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未踏入社會的大學生性格比較善良，對世界懷着許多純真的想像。

他們心中有把公義的尺，同時又充滿理想，誓言要改變社會。在欣賞

他們的同時，我也暗暗祝福他們，希望同學踏入社會這個大染缸以

後，不要輕易被社會改變。

我不是浪漫之輩，不會說太多豪言壯語激勵同行，但如果有社工朋友

振臂高呼我們能夠改變社會，我也深以為然。只是，我們要知道，不

管是個人、團體還是整個社會，要改變也殊不容易。我們所期望的改

變往往不會在瞬間發生，但人總要看見一點成果才有動力繼續勉勵前

行，所以面對看似紋絲不動的社會巨輪，我們很容易洩氣，甚至放棄

長久以來的努力。我們會開始認定現實的桎梏堅不可摧，不論再怎樣

努力，事物都還是老樣子。

但我卻不想言棄，也不願認命，畢竟社會工作專業本來就是在窄縫之

間尋求突破。我並不相信，如果有一群人一直默默耕耘，在自己的崗

位上克盡己責，若說社會完全沒有改變，大概是不可能的。我們有

時看不見那些細微的改變，就正如有時我們看不見無形的風會傳播花

粉，或是山邊的牆縫無緣無故就會開始冒出一點翠綠。年復一年，在

花草盛開的季節，我們才會發覺，在不經意間，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長

出了粉嫩的花朵或頑強的小草。而這樣的變化，在被注意到之前，都

是點點滴滴地累積着，細微地轉變—可能只是兩個人對彼此多說了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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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心底話，可能是一個人的想法有一點點積極的改變，又或者是服

務使用者願意多傾吐一點生活上的細節，僅此而已。

我們不能總是好高騖遠，想透過幾次面談或小組活動，就可以顯著提

升參加者的自信心或社交能力。人的改變，大多不是立竿見影；人的

成長，也是聚沙成塔而成。這個世界其實有許多像你一樣，渴望為社

會、某個團體，或者只是為某個人帶來改變的人。生在你之前的，或

是之後的，許許多多的前輩或後進者，很多時他們窮盡了一生都未必

能夠達成目標。如果改變是那麼輕易的事情，那麼遍地都是諾貝爾獎

得主了。因此，我希望心懷理想的人，不因未見成果而放棄。

我們不妨這樣想，我們每個人都在鋪一條路，通向一個美好的地方，

我們走過了前人為我們鋪好的路了，但卻未必是看見終點的那些

人—想想在我們之前鋪路的人，他們也不曾看見終點，但卻仍然不

辭勞苦。你要相信只要一塊磚、一塊磚地鋪下去，終有一天會有人迎

來所期許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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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社工的冒起

趁假日，和兩個女兒一起觀賞已故導演楚原的作品《可憐天下父母

心》。故事描述五十年代的香港，一家七口在窮困、病患下的艱苦歲

月。雖然是多年前的作品，但女兒們也出奇地留神。看到片中主角

潦倒不堪，女兒不禁問：「不是有綜援的嗎？社工又在哪？」翻查資

料，社會福利署在 1958年才成立，而援助金是 1971年才開始發放。

五十年代戰後的香港社會，充斥着貧窮、吸毒、失學等各類社會問

題，政府在社會福利這一環的資源極少；擔當着重要支援角色的，反

而是兩類社會團體。第一類是西方的宗教團體，為當時的香港提供了

慈善援助和社會服務，因此現在很多社福機構都具基督教或天主教背

景；另一類是宗親會及同鄉會等組織，扮演着贈醫施藥、扶弱濟貧的

重要角色。六六及六七暴動後，香港政府加強社會服務，尤其大力支

援青少年發展。香港大學也在這個時候，開辦社工訓練課程，培訓社

工專業人才。隨後，港督麥理浩頒布新政，大幅增加政府在社會福利

方面的開支，也漸漸確立社會工作的專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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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香港的社工發展，有一點不得不

提，就是 1976 年在無綫電視播放的

《北斗星》—一齣以寫實故事形式向

香港人介紹了什麼是社會工作的電視

劇集。電視劇播出之後，普羅市民認

識了社會工作這一專業，更吸引了不

少青少年對社工專業產生興趣，繼而

投身這個行業。至今你還可能會聽到

一些人以「北斗星」來稱呼社工呢！

觀念解說

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是
指由社會福利署等政府部門
及非政府機構為有需要群組
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家庭及
兒童服務、青少年服務、安
老服務、釋囚服務、康復服
務、社區發展服務及社會保
障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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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社工註冊制

香港在 1997年通過《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社會工作者註冊局在翌

年成立。按此條例規定，使用社工名銜跟醫生、律師等專業相似，受

到規管。任何人未有註冊，而自稱「社工」或「社會工作者」，便屬違

法。曾經有一位沒有社工註冊資格的議員，聲稱自己也是「一名社會

工作者」，引來一場小風波。為避免誤墮法網，即使閣下「在社會裏

工作」，也別使用「社會工作者」名銜。我也提醒我的社工學生，一天

尚未註冊，也不要以「社工」自稱。

在社工註冊條例實施以後，社工的專業地位在香港得到確認。然而，

這個制度存有一定爭議。有業界朋友擔心出現所謂的「專業霸權」。

按他們的邏輯，社工註冊制度意味會把非我族類排斥於社工行列之

外。他們質疑如此「自肥」行徑，與社工價值背道而馳。而當社工以

專業身份自居，就難以跟服務使用者同行。而註冊制度也被視為對

社工的一種操控，扼殺多元聲音。另一個經常被詬病的，是有關每年

度的註冊費。不少社工朋友也抱怨每年繳交數百元，卻看不到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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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部份　對社會工作的基本了解

觀念解說

社工如同其他專業人士一
樣，需要透過修讀相關課程
以符合註冊資格，並向社會
工作者註冊局取得註冊，才
可使用「註冊社會工作者」的
稱號。

用處。有少部份反對註冊制度的朋友

堅持不肯註冊，另一些朋友乖乖的註

冊，卻不是心甘情願，每年也「含淚

續期」。

得指出，社工註冊局並非社工的工

會。註冊局的設立，也不在於為社工

爭取權益。它的主要角色在於確保社

會工作者的專業水平，最終令服務使

用者及公眾的利益得到保障。如果沒

有註冊制度，任何人也可以以「社會

工作者」身份提供服務，究竟是好事

還是壞事？如果沒有監管機制的話，

業界當中有害群之馬，我們便束手無

策，這又豈是各位同工所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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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社工學位化

在香港，社工課程有三個學歷程度，分別為副學位（文憑、高級文憑

及副學士）、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其中門檻最低的是副學位。香港

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於 2011年提出社工學位化的建議，但由於未具有

認可學位的社工眾多（現在仍超過三成），可想而知，該建議遭到強

烈反對。反對者認為，一位社工是好是壞，與他是否擁有學位根本

無關。

由於早年香港社工人手短缺，因此在推行社工註冊制度時，也把不少

副學位學歷社工包括在內。我有八年時間在社區學院任教社工副學士

課程，認識許多優秀的副學位社工。他們對社工業界以至整個社會的

貢獻，是不可抹殺的。然而，在不影響現職社工資歷認可的情況下，

我們或需要考慮，是否應該提升新入職社工的門檻。觀乎全球不同地

方，以學士甚至碩士作為社工入職門檻也很普遍，而在香港，不少專

業也邁向，或早已學位化了。其實，只有兩年的社工副學位課程，內

容可能比較單薄，不少完成副學位課程的學生，都會選擇繼續深造，

接受訓練。

© 2024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第一部份　對社會工作的基本了解

觀念解說

社工學位化指社工註冊門檻
提升至學位水平，以確保服
務質素。現時一些社工職位
需由學位社工擔任。

這個話題不好談，因為會得罪人。但

我仍大膽請求反對者思考現況：第

一，香港已推行了普及教育，入大學

的機會比以往高。第二，現在社工需

具備的知識、技巧比以往複雜，例如

文化敏銳性、精神健康、跨界別合作

等，但要把各種各樣的內容通通放進

兩年的社工課程裏，並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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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破傳統圍牆

有同學以為，個案工作和小組工作應歸為一類，社區工作則歸另一

類，兩者互不相干。例如當同學在實習時，被派往長者中心等單位工

作，就想當然地預計自己將負責帶領小組及與案主面談，而不用探討

法律、政策等宏觀議題。至於一些派至社區工作單位實習的同學，則

以為自己主要在街頭抗議，協助街坊發聲云云。有同學甚至誤以為，

從事社區工作，可暫且把個案工作等技巧拋諸腦後。

人世間的問題，彼此間往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互相影響。要順利解

決問題，社工便要採取「多層面介入方法」。因此，同學要掌握廣泛

的介入手法。為幫助同學對社工介入有比較整全的了解，我在教學

時，會以介入的時間軸線為經，並以不同層面介入的手法為緯，希

望同學知道，不管哪個層面的介入方法，也大概有「訂定期」、「評估

期」、「介入期」和「終結期」等不同階段。而各介入手法所涉及的原

理亦大同小異；例如在介入個案工作之前，我們要先評估服務對象的

特性和需要；介入社區工作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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