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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

技能和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专门职业，是确保现代社会

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作为社会救助中

的核心，对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

现实看，社会工作与最低生活救助有着共同的目的和归

宿，从历史渊源看，中国《济贫法》作为首个中国政府颁

布的扶贫济困文件，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

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中国社会救助不再仅仅

局限于单一的帮扶，开始致力于将贫困救助和生产自救结

合起来，也就是扶持和培养贫困救助对象的自立能力，通

过发展生产来消除贫困，这种构想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

的理念不谋而合，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救助提供了可行性。

本文主要是探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大学生实践群体

和低保户之间如何建立联系，进而丰富低保户的社会支持

网络，使低保户家庭成员获得情感和归属需要的满足。此

外，通过建立社工专业学生、大学生实践群体和低保户之

间的关系纽带，使低保户中有工作能力的成员能够走出家

庭，走向社会，实现自立。

对低保户进行入户调查后发现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家

中部分成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是由于家中有需要其长

期照顾的病人而无法脱身，离开家庭，走向工作岗位。在

我们调查的246份有效问卷中，就有70个家庭中有需要长期

照顾的患者，占据了调查总数的28.4%。这些长期需要被照

顾者相比照顾者来说，享受更多的关注和资源，但是对其

的改善程度有限。相比被照顾者，照顾者同样需要获得关

注，他们承受的压力不亚于被照顾者，可能还会承受来自

被照顾者的愤怒和谩骂。

本文以家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但是其迫于长期照

顾家中其他患病成员而无法走向工作岗位这样的低保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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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对象，通过为这样的家庭建立与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和大学生实践群体的关系网络，为其家庭提供社会支持，

进而使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走出家门，走向工作岗位。

一方面，提升了低保户中就业人员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价

值，也满足了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另一方面，提升了低保

户家庭的自立能力，丰富了家庭收入。

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存在很多问题，势必引起社会

救济制度的改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运而生。社会救助

的目标就是克服现实存在的贫困现象。但是当时中国是一

个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尤其严重。

1978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有2.5亿①，而且贫困人口规

模也在不断扩大。加上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与社会救济标准低下产生矛盾，社会救济制度急需改革。

中国的贫困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社会很难发展，社会救济

制度作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应运而生。

2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古至今，中国的社会救济越来越完善，而且形成了

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项制度将有限

的公共资源用在最需要救济的人身上，从而使公共利益最

大化。

通过对长春低保户的调查，笔者发现最低生活救助

虽然为需要的人们带来了福利，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他

们的低保救助金额较低，随着物价的上涨，人们需求的增

长，这些额度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可以看

出，在低保标准方面，中国的低保标准偏低，当前的低保

救助只能满足低保对象的吃饭和穿衣，低保标准跟不上物

价的变化，也赶不上当地职工工资的增长，低保救助没有

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另一个不足就是在低保范围方

面，并没有实现“应保尽保”。在低保救助过程中有“错

报”“漏报”现象。

3 建立和完善低保救助领域的社会支持网络

随着社会救助从道义性救助到制度性救助、从消极救

助到积极救助、从单一救助到综合救助的转变，社会救助

越来越需要专业的知识支撑，需要专业的理念进行指导。

社会救助对象对社会救助的需求的转变为社会工作进入社

会救助领域提供了契机。

从低保救助制度的发展脉络来看，低保对象主要依靠

政府的力量，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较少，社会支持不足，

在此，笔者主要通过丰富低保对象的支持网络来提升低保

家庭的自立能力。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是从现代社会系统理论发展出来的

理论分支，这一理论把社会支持与社会系统概念联系起来,

把个体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交往视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网络,在

这个网络中,个体获得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从而

获取社会资源。社会支持有三种含义：第一，个人拥有的

与重要他人（如家人、朋友、同僚）之间直接或间接联系

中在出现危机时可以发挥援助功能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互

动关系；第二，个人对自己与他人联系的认知，即个人主

观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怀、孤立和表扬等；第三，他人表

现出的具有支持或援助意味的具体行为，即外在于被支持者

的社会性活动。社会工作更强调社会支持的功能性作用，认

为给社会工作对象提供工具性援助和表达性援助的来源。

案例一：

杨先生，45岁，居住于长春某社区廉租房，因为其有

工作能力，不享受低保，其妻子和孩子都患有脑瘫，他们

俩的户口挂在女方父母家中，享受低保救助。杨大哥因为

要照顾妻子和孩子，无法寻找正经工作，只能平时出去捡废

品谋生，再加上妻儿1200元的低保金，日子还算过的下去。

案例二：

王女士，58岁，自身身体还算健康，无工作，其丈夫

小脑萎缩，需要长期陪伴左右，俩人均享受低保，

这两个案例有一些共同特征：家中部分成员有一定

的劳动能力，但是由于家中有需要其长期照顾的病人而无

法脱身，离开家庭，走向工作岗位。笔者主要探讨为这样

的低保家庭提供社会支持。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助人和解

决社会问题的职业，社会工作参与低保救助不仅是社会发

展的未来趋势，也是低保救助对象的需求使然。社会工作

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不应仅仅考虑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

还应具有预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

高，社会差距也不断扩大，精英阶层和底层的接触也越来

越少，加之社会奢靡之风盛行，当代大学生心浮气躁，找

不到生活的动力和方向，个性乖张，加之大学生心理问题

也越来越突出。在他们即将走向社会的弥留之际，通过大

学生的实践走进低保户，走进弱势人群，让他们感受到生

活的另一面，一方面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引起他们的反思

和对自己当前生活的重视和珍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为

低保户提供服务，为低保家庭注入新的活力，通过双方的

交流接触，扩大彼此对世界的认知，大学生实践群体也能

从为低保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升

自我效能感。

3.1 社工专业学生带动大学生实践群体参与低保救助

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和大学生实践群体都是年轻的群

体，他们有着朝气与活力，有着较强的学习能力，社会工

作专业学生和大学生实践群体自动结合，去帮助服务对

象。不论是杨先生还是王女士，他们的年龄不算大，也

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为亲人需要照顾，不得已

离开工作岗位。在此，社工专业学生和大学生可以形成帮

扶小组，替代杨先生和王女士的工作。这样，杨先生和王

女士就可以放心地去工作，一方面提升了他们的自我价值

感，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渐实现家庭自立。由于社工学生和

大学生实践群体数量比较庞大，所以能够保证为低保家庭

提供支持的持续性。再者，社工学生可以运用社会工作的

技巧、方法为杨先生和王女士的亲人提供专业服务，相比

杨先生和王女士的照顾方式，更加科学有效。社工学生和

大学生实践群体通过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提升了自我价值

感，年轻的活力注入低保家庭中，为他们带去新鲜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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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可以使服务对象避免与社会的脱节。

3.2 低保户和服务提供者双方的交接服务

大学生实践群体和社会工作学生在代替杨先生和王女

士去照顾家人之前，要和他们有良好的交接服务。在杨先

生和王女士的帮助下，社工学生和大学生实践群体熟悉被

照顾者的生活习惯，这一仪式，不仅提升了杨先生和王女

士的自我认同感，让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伟大，增

加了下一步走向工作岗位的信心，而且还将被照顾者和照

顾者双方联系到一起，加强了双方彼此间的认同感。

4 政策建议

4.1 大学生的实践与社会救助挂钩

中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应只看到当前问题，也应多

考虑预见性问题，不应只考虑单一问题，还应将多个问题

联系起来加以解决。学生的培养不只有能力提高还要提高

自身的素质，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社会工作作为既具有

社会责任感的专业和职业，面对大学生日益突出的问题，

预见性地将其考虑到其自身领域的实践中，未尝不是一种

尝试。但是这种尝试需要教育部门的相关政策支持和引

导，将大学生的实践引向社会救助领域，培养大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

4.2 提高低保救助金额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上涨，低保金偏低，满

足不了低保对象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只能满足他们的吃

饭和穿衣，低保标准跟不上物价的变化，也赶不上当地职

工工资的增长。所以应该适当提高低保金的额度，更进一

步满足低保对象更深层次的需求。

注释

①江泽民 ：《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夺取八七扶贫攻坚

决战阶段的胜利——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

报》1999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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