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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工作中社会团体的整合与协调

唐 钧 王 婴

80年代以来
,

中国大陆的社会福利工作以
“ 社会福利社会化

”
为旗帜

,

取得了

很大的成就
。

以社会福利为主 旨的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
,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

但

是
,

社会福利社团的发展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
一

、

社团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和整体意

识 ; 二
、

许多社团缺乏 自治能力和主动精神 ; 三
、

资源
、

资金缺乏统筹兼顾和合理 配

置
。

这就对所有社会福利社团提出了整合和协调这样一个新的课题
。

要达到整合和协

调的 目的
,

必须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通盘设计和统筹调整
:

一
、

要有兼容并蓄的整

合框架
。

二
、

要有切实有效的协调 中心
。

三
、

要有畅通无阻的信息渠道
。

四
、

要有一

致公认的行为准则
。

五
、

要有科学合理的方法技术
。

六
、

要有灵敏快速的反应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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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里
,

社会团体是人们参与社会的一条重要渠道
,

也是社会事务社会办的一条

重要途径
。

自80 年代以来
,

在改革
、

开放的社会一经济背景下
,

我国的社会福利工作以
“
社

会福利社会化
”
为旗帜

,

取得了很大成就
。

其中
,

以社会福利为主 旨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
,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

进入 90 年代
,

我国面临的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 目标的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
。

借

鉴国外经验
,

社会福利
、

社会保障作为市场经济的配套措施
,

也必须相应的发展和完善
。

这

样的大环境也必然对社会福利社团提出更高的要求
。

如何对各个层面
、

各种类型的社会福利

社团进行协调
,

以使其在 90 年代的社会福利工作中发挥出最佳的整体效益
,

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一
、

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福利社团的发展和成就

我国的社会福利社团
,

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

(一 ) 是活跃在基层社区的 自治性社团
。

这是 80 年代以来发展最快
、

影响最大
、

成就最

突出的一个层面
。

据 《 19 9 2年中国社会福利白皮书》
:

到 1 9 9 1年底
,

农村已有各种社会保障

基金会和互助储金会 1 8
.

7万多个
,

筹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1 6
.

7亿元
。

这些在乡 (镇 )村基层社

区建立的社会保障基金会和互助储金会
,

业 已成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
,

为农

民预防风险
、

脱贫致富作 出了贡献
。

在城市
,

区
、

街道
、

居委会各个层面建立了各种各样

志愿工作者团体
,

为缓解或消除居民生活中存在的大量困难和问题发挥着各 自的 作 用
。

关

于城市社区服务志愿工作者团体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
,

据 《武汉市城区社区服务工作研究

报告》
:

到 1 9 9 1年底
,

全市 已有 4 1 8 8个居民志愿互助服务组织
。

《社会服务研究》 一书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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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1年
,

夹津市红桥区在街道和居委会这两个层面就有1 4个街道社区邻里志愿互助者协会和

3 4 0个分会
,

会员达 9 9 2 2名
。

(二 ) 是以社会福利的某一个方面为自己的专门工作领域的白治性
、

半 白治性社团
。

在

这方面
,

80 年代最为成
咖瓤

中国残
纵联合会了

。

民政部严明复副部长在第四次全国残

联工作会议上说
: “ 这几年是我们中国历史

_

匕残疾人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期
,

我完全同意这种

评价
。 ” 近年来

,

残联推动了残疾人权益立法
,

《残疾人保障法》 的颁布凝集着他们的心血
。

残联抓残疾人三项康复也是很有成效的
,

短短几年中
,

已有功万名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得到了

矫治
,

有 55 万白内障患者复明
, 1

.

6万名聋儿得到语言训练
。

8 0年代中期成立的中国社 会 福

利有奖募捐委员会的工作也令人瞩 目
, 1 9 9 1年为社会福利事业筹集资金达 2

,

4亿元
,

相 当 于

当年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方面政府拨款的 2 。
,

5纬
。

此外
,

还有遍布全国城乡的红 白 事 理 事

会
、

老人会等等
,

也从不同的角度为社会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

(三 ) 是以社会工作 (福利 ) 行政
、

社会福利工作 (研究 ) 和社会工作 (福利 ) 教
一

育为

目标的团体
。

如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

中国民政与社会福利学会
,

等等
。

他们为在中国开展

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
,

普及社会工作的理论
、

方法与技术
,

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

理论体系作出了贡献
。

如果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
,

在我国一般被称为群众性团体的工会
、

青年团和妇联
·

发

展社会福利事业也是他们主要宗 旨之一
。

综上所述
,

就我国社会福利社团的分布层面看
,

纵横交错
,

从全国性社团到
一

专业性的社

团再到城乡基层社区的社团
,

覆盖面可以说有广度
、

有深度
;
从社团的性质看

,

有以维护特

定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为宗旨的
,

有以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为主 旨的
,

有以理论研究为目

标的
,

当然更常见的还是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性质的综合性社团
,

就满足需要而言
,

基本上

可 以说是面面俱到了
。

二
、

我国社会福利社团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南方周末》 载
:

曾经在北京颇为活跃
,

为救助 自杀者和各种各样有心理障碍者而建立

的民间志愿者团体—
“
希望热线

”
因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

,

找不到
“
挂靠

”
单位而自生 自

灭 了
。

这不能不使人为此而感到惋惜
。

所 以
,

从充分发挥社团的作用而言
,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还不能说是尽如人意
。

这主要表

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

(一 ) 社团之何缺乏沟通交流和整体意识
。

我国的社团长期以来多
“
挂靠

”
政府有关部

门
,

相互之间也就多隔了一层
,

何况政府部门本来就通气不够
。

部门壁垒使各社团更是少通

声气
,

甚 至 “ 鸡犬之声相闻
,

老死不相往来
” 。

部门壁垒也使各社团的视野限于一隅
,

对礼会

一经济大环境和自己所处的地位了解不充分
,

因此也就无所谓整体意识
。

(二 ) 许多社团缺乏 自治能力和主动精神
。

我国的行政部门一般都习惯于把 自
`

己延 伸

或
“ 四肢手足

” ,

对其活动干预过多过细
。

这也就使部分社团
,

尤其是处于在城乡基层的社

团
,

由于过分依赖行政部门的指导
,

自助
、

自主
、

自立和 自治的精神和能力都有所欠缺
,
工

作主动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
,

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敏感性差
,

解决问题和困难的办法

少
,

因此不能充分发挥 自己应有的作用
。

(
_ _

二) 资源资金缺乏统筹兼顾和合理配置
。

从微观而言
,

我国社团的法人地位长期以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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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不明确
,

活动经费一般都是由挂靠的行政部门提供和安排
,

所以在运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方面多有缺陷
,

经费不足时 自然困难
,

经费充足时却又不知如何开支
。

从宏观而言
,

由于部

门壁垒的客观存在
,

经费运用也很难统筹兼顾
,

社会福利资源更缺乏合理配置
。

综上所述
,

协调的思想
、

方法和技术
,

就成为我国社会福利社团进一步发展和充分发挥

作用的充分必要条件
。

三
、

我国社会福利工作中社团作用的整合和协调

系统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 “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 。

这个思想对 90 年代我国的社会福 刊

工作是很有实践意义的
。

因为我国面临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激烈变革
,

一方面
,

在

大市场真正形成 以前将会出现许多曲折和反复
,

同时会有许多人因为不适应这种急转弯而落

伍
,

社会福利需求将大大增加 ; 另一方面
,

我国仍处于发展中
,

大部分地区经济尚欠发达
,

所以投向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和资源将是有限的
。

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恰如其份地用到

最需要的地方
,

使社会间题和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得到缓解
,

这就对所有与社会福利事业有

关的社会团体提出了整合和协调这样一个新的课题
。

要达到整合和协调的目的
,

一般认为必

须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通盘设计和统筹调整
:

(一 ) 要有兼容并蓄的整合框架
。

要对社会福利团体进行整合和协调
,

就必须有一 个被所有的社团 普遍接受的整合框架
,

这就要求它必须是能够兼容并蓄的
。

目前
,

这个框架可以设计为一个比较松散的联席会议
。

它不受部门
、

地区壁垒的分割
,

而是将所有以社会福利为 口的的社会团体都包容进来
。

它也

不分团体大小
、

级别高低
。

采取回桌会议形式
,

主要是通过协商一 致的民主方式使大家在社

会福利工作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

释放 自己的潜能
,

也使大

家在一些方面能够采取共同行动
。

(二 ) 要有切实有效的协调中心
。

要进一步使各社会福利社团的动作保持协调一致
,

就必须有一个有权威
、

有效 率 的 协

调
、

指挥中心
。

可以设计两个层次的协调中心
,

一是 由国务院设立一个非常设的社会保障委

员会
, 它不但应包括国务院各有关部委

,

而且还可以包括部分全国性的
、

代表了一个社 会群

体的群众团体或社会团体
,

如工会
、

残联等等
,

以实现高层 次的政策协调
。

第二层次可由民

政部承担
,

这是因为
:

①民政部是负责全国社团登记管理的政府职能机构 ; ②民政部是负责

基层政权建设的职能机构
; ③民政部是负责我国社会福利服务的职能机构

。

但是
,

有一个问

题需要攀讨
,

就是如果民政部的协调只 限于
“
直系部 队

” 的话
,

那么目的就没有达到
;
如果

民政部的协调要超出
“
直系

” ,

那么就会受到部门壁垒的于扰
。

要有所突破
,

就得从社团管

理入手
,

这在民政部内部首先需要做好协调
。

(三 ) 要有畅通无阻的信息渠道
。

整合和协调都要倚仗信息传输和反馈
,

所以
,

一定要有畅通无阻的信息渠道
。

以上所说

的召开联席会议
,

其作用之一就是上传下达
、

互相沟通
。

在信息传播时要注意反干扰
,

防止

失真
。

现在的问题往往在于部门壁垒的干扰
,

使信息传播中失真
、

衰减或丢失
。

所 以应该造

就一种定期互通声气的制度
,

还要讲究信息传输的方式
。

社会福利服务领域还应该有一本权

威的杂志
,

以公开的方式加强各团体之间交流和联系
。

(四 ) 要有一致公认的行为准则
。



己叼略卜尼 `瞬衡演砂洲杯万片 哭“ 华 呀贻魄
咏矫只日万召 矛熟

国外的社科著作文献常常强调
“
游戏规则

” ,

中国的老古话也说
: “

无规矩不成方圆
” 。

要围绕一个共同的 目标进行合作
,

就得会相处
、

能容人
。

这需要一个为所有的团体都能接受

并以此约束自己行为的共同准则
。

既不能
“ 老子天下第一

” ,

也不能
“
各人自扫门前雪

,

休

管他人瓦上霜
。 ” 这种行为准则将在今后的合作共事中逐渐形成

,

从无形到有形
,

从约定俗

成到明文规定
。

(五 ) 要有科学合理的方法技术
。

社会工作的理论
、

方法与技术是没有国界的
,

也不应受到意识形态 (譬如
“
姓无姓资

” )

的影响
。

在整合和协调中
,

充分利用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
、

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
,

以及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行政
、

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研究的作用
,

并且使大家的视野扩大

到社会学
、

经济学
、

政治学领域
,

以理性态度来对待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

健全和完善
,

方能使被整合和协调的社团工作成为一项既有进取心
,

又有科学性的事业
。

(六 ) 要有灵敏快速的反应方式
。

社会福利社团的整合和协调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
,

所 以特 别要讲求 高效

率
。

尤其是城乡基层社区的各种团体
,

要使他们具备自觉地将间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的能力
,

就要鼓励他们 自主
、

自助
、

自立和 白劳
。

行政部门应立足于通过立法进行指
一

导和监督
,

而无

需事必躬亲
,

更不要越姐代厄
。

只要各种社团都具有这种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主动性

和 自觉性
,

才能感觉灵敏
、

反应迅速
,

达到把间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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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与社会对策
-

一 当代犯罪社会学》 简介

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生容主笔
、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高

级政工师李正典协作撰写的 《犯罪与社会对策— 当代犯罪社会学》 一书
,
已由群

众出版社于 1 9 9 2年 9 月出版发行
。

该书汲取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
,

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

分析了大童的社会调

查资料
,

力图探寻犯罪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机理和规律性
。

全书 20 章
,

36
.

9万字
。

从该

书的理论构架体系看
,

第一部分为社会犯罪的综合理论篇 ;第二部分为现实社会犯罪

各论篇 ; 第三部分为犯罪原因篇 , 最后部分为犯罪的社会危害及社会控制犯罪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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