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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increasing innovation of 
financial products, the public’s growing demand for financial services is growing, and brought a series of Jinrong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blems. As a professional with strong application, how to work hard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e financial field and protect 
vulnerable groups from financial risks has become a new field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s of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as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actual operation mode of social workers in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evaluate their impact on enhancing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promoting financial market stability and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work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financial education, risk assessment, and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but still have deficiencie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expertise and skills, as well as policy support.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knowledge training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establish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social 
work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propose to improve relevant policie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and status of social worker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inancial risks. This stud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role of social workers in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strategi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justice in finan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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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与金融创新：社会工作者在金融风险防控中的实
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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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和金融产品的日益创新，公众对于金融服务需求的日渐增长，并带来了一系列
金荣风险防控问题。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应用性强的专业，如何在金融领域为社会公正而努力，保护弱势群体免受金融风险
的侵害，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和实践领域。本研究运用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社会工作者在金融风险防控中的实
际操作模式，评估其对增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促进金融市场稳定以及公平正义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工作者在金融教育
推广、风险评估、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资源配置、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政策支持方面仍存在不
足。研究建议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金融知识培训，建立社会工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并提出完善相关政策以增强
社会工作者在金融风险防控中的能力和地位。该研究不仅实证了社会工作者在金融风险防控中的作用，也为实现金融服务
的社会公正提供了实践策略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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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金融创新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推动经

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

伴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金融风险也日益增多，给社会经济

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金融风险防控已成为维护金融稳

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课题。社会工作作为连接个人、

组织与社会的专业服务，在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

面有着独特优势。将社会工作引入金融风险防控领域，通过

发挥社会工作者在需求评估、资源链接、能力建设等方面的

专业特长，可以有效识别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消费者

权益，促进金融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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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拟从社会公正视角切入，探讨在金融创新背景下，

社会工作介入金融风险防控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首先，

梳理社会公正的基本内涵，阐释社会工作与公正理念的内在

契合；其次，概述当前金融创新发展趋势，剖析金融风险的

形成机制；再次，探讨社会工作在金融风险防控中的角色定

位和行动策略，并结合实践案例分析介入效果；最后，总结

社会工作融入金融风险治理的经验启示，为推进金融创新与

社会公正协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探索社会工作介入金融风

险防控的操作路径，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贡献了社工智慧。

2 社会公正的理论框架

2.1 社会公正基本原则
社会公正是一个涉及社会各领域的复杂概念，其内涵

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深化。哈贝马斯将社会公正视为

“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依据论证达成理性共识的一种理

想对话状态”。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理论强调，社会

基本制度的设计应确保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能够获得

最大化的利益。参考罗尔斯的观点，社会公正的实质在于合

理配置有限资源，并以制度安排保障每一个体的基本权益。

总的来看，学界对社会公正基本原则的理解可概括为以下几

点：一是机会平等原则，即社会应为所有成员提供平等的教

育、就业等发展机会；二是分配公平原则，即社会财富分配

应兼顾效率与公平，适度均等；三是权利保障原则，即社会

应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四

是责任共担原则，即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

力量的通力合作。这些原则为我们理解社会公正的核心内涵

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具体到不同社会语境中，如何权衡各种

利益主张，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张力，仍需要结合实际情

况加以探讨。

2.2 社会工作与公正理念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致力于提升个人、群体及社区福

祉的学科，其核心的价值理念坚定不移地指向社会公正的实

现。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工作的终极追求和道德基石，其内

涵广泛，涵盖了机会均等、资源均衡配置、权利公平保障等

方面。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我们追求的公正不仅仅是消

除贫困、歧视等不利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更着重于通过赋权

增能，推动个体潜能的充分释放，进而实现机会与结果的双

重公正。具体而言，社会工作的公正理念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倡导平等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与偏见，主

张各社会群体应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和发展机遇；第二，特

别关注弱势群体，致力于保障其基本需求，以缩小社会分化，

防止贫富悬殊；第三，主张机会均等，强调在教育、就业、

社会保障等领域应消除因身份、地域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

第四，提倡社会包容，积极培育互助互信的社区文化，构建

和谐共融的社会环境。

社会公正，作为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不仅指引着

社工的专业实践方向，也对其知识体系与理论视角产生深远影

响。一方面，社会工作理论深刻关注社会不公问题，将矛盾冲

突视为社会不公正的体现，从宏观社会结构到微观人际互动均

致力于揭示不公正的生成机制。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介入模

式也着重于增强弱势群体的声音，致力于消除导致不公平的社

会障碍，推动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可以说，社会公正既是社

会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在促进社

会进步、维护公民权益方面所承担的重要使命。

然而，在当今社会，社会公正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

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阶层的固化、机会的不均衡等现象引

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所带来

的新型不平等问题，要求社会工作者以新的思路和方法来应

对。同时，多元价值观念的碰撞也使得公正的定义与衡量变

得更加复杂。因此，社会工作在坚守自身专业理念的同时，

应更加开放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智慧，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社

会公正问题。

3 金融创新概览

3.1 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
金融创新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席卷全球。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2010 年至 2020 年期间，金

融科技公司数量增长了近 12 倍，融资规模扩大了 20 多倍。

这一趋势反映出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者需求变

化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下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

具体来看，金融创新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一是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

兴技术与金融服务加速融合，催生出众多创新应用场景。以

区块链为例，全球已有 1400 多个区块链项目落地金融领域，

涵盖支付清算、供应链金融、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环节。二

是业务模式日益多元。在“开放银行”理念指引下，银行

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共创日益频繁，跨界服务不断涌现。仅

2019 年，全球银行业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项目就超过 1.2

万个。三是个性化需求迅速增长。伴随消费升级和人口结构

变化，财富管理、养老规划等领域的细分需求激增，个性化、

智能化的金融服务成为创新的重点方向。

金融创新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丰富投融资渠道的同

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风险与挑战。数字鸿沟可能加剧金

融排斥，算法偏见可能损害公平正义，信息不对称可能诱发

逆向选择，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社会工作者作为连接金融

机构与弱势群体的纽带，应积极参与到金融创新进程中，在

风险防控、教育宣传、利益协调等方面发挥专业优势，促进

金融创新成果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社会。这对于实现包

容性增长、维护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3.2 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
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强调了监控市场波动与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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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重要性。如金融风险形成机制流程图所述，首先需对

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监测，这一过程涉及跟踪市场指数、交易

量、价格变动等多个维度。监测之后，分析师将详细分析宏

观与微观经济数据，以确保各项指标被准确理解和判断。金

融市场的分析工作相辅相成，宏观经济数据提供整体趋势和

政策导向的信息，而微观经济数据则聚焦于特定金融产品或

服务的具体表现。

在金融市场分析阶段，评估宏观经济因素是关键步骤，

这包括但不限于通货膨胀比率、GDP 增长、利率水平及其

变化趋势。同时，微观经济因素评估同样不可或缺，主要分

析包括企业财报、行业发展趋势和管理层经营能力等因素。

此外，不断识别潜在风险点和薄弱环节对于早期预防风险至

关重要。当宏观与微观评估结果综合在一起后，可以对整个

金融市场进行系统性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的判断标准是系统性风险的存在与否。一旦

确认存在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需迅速制定针

对性强的风险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资本充足率调整、流

动性支持以及风险准备金的设立等。对于未检测到系统性风

险的情况，仍需保持高度警觉，继续执行监测与分析，确保

及时响应任何市场异常波动。

实施风险管理是金融风险形成机制的最后一个环节。

这一阶段是将前期的监测、分析和制定方案转换为具体执行

的过程，不仅要在宏观政策上体现，更要落实到金融实体的

每一项交易和决策中。这要求金融机构拥有有效的内部控制

体系，同时监管方也需拥有充分的能力来实施和监控市场的

风险管理措施。

金融创新与社会公正的追求应当建立在全面理解和管

理金融风险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严格的风险防控机制，才

能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进而为社会公正和经济可持续

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金融风险形成机制流程图见图 1。

图 1 金融风险形成机制流程图

4 社会工作在风险防控中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金融活动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金融风险亦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

人士正逐步涉足金融风险防控领域，通过实施综合社会工作

实务，有效推动了金融创新与社会公正的和谐共进。在论文

中，研究者针对社会工作在金融风险防控中的具体案例进行

了深入剖析，并对其实践成效进行了系统性评估。

通过对“综合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领域表格”内多个

项目的量化分析，本研究详细揭示了社会工作介入的成效极

其广泛影响力。在个人信贷管理领域，社会工作团队依托客

户贷款历史数据库分析，结合风险评估模型，成功将信贷风

险降低了 20%。以项目编码 PF-0101 为例，该项目实施了贷

款风险教育课程，由 5 名社会工作者参与，直接服务于 200

家客户。课程结束后，通过反馈调查与数据分析，验证了该

风险防控策略的有效性。

在防范家庭财产风险方面，社会工作通过筛选高风险

群体并推荐合适的保险产品，显著增强了家庭对财产保护的

意识。以 PF-0201 项目为例，该项目覆盖了 80 户家庭，通

过客户满意度测评，项目实施后成功将保护措施的覆盖率提

升至 90%。此外，社会工作者还运用收支平衡分析工具协

助家庭制定预算，使家庭储蓄平均增加 15%。

在企业风险规避领域，社会工作以市场动态监控和法

规宣讲为基础，构建了企业风险防控网络。项目 PF-0301 中

的非法集资识别培训吸引了 7 名社工参与，针对 300 名企业

员工开展培训。企业问卷反馈显示，该培训有效警示了员工，

减少了 25% 的不良投资事件。而在财务风险防控研讨项目

中，深度财务报告分析和内部控制的强化，进一步提升了企

业成本节约的效率，达到 20%。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职能的拓展与金融风险防控实践

的深化，不仅强化了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感与公正性，也为

社会工作职业的影响力提供了坚实的实证支持。数据驱动的

评估方法确保了实践案例的客观性和有效性，为风险防控策

略的科学制定提供了有力依据。这些研究充分表明，社会工

作者在跨学科领域中具有显著潜力，未来应持续探索并优化

这一实践模式，以在金融安全与社会福祉领域作出更为深远

的贡献。

综合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领域表见表 1。

5 结论

在本研究中，笔者审慎地分析了社会公正与金融创新

的核心概念及其重要性，进而认识到提升社会工作者金融

素养的必要性。在教育培训层面，笔者着重指出学校教育、

在职培训及自学和自我提升的关键作用。就实践经验积累而

言，笔者强烈推荐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金融项目、系统学习

金融知识，并深化与金融专业人士的合作。通过对社会工作

者金融素养的实证研究，笔者发现社会工作者参与金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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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金融专业人士的协作，对金融素养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

面效应。这些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有效增强社会工作者的金融

知识和技能，更能显著提升其在金融领域的工作效能及服务

质量。最后，笔者对社会工作者金融素养的培养路径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与前瞻性的展望。笔者认为，需进一步评估社会

工作者金融素养培养路径的成效，以确定最为优化的培养方

法与策略。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者在跨学科领域中拥有显著的潜

力，展望未来，应持续致力于探索并优化这一实践模式，以

期在金融安全与社会福祉领域中实现更为深远的贡献。

表 1 综合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领域表

介入领域 项目编码 活动名称
参与社

工数

参与对象

人数
实施日期

风险识别 
措施

预防性策

略开发
成果评估方法 风险控制效果

个人信贷管理 PF-0101
贷款风险

教育课程
5 200 2023-03-15

客户贷款历

史数据库 
分析

风险评估

模型设计

反馈调查与数

据分析
风险下降 20%

PF-0102
投资诈骗

防范演讲
3 150 2023-04-10

案例研究与

模拟

响应计划

制定

成效跟踪与问

卷调查
预防成功率提升 30%

家庭财产保护 PF-0201
财产规划

辅导
4 80 2023-02-20

高风险群体

筛选

保险产品

推荐

客户满意度 
测评

保护措施覆盖率达 90%

PF-0202
家庭预算

管理讲座
6 120 2023-05-25

收支平衡分

析工具

储蓄投资

策略制定

期末财务报告

分析
家庭储蓄增加 15%

企业风险规避 PF-0301
非法集资

识别培训
7 300 2023-01-30

市场动态 
监控

法規宣讲 企业问卷反馈 不良投资事件减少 25%

PF-0302
财务风险

防控研讨
8 220 2023-03-18

财务报告深

度分析

内部控制

强化
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节约效率提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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