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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2008年，“大学生村官计划”作为一项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决策在

全国推广普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接受基层农村工作

的锻炼，在实现自我提升的同时，也协助解决了驻点村的各类社会民生问题，为

我国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是，实践表明，很大一部分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后，在适应农村

工作、生活环境方面出现了各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村官作用的发

挥，影响着党和国家的政策发挥最佳的效用。因此，提升大学生村官的工作适应

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在社会工作介入各类人群都有了一定的探索和成效，

但在大学生村官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还很少，特别是在特定理论视角下的专

业实践和分析更为稀少。大学生村官在适应基层农村工作方面存在着什么问题

呢？能否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有效推动服务对象的改变？笔者尝试探索专业社

会工作介入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提升的可行路径。

本研究以Y县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运用增能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在对大

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尝试采用个人

主动和外力推动相结合的增能模式，运用小组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帮助大学生村官

提升工作适应能力。在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中，笔者不断对介入方式方法进行反思

和总结，并及时调整小组工作方法，以求探索在增能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

村官工作适应能力提升的最佳方法，实现大学生村官各方面增能，让大学生村官

在农村这片广大天地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对小组工作介入的评估，笔者肯定了社会工作介入对大学生村官工作适

应能力提升的作用，对帮助大学生村官明确自我定位，提升自我调适能力，增强

专业知识和技能及提高对农村工作环境的融入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本研究不仅

探索了大学生村官群体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社

会工作在农村领域的应用。但是，由于本人的理论和实务功底有限，在理论分析

和具体社会工作介入上仍需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增能；工作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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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In 2008, the University 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Program, as an important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state, was widely popularized in whole society; more and more
undergraduates join it, practice in specific basic rural work, improve themselves,
along with working out kinds of social livelihood issues, and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cultivating rural officers and build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However, practice indicates that a large part of undergraduates encounter with
various problems when they serve as village officials, while adapting rural area work
and local environment. In some degree, it restricts the function of 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 and influences the policy to exert the best effect. Therefore, it’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adapt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re some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to kinds of people, but less about college
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and rarely from the specific theory view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analysis. What ability are they lack of when adapting the rural area? Is it
possible to change them effectively via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The author tries
discovering the feasible way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to them.

The article aims at research of adaptation ability of 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in
Y town, analyzing existing problems and reason, from the view of ability
improvement theory, combining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external force, adopting
ideas and methods of group work, so as to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adaptation ability.
During process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the author continuously rethinks and
summarizes the method of intervention, and he adjusts team work way in time, and
tries to work out the best way, which helps improve kinds of their ability and help
them do better.

After evaluation, the author regards group work as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adaptation ability, it can not only help them know self-cognition, but also help them
improve self-adaptive capacity and increas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help to fit in rural work environment. The article not only discusses and enriches the
social professional service, and in some degree, it promotes application of ability
improvement in multi-field. However, because of limitation of author’s theory
and practice, it requires further progress in theory analysis and specific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Key Words: College Graduate Village Officials, Empowerment, Work
Adapt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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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城市的发展更是

日新月异。相比之下，我国的农村发展的发展速度和成效却是明显滞后。当前，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而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但

是，当前农村的劳动力流失严重，特别是农村精英的流失，导致了当下村干部面

临着年龄老化、创新不足、后备力量匮乏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近几年大学的

扩招，大学毕业生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压力。因此，大学生人才的剩余与农

村人才的匮乏形成了有效地互补作用，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上述两者的矛盾。

1995 年江苏省丰县实施一个称为“雏鹰工程”的人才培养计划，率先在江

苏省乃至全国选聘 13 名大学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农村担任村干部，海南、广东、

浙江、河北等省也跟随其后，开展招聘大学生毕业生到村任职试点工作。2005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

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18 号)，该意见为大学生村官选聘制度的

制定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随着一定时间的探索，选聘大学生到村任

职的条件相对成熟。2008 年 3 月，中央组织部、教育、财政等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组通字〔2008〕18 号)，

对选聘对象的条件、选聘程序、任职和待遇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计划从 2008

年开始，连续选聘 5年共 10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2009 年 4 月，中组部联

合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组

通字〔2009〕21 号)，为大学生村官从选聘、培训、保障、培养和流动等方面作

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为全国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大学生村官

的选聘管理指明了方向。九年时间过去了，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呈现得到扎实推

进，成效较为显著。据《2015 年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显示，截止 2014 年

年底，全国大学生村官累计达 24.8 万人，覆盖了全国 34%左右的行政村。应该

来说，选聘大学生到农村基层任职，一方面，一定程度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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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农村就业，转变就业观念；另一方面，为基层农村干部队

伍注入了新鲜活力，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股新力量，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成效。

但是，在感受到大学生村官政策给基层农村带来生机和活动的同时，我们也

听到了对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及相关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大学生村

官计划这个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比如相关培养管理跟不上，导致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工作中工作适应能力明显较

弱；有的人认为应届毕业生选择当大学生村官只是为了就业上的跳板，当了两年

的村官后有选调生、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考试上的倾斜，缺乏自我认知；还有的人

认为大学生村官没有真正融入基层农村，工作上不积极，态度上不端正，生活上

不安心，不能真正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确实，当

前大学生村官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角色定位不清、作用发挥受

限、自我调适能力不足等，而问题的关键往往出现在大学生村官进入农村工作的

最开始的磨合期。因此，通过对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方面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研

究，提出具有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实现大学生村官队伍工作适应能

力的提升，是十分必要的。

那么，如何解决大学生村官群体存在着适应性问题呢？这不仅仅需要各级党

委和组织部门不断探索优化大学生村官相关管理培养政策，更需要动员社会力

量，通过充分整合国家相关部门和社会的有效资源，满足大学生村官群体的真实

需求。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在已有研究中以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进行社会工作

介入的文章很少，从小组工作方法探讨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问题解决的文章

更是罕见。笔者在 Y县组织部门工作，并且修读在职社会工作专业。因此，笔者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尝试探索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村官工作

适应能力提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的主要能力需求

是什么？（2）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的作用和方法；（3）社会工作

方法对大学生村官培养的意义？

第二节 研究意义

笔者现就职于 Y县组织部门，本研究是以 Y 县 2016 届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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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探究在增能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村官这一特殊群体的可行性。通过挖

掘服务对象自身的潜能来实现增能自助，从而提升应对工作和生活中适应性方面

困境的能力。在增能视角下对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提升的社会工作介入进行

研究，对于探索和丰富该群体的社会工作服务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并且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增能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及运用，具有以下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大学生村官作为我国特殊政策背景下的群体，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适应性问

题，因此社会工作的介入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前，对大学生村官的社

会工作介入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在特定理论视角下的专业实践和分析更是凤毛

麟角。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出发，在分析大学生村官工作适

应能力困境和需求的基础上，以增能理论为指导框架探索介入该群体的有效路

径，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针对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二、实践意义

社会工作注重实务的专业属性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过程的问题不断显现，但国内针对大学生村官的专

业社会工作服务尚未成形。对于大学生村官而言，增能理论视角下的有效介入能

够挖掘服务对象自身的潜能，激发其应对工作和生活中多种困境的能力，实现大

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的提升，从而促其树立自信，提升服务农村热情。对于社

会工作本专业而言，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工作介入，将进一步丰富社会工作针对该

群里的介入实践，拓展社会工作的实践意义。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大学生村官

队伍的工作适应能力提升，有助于大学生村官队伍力量的发挥，对提高基层干部

队伍整体素质，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助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因而，采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有助于解决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提

升的难题，为大学生村官的培养管理提供新的介入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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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设计

一、主要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

（一）主要概念界定

大学生村官，不是广义上的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

职的大学生，而是指从 2008 年开始由中央组织部牵头，各省委组织部门负责组

织选聘的，到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或其他村两委职务的应

届高校毕业生。由中央组织部、教育、财政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选聘高校毕

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中规定：“选聘的高校毕业生是中共正式党员

的，一般安排担任村党委组织书记助理职务；是中共预备党员的或非中共党员的，

一般安排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是共青团员的，可安排兼任村团组织书记、

副书记职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被大多数党员和群众认可的，可通过推

荐参加选举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等职务。”同时，《意见》中明确规定，

大学生村官是“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不实公务员身份，这也就说明了大学

生村官不实真正意义上的村两委干部，而是属于上级直接选派，具有一定行政指

导成分。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是实行选聘生与选调生“并轨”招考的方式，是

由各省委组织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报考条件。一般大学生村官的报考对象为

30 周岁以下，本省籍的高校毕业生才能报考，聘期一般为 2-3 年。比如，《福

建省关于做好 2016 年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的通知》中要求，选聘对象为本省生

源的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应届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本科生年龄不超过

25 周岁，研究生年龄不超过 28 周岁，要求在校担任学生干部一年以上（省级扶

贫开发重点县除外），对中共党员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少数民族学

生，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选聘。大学生村官与选调生相比，考试的难度较小，

选调生是公务员身份，一般安排在党政机关工作，而大学生村是到基层农村任职。

大学生村官虽然不是公务员身份，但是在管理上还是参照公务员有关规定执行。

大学生村官需与县级组织部门签订聘任合同，期满后由县级组织部门牵头开展考

核。

（二）理论框架

增能（empowerment)，是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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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可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芭芭拉▪索罗门（Barbara

Solomon）尝试帮助非歧视压迫的非洲裔黑人过程中，研究发现增能的社会工作

介入能促使黑人群体实现自我发展，解决黑人群体存在的问题和需求，并在其《黑

人增权：受压迫社区的社会工作》一书中首次提出增能的概念。此后，增能理论

框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是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工作实务的

重要实践取向，进入了所谓的“增能理论取向”。20 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和

社会工作者大力推动增能理论的本土化进程，该理论被广泛运用在青少年、老人、

妇女、艾滋病等弱势群里的研究和社会工作实践中。

1.增能的基本概念和假设

增能具有丰富的内涵，学界对“增能”概念的界定尚未完全统一。美国著名

学者 Solomon 认为，增能是协助失能群体消除非直接障碍，是一个“减少无能

感”的过程（Solomon，1976）。Rappaport指出增能是一个过程，是人们、团体

和社区控制其事务控制的机制（Rappaport，1981）。Torre认为通过增能实践，

人们变得更有能力去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事件和机构（Torre，1985）。我国学

者傅忠道认为，增能是指个人或群体通过争取获得个人或集体层面上权利的过程

（傅忠道，2001）。孙莹指出增能是指个人、组织或社区，一方面通过自身潜力

的挖掘，另一方面通过外界帮助获得力量，来提升自己掌控生活的能力和改善社

会资源的分配（孙莹，2003）。通过上述的增能概念界定中，我们可以得出增能

理论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个人潜能，并且对于人的基本假设较为乐观

和积极。增能的视角注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潜能，强调个人有能力、有机会为

自己的生活做决定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唐咏，2009）。增能的核心是通过对弱者

提供资源以及培养知识和能力，增强其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陈树强，2003）。

可见，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些直接和间接的障碍，这些障碍会导致人的无力

感，但是通过一些措施可以改变和消除这些障碍。增能理论强调个人有机会和能

力为自己的生活作出决定。增能过程注重挖掘个人潜能和调动环境资源，通过外

部的干预帮助服务对象意识到自己的正能力，激发服务对象的内在动力，增强个

体能力，从而消除环境的障碍和无权感。因此，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者

担任着“增能者”的角色，通过激发服务对象潜能和利用外界资源，来帮助服务

对象摆脱他们的无力感和提升正常的社会功能发挥的能力，也就是要推动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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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环境间的有效互动来实现个人能力的增能。

2.增能的实践方式

增能是一个动态过程，是通过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需要采取多种

方法通过多个层面进行介入。Gutierrze 和 Ortega 指出增能涉及到个人、人际交

往及政治层面（Gutierrze、Ortega ,1991）。Zimmermanh 则认为增能涉及个人、

组织和社区三个层面（Zimmermanh，1990）。学者范斌在《弱势群体的增权及

其模式选择》中指出，增能介入包含个体、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范斌，

2004）。笔者借鉴的范斌的实践框架，从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去

促成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的整体增能：在个人层面上，增强自我认知，提升

自我调适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人际关系层面上，增强人际交往能力和朋辈支持，

提升合作能力；在社会参与层面上，提升参与村级事务的融入感，尝试改变现有

的状况。

当前，国内外学者都肯定增能模式的多样化，应该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选择

不同的增模式。目前较为成熟的是个体主动增能和外力推动增能两大模式。个人

主动增能模式的关键在于个体主动性，社会工作者需要激发个体的潜能，让他们

积极地改变现状，实现自我增能。而外力推动增能模式则强调外部力量的促进的

作用，通过外在力量去激发主体的潜能，并在与主体的相互作用下实现增能。在

本研究中，笔者采用个体主动增能和外力推动增能相结合的方式作为大学生村官

工作适应能力增能路径，即注重通过激发大学生村官自我潜能来实现自我增能，

又注重通过在外力的推动下，发挥大学生村官自己的潜能和提升自身的能力，通

过“他助”的激励来实现“自助”，逐步达到个人工作适应能力的增能。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目的在于尝试如何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对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

提升进行有效的增能干预。笔者选取了工作单位所在 Y县的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

象，在增能理论的框架下进行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结合研究对象的

需求、增能的介入层面和模式，笔者尝试采用个人主动和外力推动相结合的介入

模式去推动大学生村官在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三层面上的增能，最终实现

提升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过程中，以社会工作专业

的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运用社会工作服务技巧开展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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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存在的问题和需求。运用参与式观

察、访谈法等资料收集方式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结合文献法对大学生村官

适应能提力有待提升的状况和原因进入深入分析，并运用增能介入的基本框架评

估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提升的实际需求；二是小组工作法对大学生村官的增

能介入可行路径。笔者运用小组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亲自开展整个小组工作的设

计、实施和反馈各个环节，通过访谈法、观察法和文本资料分析等方法记录并总

结整个介入过程。三是本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即从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工作介入过

程与内容中得出研究结论,分析小组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提升

的工作方法，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反思整个研究过程，讨论是否存在具有借鉴

与推广价值，为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村官工作适应能力提升的相关研究提供借

鉴。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运用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是指通过对单个研究

对象（含个人、家庭、社区、学校等）的某项特定行为或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

研究，对当前事件的真相、原因等方面作深入研究和分析，了解其详细状况、发

展过程和与社会环境间的联系，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个案研究即可以采用

定量方法，也可以采用定性方法。个案研究方法渊源流长，法国的社会统计学家

雷普勒（Frederic LePlay）曾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将工人家庭当作研究单位，采用

家庭记帐法，对工人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的收入、衣食住行和相关消费情况等进

行了详细观察和描述，了解劳工真实的家庭状况，从而揭示劳工的贫困及被剥削

问题。上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米德（George H.Mead）指出，个案

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到角色人物，被研究的角色人物其自身直接经验应是要作为研

究对象，这一见解被许多个案研究者广泛接受。

个案研究包括对一个或几个个案材料进行收集、记录和整理，通常采用观察、

面谈、描述统计、问卷、图片等方法来采集资料。本研究中，收集资料的主要方

法是访谈法和观察法。访谈法是指采访者面对面与访谈对象进行交流和沟通，了

解和掌握访谈对象的生活经历、心理状态、工作情况等所需研究的相关信息。在

访谈中，笔者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访谈提纲进行，但又不拘泥于访谈提纲，它仅起

一个提示性作用；笔者倾听访谈对象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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