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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

过程。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到新世纪开端，在特定的

社会经济关系与文化背景下，行政管理工作一直替

代着社会工作的角色，形成了动员为先、管理为辅和

“非专业追求”的社会工作初始模式，①在愈发呈现异

质性、开放性的社会现实与灵活性、包容性的制度框

架之内，也引出了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整体

构思。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

展转轨促使专业社会工作开始重建。此时，多样的

社会福利保障面向，以及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

不断引入，使得社会对专业社会工作的需求愈发强

烈；沿袭数十年的传统社会工作也依然捆绑在我国

的政治制度内涵之上，发挥着回应民生的主要作

用。彼时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处于传统社会工作

和专业社会工作共存的形式之中，“嵌入式发展”的

现实描绘与“嵌入性”的路径解释便应运而生，二十

多年来统合理论与实践，以专业发展为主体视阈，在

解释现实的同时也不断引导、调适着本土社会工作

发展实践。

2023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明确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党

中央的职能部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统筹

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

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

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

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

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民政部

的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拟订社

会工作政策等职责等被划入中央社会工作部。省、

市、县级党委也要组建社会工作部门。②这标志着中

现实形塑与科学回归：社会工作

“嵌入式发展”的规范图景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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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几十年的曲折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嵌入”“脱嵌”和“互嵌”为核心向度

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规范路径图景，并以此为中心建构起以目标、动力与空间为系统的规范性研究

范式。重新梳理与归纳规范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路径体系及其塑造逻辑，可以为超越长期

“嵌入式发展”的经验视角、以生存为导向的专业发展复杂解释路径，以及重新思考“嵌入式发展”在本土社会

工作发展中的理论定位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基础。规范化的嵌入范式只有结合日益更迭的时代与发展需求，

找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日常生活范式之间的共同点，才能使社会工作在符合既有发展环境的基础上，重新回

归到专业性与科学性所定义的发展初衷。

【关 键 词】社会工作；嵌入；规范性

【作者简介】何威，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

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23.4.167～18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治理中的社会工作多向嵌入式发展及其整合研究”

(项目编号：20CSH085)阶段性成果。

【社工理论】

··1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 2023.5

国特色社会工作范畴已经基本形成，并被给予了很

高的制度定位。专业社会工作也将更加系统、深入

地“嵌入”到社会治理的整体之中，这一改革必将成

为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新坐标。

一、在事实与范式之间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

发展”

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结构本源，也是“嵌

入”作为解释特定发展特征被引入的客观原因，来自

学界对国家权力与专业发展之间复杂交互性关系的

讨论：从政府角度来看，二者在实践中仍是一种在层

级架构之内政府保障专业发展的“庇护关系”，政社

关系的分离只存在于政策和制度本身的讨论之中，

并不存在于社会行政结构的低层；③从社会工作专业

发展的视角看，专业追求与行政统合带来的功能泛

化之间存在策略性博弈，本土社会工作便在这博弈

空间之中渐进发展。专业社会工作通常肯定政府在

功能、资源上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作用，具体表现为社

会服务机构通常依托政府购买服务介入到公共与社

会服务领域中，呈现一种“本土化”建构的样态。而

政府则认为社会工作服务是一种技术专业性工作，

需要融入中国的本土化情景，从而扩大在固有政策

与社会关系环境下的再生产能力，同时保证其在国

家行政框架下的生存。当代本土社会工作发展一直

处于这种制度化行政与专业自主性发展“二元”路径

的调适、专业化理论与本土化实践的张力当中，因而

长期经历着专业性与行政性社会服务工作合作与磨

合的发展模式。④

纵观国内学术界对本土社会工作的研究历史，

“嵌入式发展”逐渐成为理解和研究本土社会工作

发展的主流路径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讨论中国

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论文更是呈现了明显的

上升趋势。以“嵌入”与“社会工作”或“社会组织”

作为共同主题关键词在知网中搜索发现，研究与思

考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主题的学术文章呈显著上

升态势。⑤

从内容上看，随着以社区服务为宗旨的专业社

会工作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开展，学界对于基层

治理当中的社会工作研究开始关注到专业本身的

“嵌入性”定位，并相应地基于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与

治理间的互动，衍生出多重“嵌入式”关系解释。包

括从宏观的制度性格局与基本功能的角度分析社会

工作的“嵌入式发展”；⑥从社会“管理”到“治理”的转

型过程中，社会工作在不同层面上的“协同性”作

用；⑦强调社工机构在嵌入带来的间断均衡关系与

“弱独立”⑧定位下，需要摆脱依赖性所导致的专业建

制化，⑨倡导开拓以渐进市场化和技术自主性为代表

的新型发展路径，⑩从而构建出通过社会工作实现

“国家—社会”力量良性转化的“能促型”(enable)关系

格局；等等。而后，“嵌入性”概念内涵愈益丰富，在

解释社会工作能动发展策略时展现了一种结构性交

织的关系内涵，同时也与多样的结构要素产生多向

互动。制度层面，承载专业发展的社会组织通常以

一种“拒斥—互嵌—反噬”的策略，尝试在嵌入与脱

嵌之间建立起有边界的自主性；资源层面，行为导

向的“资源互补”逐渐替代了动机导向的“资源依

赖”，致使嵌入的结果更加关注主体对客体能力的提

升；组织层面，社会工作治理与生活场域中的嵌入

过程开始注重符合权力体系的优化作用，以实现协

同性与精准性的服务整合。最后，基于中国社会工

作的发展现实，“嵌入性”关系也发生了诸多实践性

流变，并呈现出多重建构性的发展趋向。由“行政吸

纳社会”所引导且发挥公共服务补足作用的社会工

作“功能性嵌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逐渐向

由制度整合需求和社会价值融入为导向的“结构性

嵌入”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正尝试“脱

嵌”于社会治理的行政阈限，同时在本土环境下建构

一种“去政治化”的专业自主性，并在实践中产生了

图1 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相关论文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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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策略性行动。这也让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态度

发生了从“双重管理”到“激励培育”的改变，以政府

力量参与专业制度性竞争形式的“反向嵌入”也开

始出现。而“嵌入式发展”实践也在呼唤我国社会工

作专业的整合理论。

总的来看，对于社会工作在我国“嵌入式发展”

的思考多置身于多样化社会实践或空间行动内涵之

中进行，并在研究发展中形成了包括制度空间、自主

性、不同嵌入向度等相关概念话语，这些概念相互整

合，塑造出了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研究体

系。但社会工作“嵌入”的视角始终难以完全体现出

较为宏观层面的理论张力，因而也少有结合实践将

“嵌入”作为概念或归纳性理论体系进行分类与整合

的研究。与之相对的是，对“嵌入”的理论研究和观

点思考中，更多关注社会工作与长期行政化主导的

社会治理之间存在难以完全协调的知识与话语体

系，即“制度环境要求”和“互动空间中追求”的关系

等“嵌入”的前端理论问题，而对“嵌入”本身及其在

具体情境中的意义却较少讨论，因此难以真正诠释

“嵌入式发展”和“嵌入性”的本土社会工作对社会关

系协调、多元主体协商与公共服务整合的巨大意义。

结合发展现实与研究回溯，社会工作的“嵌入”

从最初对专业发展状况与脉络的描述与概括，逐渐

变为专业化和本土化中的核心议题，而后又呈现出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指的“范式化”趋向，即

“规范性的定律、应用等(exemplar)组成相关问题，以

及希望被解答的问题如何组织、科学结论如何被解

释的科学意义”。那么，这种由现实出发的、具有理

论规范意义的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路径体系及其

塑造逻辑如何？我们又是否可以超越长期“嵌入式

发展”经验视角，以及以生存为导向的专业发展路

径，重新思考“嵌入式发展”在本土社会工作发展中

理论定位，并在现有的发展条件上进一步释放社会

工作的发展潜能？这些都是在社会工作“嵌入式发

展”的现实和研究到达一定数量和体量的阶段性节

点时值得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二、“规范性”：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观看

角度

“规范性”常被用于分析作为自主个体“人”的行

为，作为一个从伦理学而来的哲学概念，它既以规则

来约束和评价人的行为，也以道德来重新定义人的

本体。“规范性”强调主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而后将

获得的经验诉诸知识范畴的先验演绎，或者实践范

畴的理解承认。科学哲学延续了这一论断，认为所

谓规范性问题主要探讨关于事实的“经验科学”与关

于行为的“规范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将其转化

为概念化的命题与推断，从而指导和影响实践。因

此，自然化科学哲学所面临的规范性问题，实质是从

“是”到“应该”的推理合法性质疑。以“规范性”作

为基础视角分析主体的行为，能让规范化的行动更

有说服力，也更容易审视主体性行为所存在的普遍

性问题。

(一)规则认识与实践态度产生“规范性”概念基础

对于事物的规范认知相当重要，甚至是不可消

除的。它最初被理解为事实所决定的确定性认识，

并可以转化为“规则”的形式约束主体及其行动。随

着从语义到内涵的理解深入，“规范性”逐渐从事实

决定转向为事实推论，这让“规范性”的规则理解展

现了“非认知”(noncognitive)的态度，并表达出“非事

实”或“非主张”(nonfactual or nonrepresentational)的概

念，以彰显主体面对事实规则时所持有的自主实践

态度。因而“规范性”更是一种能力，它产生于最基

础的情感体验和非理性之中，并非只有说出来的“遵

守规则”才是遵守规则。虽然自然主义者(natural⁃
ism)难以接受这一点，但“规范性”仍然能够提供事物

特殊的呈现方式，并予以认知与交流，让我们在对具

体实物的意念中找到可对外声明的资源(declarative
resources)。

有鉴于此，本文所提到的对社会工作“嵌入性”

与“嵌入式发展”的“规范性”认识和理解，不仅是在

我国社会治理中逐渐形成的、国家权力与行政体系

对社会工作认识时使用的规则体系，也是社会工作

自身以实践对规则予以回应的具体态度，即专业社

会工作在本土发展的实际过程规范了对社会工作发

展道路的理解与预期。一方面，在社会转型与治理

升级的要求之下，国家与地方政府选择从“作为方

式”到“作为理念”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并通过法律法

规、行业守则、职业伦理的外显规则化，以及政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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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民众协调互动的实质规则化，保证专业、行业

发展与国家意志的步调一致；另一方面，面对规则化

的影响，专业社会工作在本土化过程中调整实践态

度，进而衍生出了修正(adaptive)与建构(innovative)的
两种基本发展路径：前者强调西方社会工作框架与

实践技术对本土文化和需求情况的适应，后者强调

社会工作致力于本土文化和情境中发生的问题，以

此为基础从内部建构社会工作知识。在这种条件

下，“嵌入”作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外显特征，也逐

渐规范了从专业社会工作角度对知识生产、实践发

展和职业进步等诸多专业发展议题的理解，并成为

现阶段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规范性概念基础。

(二)“规范性”对现实的理解与再构

有学者认为，实在论与建构论是对“规范”最早

的两种解读模式，二者都承认存在某种规范事实

(normative truth)，即真实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能够规

范我们思维和行动的规范属性。区别在于前者将

规范视为既有存在，而后者将规范与规则视为社会

“创造”的，个体只是具备“发现”规则的能力。因此，

传统“规范性”的概念也具有义务性和超越时空性两

个基本特征：前者强调对行动者主体实践的调节与

约束作用，实践主体才能保障其基本的知识、资源与

能力获得；后者强调规范适用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因

而规范面对具体时间与情境的变化只有相对的意

义，规范也有对错之分与需要废止的时候。也正因

为有这种区分，“规范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既能够探

究事物本质的要素与产生条件，对事物自身予以理

解；也将先验性的自我意识置于知识的客观必然性

之前，“从而将规范性奠基于先验必然性，使知识概

念先验于表征概念”，完成以普遍法则对经验性对

象的规范性再构。

“嵌入”(embeddedness)的规范性内涵既表示一

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因而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

格局由专业弱嵌入逐渐转变深度嵌入的过程中保

留着极强的建构性存留。我国社会工作“嵌入式发

展”的提出，源于近30年来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

道路的现实状况与未来预期，长期以来专业社会工

作从“舶来”，到进入和适应本土的发展环境，大量从

业者与研究者基于我国的社会治理现状与特征总结

出与行政协同的社会工作本土发展样态和产生条

件，并逐渐整合形成了“嵌入式”的规范理解。与此

同时，学界借用“嵌入”的概念提出对本土社会工作

自重建到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并逐渐深入甚至形成

本土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研究场域，衍生出“双

向嵌入”“多层嵌入”“融合共生”等概念性知识，以及

单一主体、多元主体等研究视角，并在经验层面获得

了较广泛的认同，乃至于指引和再构了政策或地方

政府对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解与回应。随着理论研究

的深入，基于现实的对本土社会工作发展规范性认

识随着相关概念的不断串联而体系化，一定程度上

再构了对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解。即“嵌入式发展”具

有科学的知识基础，因而本土社会工作依托社会服

务和各种组织载体的发展，大都沿袭“嵌入式”的发

展定式。

三、由现实形塑：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规范

性路径图景

随着合作主义对政社关系边界柔化作用的进一

步推进，社会工作以多样化形式嵌入到国家的社会

治理体系当中，找到了生存与发展的路径。行政性

的治理与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学习，主动寻求

公共服务转型和需求的价值融合，并将行政化治理

理念逐渐嵌入到更容易被接纳的社会工作专业话语

体系当中。社会工作也在尝试从传统行政化主导的

社会治理体系中脱嵌，从而在社会服务市场化环境

中寻求更加开放的“自主性”表达。基于此，“嵌入式

发展”便能够以“嵌入”“脱嵌”与“互嵌”的向度进行

归纳和区分，并予以规范性的解释与表达，形成一种

相互关联的路径图景。

(一)“嵌入”：本土社会工作的主动性嵌入发展

最初的社会工作“嵌入性”是面向国家治理体系

的“异质性”嵌入行为，在方法论上包含行政权力主

导型互动的结构和功能性特征。“法团主义”视角的

研究者将这一特征视为“谨慎地规约着从事专业社

会工作的各个组织单元的权力，并需要在一定结构

当中限定各个组织单元形成一种孤立的、强制性的、

非竞争性的、有等级秩序的和功能分化”的秩序。

因而“嵌入式发展”的出现，彰显着国家对专业社会

工作发展的理解，也表明社会工作的发展在我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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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管理逻辑与社会共同行动意志之间的一种统

合。专业社会工作的“自主性”也开始展现出内生的

一面，并在行政体系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框架内

不断扩大，例如，体制性的界限变得模糊，在体制内

的人士和机构可以通过操作和转化从事体制外的活

动等。

但这种内生性并不代表自主性行动与国家关系

的转变，或者说，社会工作发展的底层逻辑仍是一种

在国家统筹下主动寻求全面且深入的嵌入。这集中

表现在作为本土社会工作重要载体、承担公共服务

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经由政府让渡服务空间，也

具有突出的“嵌入性”发展特征。但这种政府主导

下培育、孵化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一直为“公民社会”

研究者所诟病，原因在于它们并不存在基于组织自

主性的和社会价值的“嵌入性”特质。因此，从具体

行动来看，寻求主动嵌入的社会工作表现出相较于

“国家法团主义”而言更为柔性的“行政吸纳”特征。

“吸纳”的概念，揭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基于行政控

制建构的、以国家与社会融合为特征的“行政吸纳社

会”制度模式。“吸纳型嵌入”管理模式的前提是政

府与社会组织(或社会工作)之间应当是开放性的系

统。政府对社会组织行动机制以及专业社会工作

功能“吸纳”，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组织实施“嵌入”

策略的积极应对，同时也是政府主动转变职能、回应

社会工作服务带来的扩大化社会效应，及其所造成

的复杂制度环境的主动性策略。这类策略较有代表

性的是近些年在各地兴起的政府牵头下建立枢纽型

社会组织和协会管理模式。

无论国家的强势“统合”，还是以“吸纳”为代表

的主动应变，社会工作的主动嵌入都使政社关系出

现了新的讨论空间，但也弱化了社会工作的实际效

果。社会组织在承接和实施项目行动时，往往会受

到社区权力的约束，造成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

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专业社会工作引领下的服务

嵌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原有街居治理机制的影响，

产生“政治嵌入”或“体制嵌入”；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造成的多重责任逻辑也会导致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

“合谋”对政绩与表面效果的片面追求。总的来讲，

社会工作的主动嵌入和国家的“吸纳”应对，为本土

性社会工作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员资源”

和“权力资源”，保障了社会组织的生存和专业社会

工作发展的稳定性。

(二)“脱嵌”：专业社会工作“自主性”的现实存在

“自主性”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概念，它强调的

是专业社会工作及其载体社会服务组织按照独有的

专业逻辑和目标来行事。实际上，专业自主性的表

达更多地依赖组织自主性的确立。美国学者朱莉·

费希尔(Julie Fisher)认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七个

方面的要素紧密相关：组织的承诺、财政分散、公众

基础、技术专长、管理知识、策略知识，以及培训政府

工作人员的经验。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M. Sal⁃
amon)将NGO的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组织性、非

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我管理和志愿性，均包含着

“自主性”发展的意涵。因此，“自主性”并不是一个

孤立的概念，其行动中充分体现主体能动性和专业

特质。社会工作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并非对立。

“依附即非自主”的思维定式容易得出国家与社会之

间既有“对抗”又会“协作”的矛盾结论，从而无法对

本土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愿景与现实进行严

格区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主性”不仅是社会组

织产生和社会工作发展的必需要素，也是社会工作

在适应治理变革过程中的重大挑战。在西方研究

视阈中，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自主性”，是一种较

为绝对的资源独立性存在，展现的是非政府组织作

为社会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竞争以及利益

妥协基础上的合作，以此来彰显一种自由、自主的社

会文化。在中国的制度与社会背景中，“自主性”发

展，源于“国家—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社会组织

通过多种形式的“与国家商榷”(Negotiating the State)
来与政府互动，从而获得生存空间和自主性。这种

良性关系被定义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只有当

形成社会自我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

化格局时，社会组织“自主性”与本土社会工作的自

主发展才可能实现。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结

构当中，追求以“依附性”引导“自主性”，才能实现对

国家政策产生影响的“独立性”。

随着以专业“自主性”带动组织发展自主性的趋

势逐渐形成，近些年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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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也发生了从“双重管理”到“激励培育”的转变，从

而使一些社会组织在具体实践层面产生了试探性规

则拒斥、主动性制度嵌入、破坏性制度反噬等自主性

策略行动。专业社会工作在更加包容的制度环境

中也寻求进入社会服务市场，以此来进行更加开放

的专业“自主性”表达。但这种尝试“脱嵌”的行动仍

然是在国家赋予自主权力下，受制于制度对嵌入行

动规范条件的“镶嵌式自主”。因此，社会工作在整

体性的嵌入式发展进程中的“脱嵌”行动，只是国家

与政府在长期社会组织管理与社会工作吸纳实践过

程中，尊重专业与学科本身发展自然生态的一种引

导。或者说，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中的“脱

嵌”仍是一种“嵌入”的延伸，在政府职能转型和社会

治理多元化的背景下，“自主性”也是促进专业社会

工作推动国家治理向社会化发展的关键。因此，本

土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脱嵌”并非是一种结构“自主

性”驱动产生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基于对国家和制

度边界认识的规范性理解与行动。

(三)“互嵌”：合作主义视角下的政社话语契合

在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过程中，社会组织所

发挥的专业服务功能逐渐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认

可，并获得了利益需求与支持表达的合法地位；政府

也在基层社会服务领域大力倡导“政社合作”，通过

购买服务进行资源再分配的方式，实现“资源优势”

和“专业技术”的有效结合，以追求最快、最有效地实

现服务的专业化改良。二者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在

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了合作。然而，这类合作并

非由于社会工作与治理体系之间能够各自自主、自

立地互动，而是源于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与专业社

会工作之间存在的社会服务型共同话语。国家权力

需要一套符合社会人文环境、具备工具先进性的具

体实施途径，因此基层治理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不断

习得社会工作的专业技术优势，通过实践参与、专业

认证的过程，逐渐将理性选择下的“政社合作”，反转

为习得专业知识后对社会组织的“逆向替代”，或者

寻求直接嵌入社会组织，抑或政府力量嵌入购买服

务中，进行“反向嵌入”。“逆向替代”与“反向嵌入”

的出现，无疑在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逐步进行的行

政化脱嵌过程中，施加了反向的推力，形成了社会工

作发展在资源条件上仍追求主动嵌入，基层治理在

理论与价值上追求“服务学习”的“嵌入”回应，最终

形成双方“互嵌”的态势。而以专业知识和技术为基

础的社会工作，在政府的反向嵌入回应中仍然坚持

一种层级性的深层嵌入，以追求迂回式的承认发展

逻辑。从根本上看，这仍然意在以理念上刺激社会

服务体系、福利政策的不断优化，以及专业从业人员

技术能力和教育体系的不断强化，从而让国家、政府

对待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可以在以国家对待服务为

主的劳动力，转型到“向社会投资”的“再商品化”潮

流当中进行话语溯源。因此，在政府与社会工作的

“互嵌”之中，体现出的是本土性社会工作从专业知

识体系层面不断向行业外沿延伸的成效，也是政府

与公众肯定社会工作价值塑造、职业认识与专业化

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四、对现实形塑：“嵌入式发展”规范性认识的现

实指引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作用与基层治理体系之间

的关系仍处于优化过程中，社会工作本身也从这一

过程中不断找寻着自身的专业定位。本土社会工作

“嵌入式发展”是社会工作本身具备发展的自主意识

和能力，在“嵌入”并被规范下来的过程中，展现出的

维持现状和超越现实的变化状态。因而有其固有的

形成逻辑，也衍生出特定的现实图景。基于对本土

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现实状况的理解，学界也不

断提出对本土社会工作自重建到发展的指导性理论

建构，从目标、动力和空间的维度再构了对本土社会

工作发展过程“嵌入性”的规范性认识，并反作用于

新的专业发展历程，对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复

杂的影响。

(一)嵌入的目标：从专业“合理性”现实到“合法

性”建构的规范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伊始，

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就承担着回应经济体制转轨和

社会保障机制改革造成社会制度功能衰弱问题的期

待。正在经历重建的社会工作专业逐渐以专业技术

的形式被政府吸纳，引导着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

织所提供的行政性、非专业性传统社会服务向专业

化的实务工作作技术靠拢。因此，本土社会工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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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初被国家承认了在优化社会服务过程中拥有成

效和价值，以及知识倡导与传播功能，从而被赋予了

“专业合理性”。“合理性”是政府作为主体，经由制度

体系的运行定义出的社会工作属性，也是社会工作

开始被认可与接纳的标志。随着专业实务效能在社

会问题回应过程中的不断显现，专业社会工作依托

非官方形式的社会服务组织发展，逐渐由被制度吸

纳的服务方式，转变为被公众接纳的服务领域。从

而使专业社会工作开始追求在国家制度体系当中稳

定运转，并获得相应认可的独立“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是指某一事物由于被判断

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或者说

它本身具有了被承认、被认可、被接受的基础。施

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认为，在“法团主义”当中，

某一非国家建立的组织获得合法性，需要得到国家

的认可，并被授权给予本领域内的代表性垄断地位，

作为交换，它们在需求表达、领袖选择以及组织支持

等方面，受到国家的必然控制。“政治”本身就是一

种规范化的社会交往，它意味着社会管理必须具备

清晰的管理主体、透明的管理内容和规范的管理方

式。哈贝马斯将政治合法性整合为“审议民主(delib⁃
erative democracy)与规范主义范式的融合”，它通过

协商、审议等过程论证实践，进而使某一话语参与者

在论证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合理确证。因此，无论是

在多元文化价值还是社会普适性的政治话语空间当

中，主体的“合法性”都要通过必要且合理的制度建

制与社会价值体现来为自身赢得必要的制度空间。

在“合法性”的框架之内，提供专业服务的社会组织

之间不再只是一种竞争关系，更是一种同行关系。

专业社会工作也依托社会组织最终以制度和法律等

形式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固定下来，充分建构起具

有鲜明本土化特征的专业话语，并使其保有政治合

法性。

从上述论述不难看出，“合理性”是社会工作的

嵌入式发展策略的身份基础。但从“合法性”的角

度，其实更容易理解作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载体的

社会组织及其服务的存在和发展，及其背后的社会

工作“嵌入式发展”逻辑。首先，“合法性”的身份要

求社会组织具备一定的制度标准，这会让社会工作

的功能性载体(如社工机构、专业社工等)拥有了体系

中的定位，从而获得主体合法性。无论是主动嵌入，

还是系统脱嵌，都是以标准化定义的主体合法性为

基础的。事实上，无论往何种方向“嵌”，社会工作都

已经成为基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次，

合法性身份要求社会工作遵循制度运行的程序和规

则。无论党建引领下组织动员路径，还是社会公共

服务从资源“配给制”向“项目制”的升级，本土社会

工作都实现了主动调整与配合。例如，从“协同治

理”“运动式治理”再到大数据支持下的“数字化治

理”，都能看见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中作为

手段与方式对于治理机制的灵活衔接。最后，合法

性身份要求社会工作接受对于价值合法性的规训。

价值合法性是指将一项政策或措施置于既定的价值

领域去考察，如果符合某种既定的价值标准，就具有

合法性。我国社会制度所定义的价值标准是在公

平公正的前提下，分阶段与方式地服务最广大的人

民群众。社会工作具备将服务扎根于基层，促进人

际和谐与信任的天然优势，因而被纳入国家促进人

民美好生活建设福祉的战略行动体系中来，借助专

业知识的力量不断诠释着党和国家兑现价值使命的

标准与要求。

“嵌入式发展”的目的是使社会工作由“合理性”

向“合法性”变化，并最终达到了二者的融合。这虽

然是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机会空间，但“合法性”的

持续被夯实也不可避免地对专业的“合理性”造成制

度约束。合法性的制度身份建构并未改变政府对

于社会工作长期以来作为技术手段的“合理性”判

断。社会工作在现有制度身份内涵下的“嵌入式发

展”，会使自身的工具与媒介性作用被放大，表现为

行政体系或基层政府愈发注重社会工作作为技术

的实践价值，而忽视其理论内涵。政府与公众愈发

忽视社会工作在本土环境下发展性内涵的产生和对

于社会服务行业的基础性扎根。此外，社会工作在

地方语境的差异性、多种意识形态的影响等也会使

其专业性淡化。由此可见，制度身份的合法性为社

会工作“嵌入式发展”带来了合理布局的基本条件，

也为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陷入嵌入性的路径依赖埋

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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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嵌入的动力：从对制度环境的现实“要求”到

“需求”的规范建构

马尔科姆·佩恩(Malcolm Payne)将社会工作与体

制之间的互动视为专业本质特征之一，他认为，“创

造社会工作实务运作之社会脉络的力量”，包括社会

政策、社会立法和社会服务制度等影响社会工作目

标的各种制度环境因素。本土社会工作的“嵌入式

发展”也是在外部的社会需求环境，与内部的政府服

务管理体系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因此，一方面，专业

社会工作带来的技术与理念优势对更高治理效能的

制度环境提出了要求。我国社会服务环境仍存在服

务领域不均衡、服务梯度差异明显等诸多问题。

“非典”爆发、汶川地震、上海静安火灾事件、青海玉

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以及新冠肺炎

疫情等突发性公共事件，都需要社会工作者参与，协

助政府开展灾害社会、心理需求评估，帮助受灾人员

纾缓悲伤、化解焦虑、稳定情绪，促使其理性面对灾

难，积极参与灾害自救。2012年，中央政府首次通过

公共财政资助机制加强对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培育

和扶持：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

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并带动了3.2亿元社会资

金。而在地方层面，以广东省为例，截至2015年底全

省共投入超过 40亿元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而 2018
年，仅当年该省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财政投入就超

过17亿元；另一方面，本土社会工作的形成与行业

扎根也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驾护航。在政府的社

会服务职能和福利责任不断扩张的基础上，国家通

过增加对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的财政投入、进一步

发展社会工作管理立法等措施，不断改良社会工作

发展的制度环境，保障本土社会工作拥有明确的行

业路径。与此同时，随着《慈善法》《民法总则》相继

生效，国家对社会工作的组织命名、服务程序等方面

的法律规定也越发完善，同时也在政策上不断设置

就业准入和薪酬福利标准，保障社会工作发展的良

好内部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的外部要求和内部需求共同推动了社

会工作嵌入到国家治理系统中，但也一定程度上规

范了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行动意识与实践路

径，造成专业服务效能标准不一。具体表现在：一方

面，社会服务的需求越大，对制度环境放宽的要求也

就越大。地方社会工作行业规模越来越大，资金投

入越来越多，服务产出(个案、小组等)也越来越多，但

是受到过度强调购买服务绩效等“GDP思维”的影

响，服务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出现

“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倾向。社会服务市场规

则的逐步放宽，也加大了社会工作嵌入的依附性，使

得竞争的专业职位越来越多地基于在一个特定领域

的实践表现出的能力，而不是拥有的一个特定的专

业背景，社会工作实践中专业理论与伦理被迫缺

席。另一方面，专业与行业发展要求的增多，也塑造

了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惯性。例如，一些小微

型的草根社工机构在政府孵化与扶持下应运而生，

但却形成了对内部支持环境的过度依赖，造成部分

社会工作机构“因嵌入而生存”，而非“为发展而嵌

入”。近些年，政府也开始引导社会服务市场的建

设，促进社会服务企业化运作，以及社会企业的建

设。但政府主导下的内部制度环境调整，客观上将

本应促进自主性发展的社会工作责任意识和实践智

慧“规范”了起来，这不仅强化了社会工作内生发展

的嵌入意识，也使社会工作向外脱嵌依赖制度牵引，

这对于专业多元发展路径的探索会造成不利影响。

(三)嵌入的空间：规范性“政社互动”的现实存在

及其张力

政府与从事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组织之间

的关系一直是反映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状况的重要体

现。政社互动一直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充满冲突与

妥协的动态过程。在这一合作格局下的社会工作

嵌入，既被定义为专业主体性发展的制度空间：社会

工作的发展需要始终围绕着国家进步和社会治理进

程来进行，在这一空间之中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拥有

较强的主动性；又是一种具体行为模式的柔性行动

阈限，以此来定义专业主体性发展的社会空间：在基

层的社会工作服务常常作为国家功能末梢的补充，

并以此为基础建设具有文化内生和价值融合特征的

社区“公共性”，因而容易被限定在微观的工作情境

中，难以实现社会工作最终的“社会化”目标。社会

工作机构、社会服务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在

理论层面上的制度设计与现实层面上的实际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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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也让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理论设想与现实情况的分野，造

成“嵌入”最终以一种“社会工作在本土发展样态”的

浅层概念被规范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社分权，使社会不断产生一

种基于“离心”(centrifugal force)于政府权力之外的独

立自主性。社会发展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愈

高，专业社会工作技术支持下的服务型社会组织的

大量建立，反映出政府、社会与市场主体在特定治理

场域开始超越了组织角色、职责与边界，在特定的制

度回应需求与权力框架要求下走向组织间互动、合

作与联合。但以“舆论生产”和“利益生产”为核心

的社会组织公共性，与以“权力生产”为核心的国家

公共性之间存在建构方向与公私关系价值上的差

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通过“政社分

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

用”。自此相关制度设计愈发给予社会组织以独立

的表达机制，让其不再受到与自身不兼容的条框结

构的约束，从而进行作为治理主体的社会政治参

与。例如，在社区党建等组织性的多主体治理参与

空间当中，以维持党建对社会组织“服务”与“引领”

的动态平衡，促进党建对社会服务机构的嵌入与本

土社会工作的自主性嵌入之间耦合。可以说，本土

社会工作的发展面临愈发良性与宽松的政社互动环

境，这为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对象、目标和方

法都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政社互

动”长期以来处于公共服务领域“条块分明”的职能

配置结构之中，这让社会工作更多地作为治理工具

与通向民生的路径。我国“政社互动”在基层的开展

模式大致分为三种：授权模式，即政府以授权的形式

将部分微观、具体性的社会管理职能转交给社会组

织履行；契约模式，即政府以签订契约的形式将部分

微观、具体性的社会服务职能转交给社会组织履行；

转制模式，即政府将部分履行微观、具体性社会服务

职能的公共服务性事业单位转制为社会组织。基层

政府可通过这三种模式将部分微观的、具体性的社

会管理与服务职能转交给社会力量。在这一过程

中，可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减轻政府财

政负担，还可以拓展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从

而实现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合作。但三种模式在

财政来源、监督管理、信息反馈方面基本相同，区别

只在于具体互动的形式。这就让以社区为阵地的主

流社会工作实践严重依赖专业化的社区关怀模式，

并十分强调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咨询与干预措施。但

这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组

织必须扎根于当地社区，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

工作。因此，专业社会工作虽然在以“政社互动”为

主要方式的实践模式中实现了嵌入乃至互嵌，但与

社区生活仍相距甚远，缺乏直接动员和整合社区的

能力。

五、超越“规范性”的可能：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

发展的科学回归

规范的社会工作嵌入发展及其所带来的“自主

性”等议题是所有半专业化职业体系的普遍困境，我

们需要寻找新的思路，跳出这个困境。从上文的分

析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处在被目标、动

力与空间所定义的本土性身份、条件和内涵之中，这

也规范了专业发展自身的策略空间和自主能力：“向

行政嵌入”会造成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依赖，而“反

嵌”“互嵌”“脱嵌”，会让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难以凸

显，还会对专业自主能力在时代与社会发展环境中

的定位产生不利影响。虽然规范的“嵌入式发展”路

径符合现阶段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但仍

需要重新思考“嵌入式发展”研究样态在专业社会工

作中的科学定位，建构出合理且符合专业发展变化

的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从而进一步释放社会工作

的潜能。这需要从日益更迭的时代与发展需求，以

及自身能力的建设过程之中，找到与国家治理体系

和日常生活范式之间的共同点，使社会工作在符合

既有发展环境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到专业性理论所

定义的发展初衷。

(一)回归“社会性”：由发挥实务功能到融入生活

情境

在嵌入行动的过程与状态之中，社会工作的功

能在于通过系统性公共服务的优化与“项目制”服务

的开展等多样化形式，在不同的功能场域发挥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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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务的优势。这不仅是现阶段社会工作自主发展

的权宜性依托，也是社会工作在行政体系与社会认

知中的功能定位。在规范的路径下，无论是政府“孵

化”的社会组织，还是非营利性的民办社会工作机

构，其专业使命和发展愿景均在社会工作嵌入式发

展的图景之中逐渐转化为接受监管与效绩监督的实

务输出功能。以功能绩效为主轴的社会组织专业服

务评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从业者对专业和自身

职业发展的期待。社会工作的专业追求与价值内

涵，在于促进人民的福祉，这与新时代背景下党建引

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人民幸福感、安全感、

获得感的总目标是内在契合和互相强化的。因此，

基于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概念特征，以专业视角和

价值面向从社会运转与人民生活的多维层次，关注

人的主体性和微观系统的交互性，是社会工作专业

与职业发展的目标本质，也是其社会功能发挥的最

终归宿。无论是制度定义、还是权宜策略，“嵌入式

发展”都不应抹杀社会工作注重个人主体生活的基

本内涵。社会工作就是希望在具体的场景中调节人

与情境之间的动态关联，这或许也可以成为中国社

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基础。本土性社会工作

的发展，需要在保持与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合

作的基础上，逐渐超越通过制度“向下施力”的功能

路径，将资源链接与关系建构的专业能力直接作用

于民众的生活场景之中。

(二)回归“合理性”：从“吸纳”“合作”到“共同体

纽带”的定位

随着基层政府的职能从经济发展向公共服务的

深度调整，专业社会工作成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目标的重要力量，各类相关社会服务组织也是“多主

体公共治理联动机制”主要吸纳对象。长期以来，我

国社区治理情境中的社会工作参与一直处于政府的

权威式整合，以及分类控制和体制扩容的政策导向

之下，无论是被动式的吸纳还是策略性的主动嵌入，

都使社会组织成为权力、秩序和需求整合的被动参

与者。随着现代化社会治理实践与话语日益增强，

政府对于社会工作的领导逐渐受到社会需求复杂化

和公共意识觉醒的影响，因而逐渐淡化，继而呈现出

一种专业主导、资源嵌入的“合作共生”的互动模

式。具体表现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政治合法化与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个性化之间的共生关

系。在现实层面，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服务组织的

注册、成立门槛愈来愈低，各类背景的机构大量萌

发，让专业社会工作的引入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

不断普及，也实现在更为微观治理层面上的嵌入。

党和国家将基层社区治理的目标定义为“治理

共同体”建构，社区逐渐从地域当中“解放”，大众希

望建立一种崭新的日常关系联结，从而“在一个不确

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而在普遍自由权利的抽象

要求与在特定背景下对这些要求的具体解读之间，

存在着一种永久的权益张力。这种紧张关系必须在

专业从业人员的日常判断中正视它。因此，具备专

业知识、技术和理念的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服务组织，

像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与组织一样，更需要在抽象

概括的自由主义权利和特定社区的部门价值观之间

做着中间工作——承担“纽带”的职责：一方面，以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与实务方式取代部门分立与和

合作机制下的绝对和相对行政化手段，在治理过程

中有效规避治理资源和能力的短缺和浪费问题；另

一方面，在有针对性的治理实践中模糊部门的治域，

在尊重公民知情权和社区公共性的基础上，以最行

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解决问题，从而覆盖社区治理

的全局。

(三)回归“专业性”：推动社会工作者走向“专职”

“科学循证”的社会工作本身不乏知识产出能

力，这也让“社会工作者”带有“专业性”标签。但政

府的复杂科层结构与专业发展阶段约束等结构性情

境，却使“嵌入式发展”的惯性带来了社会工作者的

专业承认的问题。专业承认不足导致了社工的“专

业角色”往往难以超越“工作角色”。久而久之，实务

泛化造成宏观理论、微观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严重

脱节，虽然有着逐渐成熟的专业认证机制，但社会工

作知识散落于社会各行各业，难以聚合成面向行业

发展的“组织同理心”(Organizational Empathy)。此

外，在长期的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微观历程中，

许多一线社工虽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

经验傍身，却就职于行业之外；或者虽然在社工行业

工作，甚至身居具有专业要求的职业位置，但却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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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系统性专业知识培养，实质上是“类专业”工作人

员。持续向行政体系深入嵌入产生的制度约束下资

源与空间条件的限制，不仅会降低专业人才对社会

工作的职业期待，同时也对体制内的行政、公共服务

人员提出了“后发式”的专业技术要求，这让整个社

会服务行业与行政治理体系的边界关系始终模糊，

难以围绕实务技术、合作能力、领导力等综合素质，

构建起以社会认可的薪资体系为核心的社会工作者

职业蓝图。

长久以来，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不仅作为一门

学科而存在，更是一项具有高度专业性的职业。美

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社会工作(持证)职业的人

数就已经达到67万人，其中近一半的人拥有社会工

作学士或硕士学位，相关职业更是不胜枚举。而这

个数字是我国截至2021年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证书的人员数量。我国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与职

业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社会工作发展至今，

一套庞大的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建立，有赖于这种

自身专业化和职业化之间的良性对话。然而不可否

认的是，自工业经济社会建立之日起，建立在技术专

门化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日趋精细，因而一项职业必

定会参与社会分工。社会工作职业化与其他任何一

个专业的职业化历程相仿，不仅需要制度的约束与

保障，更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由竞争的大环境。

我国本土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历程，也正是专业

社会工作者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创造财富与

寻求认同的道路。“嵌入”不是一种发展模式，而是本

土社会工作发展理论路径中的必经环节，不仅需要

国家关注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功能、效益，更需要国

家激励社会组织与相关从业者进行具有专业独立性

的职业拓展。

(四)回归“主体性”：建构本土社会工作的理论

自觉

作为独立的学科，社会工作具备特殊的价值与

伦理、科学的研究与工作方法，同时也拥有融合了多

学科背景、融汇了复杂经验场景的专业理论脉络。

专业理论也是社会工作以自身为主体，在制度框架

下的多向嵌入行动中获得合理性与合法地位，以及

策略行动优势的基础之一。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是

指社会工作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工

作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其本质上是要求把实践

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长期“嵌入式发展”让大量

的实务工作趋向行政性和碎片化，造成专业实务的

泛化，进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分野之势。学科知识

体系的丰富与发展是专业主体性进步的基础，也是

社会工作寻求超越制度的约束、进一步诠释其社会

性、在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中追寻更高定位的立身之

本。社会工作面临的长期挑战是，如何在有治疗效

益的、有价值的创新与对弱势客户有害的、可能是剥

削性的治疗之间找到一条明确的界线，并在其中行

动。这就需要大量的理论知识和科学的专业方法

论作为服务的技术引导与价值依据。本土社会工作

需要以建设性的批判方式，深思熟虑地考量经典的

理论、先进的方法与工具，以及现实的工作环境之间

的可接受性与可契合性，着手对与这些新颖的干预

措施相关的结果进行严格的、精心设计的评估。在

这一过程中，以自觉的理论学习和理论运用带动本

土社会工作的理论创新。

结语

“嵌入”并非仅是对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的经验

归纳与演绎，还是一种理论建构。自我国社会工作

“嵌入式发展”这一判断提出二十余年来，“嵌入”一

直作为解释与反思性的中观理论视角，尝试将社会

工作的专业使命与我国阶段性的社会发展状况相联

结，也承担着对本土社会工作发展实践指引的角

色。本文无意对“嵌入性”的视角予以批判，恰恰是

希望重新认识作为本土社会工作发展阶段性特征理

论总结的“嵌入”。“嵌入式发展”不仅是本土性社会

工作发展的理性选择，更是我国特定的国家关系、行

政体系与社会形态所定义的制度结果。虽然社会工

作将“嵌入”到行政体系及其治理场域之中当作权益

性、阶段性发展的策略，但国家权力机制运转调整和

政府职能体系改革等因素仍然不断调节着制度权威

的适配能力和作用力度，从而规范社会工作专业发

展能动的调整空间与能力，这让社会工作“嵌入式发

展”过程仍旧有反噬其专业价值的风险存在，社会工

作的专业优势与知识价值也容易在“嵌入”过程中，

被制度给予的身份定义，从而在环境条件和空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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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下被淡化。因此，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不应因“嵌

入”视角的固有存在，以及“嵌入式发展”的规范性解

释被规约，而丧失专业发展的主动性与自主性。

从实践的角度看，“嵌入”是本土社会工作发展

在面对专业“创造性转化”难题时的应对之策。本

土社会工作的“嵌入式发展”也是对在我国特定的

社会发展进程和差异性地方语境中表现出来的专

业流变性的合理归纳与理解。综合多年来本土社

会工作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来看，虽然“嵌入式发

展”已成为特定规范的本土社会工作发展范式之

一，但“嵌入式发展”无论作为一种现实状态向理论

转化趋势，还是作为一种理论创造指引现实专业与

行业发展，两种取向之间始终存在着的张力。这不

仅反映了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理性”与“稳妥理

性”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问题，更是建构以现代性为

主的社会职业系统、专业系统与社会整体系统间的

耦合机制，并以实践为主体进行规范化研究的问

题。归根到底这是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之间

的关系问题。可以预见的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

必然迎来开放性和分层性，并且更加深层次地“嵌

入”多部门主体合作治理的关系网络中。但只有将

社会工作与国家、政府之间关系的核心关注点加以

连接和整合，并结合具体的实践寻找切合实际的本

土社会工作理论定位与概念解释，才能指引专业、

行业与从业者的发展方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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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Reality and Returning to Science: "Embedded Development"

in Social Work from the Normative Aerial Perspectiv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cendence
He Wei

Abstract：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social work in China has gradually formed a "embedded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normative pattern featuring "embeddedness", "de-embeddedness" and "interembeddedness" as its core.
A normative research paradigm is thus constructed with the goal, motivation and space as the normalization of system.
By reorgani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path system and the shaping logic of "embedded development" in the normative
sense, we can provide an empirical basis for rethinking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of "embedded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 the empi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chronicle survival- oriented path. It is essential for social work to be
adaptable to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find the common ground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dai⁃
ly-life paradigm. On this basis, we are able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 intention defined by professionalism
and science from the normative "embedded" paradigm.

Key words：social work; embeddedness; n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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