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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社会已然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这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行业的新发展

业态。就社会工作行业而言，实现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是社会工作实现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社会工作与“互联网+”日趋融合，逐渐形成了网络社会工作的新发展模

式，为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开辟了全新的实践空间。社会工作与“互联网+”的融合既提高了社会工

作的管理和服务质量，也为传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由此引发一些新的伦理议题亟需

加以审视。本文主要探讨了传统社会工作发展的瓶颈，分析网络社会工作的产生及其在乡村振兴场域中

的实践空间与伦理困境，并提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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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society ha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5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56
https://www.hanspub.org/


李毅珊，朱媛 
 

 

DOI: 10.12677/ass.2023.127556 4080 社会科学前沿 
 

entered the era of “Internet+”, which is a new development business format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s far as the social work industry is concerned, realizing the deep inte-
gration with the “Internet+” is the need of social work to achiev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 recent years, social work has been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with the “Internet+” policy, gradually forming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of online social work, and opening up a new practical space for social work to help rural revitali-
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Internet+” not only improves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quality of social work, but also brings many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ocial work practice, which leads to some new ethic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examined urgentl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ocial work, analyzes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social work and its practical space and ethical dilemma in the rural re-
vitalization field, and puts forward the coping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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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质与意义：社会工作的重要性 

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职业性

的助人服务活动[1]。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一种职业化专业化的助人活动，其特征是向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困

境群体提供服务。社会工作是一项崇高的工作，它不以谋取利益为目标，而是以“助人自助”为服务理

念，为社会困境人群提供专业服务，以消解其困境，从而达到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工作有不同的服务形式，它从最初的施舍救济以及慈善捐助的服务形式发展而

来，逐渐演变成了当前内容丰富的服务形式，但永远不变的是，社会工作始终具有鲜明的伦理价值和助

人理念，始终是以服务困境人群为主。社会工作不论是对于个人、社会还是国家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

色。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

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该中央文件从国家层面将社会工作摆在乡

村振兴的重要位置，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实践场域将大有可为。2020 年底，随着脱贫攻坚的

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以解决，消灭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胜利完成。2021 年 1 月，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此，《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

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加强社工站建设，在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中为农村留守儿

童和妇女、老年人和困境儿童等困境人群提供多样化助人服务，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上皆表明，社

会工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场域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过程中社会工作有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生产等作用[2]。 

2. 发展瓶颈：传统社会工作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工作逐渐进入乡村振兴的实践场域中开展服务。传统的社会工作的服务方式

中，社会工作者主要通过入户走访、外展、转介等方式获取服务对象，仅有少部分服务对象主动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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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的单一性来源给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障碍，尤其在乡村振兴实践场域中，人们对社会

工作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偏低，导致乡村社会工作服务因短时间缺乏服务对象而难以开展。传统社会工作

的服务场域大多是在社会工作机构中进行的，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难以实现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扩大

化。另外，以往较多以纸质文档记录和保存服务对象的档案，导致社会工作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成

本高，影响了服务效率。由于缺乏科技服务支撑，致使社会工作服务存在重复与疏漏，既浪费了有限的

社会工作服务资源和信息资源，又不利于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持续深入地推进。在政府购买社会工

作 服务实践中，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对社会工作组织进行监督与信息共享，减少社会工作与政府沟通的

成本，提高社会工作组织发展与运行的效率，将更多资金投入到服务中。 
以往实践表明，我国的社会工作存在着公众对社会工作认知不清、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关系不明确、

社会工作组织服务效率低、社会工作资源配置不平衡等问题[3]。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加强烈，对社会工作的服务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与当前社会工作服务质量

欠佳、效果不够显著等实务困境不相适应。尤其在乡村服务中，普遍存在服务基础欠佳、服务资源匮乏

的发展弱势，导致乡村社会工作服务难以确保成效。传统社会工作在社会认同度、资源配置、信息流通、

服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依然是社工发展的瓶颈所在[4]。面对如此境况，传统社会工作如何提升乡村服

务质量和效果，已成为乡村振兴实践中亟需破解的难题。 

3. 全新的实务模式：网络社会工作的产生及其实践空间 

传统社会工作无法适应新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而网络的普及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却带动了社会工作的新服务范式，为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拓展了全新的专业空间[5]。21 世纪以来，“互

联网+”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重新塑造了人们对乡村的理解，

这为社会不平等、不公正问题提供了解决路径和可能。信息通信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到社会工作实务、

教育和学术研究之中，它在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6]。一些研究报告指出信息通

信技术的使用在消解乡村发展弱势、激发农村发展方面的巨大潜能[7]。在乡村服务领域，学者普遍认为

信息通信技术在避免社会排斥、增强社会联系、扩大社会资本以及提供社会参与等方面拥有强大优势[5]。
作为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传递的重要主体，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于改善弱势群 体生存状况、

提升其生活福祉具备一定的专业优势。 
社会工作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实务模式——网络社会工作。关于网络社会工

作的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从截然相反的两方面展开讨论。有的研究者从社会工作与信息通信技术的不

同特性、权力观以及现实存在的“数字分化”(digital divide)等角度，认为信息通信技术不适宜作为社会

工作实践的工具；而另一些学者则从其他角度出发，极力倡导社会工作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利用。国外学

者做了较多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网络社会工作的实务视角和增能视角进行分析，强调网络对社会工作实

践的价值。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社会工作行业协会都强调了社会媒体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

价值，倡导通过社会工作教育培训来增强社工对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8]。国内仅有个别学者进行

了研究。主要分为技术性视角、可供性视角展开研究。采取技术性视角的学者认为，从服务取向和结 合
方式将网络社会工作划分为以技术为媒介的网络干预、以技术为媒介的支持服务、以技术为目标的网络

干预、以技术为目标的支持服务。以技术为媒介的网络干预服务指出，网络社会工作可以用于远程协助

解决情绪、焦虑、社交、成瘾、关系、功能等方面的个人或群体问题[5]。由于个体生活经历和社会文化

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乡村居民存在社会风险高发的现象，比如患病等。在乡村大量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而

与家庭分离的状况下，网络社会工作能够促进其代际联系和家庭信息传递。采取可供性视角的学者认为，

新媒体的可供性指标，将其分为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9]。可供性视角使媒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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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只被人的意识控制，可能性技术开始提供，让平台作为影响用户对媒介技术的期待，从而改变用户

对媒 介技术的使用方式。互联网可供性使网络社会工作可以在具体实践情境中展开。网络社会工作应用

互联网通过包容以及排斥对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数据信息和分析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笔者认为，网络社会工作具有技术增能取向。网络社会工作通过“互联网+”技术，在乡村振兴场域

中实现远程服务的技术指导和在线服务，推动服务的可持续性和时效性。网络社会工作通过运用“互联

网+”技术跨区域进行服务的干预、满足服务对象需求、提升服务对象福祉。同时，网络社会工作也可以

在组织层面提供跨区域的服务支持，比如，通过远程 网络技术培训，提升乡村社会工作者的信息数据分

析能力、专业服务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等，支持乡村社会工作者利用科学的信息数据来开展服务。网络

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进行便捷、及时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互动，通过数据信息分析出服务对象迫切需求，

实现社会工作服务与服务对象需求的深度契合。相较于传统服务，网络社会工作可以通过网络技术拉近

社会工作 者与服务对象供需双方的距离，解决因空间距离和服务效果造成的无效互动。网络社会工作为

社会工作实务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10]。可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网络社会工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4. 伦理风险：网络社会工作的伦理风险 

由于“互联网+”运行遵循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在实务过程中，网络社会工作者在为乡村个人、组织、

群体等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服务时，需要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网络社会工作者在理解互联网逻辑的基

础上，需要充分考虑专业伦理上处遇的风险。 
社会工作在运用网络技术开展乡村服务的过程中，一方面，网络技术调整了乡村社会的基本时空秩

序，为乡村开展服务赋予了实践可能。另一方面，网络技术自身存在使用上的局限性，可能对人类安全

构成新的威胁，引发风险。网络社会充满各种不确定性[11]。网络社会工作者在运用“互联网”的时候，

有可能使互联网排斥服务对象。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空间通过连接将不同地区的资源整合，却同时

排斥没有资源的地区，这使地域空间被网络切割而碎片化，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12]。网络社会工作者

在运用网络开展服务的同时，有可能侵犯服务对象的隐私。网络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务必存在社会工

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交流和互动，而互动所产生的数据记录有可能会打破专业服务的时空界限，由此可能

造成数据泄露的风险。由于网络是现实社区的延伸，是虚拟的，存在一些隐蔽性问题可能会造成的私密

信息及相关人员的私密信息被恶意泄露，导致保密的伦理原则被打破。一些服务案例往往需要引起有关

各方的关注以获取社会资源，这可能会让服务对象持续披露在他人眼中。对于网络用户而言，如果不了

解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则可能会导致用户对求助帖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这些都是网络社会工作在实践

中有可能面临的伦理风险，有必要提出来加以重新审 视，以提醒网络社会工作者加强对处遇的伦理风险

的重视和识别。在互联网背景下，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理论素养都要得到不断的提升，具备互联网

思维是至关重要的[13]。 

5. 总结和讨论：规避伦理风险的探讨 

如何超越社会服务中技术使用的局限？尽管技术为提升乡村服务水平提供了新的能力，但是如何使

用它们以及具体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则依赖于使用者对于技术的使用以及地方治理体系、组织文

化和福利体系的结构性影响。 
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服务应该遵循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开展服务，但同时，要谨慎考虑网络技术在应

用过程中的时机、条件和程度。乡村的网络社会工作是乡村服务中新的构成部分，在推动乡村振兴服务

过程中，需要加强整个社会服务体系顶层设计。事实上，社会工作不应当被网络技术所困扰，技术应当

成为其提高服务的工具。同时，对于网络技术的使用离不开对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技术培训和教育，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56


李毅珊，朱媛 
 

 

DOI: 10.12677/ass.2023.127556 4083 社会科学前沿 
 

以规避网络技术风险。可以看到，社会工作与信息通信技术的结合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网络社会工作的

发展有待提高。尽管如此，网络技术与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所催生的网络社会工作在提升服务有效性、

改善服务质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已被当前实践所证明。在与互联网互动时，社会工作者既要

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充分考虑专业伦理带来的风险，又要在专业伦理的指导下，与互联网技术建立互为

主体性的专业关系[14]。不断提高专业伦理意识，是一名专业社会工作者所必要的，也是其利用互联网核

心技术助推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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