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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alent development chain, this paper defin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talent development chain, analyze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alent team,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alent development chain throug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is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scientific ring" of the talent development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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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站在人才开发链的角度出发，对人才开发链基本特征和内涵进行

了界定，对人才队伍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横向和纵向对比，

对人才开发链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构建，同时提出了人才开发链“科学环”的建

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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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才开发链基本特征与内涵

1.1  内涵

社会工作人才开发链指的是在社会工作领域中由专业起点至终点对各阶段、

层级、环节所需不同人才，沿着上下游关系将该领域运作中不同等级和种类人

才所构成网络和链条予以逐层列举出来。在专业领域中，各岗位各部门各类型

的人才作为网络和链条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它同整体结构网络之间的联系是非

常紧密的，并且它还是个体发展与整体连动式人才链开发最为核心的特征。

1.2  基本特征

现如今，人才层级链的结构类型包括如下五种：一是金字塔形，包括一般

企业与高校、制造业；二是云梯形，其典型类型便是作坊式生产；三是橄榄形，

包括文化创意、采编、传媒产业；四是哑铃形，通常为某些部门和企业的要求，

又或者是橄榄形人才链的过渡期，属于成长不足的中级人才；五是倒金字塔形，

表现在智力型较为密集的咨询公司、研究机构以及实力非常强劲的大学。对不

同机构和部门来说，可以有不同的人才链等级，并没有一个符合所有部门、职

业和专业的最优人才等级链，但凡能对专业和组织战略发展起到有效支持的人

才等级链都是合适的。在对理想人才链层级进行构建时，可对以上模型加以参照，

进而用以诊断现有人才链状态，从而对人才培训开发、配置以及补充计划进行

科学制定。

2  构建人才开发链理论框架

针对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现存的问题，笔者按照本土化社工人才

队伍的建设需求和趋势，从政府、社会、高校三个维度，站在人才开发的整体

结构和全过程角度出发，对本土化的人才工作链加以构建。

2.1  潜在社工人才的选择

工作领域高素质人才获得的基础便是“选才”的准确性。构建人才开发链



·16·
社会工作人才开发链的建设路径探讨 2020 年 2 月

第 2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sw.020100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sw

的基础便是相关团体和部门等对人才培养的检查、指导和调研，按照市场和企

业需求，对社工专业教育规律和需求进行研究，使专业办学定位得以确定，使

办学水平和专业教育质量得到提升，对需求人员个性和特点进行归纳，从而形

成人才培养的初步方案。

在进行学生的招收时，要尽可能选择具有潜力的学生。目前在国内某些大

学中已经开始让学生在大二时通过自身对专业的了解，再辅之以动机、心理等

测试，让学生可以对专业进行后续选择。

2.2  专业人才的培养期

作为应用性非常强的一门学科，需要大学对课程设计和培养目标加以明确，

并以操作作为出发点。

（1）培养目标的确定要与学校实际相结合，对用人单位标准予以充分考虑，

制定出有针对性并且可行的目标。政府通过采取灵活适当的管理制度，让各校

能按照自身需求对培养目标进行制定；同时还要根据区域发展性的不同，对培

养目标进行定期修改。

（2）设计课程方面，需对操作和理论的互动予以注重，使专业特色和内涵

得以突出。

（3）对地方变化和国际动态予以关注，使课程内容以及教授方式能不断更

新。与此同时，还需对课程的重复性和异质性予以关注，使课程科研对外交流

能得到强化，从而使专业学习能更富想象力。

2.3  使用和输出专业人才

能否有效、合理的利用人才，是社会实务机构能否留住人才的关键。现如今，

专业人才流动情况非常严重，高校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有百分之九十左右所从

事行业并非本专业。

导致人才危机产生最为关键性的一点便在于专业人才和实务机构之间不能

很好对接。作为科研部门则需对激励规律和人才流动进行研究，分析实务机构

流动原因，从而更好的留住和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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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专业人才再生产与再教育

人才开发最高的阶段，同时也是本土化人才理论体系构建最为关键的一环，

通过对专业人才进行再生产和再教育，使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得到提升。

对国际化互动开发和培训予以强化，申报基金项目、寻求资助，通过国内外项

目的推动作用，使专业人才的的再生产和教育得到提升，进而为本土化概念体

系和社工知识的构建奠定基础。

通过建立无缝对接的高校和实务机构人才交流机制，使高校工作的系统教学理

论知识以及实验条件得以被充分利用起来，定期选派一线工作者到大学课堂实行专

项化、理论化和专业化的再培训，进而让他们对工作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新发展有所

了解，并将之应用在工作中。高校与实务机构之间的合作，一方面，能使高校对社

会工作的档案和资料加以掌握，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及时了解，对地方工作实

践过程进行动态跟踪，逐步构建与本土化工作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实践方法与理论

模型；另一方面，在对一线工作者的经验进行提炼和总结的基础上，使高校专业教

育的知识体系得以完善，让学校教学能和社会实际更加贴近，使人才开发和使用周

期得以缩短，最终形成专业人才开发、使用、交流、保障的完整循环链系统。

3  结语

构建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工作人才队伍，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

重大。但现如今，我国的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工作人员队伍尚处在摸索

和起步阶段，不能满足社会事业的发展需求，其中，取得社工资格和学历的专

业社会工作者非常少，并且在地域和行业上也存在不均匀分布现象。基于此，

构建一套社会工作人才开发链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

养最为关键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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