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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脱贫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是否做到了“精准”扶贫。专

业社会工作是以特定的专业理论、方法和利他主义的价

值取向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帮扶的一个专业和一种职业，专业

的社会工作者一般具有较强的专业和技术背景。因此，专业社

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可以为顺利实现精准扶贫的既定目

标提供强大助力。

专业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具有独特优势

具有专业化的工作队伍。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工作队伍能确

保入户调查的精准性、贫困对象认定的精准性、扶贫数据获取

的精准性、扶贫方法与项目采用的精准性以及扶贫资金使用的

精准性。在过去粗放式扶贫模式之下，由于专业工作队伍的缺

乏、专业方法的缺失，工作人员很难做到扶贫的精准化，因而

导致扶贫的效果不佳。专业的社会工作队伍参与精准扶贫，因

其使用的工作方法、模式、流程具有专业性，会根据扶贫对象

的差异、致贫原因的不同，差别化地采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心理辅导、行为矫正等措施，大大提高精准扶贫的

实际效果。

专业社会工作能显著提升救助对象的自助能力。专业社会

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工作不是简单地为扶贫对象实施粗放的“输

血式扶贫”，而是重视为扶贫对象寻找适合的发展机会、提供

适合其需求的扶贫项目来提升其自助能力。专业社会工作还十

分重视提升扶贫对象动员各种环境资源和社会支持的能力，提

升改善贫困户的社会交往能力及扶贫对象群体的自助能力等。

专业社会工作能凸显出精准扶贫的人文关怀。专业社会工

作能真正地肯定贫困人群的价值、尊严，并尊重其主体性。专

业社会工作能够从人性化的视角深入剖析扶贫对象陷入贫困的

社会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专业社会工作在介入精准扶贫工作

后能较快地得到扶贫对象的认可与接纳，这是因为专业社会工

作对于扶贫对象致贫原因的分析无一不是围绕其自身的价值、

尊严和主体性来进行的。

专业社会工作链接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突出。首先，可

以将政府的资金、物品、项目等与扶贫对象进行精准对接。其

次，可以将扶贫对象的熟人网络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再次，

可以有效链接、整合社区资源。最后，可以将社会工作机构自

身的资源有效链接并整合，提供给扶贫对象。

专业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应注意的问题

避免代替扶贫对象作决定。专业社会工作强调“案主自决”

原则，即引导、协助案主自己作出决定，因而不能强制或要求

案主做出符合工作机构或工作人员个人意志的改变。专业社会

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工作要坚决遵守并贯彻这一原则，尊重扶贫

【摘要】专业社会工作具有工作队伍专业化、注重人文关怀、可有效链接资源等优势，能显著提升扶贫

对象自助能力，特别适合与精准扶贫工作相结合。但在此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也要注意避免出现代

替扶贫对象作决定、以“输血式扶贫”代替“造血式扶贫”以及扶贫不精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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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选择，让扶贫对象自己作出符合自身需求的决定，社会

工作者不能代替扶贫对象作出选择，更不能对扶贫对象的事务

大包大揽。

不能以“输血式扶贫”代替“造血式扶贫”。“输血式扶贫”

虽然能够快速应对扶贫对象最急迫的困境，解决眼前之忧，

但它无法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扶贫对象的贫困问题，反而会

导致扶贫对象养成等、靠、要的惰性。“造血式扶贫”则侧重

于根据扶贫对象的问题、需求、潜力、资源为扶贫对象提供

合适的项目，扶贫对象通过参与其中，通过自身的劳动与努力，

在摆脱贫困的同时获得尊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扶贫对象的

贫困问题。

避免出现扶贫不精准问题。过去，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的

一些不精准问题，其教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扶贫对

象甄别的不精准、扶贫对象的问题和需求掌握的不精准、服务

团队的不专业造成的不精准、工作方法与工作方案的不适当造

成的不精准。专业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要特别注意克服上述

四种弊端。需要针对不同的扶贫对象及其所处的环境采取不同

的工作方法，制定和实施科学化的工作方案。

专业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四个发力点

首先，要保持对精准扶贫介入的可持续性。精准扶贫应该

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专业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工作不是短期

性或一次性的工作，需要资金、人员、政策、教育等方面的持

续投入。为了避免暂时性脱贫或反复致贫现象的发生，专业社

会工作的持续助力十分必要。广义的贫困并不仅仅指物质上的

贫困，还包括能力的贫困、机会的贫困、权利的贫困等，为了

从根本上治理上述贫困问题，也需要专业社会工作的持续助力。

另外，为了保证精准扶贫的系统性，即协助扶贫对象应对必须

要解决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一揽子问题，也需

要社会工作的持续助力。

其次，发掘扶贫对象的优势并增能。“优势视角”是专业

社会工作看待工作对象或者扶贫对象的一个独特视角，对于精

准扶贫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一视角认为扶贫对

象即使遭遇了再大的困境，其自身的潜力和资源即自身的“抗

逆力”能帮助其实现改变，该视角更多关注的是积极的因素而

非消极的因素。当然，如何发现和挖掘扶贫对象的优势，则需

要社会工作者的协助。增能理论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另一个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该理论往往与优势视角共同使用，同样特

别适用于精准扶贫工作。该理论认为，工作对象或扶贫对象天

然具有某种克服自身困境的优势，但现实中却常常表现出无力

感。因此，作为扶贫对象外部环境之一的社会工作机构应该给

予积极的介入，协助其认识到自身的能力、权利、责任、需求等，

协助扶贫对象认识到通过改善外部带有某种压力的环境，自身

的无力感是能够改变的。

再次，积极促进扶贫对象融入社会。在精准扶贫实践中，

扶贫对象的社会融入困难一直是比较突出的问题。造成社会融

入困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扶贫对象的谋生能力欠缺、心

理自卑、社会支持不足等。综合考察扶贫对象的社会融入困难，

其根本症结在于该群体的社会参与机会过少、范围过小。社会

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扶贫对象提供

更多的社会参与机会、拓宽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为此，社会

工作机构及社会工作者可以为扶贫对象积极构建由政府、社区、

社工机构、熟人网络组成的多重社会关系网络，其中扶贫对象

位于中心，其余主体位于外围围绕着扶贫对象，形成交叉互动

的格局，扩大扶贫对象的社交范围，减少自我封闭，进而积极

地融入社会。

最后，协助扶贫对象经济脱贫的同时实现精神脱贫。如果

说解决扶贫对象的经济贫困是精准扶贫的治标之策的话，解决

扶贫对象的精神贫困则是精准扶贫的治本之道。这是因为很多

扶贫对象迟迟不能脱贫或者短暂脱贫后又重新返贫，其中的根

源就在于精神的贫困。所谓精神贫困是指扶贫对象存在着明显

的等、靠、要思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最终导致无论来自

外部的资源和支持多么有力，也很难从根本上帮助其摆脱贫困。

对扶贫对象精神扶贫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经济扶贫的难度。因此，

要想让精准扶贫落到实处，取得切实效果，必须要解决扶贫对

象的精神贫困问题。专业社会工作在应对这一问题上可以发挥

积极作用。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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