完全不同，思想理念差异很大。所以发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迫在眉睫，

立足中国国情，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力，这就要求我们尊重中国传

统文化，发扬并继承中国传统价值观，结合社会工作科学的工作发展，构建本

土化的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体系，才能在实务中走出困境，有效回应社会工作实



·146·
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的专业伦理建构 2020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sw.0204017c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sw

务中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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