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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推动村庄可持续发展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魏淑娟  
 

  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但市场经济运行自发性和盲目性可能导致农民因生活和生

产不可持续而致贫。因此，我们必须探索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可持续生计的道路以及农村复兴

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策略。但当我们关注农村问题时，往往习惯于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分析我们所

观察到的问题，却很少尝试从农民的视角考虑问题，进而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因此，为更好地

从农民真实处境出发解决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践行以行动研究理论为指导的社工实践。 
  践行以行动研究为指导的社工实践 
  行动研究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于 1944提出，经过 70多年的演变，其内容和方
法都有不少变化，因近年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主流实证研究的不满而备受实用/实践取向的学者重
视。行动研究的八个重要原则是：结合研究和行动；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协同研究；必须建构理论

知识；起点是希望社会变迁和致力于社会正义；必须有高度的反身性；要探索各种各样的实用性

知识；对于参与者而言必须产生强有力的学习；必须将对知识的探究放在更宽广的历史、政治和

意识形态脉络下。因此，行动研究首先是对发展主义幻想的一次颠覆，它要通过后发展理论、批

判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等理论透彻地理解问题并在行动中践行这些理论所涵有的价值理念。 
  国内较早将行动研究引入实务社会工作的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绿耕城乡互助社（现名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它先后在云南平寨、四川映秀、广州从化

等地，借助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平台，以乡村旅社、乡村生活体验游、农副产品公平贸易、公平

贸易店销售等途径，致力于实现协助农民改善生计，在社会互助、文化传承、性别平等、生态保

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探索出一条将行动研究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实务研究路径。 
  绿耕在广州从化仙娘溪开展社会工作，并始终将行动研究的理念融入其中。社会工作者运用

行动研究、优势视角等理论发现村庄的人文、地理、景观等方面的社区资源并激活这些资源与居

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探索出一条社工与村民共同建设的社区可持续发展之路。 
  仙娘溪的乡村旅游体验游和有机农产品的开发正是这一探索的成果。村庄中废弃的三排旧房

被修整为原汁原味、别具特色的乡村旅馆，其中添置从村民那里收购的旧家具，并在每个房间辟

出专门墙面以记录房子和家具的故事。与此同时，村庄中平时被忽视的七个不爱说话的妇女被招

进旅馆管理委员会。她们用纯正的乡村食物、有故事的旅馆、有文化的村庄祠堂，招待来此休闲

度假的游客。同样，依托绿耕，村民们种植的纯有机洛神花、青梅等农产品广受欢迎，现已成为

留守和返乡村民坚守村庄的支撑。在社工和村民共同学习、彼此教育、共同实践中，绿耕探索出

一条将能力建设、生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非主流但有生命力的道路。 
  社工与村民共同参与村庄建设 
  以行动研究为指导的社会工作者强调社工不仅是教育行动者，还是学习行动者、实践行动者。

社工不仅要设身处地体验村民感受，还需向他们学习，以达到让村民认识自身的生存境遇和所拥

有的不可替代资源的目的，即在田间地头中与他们共同成长，并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可持续发展

和生计之路。 
  以行动研究为指导的社会工作者致力于改变社会运行机制，达致社会变迁从而促成公平正义

的社会理想。当下有一批活跃在广大贫困农村社区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者，他们始终秉承行动研

究的理念，在无法一蹴而就改变现有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趋势下，立足于社区，通过另类教育，让

村民懂得另类生活、另类生产的可能性。在社工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公平贸易和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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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有机农业等为农民开启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计的道路。其最终目的是让抗御市场风险能

力极低的贫困农民，依据自身境况改变现状和未来。 
  在这样一批农村社会工作实务者的努力坚守和探索中，在农业产业化主流话语下的小农，慢

慢成长为一个有自己判断、自己选择的行动者。他们在多元化绿色农业的生产实践中，积极回应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计的大问题。 
  推动社工实践与社会经济相结合 
  总而言之，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开发农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领域，让土地重新展现它的

价值。抓住农业这个根本，在食品安全问题铺天盖地袭来之时，发展良心农业、安全农业，保障

农业发展、农民幸福，让孩子、老人、妻子不再忍受留守之痛。 
  行动研究以社区为本，通过社区生计的发展重唤有生机的农村社会生活，而实现这一目标的

关键是如何推动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而是将经济发展重

新嵌入社会关系的一种新型模式。开发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的、开放的、非垄断的，真正回

归社区和人的发展。笔者认为行动研究和社会经济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面对当

前农村社区现状，行动研究真正落地的效果，体现于社会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同时，若离开行动

研究不断的政治生命教育，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将动力不足。 
  目前，致力于行动研究的社会工作发展机构，其实践逻辑就是将行动研究和农村社区社会经

济的发展相结合，将经济的发展重新嵌入到村民的社会关系中，为社区找到一种有活力的经济。

与此同时，这样的探索也将激励有志于农村发展的广大农村社会工作实务者继续前行，以社会工

作不断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