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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题 目 ：勞工 ＮＧ０ 转型 为 社工机柚 的 可 龅 性



基于 两 家机构 的 比较


社会工作专业２０ １ ３级硕士生姓名 ：王 球

指 导教师 （姓名 、 职称 ） ：



郝广怀 刺教授


中文摘要

劳工 ＮＧＯ 在 引 导农 民工理性维权 、 促进农 民工融入城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 由 于合法性缺失和资源限制 ， 劳工 ＮＧＯ 在发展 中面临着资源及制度困境 。

在政府大力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背景下 ， 为走 出 困境 ， 转型为社工机构成为劳工

ＮＧＯ 持续发展的
一

种选择 。 本文将两个机构 （

一

个为未转型 的劳工机构 ，

一

个 由

劳工 ＮＧＯ 转型而成的社工机构 ） 进行对 比 ， 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 ， 通过与两家机

构的负责人 、 工作人员 以及 多名志愿者及工人的访谈 ， 揭示劳工 ＮＧＯ 在资源依赖

与无产阶级化之间选择是否转型为社工机构的复杂情境 ， 探讨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

社工机构的可能性 ， 并进
一

步进行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的策略性反思 。

文章分为三大部分七个章节 ， 第
一

部分为导论 ， 包括第
一

到第三章 ， 主要论

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和 问题提出 、 文献回顾和研究框架 。 第
一

部分 ， 在 回顾政府

与非政府组织 以及政府与社工机构关系 的基础上 ， 引 入资源依赖以及无产阶级化

的理论视角 ， 并结合与两家机构的负责人 以及工作人员和工人的访谈 ， 建立了 文

章的研究框架 。 从资源依赖的视角 ， 资源是影响
一

家劳工 ＮＧＯ 是否转型为社工机

构 的重要因素 ， 其中 ， 政府资源尤其重要 。 当面临资源困 境的 时候 ， 劳工 ＮＧＯ

一

般会做出几种选择 ：

一

是与政府合作 ， 接受政府资助 ， 转变为社工机构 ；

二是

寻求其他资源 （ 如境外资金 ） 支持 ， 以保证机构的持续发展 ；
三是不与政府合作

又无法获得其他资源支持 ， 最终导致机构的灭亡 。 从无产阶级化的视角 来看劳工

ＮＧＯ 与政府的关系 ， 该理论视角认为无产阶级化分为两个方面 ： 意识形态的无产

阶级化 以及技术的无产阶级化 ， 两者都对劳工 ＮＧＯ 选择转型与否有着重要的影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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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当在愿意接受
一

定程度的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 ， 劳工 ＮＧＯ
一

般会选择与政府

合作 ， 转型为社工机构 ； 不愿意工作方法及服务 目 的被干预的情况下则需要寻求

其他资源的支持亦或是等待机构的灭亡 。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研究发现 ， 包含第 四章 、 第五章 以及第六章 。 第四

章主要通过两家机构介绍展示出各 自 的发展历程 ， 第五章通过对两家机构发展历

程的 回顾 ， 引入资源依赖以及无产阶级化的理论分析视角 ， 从机构人员 （创办人 、

工作人员 、 理事会成员 、 志愿者及工人 ） 、 机构类型 （服务型 、 维权型、 工运型 ） 、

机构环境 （ 同行机构及周 围环境的支持 ） 三个方面揭示出影响劳工 ＮＧＯ 是否转型

为社工机构的复杂图景 。 研究发现 ， 资源依赖 以及是否愿意被无产阶级化都是影

响劳工 ＮＧＯ 是否转型的重要因素 ， 其 中 ， 是否愿意接受被无产阶级化 ， 尤其是意

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化是影响劳工 ＮＧＯ 是否转型的最主要的方面 ， 这种影响不仅体

现在机构创办人及工作人员的对社会工作 以及
“

被控制
”

的接受程度上 ， 也体现

在机构的服务宗 旨及服务 内容上面 。 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对劳工 ＮＧＯ 转型

为社工机构 的策略性反思 ， 本文描述 了在劳工 ＮＧＯ 面临各种发展困境及当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之后被
“

异化
”

的时候 ， 如何诉诸于政府 、 机构 自身 以及劳

工与社工的结合三个层面获得
一

种
“

助力
”

， 推动劳工 ＮＧＯ 与社会工作的融合 ，

走出 困境 ， 以全新的姿态更好地为工人服务 。 首先 ， 政府层面 ， 政府应与机构之

间建立相互信任的责任分担机制 ， 对机构
“

去无产阶级化
”

， 给予机构必要的 自

主发展空间 ； 机构层面 ， 保持
“

为工人发声 的初衷
”

， 加强机构内 部治理及规章制

度的建设， 提 高机构自 身 发展活力； 最 后， 借 鉴批判性社会工作带来的启发， 寻

求劳工与社工的完美结合， 实 行劳工Ｎ ＧＯ的 社会工作化以及社工机构的Ｎ ＧＯ化

， 劳 工Ｎ ＧＯ与 社工机构两者相互借鉴、 相 互补充， 形 成共同服务于工人的合力机

制。 第

三部分是本文的讨论和总结， 即 第七章。 一

方

面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呈现出

来， 呈 现文章的完整逻辑， 另 一
方

面提出本研究不足、 反 思与展望。

关键词 ： 劳工 ＮＧＯ 社工机 构资源 依赖无产阶级化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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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的可能性一基 于
■

两家机构 的 比较


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意义

第一节 研宄背景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１ ６ 日 ， 广州 市民政局发布的 《广州市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

细则 （征求意见稿 ） 》 中规定涉及擅 自 筹备开展活动 、 未经登记 以社会组织名义开

展活动或者被撤销登记 以后仍 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的都属于非法社会组

织 ， 这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 。 许多 ＮＧ０（ 非政府组织 ） 认为这
一工作细

则对非法社会组织定义过于模糊 ， 担心被
“

误伤
”

。

１

为工人服务的劳工 ＮＧ０ 就是其中可能被
“

误伤
”

的
一

类机构 。 劳工 ＮＧ０ 是指

由 民间公益人士所创建 ， 以农民工及其家庭为服务对象 ， 以解决农民工问题及促

进农 民工状况的改善为宗 旨 ， 在实践中应运工人的需要而产生的 民间公益组织 ，

一

般具有公益性 、 民间性 、 针对性和直接性的特点 （ 胡洪彬 ， ２ ００９ ） 。 劳工 ＮＧ０

从成立之初 ， 就是为 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 促进农民工 问题的解决 。 相 比农

民工群体本身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 ， 劳工 ＮＧ０ 在帮助其解决 问题上
一

般具有效率

优势 、 资源优势 、 应变优势及机制优势 （万闻华 ， ２００４ ） ， 加上工会等传统群团

组织在面对工人问 题时的缺位 ， 借助 ＮＧ０ 来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问题不失为
一

种 良性选择 。 但是 ，
由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 、 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存在 、 户籍

制度 的束缚 、 法律的缺失 以及农 民工 自 身素质 的局 限 （陈映芳 ， ２００５ ）
， 劳工 ＮＧ０

也天然地存在着生存障碍 。 目 前 ， 劳工 ＮＧ０ 的生存环境 比
一

般的 ＮＧ０ 更为艰难 ，

突 出 体现在 四个方面 ： 法律困境 、 资源困境 、 制度困境和人才困境 （徐谷 明 ， ２ ００６ ） 。

现阶段来说 ， 表现最为突 出 的就是机构 的身份合法性问题 ， 面对制度和资源的双

重制约 ， 多数劳工 ＮＧ０ 只 能 以工商形式注册 ， 因此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 ， 它们

不属于真正的 ＮＧ０ 。 用工商注册的方式规避官方设置的高 门槛 ， 是极具 中国特色

的现象 （王名 ，

２ ００ ７
）

。 由 于缺少合法性的身份 ， 劳工 ＮＧ０ 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往往

受到各方势力 的阻挠 ， 政府逼迁劳工 ＮＧ０ 似乎 己成为劳工界的常态％ 同时 ， 资

１

参见南方都市 报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２ ３
日

“广 州民 政 局 定
义

‘非法社会组
织

’
惹

争议
”

的报道 ，

ｈ ｔ ｔ ｐ ： ／ ／ ｇｏｎｇ ｙ ｉ ． ｓｉ ｎ ａ． ｃ ｏｍ ．ｃ ｎ ／ｇ ｙ ｚｘ ／ ２ ０ １４－ １ ０
－

２ ３
／

１ １ １ ０ ５ ０ ５ ４３．
ｈ

ｔ ｍ ｌ ．  ２  如长三

角

地区的Ｆ机构， 自 机 构开 办 以来常常 遭 受 逼迁；珠三角地 区 的 Ｓ机 构 近期 遭 遇十几次疯狂 的

逼

迁 ， 机构生存

困 难 ，参见： ｈ ｔ ｔ ｐ ： ／ ／ ｎ ｅ ｗ ｓ ．１６ ３． ｃ ｏ ｍ ／ １ ２ ／１ ０１８ ／ ０４ ／ ８ Ｅ ２ Ｐ ＧＱ ６ Ｒ０００１１ ２２ ９ ． ｈ ｔ ｍ ｌ ．

Ｉ





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的可能性一基于两家机构的 比较


源的短缺 ， 让这些劳工 ＮＧＯ 在着手工人服务的时候也是瞻前顾后 ， 不但无法吸引

人才 ， 而且影响服务质量 。 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 ， 劳工 ＮＧ０ 开始不断探索 自身的

转型 ， 以缓解合法性困境和资源压力 。

随着中 国经济体制的转轨 、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社会 问题层 出不穷 ， 国家开

始大力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 。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国恢复社会工作专业二十多年

来社会工作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 ２ ０ ０６ 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 出 了
“

建设
一

支

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

要求 ， 该政策主张不仅加速了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

进程 ， 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和道路 （ Ｙｕｅｎ
－

Ｔｓａｎｇ ，
２ ００８ ）

；

２ 〇 １ 〇 年 ４ 月 ， 《 国家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 ２ ０ １ ０
－

２ ０２ ０ 年 ） 》

３

， 第
一

次将

社会工作人才作为
一

支独立的人才队伍纳入到 国家人才工作全局 中 ；
２ ０ １ １ 年底 ，

中央组织部 、 民政部等 １ ８ 部委联合发布 了 《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

意见 》

４

。 这些政策极大地鼓舞了社工 ， 并促成了
一

批社工机构 的诞生 。 我国 的

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与西方 国家不 同 ， 主要是通过国家政策层面的推动而逐渐发展

壮大 ， 其 中 ，

“

政府购买服务
”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肖 小霞 ， 张兴杰 ， ２０ １ ２ ） 。

“

有人群的地方就应当有社会工作者 ， 有社会问题存在的地方更应该有社会

工作者
” ５

。 随着社会的改革与建设的发展 ， 社会工作涉及的领域逐步得 以扩展 。

为了解决越来越多 的劳资冲突 ， 建设和谐劳动关系 ， 国家开始推动面向企业和工

人的社会工作服务 。 民政部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份确定深圳市龙 岗 区等 １ ８ 个地区和江

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等 ８０ 个单位为民政部首批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地区和单位 。

２ ０ １ ４ 年 ８ 月 ２ 日 ， 昆 山 市 中荣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 导致

７ ５ 人死亡 以及 １ ８ ５ 人严重烧伤 。 根据民政部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下发的 《关于确定首批

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地区和单位的通知 》

６

， 昆 山 市和 昆 山寸草心社会工作事务所

分别入围首批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地区和单位 。 中荣惨案的发生表明推行企业社会

工作十分必要 ， 也表明企业社会工作要真正发挥作用还任重道远 。

政府大力推进社会工作及社工机构发展 ， 继而鼓励社会工作进入企业 、 走近

３

参 阅 ２ ０ １ ０ 年 ６ 月 ６日新华社题
为

“国 家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刚 要 （２ ０ １ －２ ０ ２ ０）
”

的报道 ，

ｈ ｔ ｔ ｐ ： ／／ｎ ｅｗ ｓ ． ｘ ｉ ｎ ｈｕ ａｎ ｅ ｔ ． ｃ ｏ ｍ／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２０ １ ０ －
０

６ ／ ０６ ／ ｃ １ ２ １ ８８ ２０ ２ ． ｈ ｔ ｍ． ４

 参 阅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８ 日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民政部题为
“关
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

的

政策

新闻，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ａ． ｇ

ｏｖ
．ｃ ｎ／ａｒｔｉ ｃ ｌ ｅ ／ｚｗｇｋ／ｆｖ

ｆ ｇ
／

ｓ ｈｇ
ｚ
／２０ １ １ １ １ ／ ２ ０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９ ７ ２ ７５ ．ｓ ｈ ｔ ｍ ｌ．  ５ 来源

于 《社会 与公益》２０ １ ３年 ５ 月 ２ ９ 日 “企 业
‘

社工
干

部’让企
业

更和谐——专
访中

国社会 工作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赵蓬奇”的报
道

，ｈｔ ｔ ｐ ： ／／ ｗ ｗｗ．ｍｃａ ．ｇｏ ｖ ．

ｃ
ｎ ／ ａ ｒ ｔｉｃｌｅ ／ ｍ ｘｈｔ／ｍｔ ｇｚ／２０１３０ ６ ／ ２ ０１３０ ６ ０ ０ ４６７３１２．ｓ ｈ ｔ ｍ ｌ．  ６ 参阅

社 会工作网２０１ ３年 ７ 月 ３ １ 日 题 为 “ 民政
部

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 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地区和单位 的 通知”的

通
知

公告， ｈｔ ｔ ｐ：／
／

ｗ ｗｗ．ｍｃ ａ． ｇ ｏ ｖ．ｃ
ｎ ／ ａｒｔｉｃｌ ｅ ／ ｚ ｗ ｇｋ／

ｔ
ｚｌ ／２ ０１３ ０ ７ ／ ２ ０１３ ０ ７ ０ ０４９７４７９． ｓｈ ｔ ｍｌ ．

２





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的可能性 －
－基于两家机构的比较


工人 ， 这给
一些劳工 ＮＧ０ 带来 了新的

“

希望
”

。 服务工人 、 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发

展是劳工 ＮＧ０ 与推动企业社会工作 的社工机构共同的 目 标及宗 旨 ， 就这
一

点来

说 ， 劳工 ＮＧ０ 与社工机构是可 以契合的 。 于是 ， 在劳工 ＮＧ０ 遭受各种
“

打压与排

挤
”

、 面临各种生存困难 ， 政府大力购买服务 、 社工机构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 ，

一些劳工 ＮＧ０ 试图去寻求两者的结合一－与政府合作 ， 转型为社工机构 ， 继续为

工人提供服务 ， 在缓解 了机构身份合法性 问题之余 ， 还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多种

资源支持 ， 这似乎是当下劳工 ＮＧ０ 最
“

两全其美
”

的选择 。 但有的机构似乎不为

所动 ， 虽然面临各种 问题和压力 ， 仍选择以劳工 ＮＧ０ 的身份活跃于工人服务和组

织领域 。 笔者 ２０ １ ３ 年暑假及 ２０ １ ４ 年暑假所实习 的 Ａ 市 Ｓ 机构及 Ｂ 市 Ｘ 机构 ， 面

临 同样处境 ， 做 出 了截然不同 的选择 ， 而这两种选择在劳工 ＮＧ０ 中都有着各 自 的

代表性 。 这 引起 了笔者的疑惑与思考 ：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 劳工 ＮＧ０ 会选择放弃

劳工 ＮＧ０ 身份而选择 以社工机构面貌 出现在工人面前 ？ 又是什么 让
一些机构宁

愿维持工商注册的现状 ， 冒着合法性被质疑乃至不断被逼迁 、 骚扰的风险 ， 也不

愿意转型为社工机构 ？ 而这些选择转型的机构 ， 在转型之后又是否能坚持最初使

命亦或在行政化的 熏陶下 ， 离工人越来越远 ？ 不愿转型 的劳工 ＮＧ０ 在原来 问题的

基础上又会面临什么新的 问题 ？ 转型为社工机构是否构成劳工 ＮＧ０ 在面临 问题

时 的最佳选择 ？

第二节 研宄意义

—

、 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有二 。 其
一

， 以往关于政府与社工机构 以及劳工 ＮＧ０ 关系 的

研宄多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 ， 本文运用 资源依赖理论以及无产阶

级化的理论分析 ＮＧ０ 发展的逻辑 ， 丰富 了ＮＧ０ 研宄的理论体系 ； 其二 将人的无

产阶级化理论运用到机构发展的分析 ， 本文试图指 出与人在生产中 失去对劳动过

程 以及劳动结果的控制
一

样 ， 机构也存在对 自 己的工作方法以及工作结果没有主

导权的情况 ， 这是对无产阶级化理论应用 的丰富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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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意义

工人 问题的解决是建设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
一

部分 ， 劳工 ＮＧＯ 在帮助工人解

决问题以及城市融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近年来 ， 随着政府购买 月艮务的发展 ， 社

会工作在弥补政府服务不足 ， 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开始崭露头角并得到迅速发

展 。 在工人领域 ， 社会工作应该也能够有所作为 。 本文探讨劳工 ＮＧ０ 转型为社工

机构的可能性 ，

一

方面 ， 通过梳理劳工 ＮＧ０ 与所处系统之间 的复杂关系以及政府

购买服务 、 政府与 ＮＧ０ 之间的互动 ， 尝试厘清劳工 ＮＧ０ 存在及发展逻辑 ， 促进政

府和劳工 ＮＧ０ 关系的改善 ， 缓解劳工 ＮＧＯ 的发展困境 ， 使其更好地为工人服务 ，

促进劳工状况的改善 ； 另
一

方面 ， 在政府购买服务 ， 大力发展社工专业以及社工

机构的背景下 ， 借助 ＮＧ０ 的发展思路 ， 引 导社工机构更好地面向广大工人提供专

业服务 ， 发挥社工专业应有的作用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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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雛

第
一

节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关系的相关研宄

一

、 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具有
一

定程度公共性质 并承担
一

定公

共职能的社会组织 （ 陈颖 ， ２ ０ １ ２ ） 。

一

般认为 ， 非政府组 具有如下特征 ： 组织

性、 民间性 、 非营利性 、 自 治性 、 志愿性 （俞可平 ，
２０００

； 张曙 ， ２ ００２ ； 李晓凤 ，

２００６
； 刘凤梅 ， ２００７

； 莱斯特 ． 萨拉蒙 ， ２００８
； 转 引 ： 刘祖云 ， ２００８

； 转 引 ： 谷

丽君＆高敬伟 ， ２００８
； 张帆 ， ２ ００９

； 鄞益奋 ， ２００９ ） 。 有学者指出 ， 由 于环境的

复杂性 ， 我国
一

般有 自 上而下建立的和 自 下而上建立的两种非政府组织 （ 王名 ，

２００ ０
； 周军＆唐兴霖＆赵俊梅 ， ２００８ ） ， 前者指在政府的 资金 、 政策等支持下建立

并间接或直接受到其控制的非政府组织 ； 后者指社会公众在志愿的基础上建立并

资助其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王名 ， ２ ０００
； 转 引 ： 周 军＆唐兴霖＆赵俊梅 ， ２００８ ） 。

李春云 、 段毅 （ ２ ０ １ ４ ） 按主要服务 内容的不同将劳工 ＮＧ０ 分为服务型劳工 ＮＧ０ 、

维权型劳工 ＮＧ０ 和工运型劳工 ＮＧ０ 。 服务型劳工 ＮＧ０ 主要为工人提供包括文化娱

乐 、 社区生活 、 培训 、 法律宣传和劳工关爱如工伤探访等服务 ； 维权型劳工 ＮＧ０

力争提高工人的法律意识及帮助工人维护其 己有的法律权利 ， 常见活动包括法律

咨询 、 协助工人 了解各种法律程序 、 提供法律援助或搭建法律援助平台 ； 工运型

劳工 ＮＧ０ 致力于为工人争取更多权益以期改善劳工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

二 、 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及发展困境

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第三种力量 ， 起着重要作用 ： 在经济领域 ，

非政府组织以管理主体的角 色承接原来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微观管理职能 ， 在市场

的运行 中对其主体提供鉴证 、 评估与监督等服务 ， 连接着政府与市场并有利于缓

解两大组织之间 的摩擦与矛盾 （ 刘祖云 ， ２ ００８
； 谷丽君＆高敬伟 ， ２ ００８ ； 张帆 ，

２ ０ ０９ ）
； 政治领域 ， 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 规范政府行为 ， 转

变政府职能 以及建设公民社会 ， 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进而维护多 元化利益主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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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陈颖 ， ２０ １ ２
； 刘祖云 ， ２００８

； 谷丽君＆高敬伟 ， ２００８
； 张帆 ，

２００９ ）
；

在社会领域 ， 非政府组织通过有效介入公共事务的服务与治理层面 ， 以整合社会

各阶层的利益要求 （王刚＆昌广东 ， ２００９
； 李晓凤 ， ２００６

； 刘凤梅 ，
２００７ ； 刘祖

云 ，
２ ００８ ； 唐兴霖 ，

２ ００２
； 李晓凤 ， ２００６ ） 。

受种种条件制约 ，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也面临着
一

系列 困境 。 首先 ， 缺乏

与政府合作环境 ， 对政府路径依赖严重 ， 法律法规不健全 、 管理体制落后 （赖翠

凤 ，
２ ０ １ ３

； 王云斌 ，
２ ００８

； 崔辕＆俞东阳 ， ２ ０ １ ４
； 谢萌 ， ２ ０ １ ３ ） ； 其次 ， 资源贫

乏 ， 这是非政府组织领域普遍存在且 比较严重的 问题 （岳经轮＆郭英慧 ，
２ ０ １ ３

；

张帆 ， ２ ００９
； 陈颖 ， ２ ０ １ ２

； 张晓燕 ， ２ ０ １ １
； 谢萌 ， ２ ０ １ ３ ）

； 第三 ， 缺乏社会公信

力 （李晓凤 ， ２００６
； 谢萌 ， ２０ １ ３ ）

； 第四 ， 由于上述种种的制约 ， 非政府组织 自

身发展能力受到限制 （谢 萌 ， ２０ １ ３ ） 等 。

三、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

直以来受到学者的重视 ， 诸多学者从非政府

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分类 （ Ｇ ｉ ｄｒｏｎ＆Ｋｒａｍｅｒ Ｓａ ｌ ａｍｏｎ ， １ ９９２
；Ｋｕｈｎ ｌ ｅ ， １ ９ ９ ２

； 刘淑

琼 １ ９９ ７
；Ｎａ ｊ ａｍ ，

２ ０００
； 汪锦军 ， ２００４

； 柏必成 ， ２ ００ ５
；
田凯 ， ２００５ ； 康晓光 ，

２００ ５
； 詹少青＆胡介埙 ，

２００５
； 虞维华 ，

２００ ５
； 李晓凤 ， ２ ００６

； 潘吃 ， ２ ００７
； 徐

宇珊 ， ２ ００８ ； 胡杨成＆蔡宁 ，
２００８

； 汪锦军 ， ２００８ ； 汪永成＆胡光校 ，
２ ０ ０８ ； 周军

＆唐兴霖＆赵俊梅 ， ２００８
； 崔 琦＆俞东阳 ， ２ ０ １ ４

；
） 、 良性互动 （邓莉雅＆王金红 ，

２ ０ ０４
；

何晔＆安建增 ，
２ ０ ０６

； 陈世伟 ， ２００８
；
王云斌 ， ２００８

； 张帆 ， ２ ００９
； 郭智强 ，

２ ０ ０９
；

张晓燕 ， ２０ １ １
； 陈颖 ， ２０ １ ２

； 赖翠凤 ， ２０ １ ３
； 岳经给 ， 郭英慧 ， ２０ １ ３ ） 等多角度

进行 了研究 。 通过 以上文献回顾 ， 笔者将归纳 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分类 、

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 以及两者之间如何进行 良性互动的主要观点 。

（

一

）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类型

Ｎａｊ
ａｍ（ ２ ０００ ） 认为 ， 政府同非政府组织之间必须存在必要的张力 （ｎ ｅ ｃ ｅ ｓ ｓ ａｒｙ

ｔ ｅｎ ｓ ｉ ｏｎ ）
， 彼此之间 的关系随着双方

“

目标
”

和
“

策略的不 同而不同 ， 他总结 了

政府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四种不同关系 即
“

４Ｃ 模型
”

：

”

合作型关系 、 冲突型关

系 、 互补型关系 、 吸收型关系 。 Ｋｕｈｎ ｌ ｅ（ １ ９９ ２ ） 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

形态放置于动态的背景下来加 以考察 ， 根据两者之间 的沟通与亲密程度 以及财务

６





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的可能性－－

基于两家机构的 比较


与控制的独立与依赖程度两个指标 ， 认为可以把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划

分为四种类型 ： 分离依附型 、 分离 自 主型 、 整合依附型 、 整合 自主型 （转 引 ： 虞

维华 ， ２００５ ）） 。 Ｂｅｎ ｊａｍ ｉ ｎＧ ｉ ｄｒ ｏｎ（ １ ９９２ ） 等学者在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

进行跨国 比较之后 ， 提出 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 ： 政府主导模

式 、 第三部 门主导模式 、 二元模式以及合作模式 （转引 ： 詹少青 ， 胡介损 ，
２００ ５

；
） 。

由于观察视角和所选维度的不 同 ， 国外学者提 出的非政府组织一政府关系模式大

致可 以归纳为三个关系域 ： 敌对 、 中性和合作 （詹少青 ， ２ ００５
； 虞维华 ， ２００５ ） 。

（二 ） 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

考虑到我国 的复杂情况 ， 国外关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关系的模型对我国并

不能完全适用 。 我国对非政府组织采取不 同非政府组织不同管理方式的
“

多元
”

管理模式 ， 即
“

分类控制
”

（康晓光 ， ２ ００５ ） 。 他指 出 ， 针对不同的非政府组织 ，

政府进行选择性的介入和管理 ， 并透过相关制度环境的建构来引 导和规范非政府

组织的发展方向 ， 这是转型时期政府管理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机制 （赖翠凤 ， ２０ １ ３ ） 。

持
“

中 国特色
”

观点的学者认为 ， 政府利用非政府组织这
一

社会中 间层 ，
新发展

出控制社会的
“

第二纵向沟通渠道
”

， 这也是非政府组织崛起的主要原因 （ 王名 ，

贾西津 ， ２ ００２ ） 。 根据分类控制策略的理论 ， 周军和唐兴霖 （ ２ ００８ ） 等通过对诸

多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分析 ， 指 出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合作

关系 （ 李晓凤 ， ２ ００６
； 崔 琦 俞东阳 ， ２ ０ １ ４

； 周 军 ， 唐兴霖 ， 赵俊梅 ， ２００８ ） 。

总体来说 ， 我国政府与 ＮＧ０ 关系呈现的是政府支配下的合作模式和严密控制模式

的结合 。

（三 ） 良性互动

学者们指 出 ， 为 了促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 的 良性互动 ， 需要政府与非政

府组织双方的共 同努力 。 政府方面 ， 首先 ， 实行
“

小政府 ， 大社会
”

的发展模式 ，

从根本上实现社会转型 ，
正确认识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中 的作用 ， 界定彼此责任 ，

建立互信关系 （赖翠凤 ， ２０ １ ３
； 何晔＆安建增 ， ２ ０ ０６ ） ； 其次 ， 应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建设 ， 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化及合法化发展 （王云斌 ， ２ ００８ ； 赖翠凤 ， ２ ０ １ ３
；

何 晔＆安建增 ， ２ ００ ６
； 郭智强 ，

２００９
； 岳经纶＆郭英慧 ， ２ ０ １ ３

； 陈颖 ， ２ ０ １ ２
； 陈

世伟 ， ２ ００８
； 张晓燕 ，

２ ０ １ １
； 邓莉雅＆王金红 ，

２ ００４ ） ； 非政府组织方面 ， 应加强

组织 内 部管理及 自 身建设 ， 加强组织 自 身 的
“

造血功能
”

， 减少对政府资源的依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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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 促成双方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赖翠凤 ， ２ ０ １ ３ ； 张帆 ， ２００９ ） 。

第二节 政府与社工机构关系研宄

一

、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
一

） 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 （ ｐｕｒ ｃｈａ ｓ ｅｏｆｓ ｅｒｖ ｉ ｃｅｃｏｎ ｔｒａｃ ｔ ｉ ｎｇ ） 是指为 了实现公共服

务的责任 ，
政府通过财政支付向各类社会服务机构购买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 ， 并

以契约的形式规定各 自权利与义务的行为 （赵立波 ，
２００９

； 杨苏琳 ， ２０ １ ４
； 罗观

翠 ， ２００８
； 邵青 ， ２０ １ ２ ） 。 政府购买服务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 （谢海山 ， ２ ０ １ ２

；

杨苏琳 ， ２０ １ ４
； 吴甘霖 ， ２０ １ ３

； 许小玲 ， ２ ０ １ ２
； 朱眉华 ， ２ ００４ ） ， 我国的政府购

买服务第
一

次进入实践领域始于上海 １ ２ 个街道开展的居家养老试点 （吴甘霖 ，

２０ １ ３
； 谢海山 ， ２０ １ ２ ； 转 引 ： 宋国凯 ， ２ ０ １ ３ ） 。

学者们认为政府购买服务起着重要作用 ： 首先 ，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 ， 社会力量是转变政府职能 的承接主体 （ 许小玲 ，
２０ １ ２

； 宋

国凯 ，
２ ０ １ ３ ）

； 其次 ， 政府购买服务是介于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和完全私有化两个

极端之间 的
一

种折中方式 ， 能够有效克服其直接提供服务以及服务完全私有化的

缺陷 （徐月 宾 ， １９９９
； 彭华民 ， ２００６

； 崔正＆王勇 ＆魏中龙 ， ２ ０ １ ２ ）
； 第三 ， 政府

购买服务是
一

项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 ，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 调动社会组织整合社

会工作队伍参与并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参与 ， 政府 、 市场 、 社会三者协同的社会治

理机制 （ 宋国凯 ， ２０ １ ３
； 刘坤 ， ２０ １ ４

； 杨苏琳 ， ２ ０ １ ４ ） 。

总体而言 ，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 在地域上集

中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 ？

， 在 内 容上则 以社区养老 、 社区矫正 、 青少年救助等传

统领域为主 （郑卫东 ，
２ ０ １ １ ） 。 政府在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 也还

存在
一

定程度的 问题 ： 第
一

， 政府对购买服务的认识不够深入 、 缺乏相应的法律

制度的保障 （许小玲 ， ２ ０ １ ２
； 朱眉华 ， ２０ ０４ ）

； 第二 ， 社会组织 自 身存在
一

系列

问题 ， 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 （ 杨苏琳 ， ２０ １ ４ ） 。 宋国凯 （ ２ ０ １ ３ ） 通过对文献的梳

理 ， 总结 出
“

政府购买服务
”

的 四种提法 ， 即
“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

政府购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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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社会组织服务
”

、

“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

和
“

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
”

。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

（二 ） 贿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 是政府利用 资金支持 ， 引进市场化原则并采取契约

方式 ， 选择具有专业资质 的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 ， 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
一

项重

要制度安排 （ 杨梨 ， ２ ０ １ ４
； 林顺利 ，

２０ １ ４
； 邹学银＆卢磊 ，

２０ １ ３
； 李太斌 ， ２００８ ） 。

我国社工机构的发展壮大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 ， 政府在社工机构 的发展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主要表现在提供资金支持 以及为社工机构提供成长空间 、 赋

予其合法性身份两个方面 （ 肖 小霞 ， ２０ １ ２
； 陈华 ， ２０ １ １

； 赵
一

红 ， ２０ １ ２
； 陈小强 ，

２ ００８
； 尹亚琼＆陆宁 ， ２ ０ １ １ ） 。

我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虽然处于起步阶段 ， 但发展迅速 ， 并逐渐形成 了

两大模式 ： 购买 岗位和购买项 目 （ 李长丽 ，
２ ０ １ ３

； 吴甘霖 ， ２０ １ ３
； 邵青 ， ２０ １ ２

；

陈小强 ， ２００８
； 李全彩 ， ２ ０ １ ４

； 陈少强＆宋斌文 ， ２００８
； 王名 ， ２０ １ ３ ； 转引 ： 邹

学银＆卢磊 ， ２ ０ １ ３
； 代曦 ， ２０ １ ０

； 张建伟 ， ２０ １ ０
； 罗观翠 ，

２ ００８ ） 。 吴甘霖 （ ２ ０ １ ３ ）

对这两种模式进行 了 区分 ： 前者是指政府在本年度财政预算为基础上以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为平 台 ，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根据政府所要求的服务数量与质量设置 岗位

并聘请专业社会工作者完成要求 ； 后者是指政府通过公开招标 ， 将所需要提供的

公共服务实行业务外包 ， 将
“

服务
”

这种产品打包 ， 委托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给社

会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 从我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来看 ， 政府购买社会

工作服务的模式主要有竞争模式 、 谈判模式 、 协议模式三大类 （ 李长丽 ，
２０ １ ３

；

陈小强 ，
２００８

； 杨宝 ， ２０ １ ０
； 转引 ： 张省＆刘延刚＆李博 ，

２０ １ ３
； 赵

一红 ， ２０ １ ２
；

陈少强＆宋斌文 ， ２００８ ） 。

我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尚处于探索阶段 ， 还未形成制度化的模式 ， 目 前

仍存在
一些 问题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

一

， 社会对社工机构的认可度不

高 （陈小强 ， ２ ００８
； 李长丽 ，

２ ０ １ ３
； 李全彩 ， ２ ０ １ ４

； 陈少强＆宋斌文 ， ２ ００８ ； 赵

一红 ， ２ ０ １ ２ ）
； 第二 ， 机构发展缓慢导致政府购买缺乏竞争 （李长丽 ， ２ ０ １ ３ ； 邵

青 ， ２ ０ １ ２ ） ； 第三 ， 相关法律建设不完善 （ 李长丽 ， ２ ０ １ ３ ； 赵
一

红 ， ２０ １ ２ ） ； 第

四 ， 机构发展面临严重资源困境 （杨梨 ， ２０ １ ４
； 林顺利 ， ２０ １ ４

？

， 董云芳 ， ２０ １ ３ ）
；

第五 ， 机构在 内部治理及运作等 自 身建设方面存在
一

系列 问题 （ 杨梨 ， ２ ０ １ ４ ； 赵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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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 ， ２０ １ ２
； 邵青 ，

２０ １ ２
； 李长丽 ， ２０ １ ３ ） 。

二、 政府与肛机构关系研宄

学者们认为 ， 与与
一

些民间的非营利组织 （ 如环保协会和学校 ） 不同 ， 从成

立之初 ， 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之间就有着密切关系 （李太斌 ， ２００ ７
； 崔正 ， ２ ０ １ ２

；

李国武 ， ２０ １ １ ； 刘承水＆胡雅芬 ２０ １ ２
； 林顺利 ， ２０ １ ４

； 曾群 ， ２００７ ） 。

崔正 （ ２０ １ ２ ） 认为 ， 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关系 ， 社会组织之间

通过市场竞争获取政府契约 ， 双方严格按照签订的契约执行各 自任务 ， 社会组织

接受政府和公众的共同监督评价 。 李国武 （ ２ ０ １ １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总结出

了两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 。

一

种是政府主导模式 ， 这种模式中 ， 政府是

公共服务的主要和优先提供者 ， 社会组织只是充当政府的补充角色 ， 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所需资金并通过举办公共事业来直接递送服务 ； 另
一

种是政府与社会组织

合作供给的模式 ， 其中 ，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资金提供者和监管者 ， 而社会组织负

责服务的生产和递送 。 从中 国社工机构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 ， 政府与社工机构的

关系并非
一

成不变 ， 而是随着政府的执政理念 、 执政水平 以及社工机构的发展实

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

三 、 小结

从以上文献回顾中可 以看出 ， 社工机构涌现 ， 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大力发

展 。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 ， 社工机构可 以提供政府难以兼顾到的服务 ， 满足公众的

需求 。 理想 中 ， 政府和社会工作机构之间应是
一

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 两者在

职能上相互分工 ， 服务提供上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持 。 政府无权干涉社会工作机构

的具体运作 ， 社会工作机构拥有独立 自 主运作的空间 ， 这是双方平等伙伴关系建

立的基础 （ 刘承水 ， 胡雅芬 ２０ １ ２ ） 。 在我国 的社会语境下 ， 政府支持对社工机

构的发展至关重要 。 政府与社工机构之间 的关系微妙而复杂 ， 社工机构的发展主

要靠政府的推动 ， 机构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本 、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几乎全部来 自

于政府 ， 机构无法保持 自 身的独立性 ， 这使得政府与社工机构之间保持着
一

种不

对等的关系 （李太斌 ， ２ ００ ７
； 刘承水 ， 胡雅芬 ２ ０ １ ２

； 林顺利 ， ２ ０ １ ４ ）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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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理论视角

一

、 资源健理论

（

一

） 资源依赖理论的主要观点

资源依赖理论萌芽于 ２０世纪 ４０ 年代 ， 是研宂组织变迁活动的
一

个重要理论 ，

在 ７ ０ 年代 以后被广泛应用到组织关系的研究 ， 属于组织理论的重要理论流派 （李

凤琴 ， ２０ １ １
； 戴勇 ， ２０ １ ３ ） 。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体 自 身无法独立生存 ， 需要

与周 围环境相互依存 、 相互作用才能达到 目 的 （ Ｐｒ ｅ ｆｆｅ ｒ ， １ ９ ７ ８
； 李军 ，

２ ０ １ ０
；

邓锁 ， ２ ００４
； 张咏梅 ， ２０ １ ３

； 转引 ： 冯欣欣＆曹继红 ， ２ ０ １ ２
； 马迎贤 ， ２００４

； 马

迎贤 ， ２００５ ） 。 它包括三层含义 ： 组织与周 围环境处于相互依存之中 ； 除 了服从

环境之外 ， 组织可 以通过其它选择 ， 调整对环境的依赖程度 ； 环境不胃被视为客

观现实 ， 对环境的认识通常是一个行为过程 （王渊 ， 张彬 ， ２００６
； 转引 ？

． 虞维华 ，

２００ ５ ； 王渊＆张彤＆陈立军＆许益峰 ， ２００６ ） 。

Ｐｆｅｆｆｅｒ 与 Ｓａ ｌ ａｎ ｃ ｉ ｋ 是资源依赖理论的集大成者 ，
１ ９ ７ ８ 年两人合著 出版的

《组织的外部控制 》 是 资源依赖理论方面的代表作 ， 提 出 了 四个重要假设 ： 组织

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 ； 为 了生存 ， 组织需要资源 ， 而组织 自 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

资源 ； 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 的因素互动 ， 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它组织 ；

组织生存建立在
一

个控制它与其它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 （ 马迎贤 ， ２００５
； 李

凤琴 ， ２０ １ １
； 戴勇 ， ２ ０ １ ３

； 周佳琪 ， ２０ １ ４
； 胡杨成＆蔡宁 ， ２００８ ） 。

Ｐ ｒｅ ｆｆｅｒ（１ ９ ７ ８ ） 提 出应 当把组织视为政治行动者而不仅仅是完成任务的工

作组织 。 只 有在平等合作基础上 ， 建立伙伴关系 ， 拥有
“

发言权
”

， 组织才能真

正发挥作用 ， 与政府实现
“

功能互补
”

。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对环境的影响 ， 强调

组织间的关系 ， 即通过分析组织如何通过合并 、 联合 、 治理或游说等方
、

法来改变

环境 ， 组织不再仅仅是适应环境的行动者 ， 而是要让环境来适应组织 自 身 （ 马迎

贤 ，
２ ００４ ； 马迎贤 ， ２００ ５ ） 。

（二 ） 资源依赖视角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

Ｐ ｒｅｆｆｅｒ 和 Ｓ ａ ｌ ａｎ ｃ ｉ ｋ（ １ ９ ７ ８ ） 指 出 ， 正如
一

个组织依赖另外
一

个组织 ， 两个

组织之间也可以相互依赖 。 当
一

个组织的依赖性大于另 外
一

个组织时 ， 权利将变

得不平等 （ 马迎贤 ， ２ ００ ５
； 转 引 ： 冯欣欣＆曹继红 ， ２ ０ １ ２ ） 。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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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 ， 其资源依赖可 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 与政府部 门之间的

依赖关系 以及与企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前的依赖关系 （李军 ， ２０ １ ０ ） ， 本文重点

关注 ＮＧ０ 与政府之间 的依赖关系 。 国 内 夕 卜学者 （ Ｐｒｅｆｆｅｒ＆Ｓａ ｌ ａｎｃ ｉ ｋ ，１ ９ ７ ８
； 虞维

华 ， ２ ００５
； 鄞益奋 ，

２ ００９
； 李凤琴 ， ２０ １ １

； 霍丽娟 ，
２００８ ） 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 ，

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关注 ， 并主要从资源的重要性、 资

源的可替代性 、 资源拥有者的偏好 、 迫使对方提供资源的能力 四方面进行考察 。

由于彼此都掌握着重要的资源 ，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不是单方面的服从与

顺从 ， 而是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 （ Ｓａ ｉ ｄ ｅ ｌ
，

１ ９９ １
； 虞维华 ， ２００ ５

； 转引 ： 冯欣欣＆

曹继红 ， ２０ １ ２
； 李凤琴 ， ２ ０ １ １

； 张杰华 ， ２ ０ １ ０ ） 。 从资源依赖的视角 ， 政府与非

政府组织之间理应建立
一

种协作共识基础上的
“

伙伴关系
”

（李军 ， ２０ １ ０ ） 。 学

者们在考察了 中 国各领域的社会组织之后 ， 指 出 目前的依赖主要表现为非政府组

织寻求政府的政策及资源支持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 而很少有双方基于公用服

务的相互依赖过程 ，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
一

种
“

非平衡的依赖关系
”

（汪

锦军 ， ２０ １ ０
； 转 引 ： 李军 ， ２ ０ １ ０

； 徐宇珊 ， ２００８
； 周佳琪 ， ２ ０ １ ４

； 徐顽强 ， ２ ０ １ ２ ） 。

伙伴关系 中的平等协作关系在现实中简单表现为非政府姐织对政府资源尤其是

政策资源的过度依赖 ， 双方资源的不对等性使得政府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 政府

与社会组织之间达成高度认 同和高度依赖的伙伴关系还有很远的距离 （ 李军 ，

２ ０ １ ０
； 徐顽强 ， ２ ０ １ ２ ） 。

为了达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从
“

非平衡关系
”

到
“

伙伴关系
”

转变 ， 应

从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两个层面入手 ， 建立相互信任的责任分担机制 。 政府给予非

政府组织充分的信任 ， 在政策 、 资金等方面充分给予其支持 ， 并明确相应责任 ，

各司其职 ， 以促成双方积极的互动机制建立 （李军 ， ２ ０ １ ０
； 张杰华 ， ２ ０ １ ０

； 冯欣

欣＆曹继红 ， ２０ １ ２
； 李凤琴 ，

２ ０ １ １ ） 。

（三 ） 小结

通过 以上文献回顾可知 ， 资源是组织得 以生存必须的因素 ， 无论是劳工 ＮＧ０

还是社工机构 ， 其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与环境 的互动 。

一

个服务于工人的 ＮＧ０

需要的资源包括 ：

一

是固定的服务场所 。 由于种种限制 ， 也有机构选择流动方式

为工人服务 ；
二是稳定 的资金来源 。 服务的无偿性使得劳工 ＮＧ０ 开展服务花费及

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支付都 由机构承担 ， 稳定的资金来源显得尤为重要 ； 三是机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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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员工 。 员工是社会组织的重要资源 ， 工作人员的特质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机构的

发展走 向 ， 工作人员 的工作成效更是决定 了机构 目 标与使命的落实程度 。 高素质

的人才对满足工人服务的需要及机构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 四是
“

顾客
”

资源 。

顾客 （农民工 ） 可以决定是否 以及加入哪
一家机构或者接受哪

一

家机构的服务 ，

由此控制 了
“

需求
”

形式的资源 。 同时 ， 劳工组织拥有的服务群体 （ 或顾客 ） ，

是表明其组织存在 、 取得公信力 、 承担公共服务和展示社会正当性的基础 ， 也是

民间组织取得与政府沟通合作 ， 获得免税身份和获得帮助的资格条件 。 顾客依赖

特性表现为农民工对机构公益理念和公共服务行为的响应和支持程度 ， 体现了机

构的
“

社会属性
”

（ 戴勇 ， ２０ １ ３ ）
； 五是对政府资源的依赖 。 中 国是典型的政府

主导型的社会 ， 具有明显 的官民双重性 。 劳工 ＮＧ０ 的合法性需要政府认定 ， 活动

的开展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 。 政府依赖特性表现为政府依据行政准则对民间组织

职能行为的认可和支持程度 ， 体现了 民间组织的
“

政府属性
”

。 在中 国 的社会语

境下 ， 政府资源的获得往往伴也随着其他资源的获得 。 就劳工 ＮＧ０ 而言 ， 对政府

资源的依赖还表现在政府不对劳工 ＮＧ０ 活动进行干扰 、 支持起码是不妨碍机构为

外来工提供Ｓ艮务 。

政府与劳工 ＮＧ０ 之间理应相互依赖 。

一

方面 ，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转型 ，

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 日趋复杂 ， 政府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 而 ＮＧ０ 的多样性以及
“

底

层性
”

， 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 ， 这时 ， 政府需要 ＮＧ０ 来帮助提供公共服

务 ，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
一

座沟通的桥梁 ； 另
一

方面 ， 与其他任何组织
一

样 ，

作为
一

个有机的开放系统 ， ＮＧ０ 无法做到 自 己 自 足 ， 必须从外部环境中获収资源

以维持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 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政策支持是 ＮＧ０ 运行必不可少的条

件 。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 虽然 ＮＧ０ 提供的多样化服务对其有着不小的吸 引力 ， 但

是政府有独特的资源和权九 其天然的权威性 、 强制性决定 了其有着特殊的使命

和地位 。 因此 ，
虽然政府不能 以

一

种科层化的方式来支配或单边控制其他 ＮＧ０
， 但

也难以与 ＮＧ０ 完全处在同
一

水平线上 ， 双方的地位是有差别的 。 从 ＮＧ０ 的角 度来

看 ， 在某种程度上 ， 公众希望通过 ＮＧ０ 来监督政府 ， 这使得 ＮＧ０ 本身与政府之间

存在着
一

种天然的
“

敌对性
”

， ＮＧ０ 获得政府的资助是以失去
一

定的 自 治性为代

价的 ， 加上政府对 ＮＧ０ 资金来源的限制 ， ＮＧ０ 本身资金来源稀少 ， 对政府的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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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策支持依赖性大 ， 而且这种依赖短期 内在我国难以找到可替代性的资源 。 种

种使得我国的政府与 ＮＧＯ 长期处于
一

种不对称的资源相互依赖的关系 中 。

二 、 无产阶级化理论

（
一

） 无产阶级化的麟

无产阶级化
一

般被认为是
一

个劳动者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并为 了生存向

他人出卖劳动力的过程 （刘建洲 ，
２０ １ ２ ） 。 Ｍ ｌ ｉ ｌ ｌ ｓ（ １９５６ ） 认为无产阶级化是从

中产阶级 向
“

受薪者
”

的转变 ， 包括收入 、 财产 、 地位等方面的变化 ， 而这
一

过

程与当事人 自 身是否察觉到这些变化无关 。

Ｃ ． Ｔ ｉ ｌ ｌ ｙ （ １ ９ ７９ ） 反对过分强调技术变革以及对资本的使用 ， 建议用历史的逻

辑及分析框架来理解无产阶级化。 林宗弘 （ ２００７ ） 将无产阶级化的历程分为
“

强

无产阶级化
”

和
“

弱无产阶级化 ， 前者将无产阶级化看成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逐

渐被剥夺 ， 为 了生存 ， 不得不向他人出卖劳动力 、 换取工资 以谋求生存的过程 ；

后者将无产阶级化历程等同于无产阶级人 口在劳动人 口 比例 中的增加过程 ， 将其

视作
一

个雇佣劳动者逐渐由低度无产化的产业类别 、 生产位置向高度无产化的产

业类别 、 生产位置移转的过程 （林宗弘 ，
２００７

； 转引 ： 刘建洲 ， ２０ １ ２ ） 。

一

些学

者也认为应从历史的视角来理解无产阶级化的概念 （ Ｍａｒｇ ｌ ｉ ｎ
，１ ９ ７ ５ ；Ｃ ．Ｔ ｉ ｌ ｌ ｙ ，

１ ９ ７９
；Ｄ ｅｒｂｅｒ ， １ ９８ ３

；Ｄａｖ ｉ ｄＣｏｂｕｒｎ ， １ ９８８ ） 。 Ｍａｒｇ ｌ ｉ ｎ（ １ ９ ７ ５ ） 区分 了无产阶

级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 在产品输出阶段 ， 工人对 自 己的生产过程有着完全的 自 主

性 ， 但是对产品 的最终处置却没有决定权 ， 这在历史上延续 了很长
一

段时间 ； 在

工厂阶段 ， 工人的工作过程受到控制 ， 这
一

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工作时间和

场所受到限制 ； 对工作过程的规则化管理 。 随后 ， 资本家对
“

知识
”

实行购买 ，

实现
“

知识
”

从生产者到管理者的转换 ， 完美地完成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

（二 ） 无产阶级化的形式

马克思指 出工人在两个方面失去对劳动的控制权 ： 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以及对

产品使用 的控制 （转 引 ： 刘建洲 ， ２ ０ １ ２ ） 。 在此基础上 ，

一

些学者认为存在着技

术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两种形式 的无产阶级化 （ Ｄｅｂ ｅｒ
，１ ９８ ３

；

Ｆｒｅ ｉ ｄｓ ｏｎ
，

１ ９ ７ ０
；

Ｌａｒ ｓ ｏｎ
，１ ９ ８ ０ ） 。 前者指工人对 自 己的工作方法 、 工作过程失去控制 ， 其程度取

决于专业化程度以及管理体系的细化程度 。 后者指劳动者无法决定 自 身生产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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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中 的位置和用途 ， 也无力决定所在组织的相关政策 ， 也

即对 自 己劳动的结果没有控制权 。 其程度取决于劳动者影响和控制组织政策及 自

身工作 目 标的能力 。 Ｄｅｂｅｒ 认为工人
一

般经历着这两方面的无产阶级化 ， 这两者

相互补充 ， 相互强化 。

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化在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 Ｄｅｒｂ ｅｒ ， １ ９８３
；

Ｅｒ ｉ ｃＳ ｃｈａ ｔ ｚ ｂｅｒ ｇ＆Ｒｅｎ ｓ ｓ ｅ ｌ ａｅｒＷ ．Ｌｅ ｅＩ Ｉ Ｉ
，１ ９ ７ ２

；Ｃ ．Ｔ ｉ ｌ ｌ ｙ ， １ ９７９ ） 。 在Ｄ ｅ ｒｂｅｒ

（ １ ９８ ３ ） 看来 ， 工人首先经历的是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化 ， 科学家 、 工程师 、 研

宂人员 、 政府部 门工作人员 、 社会工作者都经历着不 同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无产阶

级化 。 比如 ， 机构的社会工作者无权选择服务对象 ， 造成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分

离状态 。 Ｄｅ ｂ ｅｒ 将应对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化的方法归为两种 ： 第
一

种是意识形

态的脱敏 ， 劳动者将 自 身的工作与社会责任分开 ， 强调价值 中立 。 比起工作的社

会效用 ， 工作对 自 身专业能力的提升以及带来的的利益更具吸 引 力 ； 第二种是意

识形态的迎合 ， 劳动者重塑 自 己的价值与道德 目 标 ， 使之与组织 目 标相
一

致 ， 成

为组织 内
“

被驯服的成员
”

。 这两种应对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归为在面临无产

阶级化的时候的
一

种
“

妥协
”

， 区别只是妥协方式的不同 。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

出第三种应对方式一－

意识形态的对抗
７

。 即坚持 自 己的道德及价值标准 ， 不与组

织
“

同流合污
”

， 相 比利益而言 ， 更注重的是 自 身价值的实现 以及工作对社会的

效用及贡献 。 Ｄｅ ｂ ｅ ｒ

？

认为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化起着主导作用 ， 只要接受意识形

态的无产阶级化 ， 专业人员所掌握 的技术 自然就会为资本家所服务 。

Ｂｍｖ ｅｒｍａｎ（ １ ９ ７ ４ ） 的科学管理理论关注技术的无产阶级化 ， 认为 由于失去

对技术的控制从而导致失去对产品 的处理及使用权的丧失 。

（三 ） 无产阶级化与专业化

学者们将专业化与无产阶级化联系在
一

起 ， 并集中于医学 、

一

般企业 、 社会

工作等领域 （ Ｂ ｅ ｌ ｌ ，１ ９ ７ ６
；ＮａｋａｎｏＧ ｌ ｅｎｎ＆Ｒｏｓ ｌ ｙｎＬ ． Ｆｅ ｌ ｄｂ ｅｒｇ ， １ ９ ７ ７ ；Ｔ ｉ ｌ ｌ ｙ ，

１ ９ ７ ９
；Ｌａｒｓｏｎ ，１ ９８ ０

；Ｄｅｂ ｅｒ
，１ ９８ ３ ； Ｊｏｎ ｅ ｓ

，
１ ９８ ３

；

Ｋａ ｔ ｚ ｅ ｌ ｓ ｏｎ ，１ ９８ ６
；Ｆｒ ｅ ｄ ｒ ｉ ｃＤ ．

Ｗｏ ｌ ｉ ｎ ｓｋ ｙ ，１ ９８ ８
；Ｄａｖ ｉ ｄＣｏｂｕｒｎ ，１ ９９４

；Ｊ ｏｈｎＨａｒｒ ｉ ｓ
，１ ９ ９ ８ ；

Ｍａ ｌ ｃ ｏ ｌ ｍＣａｒ ｅ ｙ ，
２００７） 〇

后工业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强调 ， 在未来 ， 专业人员将大量增加 ，

并且 自 营者将大大减少而转为受雇者 （ Ｄ ｅ ｂ ｅ ｒ ， １ ９８ ３ ） 。

７

 来 自南 京大学郑广怀老师 在 ２ ０ １３ ＭＳ Ｗ 企

业 社会工作读 书 会上的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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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ｒ ｓ ｏｎ（ １ ９８０ ） 认为 ， 专业人员从 自雇到受雇的转变 ， 意味着技术工人的无

产阶级化 ， 由于缺少资源 ， 专业人员与其他受雇者
一

样 ， 受他人管理和控制 ， 从

而导致地位的下降 。 Ｔ ｉ ｌ ｌ ｙ （ １ ９７９ ） 指 出无产阶级化是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核心 ，

给研宄社会关系 、 社会冲突 以及新的组织架构提供了新视角 。 Ｋａｔ ｚ ｅ ｌ Ｓ〇ｎ （ １ ９８６ ）

将无产阶级化称作
“

现代性的钥匙
”

。 在医学领域 ， 政府通过医学预算限制 、 对

工作程序的千预等对医学在经济 、 组织结构及技术运用上形成控制 。 医学未来怎

样发展取决于 自 身表现 ， 如果保持原样 ， 则会失去控制权 ， 这是由于组织结构特

点而非职工本身 的去专业化或者无产阶级化 （Ｆｒｅ ｄｒ ｉ ｃ Ｄ ．Ｗｏ ｌ ｉ ｎｓｋｙ ， １ ９８８Ｄａｖ ｉ ｄ

Ｃｏｂｕｒｎ ， １ ９９４ ） 。 Ｇｌ ｅｎｎ 和 Ｆ ｅ ｌ ｄｂ ｅｒｇ（ １ ９ ７ ７ ） 通过与前工业时代的对比 ， 指 出

办公室职员在工作的安排 、 对工作过程的控制 以及同事之间 的关系方面经历着无

产阶级化 。

也有学者指 出 ， 与工人不 同 ， 由于专业人员拥有专业知 ｉ只 ， 而如何运用这些

知识完全是 由其 自 身决定的 ， 这样 ， 专业人员在工作中有着
一

定的 自 主权 ， 故此

专业人员经历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并没有工人所经历的程度高 （ Ｂｅ ｌ ｌ
，

１ ９ ７ ６ ） 。

（四 ） 无产阶级化与社会工作

与其他专业
一

样 ， 随着管理过程的
“

科学化
”

， 社会工作者对工作的控制权

减少 ， 再加上官僚机构对社工机构控制的加强 ， 社会工作也不断呈现出无产阶级

化的特征 （ Ｄｅ ｂ ｅｒ ，
１ ９８ ３

；Ｊｏｎｅ ｓ ，１ ９ ８ ３
；Ｍａ ｌ ｃ ｏ ｌｍＣａｒｅ ｙ ，２ ０ ０ ７

；ＪｏｈｎＨａ ｒｒ ｉ ｓ ，

１ ９９８ ） 。 Ｄｅｂｅｒ（ １ ９８ ３ ） 指 出 ， 就社会工作方面而言 ， 社会工作者关注案主的福

祉提升可以整合进机构 的 目标之中 ， 他指 出 ， 拥有专业技能并不影响管理者的利

益 ， 所 以没有必要通过对劳动过程的千预而对社会工作者的技术形成控制 。 国家

通过政策立法 、 财政支持和赋予其作为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组织基础的合法性身

份 ， 形成社会工作在意识形态上的从属地位 。 这也是与其他专业相 比 ， 社会工作

的特殊之处 。 Ｍａ ｌ ｃｏ ｌ ｍＣａｒ ｅ ｙ（ ２００７ ） 认为机构社工
８

在社会工作领域得到迅速发

展 ， 并面临着
一

种矛盾现象 ：

一

方面 ， 由于是由独立于政府部 门 的机构招募并派

送到各政府部 门 ， 社会工作者对工作场所有着更多 的选择 ； 与不同的团队合作 ，

接触不 同的案主 ， 机构社工能够获得不同的工作经验以及人际网络 ； 另
一

方面 ，

社会工作者又会面临工作量大 、 压力大 、 去技术化的 问题 ， 对于案主多是危机介

８

这 里的机构社工相对于 英国 的 ｓ ｔ ａ ｔｅ ｓ ｏ ｃ ｉ ａ ｌｗ ｏｒ ｋ 即国家直接雇 佣的社工而 言 ，意指通过独立于政府 部 门的

社工机构招聘并进行资格认定然后输送 到各政府 部 门的社会工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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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 由于工作时间 的限制 ， 机构更关注的是工作效率而非实际服务效果 ， 这背后

其实隐藏的是更深程度的社会工作的无产阶级化 。 ＪｏｈｎＨａｒｒ ｉ ｓ（ １ ９９８ ） 总结 了

新管理主义模式下 ， 社会工作在不同层面 自 主性的减少 ： 首先 ， 中央政府
一地方

政府层面 ， 中央政府将商业管理模式 引进社会工作领域 ， 实行
“

掌蛇
”

， 地方政

府的 自 主性大大降低 ； 第二 ， 战略 （政策 ） 管理者和经营 （实务 ） 管理者层面 ，

政策管理者将市场化原则 引入社会工作 ， 压缩管理模式 ， 降低直接管理者的 自 主

性 ； 第三 ， 直接管理者和社会工作者层面 ， 管理者 引进商业管理模式 ， 通过制定

服务标准 ， 剥夺社工在服务工程中的 资源分配权 ， 利用新科技对社工的工作进行

监督 ， 实行对社会工作者的各方面的控制 ， 社会工作者的 自主性逐渐丧失 ， 而且

对社会工作者的这种控制会
一直延续 。

（五 ） 小结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 ， 无产阶级化包含意识形态 的无产阶级化及技术的无产阶

级化两个方面 ， 不 同专业领域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无产阶级化 。 就社会工作领域而

言 ， 社会工作者无论是在服务 目 的亦或是服务过程中都经历着
一

定程度的无产阶

级化 。

本文认为 ， 无产阶级化的观点不仅适用 于个人 ， 也适用于组织机构 。 首先 ，

就技术的无产阶级化来说 ， 政府对社会机构提供资金及政策支持 ， 但是这是 以对

机构的工作过程及工作方法进行干预为前提的 ， 干预的程度取决于政府的要求及

机构 的应对两个方面 ＿

？ 政府
“

控制性
”

越强 ，

“

干预
”

得就越多 ， 机构的工作宗

旨越与之相
一

致 ， 反抗越少 ， 政府也会干预得越 多 ； 其次 ， 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

化方面 ， 这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初衷所在 ， 大 多机构所开展 的服务 ， 都是作为社会

发展 的
“

安全阀
”

来化解矛盾 ， 作为社会发展的
‘ ‘

润滑剂
”

来促进社会和谐 。

一

个社工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独立性 ， 与机构 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尤其是意识

形态的无产阶级化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

而
一

个不接受政府资助 ， 处处受政府限制的劳工 ＮＧ０ ， 不论是在工作方法亦

或是对服务对象的选取 、 服务的道德及价值定位上都有着较强的独立性 ， 其无产

阶级化的程度比较低的 。 所以 ， 在面临 各种生存压力的时候 ，

一

个劳工 ＮＧＯ 愿不

愿意选择转型为社工机构 ， 除去 资源方面 ， 是否愿意被无产阶级化 ， 接受政府对

工作 目 的和工作方法的限制也是重要 的影响 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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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方法

一

、 资料收集

本文所使用 的研宄方法主要是参与式观察法与访谈法 。 参与式观察是指观

察者根据研宄 目 的 ， 直接加入到某
一

社群之中 ， 以 内部成员 的角色参与各种活动 ，

在共同生活中对研宄对象进行全面观察 ， 以取得研究所需第
一

手资料 。 由于是
“

没

有先入之见
”

的情况下进行的探讨 ， 参与是观察法为可以较好的获得社会现实的

真实图像 （李宝梁 ， ２ ０ １ １ ） 。 笔者在两个机构分别进行了 为期 ３ 个月 的实习 ， 深

入到劳工 ＮＧ０ 以及劳工 ＮＧ０ 转变而成的社工机构 ， 切身观察到机构处境、 与政府

之间的互动以及互动之后 的选择 。 笔者发现 ， 在面对各种压力 以及政府
“

招安
”

的情境下 ， 机构都有着 自 己的考虑 ， 机构负责人出身及其机构内部运作 、 外部环

境等都是重要因素 。 这激起了笔者对劳工 ＮＧ０ 转变成社工机构的可能性的极大探

讨兴趣 。

访谈是访谈者为 了通过访谈对象了解信息 、 验证假设而有计划实施的 、 与

访谈对象的角色地位不均等的谈话 。 访谈法是访谈者通过对访谈对象进行访谈而

对社会现象进行调查的方法 （颜玖 ， ２００ ２ ） 。 访谈中采用半结构式 ， 因为笔者不

希望给被访者
一

种严肃刻板的研宄者形象 ， 也不想让被访者感觉笔者是在向其索

取某些东西 ， 笔者希望为双方营造
一

种平等开放的对话空间 ， 可以围绕着研究主

题畅所欲言 ， 最大限度的获得所需研宄资料 。

研宄中 ， 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选取访谈对象 。 由于本研宄主要涉及劳工 ＮＧ０

以及从劳工 ＮＧ０ 转型 的社工机构 ， 因此本研宄分别从两类机构 中 随机选择 １ ３ 个

访谈对象 ， 涵盖不同 的专业背景与从业时间人员 。 笔者相信 ， 通过将不同类型的

利益相关者纳入研宂过程中可减少立意抽样的弊端 。

二、 资料分析

质性研究被认为是
“

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 ， 在 自 然情境下采用 多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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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收集方法 ， 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索 ， 主要使用 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 ，

通过与研宄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
一

种活动
”

（陈向 明 ，

２麵 ） 。 本研究将采用质性研究的传统资料分析方法 ， 遵循资料的分类 、 编码 、

解释现象的实质意义 、 提炼主题和要素等步骤 ， 对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资料 （包

括录音 、 访谈笔记等原始资料以及研宄者的研宄笔记和评论等 ） 进行处理 ， 真实

地反映观察及访谈的收获 ， 追寻字里行间的意义 。

三 、 研宂伦理

研宂伦理是社会科学研宂者必然要面对的 问题 ， 潘淑满 （ ２００５ ） 认为研究伦

理是为 了要保护受访对象 ， 使其不至于因为本研宄而受到伤害 ， 质性研宄经常会

共同面临的伦理议题包括告知后 同意 、 欺骗与隐瞒 、 隐私与保密 、 潜在的伤害与

风险 、 互惠关系 。

在这样的研宂瞥醒下 ， 在确定访谈对象时 ， 笔者事先争取被访者的同意 ， 向

其说明本研宄的 目 的和意义 ， 并对被访者承诺访谈资料的保密性和后期处理的匿

名性 。

研究过程中 的各种文字和 口 头资料 ， 笔者将严格遵循保密原则 ， 在后期的资

料呈现环节和涉及社会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采取匿名处理 ， 既保护被访者

的隐私 ， 也保护相关社会组织和利益群体的权益 。 本研宄 旨在于说明和解释
一

种

社会现象 ， 探讨在各种条件下劳工 ＮＧ０ 机构转型的可能性 ， 不涉及对任何组织和

个人行为的价值评判 。

第二节 研宄框架

本研究 旨在通过对两家机构的对 比分析 ， 从资源依赖 以及无产阶级化的理论

视角探寻劳工 ＮＧ０ 转变与坚守背后的逻辑 。 结合笔者此前的实践经验 以及文献回

顾 ， 设计本文的研宄框架如下 ： 从资源依赖的视角 ， 资源是影响一家劳工 ＮＧ０

是否转型为社工机构的重要因素 ， 其 中 ， 政府资源尤其重要 。 当面临 资源困境的

时候 ， 劳工 ＮＧ０
—

般会做 出几种选择 ：

一

是与政府合作 ， 接受政府资助 ， 转变为

社工机构 ；
二是寻求其他资源 （ 如境外资金 ） 支持 ， 以保证机构的持续发展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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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与政府合作又无法获得其他资源支持 ， 最终导致机构的灭亡 。

从无产阶级化的视角来看劳工 ＮＧ０ 与政府的关系 ， 该理论视角认为是否愿意

被无产阶级化是影响机构与政府关系 的重要因素 ， 而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 ： 意识

形态的无产阶级化 以及技术的无产阶级化 ， 两者对选择转型与否都有着重要的影

响 ， 当在愿意接受
一

定程度的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 ， 劳工 ＮＣ ０
—

般会选择与政府

合作 ， 转型为社工机构 ； 不愿意工作方法及服务 目 的被干预的情况下则需要寻求

其他资源的支持亦或是等待机构的灭亡 。 资源依赖以及对无产阶级化的接受程度

往往会交叉作用 ， 共同影响劳工 ＮＧ０ 转型的选择 。

资源依赖理论

社工机构劳工 Ｎ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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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化理论

文章分为三大部分七个章节 ， 第
一

部分为导论 ， 包括第
一

到第三章 ， 主要论

述本研宄的研宄背景和 问题提出 、 文献回顾和研究框架 。 在第
一

部分 ， 笔者在回

顾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以及政府与社工机构关系的基础上 ， 引入资源依赖 以及无产

阶级化的理论视角 ， 并结合与两家机构的负责人 以及工作人员和工人的访谈 ， 建

立 了如上图所示的研究框架 ０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研宄发现 ， 包含第四章 、 第五章 以及第六章 。 第四

章主要通过两家机构介绍展示出各 自 的发展历程 ， 第五章通过发展历程的分析 ，

从资源依赖 以及无产阶级化的理论视角揭示 出影响两家机构是否转型 的影响 因

素 ， 包含机构人员 、 机构类型 以及机构环境三个方面 。 第六章是在前两章 的基础

上对劳工 ＮＧ０ 转型为社工机构的策略性反思 ， 主要诉诸于政府 、 机构 自 身 以及劳

工与社工 的结合三个层面 。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讨论和总结 ， 即第七章 。 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呈现出来 ，

呈现文章 的完整逻辑 ，

一

方面提出 本研宄不足 、 反思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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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问題 、 重点 、 难点及创新点

正如研宄框架所示 ， 笔者借助资源依赖以及无产阶级化的理论视角来分析政

府购买服务以及政府与社工机构之间的互动及权力关系 。 本研宂试图探索及回应

以下问题 ：

第
一

， 在农 民工数量增加及农民工 问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 ， 为弥补政府及工

会的缺位而出现的劳工 ＮＧＯ 的形成历程是怎样的 ？ 劳工 ＮＧＯ 在农民工生活 、 工

作 的作用是怎样的 ？ 第二 ， 在资源方面 ， 在与政府 的微弱 的互动 中 ， 劳工 ＮＧ０

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 在此生存状态下劳工 ＮＧ０ 会何去何从 ？ 第三 ， 促进劳工

ＮＧ０
“

去从
”

的条件是怎样 的 ？ 这种
“

去从
”

是否在劳工 ＮＧ０ 中有着普遍的代表

性 ？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索劳工 ＮＧＯ 在本土上是如何产生 、 形成与发展的 ， 从

而揭示劳工 ＮＧ０ 的形成机制及运作逻辑 。 运用 资源依赖及无产阶级化理论来阐述

文 中两个机构运作机制 以及转型与否的逻辑 ， 既是研宄中重点也是难点 。 在实地

调査中 ， 需要接触不同的人员 、 走访不 同 的地点 ， 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

力 ， 对两个机构在形成机制 、 运作逻辑等方面进行
一

定的对 比 ， 这对笔者来说是

一

次挑战 。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 ：

一

是可 以丰富和拓展劳工 ＮＧＯ 发展路径的学术经验材

料 ；
二是把劳工 ＮＧＯ 与社工机构联系起来并将社工机构作为劳工 ＮＧ０ 转型的

一

种

选择 ， 将
一

个坚守未转型的劳工 ＮＧ０ 与 己转型为社工机构 的劳工 ＮＧ０ 的发展历程

进行对 比 ， 更能扩充和开拓 ＮＧＯ 的研宄 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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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劳工 ＮＧ０ 的发展历程

本章重点介绍两个机构的发展历程 ， 意在展示两个机构的形成机制 以及在面

临
一

系列发展问题时 ， 做 出 的不同选择及在做选择时的考虑因素 。 本文并将两个

机构在创办人 、 服务 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 ， 以期发现机构在抉择时的动力机制 。

第
一

节 逆境中前行 ： Ｓ机构的坚守

一

、 初生 ： ｓ 机构的雏形

机构的创办及发展 。 珠江三角洲是全国 聚集了最多 的外来务工者的地区 ， 受

现行种种制度的制约 ， 农 民工
一

直游走在城市的边缘 ， 面临着收入低 、 权利受到

侵犯 、 子女入学难 、 受到社会歧视等
一

系列 问题 ， 劳工 ＮＧ０
—

Ａ 市的 Ｓ 机构就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回应工人的需要产生 ， 并试图用 自 己的行动弥补
“

企业和政府没

有做足
”

的功课
９

。 机构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 由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 民间

人士Ｚ 所创办 。

Ｚ 是家乡第
一

批闯荡南方的小伙子 ， 自 学法律 ， ２００４ 年创办了Ｓ 外来工协会 ，

专 门帮助工人打官司 ， 并从中收取少许费用 ， 后来 ， Ｓ 外来工协会在 ２ ００６ 年底

遭 Ａ 市 民政局取缔 ， 最终 以 ２ 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 日 经合法注册成立的 Ｓ 服务部对外开

展工作 。 从机构资金的来源 、 名称的细化 、 合法注册到机构服务 内容的扩展 以及

工作人员 的招募 ， 经过
一

年多 的发展 ， Ｓ 机构基本上在服务对象 、 服务 内容及服

务手法等方面 己基本定型并稳步发展 。

与其他劳工 ＮＧ０ 创办人
一

样 ， Ｚ 最初的愿望是 以合法注册的 民间机构身份为

工人开展服务 。 然而 ， 事情发展并不顺利 ， 从 Ａ 市政府到综治办 ， 都 以
“

缺乏法

律依据
”

为 由拒绝担任 Ｓ 机构的主管单位 ； 从公安局到民政局 ， 也是无
一

例外 以

回绝告终 。 此后 ， 他做过许多努力 ： 给市长写信 ， 找寻相关法律依据 ， 但都没能

成功 ， 无奈之下 ， Ｚ 选择
一

种政府默许的方式 ， 也是大多 同类机构所采取的方式

一

工商注册 ， 以个人身份注册为
“

非盈利服务的社会公益机构
”

。 这是
一

个尴尬

的身份 ， 以
“

个体户
”

的角色从事公益活动 ， 盈利与非盈利 的冲突使他们在管理

９

参阅南 方 日 报 ２ ０ １ ２ 年 ９ 月 ３ 日题
为

“劳 工ＮＧ
Ｏ—成长的烦

恼

”的报 道，

ｈ ｔ ｔ ｐ ：／／ｎ ｅ ｗ ｓ． ｈ ｅｘｕ ｎ ． ｃｏｍ／ ２ ０ １ ２ ０ ９ ０ ３ ／ １ ４ ５ ４００８ １ ４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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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陷入了 混乱状态 。

法律不 完善的话 ，
可 以去完善 ，

工人对我们 有 需求 ，
仅仅 以相 关 法

律不 完善为 由 而 ４巨绝让我们 以公益组织 的 身 份开展活动 ， 实 际上是他们

对我们所开展的＾？ 务还不够 了 解 ， 或者说是他们 自 身不 自 信 。 因 为 我们

的 活动会使工人的权利 意识得到提高 ，
从 而 在面 对不公平的处境的 时候

学会 了 反抗
，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和社会增添 了

一些
‘

不穗定
，

因 素 ，

所 以 没有哪个政府部 门愿 意 为 我们承担这种风险 。 但是
，
他们 没有考虑

到 ，

以工商注册的 身份去 为工友开展服务 ， 实 有很 多 不便之处 。 没有一

个合法的 身份从事 这项 活动
，

如 果说有部 门 要来查你 ，
就太容 易 了 。 （ Ｓ０ １ ）

随着活动经验的积累 ， Ｓ 机构在服务对象 、 服务地区 、 服务规模上都得到快

速提升 ， ２ ０ ０８ 年 ８ 月 ， 服务部 Ｄ 市 Ｃ 分部 、 Ｔ 分部相逐成立并开展工作 ；
２０ １ １

年 ， 受 Ｚ 鼓动 ， Ｚ 的妻子从工厂辞职并开始筹备 Ｓ 女工服务部 ， 在
一

个工人聚集

的小区 ， 建立工友图书室 ， 针对女工在生活和工作 中所面临的 问题开展专 门服务 。

经过几年的发展 ， Ｓ 机构开始探索出 自 己的道路 ， 服务 内 容主要包括法律培

训 、 法律援助 、 工伤探访 、 工作探访 、 文化娱乐六个方面 ， 服务 内 容涉及服务 、

维权 、 工运三个模块 。 随后 ， 德国 Ｚ 基金会找到 Ｓ 机构 ， 希望在中 国开展专 门 的

集体谈判项 目 ， 于是 ， Ｓ 机构加入 了 工运型劳工 ＮＧ０ 的大军 。 机构也逐渐形成 了

自 己的关联机构 ： Ｓ 服务部志愿者组织 、 Ｓ 紧固件技术工人协会 、 珠三角 Ｓ 同 乡

会 。 机构设有监事会监察机构 日常工作 ； 设有机构章程 ， 规范 日 常活动 。

机构工作人员 ？ 由于资金来源有限 ， 机构在招募工作人员 的时候 ， 基本上都

是优先选取对工资要求不高的志同道合之人 。 因此 ， 机构的工作人员起初都是 Ｓ艮

Ｚ 有着同样背景 的打工者 ， 他们或者受过工伤 ， 或者接受过机构的帮助 ， 或者致

力于改变工人现状 。

“

从工人中来 ， 到工人中去
”

是机构人员 的发展模式 。

这些受过伤 、 得到 机构 支持的工人往往更能认 同机构 的理念
，
在工

作 中 也更容 易拉近 与工人的距 离 。 （ Ｓ０７ ）

转型的
“

诱惑
”

。 Ｓ 外来工协会取缔之后 ， ２００７ 年底 ， Ａ 市政府对 Ｓ 机构提

出
“

新优惠
”
一

将机构发展成官方工人组织 ， 允许其 以 民间组织的 身份注册 ， 并

提供资金及政策支持 。 当时的 Ａ 市工 会也鼓动 Ｓ 机构加入官方工会体系 ， 在官方

工会的带领下 ， 以合法的方式开展工人服务 。 这对面临 资源与制度困境的劳工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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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Ｇ０ 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诱惑 。 甚至在后来 ， 有关部 门也不止
一

次的向 Ｓ 机构示意 ，

意图将其
“

收入门下
”

。

以社会团 体的 身份注册 ，
好处显 而 易 见 。 在 中 国 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

与政府合作 ，
不仅解决 了 身份问题 ，

还可 以得到 艮 多 的资 源 ，
而这又是

我们比较欠缺的 。 （ Ｓ０ １ ）

我 当 时甚至有这种意愿 （ 与政府合作 ） 呢
，
大 家其 乐 融融有什 么 不

好
，
这样的工作环境工人也会喜欢的 。 （ Ｓ０４ ）

在中 国 的社会语境下 ， 接受政府的
“

招安
”

＇与政府合作 ， 成为官方工会

的分支 ， 获得相关资源支持的 同时也需要牺牲
一

些东西作为代价 。

如 果要走这条路 ， 早在我在公 司 组建工会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 了
，

但这与 我的本意不符
，

如 果我们被收 （编 ）
，
那我们很快就会演 变成 另

一个不作 为 的工会 了 。 纵观全 国 各地的工会或是一些政府部 门 ， 有哪
一

个是真正站在工人的 角 度考虑 问 题的 ， 我 了 解到 的 没有 ！ 或者说 ，
在工

人利益 与政策有所冲 突的 时候
，
这些机构会选择站在工人的 角度吗 ，

很

难做到 ！ 这是我们不愿 意被收的 最主要原 因 。 （ Ｓ０ １ ）

起码会考虑这种可能性 ，
被收 （编 ）

，
则 肯定会背 离 机构原 来的服

务理念与 宗 旨
， 或者这样说吧 ，

要想真真正正地站在工人的 角 度
，
为 他

们 考虑 ，
做维权相 关 的服务 ，

你就得与政府保持适 当 的距 离 。 我们考虑

收 与 不收的优 劣 势 ，
现在这样 （拒绝收编 ） 是我们机构工作人 员 以及理

事会成 员 深思 熟虑的 决 定 。 （ Ｓ０４ ）

二 、 风暴 ： 夹缝中生存

身份合法性受到质疑 ， 不断遭遇逼迀。 ２ ０ １ １ 年 ７ 月 ， 广东 曾 出 台 《关于加

强社会建设的决定 》 ， 提出大力支持发展非政府组织 ， 此后 ， 广东省频频释放出

“

小政府 、 大社会
”

的信号 ， 亦多次表示要扶持 ＮＧ０ 的发展 。 劳工届
一

度以为迎

来 了发展的春天 ， 政策的放松甚至又让
一

些机构对合法注册为 民间公益组 重燃

希望 。

但机构并没有盼来
“

春天
”

， ２０ １ ２ 年 ， 广东 的劳工 ＮＧ０ 却集体迎来了
“

寒

１ ０


Ｓ机 构工作人员 称之为“
招

安”
，

本 文中 用来指代 政府与劳 工Ｎ Ｇ Ｏ的 合作， 下 同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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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

。 Ａ 市十余家劳工 ＮＧＯ 先后遭当地多个部 门上 门检査 ， 接着房东 以各种理由

提前解除租房合约 ， 要求搬迁 ， 甚至出现暴力逼迁 ， 而瞥方认为是租赁纠纷 ， 不

予制止和立案 。 第
一

个
“

中枪
”

的就是 Ｓ 机构 ， ２０ １ ２ 年 ２ 月 ， Ｓ 机构遭遇
“

房东

驱逐
”

， 并 以断水断电和拆除招牌的方式施压 。 与此同时 ， 基层工商 、 税务 、 安

监 、 消 防 、 社保 、 房管 、 劳动监察及派出所等单位相继上 门査 问 。 此后 ， Ａ 市其

他十余家劳工 ＮＧ０ 也先后遭遇类似情况 ， 直至上演
“

武力逼迁
”一

幕 。

对于我们 劳工 ＮＧ０ 的存在
， 有很 多 企业反映 ，

正是 因 为 我们 ，

让很

多 工人学会 了 投诉 、 起诉
，

工人权利 意识 太强
，
这给他们的管理带来 了

极 大的不便 。 我们也都知道 ， 除 了 服务性 的工作 ，
凡 涉及帮助工友维权

的 劳工 ＮＧ０ 很容 易 引 起
“

误会
”

， 之所 以称作
“

误会
”

，
是 因 为

，
我们

在 帮助工人维权的 时候 实 则 是在帮助解决一些社会矛盾 ，
但是由 于这一

过程的特殊性 ， 我们 这些劳工 ＮＧ０ 也就会被误会成 为 矛盾 的 制造者 。 为

什 么 我们要
一直 坚持容 易 引 起

“

误会
”

的 事情呢 ，
很 简 单 ，

这才 是工人

最 需要的 。 （ Ｓ０ １ ）

Ｓ 机构在集体行动领域经历 了浅尝辄止 、 参与学 习 、 逐步深入到运筹帷幄的

阶段 。 随着活动经验的不断积累 ， 不少工人在集体面临企业的侵权时甚至开始主

动寻求机构帮助 。 但这
一

过程往往是与工人的集体行动 ， 比如罢工 、 集体冲突等

联系在
一

起的 ， 随着机构服务 内 容的
“

升级
”

， 机构不但没有迎来 Ｚ 所期盼的
“

新

希望
”

， 有关部门反而对 Ｓ 机构的监督干预变本加厉 ， 只 要机构工作人员 出 现在

工人集体行动的现场 ， 便会 以各种理 由将其带进警察局进行审 问 。 这种干预在

２ ０ １ ４ 年的 Ｓ 机构介入 Ｙ 鞋厂罢工事件之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 。 Ｓ 机构为寻求咨询的

Ｙ 鞋厂工人提供咨询意见 ， 并同时提 出依法理性维权的建议 。 而在此期间 ， Ｄ 市

公安局 Ｇ 分局 国保大队人员 多次前往 Ａ 市 ， 要求 Ｓ 机构停止为 Ｙ 鞋厂工人提供咨

询和建议 。 在协商未果之后 ， 于 ２ ０ １ ４ 年 ４ 月 某 日 中午 彳各 Ｓ 机构主任 Ｚ 和其助理

Ｌ 分别强行带走并将 Ｌ 刑事拘留
一

月 有余 。

对 Ｌ 的拘留并不是终点 ， 机构的 日 常活动还在继续 ， 机构的职员 也是经历着

不断地更替 ， 随后 ， Ｓ 机构迎来 了 比 ２ ０ １ ２ 年 的逼迁更为严重的
“

最艰难的时期
”

１ １

一一全面
“

打压
” １ ２

， 包括电话威胁 、 威逼利诱工 作人员 的家人 ， 砸车 、 泼油漆 ，

１

１ Ｓ机构负 责 人Ｚ的妻子称 此
次

的“
打

压
”

为“ 最艰难的
时

期”。

 

１２ Ｓ ０１称
之

为“
打

压 ”，本 文中用 以指代类似 Ｓ 机构所面临 的逼迁等 问题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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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逼迁 ， 入室偷取机构 电脑 ， 跟踪监视机构工作人员 的
一

切动态等等 ， 就 ２０ １ ４

年全年 ， Ｓ 机构就先后经历过 １ ３ 次
“

搬家
”

。 在各方的压力下 ， 机构的法律培

训项 目 终止 ， 机构分部停止活动 ， 集中力量 以集体谈判为机构核心工作 内容 。 Ａ

市的工运型劳工 ＮＧ０ 遭遇着史上最强的寒流 。

１ ３

资金来源问題 。 注册之后的 Ｓ 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两方面 ：

一

是帮助工

人打维权官司所收取的律师费用 以及其他方式 自筹资金 。 二是由境外及香港地区

关注劳工组织发展的基金会提供 ， 由于机构的发展及其他因素的制约 ， 自筹经费

陷入困境 ， 迫不得 已调整筹款策略 ， 自 ２ ００ ７ 年开始 ， 接受外部劳工公益项 目 资

助 ， 以外部筹资为主 自筹为辅的方式开展劳工公益维权工作 。

Ｚ 早期从事劳工 ＮＧ０ 活动全是 自 费 ， 贷款 、 跟朋友借 ， 加上
一

些收费的法律

援助以及建立
一

个小热线 电话亭 的收入 ， 维持着机构的运行 。 逼迁之后很长的
一

段时间里 ， Ｓ 机构
一

直没有找到固定的栖身之地 ， 随后 ， 所接
“

案子
”

迅速减少 ，

以服务数量及服务 内容为衡量标准的资助资金也是迅速减少 ， 除 了项 目 本身的支

出外 ， 还要给员工发放工资 ， 机构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

内部管理及能力建设问题 。 与其他同行机构
一

样 ， 由于资金等条件的限制 ，

机构难 以吸引 到高素质人才 ， 机构工作人员 多是工人出身 ， 专职工作人员少 ， 加

上机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较大 ， 服务的效果及规模难 以满足广大工友的需求 ； 由

于环境的种种限制 ， 机构在服务 内 容及创新上也存在不足 ； 缺乏稳定的联系沟通

机制 ， 与工友之间联系的随机性较强 。 种种都不利于机构的长期发展 。

三、 坚守 ： 能否守得云开见月 明

鉴于 目前国 内劳工维权和社会形势的变化 ， 境外资助承受压力大 ， 综合考虑 ，

Ｓ 机构决定顺应时势发展 ， 对现有筹款策略再行调整 。 并于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１ 日 开

始 中止接受境外劳工公益组织的项 目资助 ， 再次尝试在国 内 筹款开展劳工公益维

权工作 。 为筹集公益经费 ， Ｓ 机构在原有服务模式上做出调整 ， 并增加经营 内容 ，

具体如下 ：

１ 、 调整法律援助服务模式 ， 恢复有偿和无偿服务相结合的法律服务方式 。

除对困难劳工继续实施免费服务外 ， 将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劳工收取少量的

服务费用 ， 以筹集劳工公益维权经费 ；
２ 、 开办服务部公益网店 ， 提高造血功能 ，

１ 

同样， 位 于广州的 Ｐ 机 构多 次遭受不明 人员 的 入室破坏， 其 负责人被打， 机 构面临空前危机。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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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丁
？

两家机构 的 比较


以经营收益弥补公益经费开支 ；
３ 、 其他可能的公益筹款途径 。 在此基础上积极

接受外界监督 。

Ｈ

一

切都还在继续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１ 曰 ， Ｓ 机构解除 了 与 Ｓ 时代女工服务的的隶

属关系 ， 在经历不断地逼迁之后 ，
Ｓ 机构重振旗鼓 ， 终止接受境外资金资助 ， 开

设服务部网店 ， 加强机构 自 身的造血功能 ， 减少对外界资源的依赖 ；

？

机构负 责人

与妻子离婚 ， 以期减少
“

有关部 门
” １ ５

对其家人的打扰 ； 裁减工作人员 ， 以
“

游

击战
”

方式坚持为工人服务 。 Ｓ 机构的未来到底会怎样 ， 在这样的环境下又能坚

持多久 ，

一

切未完待续 。

第二节 审时度势 ： Ｘ 机构的转型

一

、 初生 ： 工人的精神家园

Ｘ 工友家园 （原 Ｘ 工友图书室 ， 以下简称家园 ） 是位于长三角地区 ， 由打工

者创建 ， 整合社会资源免 费服务于打工者的公益性机构 。 机构创办人 Ｑ 在初 中毕

业之后跟随家乡大势外 出打工 ， 他深感工人业余精神生活的缺乏 ， 想为工人群体

做些什么 ， 在这
一

信念的支撑下 ， Ｑ 利用 自 身积蓄创办了 Ｘ 图书室 。 经过多次考

察 ， Ｑ 将机构地址选在 了 Ｂ 市的
一

个两万多人的社区 内 。 该社区位于工业区 ， 居

住的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 ， 多半为举家居住 ， 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２ 平方米 ，

社区 内 菜市场 、 商店 、 娱乐场所等设施齐全 、 消费层次较低 ， 是典型的工人聚集

区 ， 也是 Ｂ 市工人聚集区 的典型代表 。 机构坐落于此社区 ， 可 以最直接的接触服

务对象 ， 了 解其需要 ， 以便更好地提供服务 ， 满足其需求 。

Ｑ 最初的意愿是 以
一

间工友图书室作为将工人聚集起来 、 为其提供服务 的起

点 。 筹备之初 ， 由于对机构的诸多设想还未落于实践 ， 许多方面也未达到社会组

织注册要求 ， 将机构进行工商注册为个体户 是 Ｑ 所选择的
“

权宜之计
”

（ Ｘ０ １
－

Ｑ ） 。

当 时很 多 东 西都不成 熟 ，
机构还没有开始提供服 务 ， 我也不 想在这

上 面过 多 的 周旋
，

工商注册 ，
是 当 时最快 的选择 。 而且

，
随着我们服务

的 深入 ，

以社会组织 的 身份注册也是迟早 的 事 ， 所 以也 不急在 一时 。 （ Ｘ０ １）

１

４来 源 于Ｓ 机构的 公告。




１５主要指 对机构实 行逼迁以
及

其他
“

打压 ” 活 动 的 部 门，Ｓ 机 构人 员称之
为

“有 关 部
门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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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只 有 ８０ 平方米 ， 却也
“

五脏俱全
”
——设有乒乓室 、 阅览室 、 表演区 、

储物室 ， 还建立了
“

音乐小组
”

、

“

文学兴趣小组
”

、

“

社区文艺队
”

、

“

姐妹

小组
”

、

“

普法宣传小组
”

等 ５ 支队伍 ， 专职工作人员 ６ 人 ， 核心志愿者 ５ ０ 人 ，

松散型志愿者达 ３００ 多人 。

“

转去 Ｋ 市工作后 ， 每到周末还是愿意回到这里来 ，

这里好像是我心 目 中 的另
一

个
‘

家
’

， 让心灵有了 归属感 。

”

曾经在这里参加过

活动的工友 Ｆ 发 自 肺腑地说 。

随后 ， 机构稳步发展 ， 活动 内容主要包含几个方面 ： 法律培训 、 工伤探访 、

电影放映 、 手工小组 、 姐妹小组 、 文艺小组 、 文学小组 。 机构 自成立之后不久开

始创办 《工友通讯 》 ， 先后共编辑印刷 了２０ 期 ， 收到工友们各类稿件近 ３ ００ 篇 ，

记录和反映 了Ｂ 市外来务工者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心声 ，

“

工友只要打
一

个电话 ，

发
一

个地址 ， 我们就会免费寄送
一

份 《工友通讯 》 。

” １ ６

机构成立两年多 ， 累计外借图书达 ５ １ ００ 多册 ， 为工友们放映电影近 ２ ０ ０ 部 ，

观看人数超过 ３ ５００ 人次 。 家园成了外来务工者平等分享 、 交流沟通的 良性平台 。

许多工友不 由 自 主地在活动室留言本上写下 了他们 的真切感受 ： 在
“

外来工友家

园
”

， 我 由 内 向变得愿意和别人交流 了 ； 上了
一

天班很累 ， 来到活动室就能释放

工作带来的压力 ； 遇到困难麻烦 ， 可 以来这里倾诉 ， 还能得到解决
”

。

〃

二 、 选择 ？

？ 劳工 ＶＳ社工

随着机构的发展壮大 ， 工商注册的身份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带来许多不便 ， 有

工友会 问机构与其他个体工商户 的区别 ， 有人甚至看到工商注册的字样就避而远

之。 服务 内容的丰富 ， 活动经费的增加 ， 机构人员 的工资支 出 ， 仅仅依靠 Ｃ 基金

会的资助远远不够 。 机构成员意识到 ， 寻求更广泛的资金来源是机构壮大 、 发展

的必经之路 。

工商注册的 身份在表 面 看起来跟社 区 里的其他小 店 没有任何区 别 ，

有 的 工友进来就 问 看 书 要 多 少 饯 ，
虽 然无意

，
总让没我们在服务的 时候

感觉尬尴 ， 有懂得比较 多 的工友会 问既然是公益机构 为 什 么 是工商注册 ，

这背 后是不是有什 么 原 因
，
这让我们很无奈 。 （ Ｘ０３ ）

我们每周六 天对外开放 ， 其余的
一天工作人 员 开会总结一周 活动成

１ ６

 来自笔者 与 Ｘ １ ０访 谈。

 １

７  来自 笔 者 与Ｘ机构 工 友Ｈ的 访谈。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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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发现 问题 ， 进而提 出 对策建议 。 除 了 这一天 ， 每天的 活动都是 需要

一定 的经 费 支律的
， 再加上

一

年八万 的房租
，

日 常水 费 、 电 费 ，
还有机

构工作人 员 工资 ，
这些仅仅靠一个基金会的 资助是远远不够 的 。 而且

，

我们 不能 因 为资金 紧 张而 降低工人服务的层次 ，
实 质 上

， 我们也 已 经是

用 最 少 的 钱去开展最 多 的 活动 了 。 （ Ｘ０２ ）

一

天天与工人的接触 ， Ｑ 为工人服务的愿望也在不断增加 ， 每次跟工人接触

也是让他发现更多 问题的时候 。 在跟工人聊天的时候 ， 不时的还听到工人抱怨上

班时候孩子放学没人带 ， 作业没人辅导 ， 请老师费用又太贵 。 也有工友晚上来机

构的时候将孩子带过来 ， 在满是大人的环境中 ， 孩子眼中 的落寞让 Ｑ 不忍 ， 于是

Ｑ 开始谋划专 门为打工者的子女建立
一

个分机构 ， 在其子女在课后免费提供照顾

以及课业辅导 。 但是 ， 随之而来的便是资金 、 场地的 问题 。

这对资金本就不够充裕的机构而言 ， 无疑无法独立解决这
一

问题 。 机构工作

人员也都认为这
一

想法还不可行 。 但 Ｑ 没有放弃 ， 他开始将 目 光聚集到机构外部 ，

走访其他地区 的机构 ， 向他们请教学习 ， 最终 ， 发展火热的社会工作开始进入到

Ｑ 的视野 。 于是 ， Ｑ 开始阅读社会工作方面的书籍 ， 了解社会工作相关政策规定 ，

社工机构的运作方式 ， Ｑ 觉得家 园在某些方面跟社会工作是完全契合的 ， 除此之

夕卜 ， 如果家园是
一

家社工机构的话 ， 不仅可以 以公益组织的身份在民政局合法注

册 ， 政府每年 的资金支持也能缓解机构的 资金困难 ， 随后而来的是社会对机构的

认同度的提升 ， 说不定为外来人 口子女筹备机构的想法都能实现 。

接下来 ， Ｘ 机构整理机构 以往活动材料 ， 提交社工机构 申请 ， 终于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成功转型为 Ｘ 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 以下简称
“

服务 中心
”

） ， 并聘请 Ｂ

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秘书长 、 Ｂ 市大学教授 Ｇ 老师为机构的专业资深顾 问 。 同年 ，

月艮务中 心发起 ， 联合 Ｂ 市红十字会
“

Ｚ 基金
”

、 爱心企事业单位 、 个人等援建 、

共建的纯公益活动室一
“

爱心小屋
”

， 也在服务中心所在社区成立 ， 主要为在 Ｂ

市 的流动儿童 ， 提供课业辅导 、 兴趣培养 、 互动交流 、 成长支持等服务 。 ２０ １ ４

年 ８ 月 份 ， 中 心发起的第二家
“

爱心小屋
”

在 Ｂ 市 Ｚ 区成立 。

三 、 转型 ： 机构能否重获新生

成功转型为社工机构 的 Ｘ 机构的发展可谓是如 火如茶 ， 先后被 当地 多家媒体

采访和报道 ， 转型之后 ， 工友们仍然亲切 的称呼中心为
“

家园
”

， 家园 和爱心小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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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的故事在 Ｂ 市广为传颂 。 媒体的报道及影响力的扩大 ， 各地企业和个人开始向

中心和小屋捐助物资 ，

“

家园每年所需的 ５ ０ 万元经费 ， 都是 由社会组织 、 爱心

企业和慈善会无私资助的
” １ ８

。 早在决定转型的时候 ， Ｑ 就有意识在在机构 内部

培养职员 的社工意识 ， 加强对社工知识的学 习及掌握 ，

“

既然我们是社工机构 ，

我们在开展服务的时候就得秉持社工的信念 ， 运用社工的方法和技巧 ， 不然 ， 我

们只是在名称上变 了 ，
‘

新壶装 旧酒
’

不是我们的发展模式 （ Ｘ０ １
－

Ｑ ）
”

。

转型之后的服务中心主要开展的项 目 包括七个方面 ： １ 、 与基金会合作的工

友社区服务项 目 ， 以 Ｘ 机构为主要活动基地 ；
２ 、

“

爱心小屋
”

， 主要负责外来

务工人员子弟放学后 的课业辅导 以及周末周 日 的兴趣活动 ；
３ 、

“

新公 民教师支

持项 目
”

， 主要是对民办学校的优秀教师进行评选 ，

一

方面是给予他们精神方面

的支持 ， 另
一

方面就是给予一定 的经济补助 。 ４ 、 Ｂ 市公益创投的项 目 ， 关于工

伤工友的维权支持 。 ５ 、

“

飞燕安居项 目
”

， 属 Ｂ 市第二届公益创投的 中标的项

目 ， 主要针对外来媳妇和外来家庭 。 ６ 、 与 Ｂ 市团市委合作开展 的为社区儿童 、

工友和 民办学校放映电影的项 目 ，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
７ 、 打工者精神文化生

活调研的项 目 ， 主要以倡导为主 。 此外 ， 机构也会与
一

些企业合作 ， 试图解决工

友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交流 问题 。

转型为社工机构缓解 了机构的资金等困难 ， 丰富 了机构的服务内 容 ， 加强 了

机构的影响力 ， 使得机构工作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 总体来说 ， 转型让机构重获

新生 。 但是 ， 如 同硬币 的两面 ， 转型给机构带来的也不仅仅全是好处 。 与其他诸

多社工机构
一

样 ， 在接受政府资助的 同时 ， 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他们的
“

控制
”

。

如何在满足政府要求的前提下保持机构的独立性成为机构面临的重要 问题 。

“

这时候 ， 怎么和政府进行周旋显得尤为重要
” １ ９

。 服务中心在转型之后基本保

持原来 的全部工作 内容 ， 而对于 比较
“

敏感
”

的服务 内容 ， 中心、则进行得比较低

调 ； 对于政府的要求 ， 中 心则尽量满足 ，

“

不完全听政府的 ， 但也不正面得罪
”

ｗ

是机构
一

直坚持的原则 。

“

我们不是和政府关系好 ， 而是积极主动地做政府公

关 （ Ｘ０ １
－

Ｑ ）
”

。

原 本的 劳工 ＮＧ０ 转型 为社工机构 ， 与 原生态 的社工机构肯定是有 区

别 的
，
因 为 我们 经历 过

“

自 由
”

， 然 后 突 然就 不那 么
“

自 由
”

了
，
这对

１ ８

来源于 与 Ｘ ０ １的访 谈。

 １

９  来自于 机 构负 责 人 Ｘ ０ １ 在 ２ ０１
４

“流 动人 口社区青少年人才培养
计

划” 培训课上的 讲课 内容。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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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来说也会有一个适应 的过程 。 在我看来 ， 我们选择 与政府合作是存

在一定的合作风险的 ，
我们 想要独立 ， 我们愿意＾ ■

一

家真正的 劳工 ＮＧ０

一样 ， 去帮工人维权 ， 帮他们打官 司 ，
指导他们通过集体行动 来维栌合

法权益 。 但现在我们不可能这 么 做
，
起码表 面上不会这 么 做

，
这一块 （ 指

长三 角 地 区 ）
，

也很少 有机构这样做 。 而 当 我们触及这些 方面 的 时候
，

实 际上
，
我们就违背政府 的意愿 了 。（ Ｘ０２ ）

我认为 以后 Ｂ 市社会工作组织 发展肯定是会 围 绕一个 固 定 的 目 标人

群
，
整个组织会 围 绕这一个 中 心开展工作 ，

不会像现在 有一些组织做 的

不 太
“

接地 气
”

。 我对 Ｘ 机构 没有太 大 的愿景
，
只 是希 望 能够尽 自 己 最

大 的努 力 为 工友们做一些 事 。 另 外 ， 我希望除 了 传统的 向
一些基金会 、

企 、 事 业单位等筹 集资金 以外 ， 自 我也要有一定 的经济 能 力
，
这是一个

公益组织 良性的循环 ，
我相信这也是绝 大 多 数公益组织 的 目 标

，
就是组

织在资金来 源 方 面形 成基金会 、 政府 、 公益组织三足 鼎 立的格局 。 （ Ｘ０ １ ）

一

面尽量满足政府的要求 ，

一

面保持适当 的独立性 ， 是 Ｘ 机构发展的轨迹 ，

但政府对这种独立性
“

容忍度
”

如何 ， 机构又能周旋多久 ， 这些都需要 Ｘ 机构不

断地用实践来回答 。

第三节 案例比较

前面两节分别介绍 了Ｓ机构于 Ｘ机构的发展历程以及在面临困境时的不同选

择 ， 为 了 使比较更加全面 ， 笔者从机构创始人 ， 机构工作人员等方面进行更全面

的对比 。 详见下表 ：

表 ４
－

１Ｓ 机构与 Ｘ机构的对比

Ｓ 机构 Ｘ机构

创 办时间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活动地点


珠三 角


长三 角


创 办人出 身工人工人

创 办人是否有相关維权＋

经历 ｜ ｜无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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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益 为 本
，
服务广 大工友

，

＾ ｔ丰 富打工群体的业余精神文
维扣万

■

务工合法权益 ， ｔ

． ， ｕ１
、

化生活
，
建设打工者的精神 家

加强对劳务工的 法制 ￥ ，

传和培训教育 ，
提膽

园 打工者更

机构使命与 目 标
务工 自 我维权意识

，
提
＾ 普及劳动法律知识 ’ 提

＾升工友们 的 法律意识 ，
维把 劳

向 ５５

＊

务工在城市 中 的生
动者权益 ； 培育平等 团 结 、 互

存和 发展能 力 。＿

助友爱 的新时代人际 关 系 ， 构

建和谐社会 。

主要资金来源法律援助 、 境外 支持香港基金会 、 政府资助

工人 （ 为 主 ） 、 向 权教．

机构理事会构成政府人 员 、
工人

、 高校教师
师

机构工作人 员 构成工人为 主 学生 、 工人

机构工作人 员 人数 全职 ４ 人
， 兼职 ２ 人全职 ６ 人

平均年龄 ４０ ２７

平均 月工资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平均受教育程度初 中 大专

法律培训 、 法律援助 、 法律培训 、 工伤探访 、 电影放

机构工作 内容工伤探访 、 工作探访 、 映 ： 、 手工 小 组 、 姐妹小组 、 文



文化娱 乐 、 公 民教育


艺 小组 、 文学 小组

，珠三 角 农 民工服务组 织
机构周边环境１ 同 行机构 少

协会
， 同 行机构 多

机构註册状况工 商注册工 商注册到社会 团体注册

机构与政府关 系 （客现 ）较 差 良好

机构与政府关 系 （主观 ）政府打压合作有风险

机构与工人关 系联 系 紧 密联 系较差

ｕｗ多 为 受过工伤及维权经 普通工人
， 多 为 文 艺 、 文学 爱

机构所接触工人特点
历 工人好者

面临主要问题身份合法性服务 目 的和 内 容受 限制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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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劳工 ＮＧ０ 的转型逻辑

本文第五章 以叙事的方式讲了ｓ 机构与 ｘ 机构的形成及发展历程 ， 第六章笔

者试 图透过现象看本质 ， 以资源依赖理论与无产阶级化理论为基ｆｔｉｌ ， 理解劳工

ＮＧＯ 选择转型与否的实践逻辑 。

第
一

节 机构人员

―

、 机构创始人对组织机制产生重要影响

劳工 ＮＧ０ 是民间 内生的劳工组织 ， 其创办人和工作人员大多从工人群体中产

生 ，

“

从工人中来 ， 到工人中 去
”

的发展模式 ， 使得在服务过程中能更好的拉近

与工人的距离 。 正因亲身经历和 目睹过外来工在工作及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公平 ，

所以能深深体会和感受到在异地他乡 工作和生活的艰辛 ， 以及在面临困境时孤立

无援的处境 。 在他们看来 ， 工人需要 自 己的组织 ， 团结和组织起来 ， 发挥集体智

慧的力量 ， 有效争取和维护 自 身的合法权益 ， 以改变工人在社会中 的艰难处境 。

在帮助工人维权的过程中 ， 他们 自然而然将 自 己看成是工人的代表 ， 视工人的事

为 自 己的事 ， 为工人服务不遗余力 。 对他们来说 ， 这是
一

份 自 己在
“

用心
”

去做

的公益事业 ， 与
“

收益
”

相 比 ， 更注重的是事情本身给 自 己带来的价值体验 。

从人员构成和人事安排上看 ， 劳工 ＮＧ０ 的创办人基本都是该机构的领导人 ，

自机构成立 以来领导人基本很少变动 。

一

般情况下 ， 这些机构 的家长制色彩比较

浓重 ， 机构的管理人员都 由其创始人也即领导人任命 。 从组织的决策看 ， 这类 ＮＧＯ

的重大决策通常会经过理事会讨论 ， 但理事会往往 只是
一

种形式 ， 事实上决策主

要 由 组织创始人来决定 。 同样 ， 组织服务的主要 内 容
一

般也是 由 资助方的要求 以

及机构领导人的服务愿景所决定 ， 这基本上也是劳工 ＮＧ０ 发展的定式 。

（

一

） Ｓ 机构

Ｓ 机构 的创始人 Ｚ 先生是 民 间非政府组织初现的背景下第
一

批
“

吃螃蟹的

２ ０分析来 源于文章 参考 文献以 及 与多 个 劳工Ｎ Ｇ Ｏ 负 责人以及工 作 人员的访谈 总结。

 ２ １ 陆佳 ．构建 和谐劳 工 ＮＧＯ ，促 进我 国劳 动关系健
康
发

展

［ Ｊ］． 大家 谈 论 坛 ． ２０１ １  （ １ ： ）： １

２ ３ － １２４

．   ２２  徐贵宏 ， 贾志永 ， 王 晓燕 ．农民 工 Ｎ ＧＯ建设的 政策需求 与生 成
路

径 ［Ｊ］．公共 管 理 学报 ，２ ０ ０７ （ ４）： ６
９

－ ７ ５．

 ２ ３  王 名， 贾 西 津 ．中国 Ｎ ＧＯ 的发
展分 析 ［ Ｊ ］

．中国 公共 管理论坛， ２ ００ ２ （８） ：
３

０ － ４５．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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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同事说他从事工人维权是命中注定 。

大概是 ９３ 年的时候 ，

一天早晨很早的时候 ，
厂 里消 防演 习

，

一些工人 因 为

太 累 没及时起来 ，
经理 （我们称他 为 老虎 ） 让保安 （都是退伍军人 ）

，
把那些人

抓 出 来
，

一

字棑开 ，

２０ 多人 ，
用 水龙头冲

， 冲 了 两三个小 时
，

工人被冲倒 了 又

爬起来 ，

又被冲倒……次年底 ，
另
一个厂 里 ，

一个工人 因轻微地违反厂规 ，
被保

安活活打死 。 几个月 后 ，
这些保安又 大摇 大摆地回来上班 。 后 来听说罚 了 款 了 事 。

（ Ｓ０ １ ）

这
一

系列事件都让 Ｚ 先生 内 心无比煎熬 ， 他深感工人的尊严被侮辱 ， 对待

这
一

群对城市的建设发展有着不可磨灭作用 的群体 ， 社会没有给予他们该有的尊

重与 回报 ， 这让他想为这
一

群体做些什么 。 恰逢 ， 当时的地方政府正在推动各区

工会的建设 ， 于是 ， 在这
一

信念的支撑下 ， 他开始了
一

个人的行动
一组建工会 ，

期间 向成员们相互交流对工人现状的 了解 以及提升工人权利意识及维权能力的

意识 。 与地方政府
一

开始赋予 自 己
“

安抚 ， 帮助工厂管理工人
”

的愿景相违背 ，

很快 ，
Ｚ 组建的工会开始受到厂方 的敌视 ， 最终被迫解散 ， Ｚ 随后离开工厂 。 那

次的经历让他发誓 以后再也不进工厂打工 。

在 Ｄ 市与家乡之间辗转过几次 ， Ｚ 最终决定来到经济发达 、 思想开放的经济

特区
一

Ａ 市 ， 他没有违背最初的誓言 ， 开理发店 ， 帮人送货 ， 就是没有进过工厂 。

可天有不测风云 ， ２００２ 年 ， 他在送货途中受伤 ， 可是老板却拒付医药费 。 Ｚ 觉得

有理无处说 ， 他决定状告老板 ， 但 当时 ５０ ０ ０ 元的律师费对他来说无疑是天文数

字 ， 于是 ， 他开始 自 学 ， 天天往书店跑 ， 看法律方面的书籍 。

“

我 自 己看法律书 ，
不懂 的话就打律师 的 咨询 电话询 问

，
当 然 ，

你

问 多 了 他们也不会告诉你
，
于是

， 我就每天给不 同 的律师打电话 ， 每个

电话 问 一两 个 问题
，

这样一年 时 间 下 来
， 我不懂 的也基本上都 学得差 不

多 了

”

。 （ Ｓ０ １ ）

虽然官司输 了 ， 但 Ｚ 发现打官司不难 ， 于是他就不再去找工作 ， 继续学 习法

律 ， 脱离依附企业和政府工会 ， 用 自 己的积蓄租 了
一

间房子 ， 组建工人维权组织

一 一

Ｓ 外来工协会 ， 专 门帮助工人打官司 ， 并从中收取少许费用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和

１ ０ 月 因两次发起 《取消 劳动仲裁处理费 ， 减轻劳动者维权成本 》 的万人签名活

动 ， 致使 Ｓ 外来工协会遭 Ａ 市 民政局取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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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出务工之前 ， Ｚ 在家乡组织过青年会 ， 外 出打工亲眼所见的农民工遭受

欺凌事件颠覆了他对这个世界 的看法 ， 组建工会就是他试图为工人群体做些改变

走出 的第
一

步 ， 初步尝试的失败让 Ｚ 对工厂
“

恨之入骨
”

， 亲身经历工伤而不得

索赔更是让他立志在劳工维权的道路上走下去 。 Ｚ 的经历决定 了他创办的机构的

服务 内 容注定与维权有关 。 于 自 身 ， 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时候求助无 门 ； 于工友 ，

Ｚ 见证了太多政府在工友遭遇侵权时候的听之任之 。 某种程度上来说 ， Ｚ 对政府

是存在
一

定的
“

敌意
”

的 ， 在政府面前 ， Ｚ 有着 自 己的骄傲 ，

“

我们做的事情原

本是政府的分 内之事 ， 但正是因为他们的碌碌无为 ， 才会有我们的 出现 ， 而且是

劳工 ＮＧ０ 涌现的势头
”

＇

其 实
，
谁愿意在跟政府作对 的环境下工作呢 ，

但我们也有 苦衷 ，
被

收编
， 资金来源 受 限不说 ，

活动 肯定也是处处 受 到 控制
，
像现在开展 的

帮助工人维权 、 介入工人的集体行动帮助工人开展集体谈判绝对是不被

允许的 。 而且 中 国 的政府 ， 行政工作特别麻烦 ，
像现在我们拿着 不 同 地

方的资金 ，
只 要在基本 活动 内 容及方 向上遵从他们 的 意 见 ， 然 后每季度

向他们提交我们的 工作情况报告 即 可 。 收编之后还不是天 天这个会议那

个会议 ，
这个材料那个材料的

，
然后 工作人 员 就会 为 了 文 书 写 作 而 占 用

大量时 间
，
我觉得这对我们服务的提供是不 利 的 。 久而 久之

，
＾？务肯 定

是要 变 形 的 ，
这不是我们 的初衷 。 （ Ｓ０ １ ）

在政府大力购买社会服务的背景下 ， 社会工作的迅速发展 ， Ａ 市甚至被称为

社会工作发展的先行区 。 在这样
一

背景下 ， 劳工 ＮＧ０ 选择与政府合作 ， 顺应时势 ，

转变为社工机构 ， 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开展工作成为
一

种选择 。 对于
“

大热
”

的社

会工作 ， Ｚ 有着 自 己的看法 。

社工
，
简 而 言之不就是 为社会工作 的工人 么

， 我们就是社工啊
，
我

们所作 的 事情是 为 了 让工人侵权事件不再 发生或者是 少 发生一 些 ，

工人

的权利 意识提 高
一些

，

工人在城市里 面 生活 的更好一些
，
不是说在社工

机构里的 才 是社工 ，
所 以我们是真正的社工 。 那些政府部 门 的社工只 是

名 称上 而 已
，
真正做实 事 的 有几个呢 ？ 我觉得几乎 没有 ！ （ Ｓ０ １ ）

多次的施压 以及在介入工人集体运动 中政府 的干预使得 Ｓ 机构与政府的关

２ ４  来 自 与 Ｓ ０ １ 的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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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一

度达到冰点 ， 面对这种僵硬的关系 ， 政府与机构之间似乎谁都不愿意让步 。

为了更安心的投入劳工事业 ， 也避免家人受到过多干扰 ， 给孩子
一

个相对稳定的

学习环境 ， Ｚ 在 ２０ １ ４ 年底将妻子创办的女工服务部从 Ｓ 机构分离 出去 ， 并与妻

子离婚 。

他们现在 简直是丧心病狂啊 ，
像黑社会一样 ， 像广 东 的 Ｐ 机构

，
机

构 办公室遭到抢劫 ， 负 责人也被打 了 ， 简 直 不敢想象
，
在现代社会里还

会有这样的 事情发生 ， 真的很无语 怎 么 不受影响啊 ，
小孩子跟着我

们到 处跑 ， 都没有 办法上学 了 ，
所以就想说我跟 Ｚ 暂时分开会不会好一

些 。 （ Ｓ０５
，

Ｚ 的妻子 ）

这是我毕生的追求 ， 所 以我 不会放弃 ，
现在这样 （指 离婚 ） 是最好

的选择 ，
目 前谁也不愿意妥协 ，

这种情况 （被逼迁 ） 肯 定还会继续 ，
现

在他们再也 没有借 口 骚扰他们 （妻儿 ）
，
这对他们 （妻儿 ） 也是不错的

结果 ，
起码比跟着 我到 处跑好 多 了 。 （ Ｓ０ １ ）

即使是在经历不断地逼迁之后 ， Ｚ 的态度亦是
一

如既往 ， 帮助工人维权己经

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
一

部分 。 在 Ｙ 鞋厂工人大罢工事件中 ， Ｚ 夜以继 日 的在

ＱＱ 群里为工人解答问题并多次前往工厂与工人代表当面交流 ， 事件结束之后写

下 ３ 万余字的
“

罢工事件始末
”

供后来者及同行参考 ， 期间更是多次被警方骚扰

甚至
一

度被软禁数 日 ； 在家人不断被骚扰 ， 孩子上学受到影响的时候 ，
Ｚ 艰难地

决定于妻子离婚 ， 给家人
一

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 而 自 己决意要
“
一条道走到黑

”

。

我就是铁 了 心要把这件事做下去 ，
不管我会遇到 什 么 问题 ，

我随时

准备搬家
，

也随时 准备被请去喝茶 ，
甚至进去 （指监狱 ） 。 现在只要能

解决吃饭就没 问题 了
，
我会一直做下去 。 （ Ｓ０ １ ）

（二 ） Ｘ机构

Ｘ 机构 的创办人 Ｑ ， 在初中毕业之后跟随家 乡大势外出打工 ， 每天过着两点

一

线 的生活 ， 日 复
一

曰 的重复操作 以及同事之间交流的缺乏 、 工厂对他们的严格

限制
一

度让他郁闷之极 ， 每天看着工厂如何剥削工人 ， 而 自 己的 同事们又是怎样

的默不吭声 ， 甚至将这些解释为命运 。 但 Ｑ 不信命 ， 只有初中文化的他从来没停

止过学习 ， 只要有时间 ， 他就会拿起书本来看 ， 也只 有在读书 的时候才能让 Ｑ

找到
一丝安慰 。 那时 ， 他深切感受到打工群体业余精神生活的匮乏 、 权益维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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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困难 ， Ｑ 想为工人们做点什么 ， 但是 自 己
一

无所有也只 能是想想 。 有
一

天 ， Ｑ

的这种
“

想为而不能为
”

的郁闷情绪到达顶点 ， 就连看书也无法缓解 ， Ｑ 开始觉

得这样的生活太窝囊 ， 于是决定结束 自 己的生命 。 但直接跳楼 、 跳江似Ｉ乎又不甘

心 ， 于是 Ｑ 决定用 自 己所有的积蓄来
一

场
“

说走就走的旅行
”
一

去西藏 ， 在空旷

的草原结束 自 己的生命 。 沿途饥饿过 、 不舍过 ， 甚至
一

度挣扎在垂死的边缘 ， 他

将 自 己二十多年的人生回顾 了
一

遍 ， 最终 ， 不甘心让他决定活下来 ， 并决定为工

人这
一

群体去做些改变 。

从西藏回来之后 ， Ｑ 来到 了 Ｂ 市 ， 投入了 打工积蓄的 ３ 万元钱 ， 租 了
一

间房

子 ， 买 了
一

批书加上 自 己之前的存书 ， 建立了
一

家工友图书室 ， 并到工商部门
一

个人身份进行 了工商注册 。 很快 ， 图书室得到 了 香港 Ｃ 基金会的支持 ， 图书室的

发展也逐渐进入轨道 ， 越来越多 的工友开始 晓图书室的存在 ， 在免费供工友看

书之外 ， 图书室开始为工人提供讲座培训 、 组织工人集体活动 ，

一

开始的机构 只

有 Ｑ
—

个人 ， 图书管理 、 讲座培训等都是 Ｑ 亲力亲为 ， 这 比他在工厂上班的时候

还要忙 ， 但 Ｑ 却觉得这是他最放松的时候 。

一个机构的 成立都要经 历 一个 大 家不知道到知道的 过程
，
所 以一开

始 的 筹备 ，
辛苦是在所难免的

，
之前知道 广 东 有很 多 家 专 门 为 工人服务

的机构 ，
但我也 没有深入的接触过 ，

所 以
，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学 。 但是每天都认识 不 同 的工友 ， 每天在 帮助他们解决 不一样的 问 题 ，

这让我特别 的有 成就感 。 我所做的 ，
就是希 望丰 富工人群体 的 业余精神

生 活
，
使他们能够 更好地迨应这里的 生活 。 每天 我都会做个决 定 ： 让服

务 更丰 富 ，
更深入

，
要一直 坚持下 去 。 （ Ｘ０ １ ）

Ｑ 表示并不在意 自 己的物质生活过得怎么样 ， 可每当看到那些打工者 ， 下班

之后 ， 不是上 网聊天打游戏消磨时光 ， 就是聚众赌博喝酒打架 ， 就觉得
“

特别为

他们惋惜 ，

‘

家园
’

真的很有存在的必要 ， 至少能让他们拥有
一

个在他乡 的精神

之
‘

家
’

。

”

于 Ｑ 而言 ， 读书是 自 己人生不可缺少的
一

部分 ， 在外 出 打工的生活 中 ， 关注

的是工人在上班之余精神生活的贫乏 以及面对年轻工人上班之余赌博 、 上网 ｎ巴消

磨时光的惋惜 。 两点
一

线的工厂生活让 自 己郁 闷到想要 自 杀的经历 ， 使得丰富工

人的业余精神生活 ， 加强工人之 间 的交流成为 Ｑ 的愿望 。 向 然 ， 这样的服务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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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了机构的主要服务 内容 ， 读书 、 唱歌娱乐 、 书法 、 文学创作成为机构的主旋

律 。 面临资源困境以及制度困境时 ， 转型是机构选择的应对方法 。 由于服务 内容

的特殊性 ， 转型为社工机构之后无论是工作 内容还是工作手法上于 Ｑ 来说都没有

太多 的变化 。

现在 国 家越来越重视老百姓的 文化教育 ，
以往我们的工作基本都 比

较随心 所欲 ，
没有说非得按照特定的工作模 式 ， 我们希望将社会工作 引

入我们 的服务 ，
让社工进驻到工人 中 间 ，

从社工的视 角 了 解工人的文化

需 求 ， 帮助我们调动各种资源
，
用 专业方法化解工人的

“

精神文化饥渴
”

。

社工与 工人的结合 ， 我相信这会是一场奇妙之旅 。

 （机构转型之后 ） 其实 没什 么 变化 ，
对我们来说 ，

就是 多 了 些

例行公事文件需要上 交
，
需要 多 做些工作报告 ，

偶 尔对我们 的工作提 出

意 见建议
，
我们觉得合理的就采纳 ，

不合理的就不去理会 。 当 然 ，
他们

会对我们的服务 内 容提 出 要求 ，

比如
“
工伤

”

这一块的服务政府就不提

倡
，
总体来说 ，

上层对我们 的指 导还在可 以承受的 范 围 内 。 与政府合作

肯定是有一定风险的 ，
但是也还好

，
还处理得过来 。 反而

， 与政府合作 ，

现在开展服务确 实 比 以前方便不 少
，
媒体的 宣 传让更 多人知道我们 的 存

在
，
对我们的服务也更加信任 ，

对我们 来说未尝 不是件妤事 。 （ Ｘ０ １ ）

二 、 机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是社会组织的重要资源 ， 工作人员 的特质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机构的

发展走向 ， 工作人员 的工作成效更是决定 了机构 目 标与使命的落实程度 。

（
一

） Ｓ机构

Ｓ 机构 的职员 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 工人出身 ， 经历过工伤或是维权无果 ；

非工人出身 ， 但对工人的状况有着强烈的共鸣 ， 致力于推动工人现状的改变 。 无

论哪
一

种 出 身 ，
Ｓ 机构的职员在加入机构的时候都是带着 自 己的

“

愿景
”

而来 ，

对他们而言 ， 这不仅仅是
一

份工作 ， 某种程度上更是 自 己理想 的依托 。

机构 曾经的职员 Ｗ 年过五十 ， 初中学历 ， 曾 当兵 ７ 年 ， １ ９９ ６ 年入职沃尔玛 ，

一直从事
一

线工作 １ ６ 年 。 作为最早 的
一

批 Ａ 市沃尔玛老员工 ， Ｗ 见证 了沃尔玛

曾经的荣耀和如今的落寞 。 ２０ １ ０ 年来 ， 包括 Ｗ 在 内 的
一

大批对沃尔玛老员 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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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管理政策不满的员工就开始私底下讨论 ， 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 。 通过
一

些员工

与公司发生个体劳动争议的契机 ， 员工们与 Ｑ 律师事务所
２ ５

的律师有 了接触 。 在

其影响下 ， Ｗ 和几名积极分子开始 了 工人之间的经历分享和联络工作 ， 他们决定

采纳 Ｑ 事务所律师的建议 ， 努力征得地方工会和沃尔玛工会的支持 ， 合理有序地

启 动真正的劳资谈判 ， 来解决工人们普遍不满的 问题 。 沃尔玛方面却对员工诉求

提 出强烈异议 ， 为 了证明 问题的普遍性 ， Ｗ 在某分店征集了８５ 名 员 工签名认可 。

就在 Ｗ 不断找到上级地方工会要求其协助启动劳资谈判 ， 不断接听各店工人代表

电话 、 与工人代表见面商量对策 ， 越来越多的工人不断加入劳方队伍的情况下 ，

Ｗ 突然接到 了公司 的解雇通知 ， 理 由 是
“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 有损公 司形象
”

。

Ｗ 随后向 Ｑ 律师事务所所表明 了 自 己想通过法律途径与沃尔玛恢复劳动关系的态

度 ， 同时聘请其代理与沃尔玛的劳动争议案件 。 事件经历几年也没最终得到完满

解决 ， 沃尔玛劳资集体谈判无从幵展 ， 集体争议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 。 也正是在

与沃尔玛斗争的过程中 ， Ｗ 接触到 了Ｓ 机构 ， 更坚定 了他不与沃尔玛和解的决心 。

在 Ｚ 的邀请下 Ｗ 加入机构 ， 运用 自 己在与 资方对抗过程中学 习到的知识帮助与 自

己有着类似经历的工友 。

现在的 我 已经 没有 养 家糊 口 的压 力 了 ，
但肯 定有许 多工人 与我一样

维 ＞

＾又 无 果 ， 我现在每天都 出 去做工伤探访 口工作探访 ， 每天接触到 许 多

工友
，
可 以 了 解 到 他们 需要什 么 、 他们正在经历 什 么 、 我们 能 为他们做

些什 么
，
我觉得这很有 意 义 ，

也很有必要 ！ （ Ｓ０３
－

Ｗ ）

２０ １ ４ 年 ４ 月 １ ４ 日 ， Ｄ 市 Ｙ 鞋厂发生 了 工人大规模的集体维权事件 。 期间 ， Ｓ

机构为寻求咨询 的 Ｙ 鞋厂工人提供 了咨询意见 ， 并提 出依法理性维权的建议 ， 在

此期间 ， Ｄ 市国 保大队人 员 多次前往 Ａ 市 ， 要求 Ｓ 机构停止为 Ｙ 鞋厂工人提供咨

询 和建议 ， 协商未果之后 ， 于 ２０ １ ４ 年 ４ 月 ２ ２ 日 中午将 Ｓ 机构主任 Ｚ 和其助理 Ｌ

分别强行带走 。 随后 ， Ｌ 被强迫失踪 。 直到 ４ 月 ２ ８ 日 下午 ， Ｄ 市公安局 Ｇ 分局 国

保才将 Ｚ 传唤至 Ａ 派 出所 ， 口 头告知助理 Ｌ 已被刑事拘 留 ， 涉嫌罪名是寻衅滋事 ，

并特别说 明 ， 刑拘 Ｌ 与其协助裕元鞋厂工人维权
一

事无关 。 在这次传唤 中 ， Ｚ 才

正式从 Ｄ 市警方知道 Ｌ 被刑事拘留 的真正原因 。 即在 ４ 月 ２ ２ 日 上午 １ ０ 点左右 ，

２ ５

Ｑ 律师事务所是在中 央提出 “
构

建和谐 社
会

”的 总 体 目标下 ，橄据 律
协 会 创 办 专

业

化 律 师 事 务

所的 具 体 要 求而组

建的新型法律服务 机构 ，以维 护 劳工 阶 层、 雇 员（

职

员 ） 阶 层 合 法 权 益 主 要服 务 方 向， 向
社

  会 提供“

解决劳
资

纠 纷、和 谐劳 资 关 系 ” 的 法 律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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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转发了
一

则来 自
一

个叫安科资讯网站上未被证实的
“

Ｄ 市台达电子厂罢工
”

的

消息 。 Ｄ 市警方称 Ｌ 将该消息同时发布到裕元鞋厂工人的多个 ＱＱ 群中 ， 造成了

恐慌 ， 扰乱了社会秩序 。

其实我 已经做好 了 长期进修的 准备 ，
但是 出 乎意料的经过一个月 的

“

深造
”

，
今天竟 然 意 ｉ

ｌ

＇ 从看守所 出 来 了 ，
而在受 到释放通知 书 的那

一

刻 我正在满怀激情 的给仓里的 几十号 弟 兄上政治课 ，
这是我在里 面每天

必做的事情 ， 课没讲完就走 了 话说还真有点 不舍 ，
不过我知道这个地方

我 还 会 回 来 的
，

因 为 这 是 我 事 业 走 向 成 功 的 必 经 之 路 。

这一个 月 来的辛劳 自 不待言 ，
但是除 了 人长帅 了 不 少 其他一切如 常 ，

此刻 的百感 交集只 想归 结 为 两 个字 ， 那就是感谢 ，
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表达诚挚 的谢意 ，
感谢 以 Ａ 和 Ｂ 律师 为 代表 的人权律师 团 的全 力援助 ；

感谢 以 Ｗ 教授 为代表的公 民 团和各位媒体朋 友的热切 关注 与公正报道 ；

感谢各位 同 事不辞辛劳的 各方 奔 走 ； 感谢看 守所里各位 大佬们这一个 月

来的关照 ？

， 最后 感谢爸爸妈妈一直 以来对我所热愛的 事业的理解与 支持 ，

你们 的 爱和 包容是我 坚守信念追逐 梦 想 最 坚实 的 后 盾和 源 源 不竭 的 动

力 。 谢谢你们 ！

——摘 自 Ｓ机构职 员 Ｌ 被释放 当 日 的 日 志

Ｓ 机构的职员 Ｌ 对工人这
一

群体可以说是经历着
“

接触一共鸣￣实干
”

的过

程 。 Ｌ 的经历在劳工届
一

直被称为
“

传奇
”

， 大学生的身份 ， 眼界的开阔 ， 不怕

事的性格 ， 使他在帮助工人维权的过程中受到 了工友的欢迎 。 现实社会与 自 己在

学校所了解的社会之间 的 巨大差距让 Ｌ
“

失望不 已
”

，

“

遇到不平的事 ， 就是管

定 了 ！（ Ｓ ０２
－

Ｌ ）
”

就那些声 称 自 己是社工的人
，
你是社工专 业 ，

但你不要介意我这样

说奥 ，
他们成天除 了 跟在政府的 后 头 ，

不停地写 东 西
，
应付上级检查还

会做什 么
，
所 以我肯 定 不 赞成搞什 么 社工机构 。 还有上头 ， 看看他们做

的这些 事 ，
他们 为 什 么会对我们 的工作这 么 敌视

，
还不是 为 了 自 己 的 乌

纱帽考虑 。 （ Ｓ０２
－

Ｌ ）

当工作与 自 身理想联系在
一

起的时候 ， 工作 内 容与工作宗 旨 的改变 己不仅仅

是对机构服务初衷的扭 曲 ， 自 己的价值依托亦不复存在 。 因此 ， 对 Ｓ 机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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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来说 ， 也不愿机构转型为社工机构 ， 从而导致服务内容的扭曲 以及失去对 自

身工作方式以及工作结果的控制 。

（二 ） Ｘ 机构

与 Ｓ 机构的职员 构成不同 ， Ｘ 机构现有的其他五名工作人员 ，

一

名来 自工人

中 间 ， 初中学历 ， 受过轻微工伤 ， 不愿再进工厂 ；

一

名是在偶然间接触到机构的

工人 ， 被家园的轻松工作氛围所迷恋而留下 ；

一

名则是来 自 北京
一

家类似机构的

工作人员 ， 中专学历 ， 模具专业 ， 因擅长唱歌 、 弹吉他而进入机构进行文艺相关

工作 ； 另外两名专门 负贵流动儿童工作 ， 其中
一

人为大学本科出 身 ， 法学专业 ，

因机构招聘相关专业人才而来到机构 ， 后 因机构工作需要被分配到爱心小屋负 责

儿童工作 。 另
一

名则是 曾经的公司职员 ， 大专学历 ， 因待遇不公 ， 与老板产生矛

盾而离 １Ｒ ， 随后加入机构并全职负责流动儿童服务 。

Ｘ 机构的职员 Ｙ 初 中毕业来到 Ｂ 市打工 ，

一

次工作 中 的操作失误让其手指受

伤 ， 自此之后 ， Ｙ 就对工厂产生 了 阴影 ， 机缘巧合之下 ， Ｙ 接触到 了Ｘ 机构 ， 经

过与负责人多次的接触 ，
Ｙ 正式加入机构成为

一

名全职工作人员 。 除 了工资方面 ，

Ｘ 机构总体让 Ｙ 非常满意 ： 灵活的工作安排 ， 除 了 日 常值班和晚上的文艺活动 ，

在机构的其余时间基本都 由 自 己 自 由支配 ； 轻松的工作 内 容 ， 由于机构发展时间

较短吗 ， 内部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 ， 工作有着较强的随意性 。 工作基本

不需任何技巧 ， 于员 工而言 ， 工作没有任何压力 ； 自 由 的工作时间 ， Ｑ 从工人上

下班时间特点 出发 ， 将机构 的工作时间定于中午 １ ２ 点到晚上的 １ ０ 点 ， 每周休息

三天 ， 这对厌恶工厂生活 ， 意图继续深造的 Ｙ 来说求之不得 ， 工作时间 内看书 、

复 习考试 内容再好不过 。 这也是机构最吸 引 Ｙ 的地方 。

 我们 与政府的 关 系 处得也不错 ， 最近几年应该不会 离开 （机

构 ）
，
现在工作也 已经 基 本上都顺手啦 ， 有 时候还有去香港培训 的机会 ，

也是一种锻炼 。 而且我一直在 准备 大 专考试
，

现在还有 时 间 看 书 ， 要是

在厂 里上班就没这 么 闲 啦 。 等 我 大专 学历 拿到手 ，
看看 有 没有 更合适 的

工作
，
最后 肯定 是会离 开的 ， 毕竟这种地方 ，

虽 然舒服
，
但是工资 甚至

都不够养 家糊 口 啊 。

这 （机构转型 ） 对我们 没什 么 影响
，
还是照 常工作 ， 我们 的工作 本

来就是在 帮助政府排忧解难嘛 ，
现在 这样 （转型 为 社工机构 ）

，
不 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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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给 了 我们一个合法 身份开展活动 么 。 （ Ｘ０２
－

Ｙ ）

而对有些机构职员来说 ， 除 了轻松许多之外 ， 服务工人的工作与其他工作并

无实质区别 ， 于他们而言 ， 机构发展的前景、 机构的使命与 目 标 、 机构转型与否

以及与政府的关系都
“

与 自 己无关
”

。

什 么看法啦 ， 千嘛突 然讲这些
，

政府什 么 的
， 我不懂啦

，
我就是跟

Ｑ 联 系 然后他劝我在这边工作啦 。 我现在准备考初级社工 师 ，
但是一直

没看书 也看不进去 ，
Ｑ 非得逼我考 。 我 留 下来主要也是 因 为 工作 内 容 （唱

歌 、 吉他 ） 符合我的个人兴趣 。 （ Ｘ０３ ）

这个没 多 想
，

从我 ０９ 年到这来
，
要说 变化就是知道我们 的人 变 多 了

，

我觉得转 （型 ） 得 蛮好的 ， 我们还是按 Ｑ 的要求去工作 ，
就我 自 身 而言 ，

基本 没有影响…… 暂 时 没 想过换工作 ， 其他工作也肯定 没有现在 的舒

服 。 （ Ｘ０４ ）

由于工作人员 的短缺以及儿童工作的特殊性 ， 两个负责
“

爱心小屋
”

工作的

工作人员更是对机构的其他事务无暇顾及 。

缺少
“

真正的工人经历
”２ ６

的体验 ， Ｘ 机构的工作人员多是被机构的工作内

容以及工作氛围所吸引 ， 于他们来说 ， 服务工人的工作与其他工作并无太多实质

性的 区别 ， 不会将工作与 自 己 的
“

理想
”

、

“

价值
”

等联系起来 。 只要符合 自 己

对工作
“

轻松
”

、

“

有趣
”

的期待 ， 机构工作 内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 应工

人的 需要 ， 亦或是机构的类型如何 ， 外界对工作的干预是怎样等显得无关紧要 。

三 、 机构志愿者和工人以及机构理事会 （监事会 ） 成员构成

志愿者 以及工人是劳工 ＮＧ０ 重要的组成部分 ， 也对机构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 志愿者及工人对机构 的评价是机构公信力 以及活力的重要表现 。

（
一

） Ｓ机构

Ｓ 机构的志愿者及接触到 的工人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发现 ：

一

是工伤探访 以及

工作探访中所接触到工友 ；
二是在帮助工人维权中接触到 的工友 ， 以及上述两方

面工友之间 的 口 口 相传 ； 三是关注劳工状况的公益人士 。 登记成为机构 的志愿者 ，

每月 每人需交五十元会员 费用 于机构的发展 以及相关志愿者活动 ， 志愿者可以免

２ ６ 这
里

“真正 的工人经
历

”是 与 Ｓ机构的大部分 职员 相 比 ，意指经历过较长时间 的的工人生活或者权益受

到过相关 损 害 ，亦或是对 工人权益受侵害有着强烈共 鸣 ，致 力于推动 工人维权工 作的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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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参加机构每两周
一

次的法律知识以及公民教育培训班 ； 机构人员会定期与志愿

者交流想法 ， 了解他们以及身边工友的需求 ， 以期对机构的服务 内容以及工作手

法作 出相应的调整 ； 利用 志愿者所缴纳的费用 以及机构资金 ， 定期组织资深志愿

者举行
“

联谊
”

活动 ， 增强机构与志愿者之间 以及志愿者 自 身之间的交流 ； 对于

致力于改变工人现状 ， 自 身有着较强的学习欲望的资深志愿者 ， 机构提供成为机

构培训讲师的机会 ， 能力突出者也可在 自愿的条件下加入机构 。

同时 ， 由于所处环境的开放性 ， Ｓ 机构所在地区经历着最先以及最深刻的现

代化 ， 这里的工人接触着来 自不 同地方的信息 ， 思想较为开放 ， 易于接受新事物 。

在权益受到侵害 ， 接触到劳工 ＮＧＯ ，了解工人的实际处境之后 ， 对劳工 ＮＧＯ 寄予

厚望 ， 权益受到侵害 的时候 ， 劳工 ＮＧＯ 的支持及帮助是其全部寄托 。 所 以在劳工

ＮＧＯ 遭遇
“

打压
”

的时候 ， 工人群体的呼声对政府也是一种压力 。

我接触 Ｓ 机构有三年 多 了
， 最开始是 受工伤 的 时候在 医 院看 到他们

向 我们 宣传工伤 相 关知识 ，

一

开始不相信
，
但是 当 时也不知道怎 么 办

，

劳动局投诉都 没 用 ， 打官 司 又怕 经济和时 间上都耗不起 。 后 来机构 帮 我

解决 了 不 少麻烦 。 从此
，
机构每次的培训 只要我有 空都会 来参加 ，

学 习

到 不 少 东 西
，
比如我们工人 不该只 有现在的地位

，
老板在工作 中 经 常剥

削 我们 ，
对于这些

， 我们 可 以通过合法 的途径去反抗 Ｓ 机构 帮助

了 很 多 像我这样的人
， 帮助我们怎 么 对付老板

，
好让我们不再忍 气吞声 。

现在
，
我还准备竞选培训班讲师呢 ，

哈哈 。 （ Ｓ １ ０ ）

我 没听说过社工机构
，
但你 刚 才说是与政府合作对吧 ，

这一点其 实

我不 太 赞 同 ，

如 果说官 方机构 能够真正 为 我们工人说话
， 那像 Ｓ 这样 的

机构就不会 出 现 了 是吧 ？（ Ｓ １ ２ ）

为落实服务部各项规章制度 ， 加强 内 部监督 ， 使机构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 Ｓ

机构设有监事会 。 监事会成员 由机构志愿者和关心支持服务部事业的社会公益人

士组成 ， 其成员为单数 ， 不少于五人 。 监事任期时间为两年 ， 任期届满 ， 可连选

连任 ， 但不可 以超过两届 。 就 Ｓ 机构的情况来看 ， 其监事会成员 多为资历较深的

工人志愿者 ， 只有
一

人为高校社工专业教师 。

对 Ｓ 机构而言 ， 机构 的发展离不幵志愿者及工人的支持 ， 机构的服务 内 容也

考虑其所反映 的诉求 。 对主要来源于受过工伤 以及遭受过权益受侵害并且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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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规渠道
”２ ７

无 门 的志愿者及工人来说 ， 所期望的服务 内容理所当然与工伤 、

维权相关 。 自 然 ， 于志愿者及工人而言 ， 是不愿意看到机构与政府合作 ， 从而扭

曲机构的服务 内容及宗 旨 的 。

（二 ） Ｘ机构

丰富工人的精神生活 ， 加强工人之间的交流 ， 是 Ｘ 机构建立的初衷 ， 机构通

过社会捐助以及香港基金会支持 ， 以工商注册的身份开办 了
一

家工友图书室 。 机

构通过发传单 、 露天表演等形式对进行宣传 ， 增加机构的知名度 ， 机构的志愿者

在这些
“

闻名
”

而来的工人中产生 ，

一

般分为两类 ： 有文艺才能且愿意加入机构

进行表演和热爱读书且愿意在闲暇之余来机构参加活动的工人 。 机构与工人 、 志

愿者之间 多是通过文艺表演 、 文学创作等联系起来 。 不可否认 ， 图书室的创立吸

弓 丨 了很多爱读书的打工者 ， 机构开展的文艺及文学活动也着实让喜爱音乐的工友

在家园找到 了 知音 ， 但是从工人群体的实际处境来说来看 ， 读书 ， 娱乐并不是生

活必不可少的部分 ， 就机构的这
一

定位而言 ， 吸引 的也仅仅只是工人群体的
一

小

部分 。 很多工人在机构的宣传下来到机构 ， 但很快就会发现 自 己
“

格格不入
”

。

此外 ，
Ｘ 机构所在地工业多 以丝绸纺织、 服装、 电子等工业为主 ，

“

显性侵权
”

２ ８

现象较少 ， 工人的权利意识觉醒较晚 。 对 愿者及工人而言 ， 机构的工作 内容

实际上与 自身相关不大 ， 如果 自 身不感兴趣可以寻求别的娱乐方式替代 。 总体而

言 ， 机构是否与政府合作 ， 从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与志愿者及其接触工人关

系不大 。

第
一次来 ，

你们这里就是唱歌的地方是吗 ， 我不会唱歌也不感兴趣 ，

所 以我们 来这里 没什 么 事做 ，
还不如 回去早点休息呢 。 以后 应该不会再

来 的 ，
找不 到我能做的 事啊。 （ Ｘ １ ０ ）

从家 园 建立之后 我就经 常过来 ，
挺好的

，
过来看看 书 、 聊聊 天

，
有

时候还参加一下文 艺 活动 ，

让我也能被艺 术熏 陶一下 。 几年下来 ， 我是

这边的 常 客 ，

也是机构 的核心 志愿者 ，
彳象我一样的 常客也有 几个 。 但是 ，

最近感觉 来机构 的工人确实 少 了４艮 多 ，
机构 的工作重 点 一直放在文 艺这

一块
，
这就 自 然将对文 艺 不 感 兴趣 的 工人拒之 门 外 。 我还私下跟 Ｑ 提过

２ ７

这里
的

“正规渠
道

”主要指工人所知道的途 径 ，如 去劳动局投 诉 ，向工会寻求帮助 等。

 ２

８这
里

的“显性
侵

权”主要指工伤得不到应有 赔 偿、工人集体权利受到侵犯等 现象。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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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
，
但是似乎没什 么 用 。 这样下去来 家 园 的人肯定会越来越 少 的 。 （ Ｘ０７ ）

恩
，
我们也就是没事做的 时候来看看 ，

可 以 交些朋 友
，
说不定就找

到女朋 友 了 呢
，
啥哈 （ 大 笑 ）

，
这是我来的主要 目 的

，
活动 的话我是没

什 么 兴趣啦 ，
很 多 时候我都感觉是家 园 自 己 的工作人 员 在玩峨 。 （ Ｘ １ ２ ）

机构的理事会主要 由资历较深 的志愿者及政府部 门人员 和高校社工专业教

师构成 。 志愿者的作用更多 的体现在机构活动的策划 、 准备 以及参与上面 ， 并无

太多监督及决策权 。

说难听 点
， 我们就是机构 的 帮工 而 已

， 谈不上什 么 决 策权 记

得有 一次 ， 我们 几个资历 比较老 的 志 愿者认 为机构现在这样发展下去是

不行 的
，
现在都 没什 么 工人来我们这边

，
就 向 Ｑ 提 出 来 ， 甚至 有志愿者

履行 自 己 的指责意 图 罢 免 Ｑ 。 但是这 些都是 无 用 功
，
怎 么 可能呢

，
机构

是 Ｑ 创 办的
， 哪轮得到 我们指手 画脚 。 （ Ｘ０７ ）

与志愿者不同 ， 而政府部 门人员及高校教师对机构的资金来源及发展方向有

着
一

定的决定权 ， 因此在机构发展的重大决策中 也有着
一

定的影响力 。 于他们而

言 ， 机构与政府合作 ， 转型为社工机构是 皆大欢喜的事情 。

本来就有合作 意愿
，
现在这样 ，

进入制 度 内 ，
在 范 围 内操作 ，

不是

更好 么 。 （ Ｘ １ ３ ）

四 、 小结

Ｓ 机构的创办人 Ｚ 工人 出 身 ， 在工人生涯中 见识 了太多工人受到不平等待遇

的事件 ， 这些让 Ｚ 萌生出为工人群体服务的想法 。 在家 乡组建
“

青年会
”

， 在工

厂组建工会 ， 发起
“

万人签名
”

的经验以及工伤维权无果的 的经历更是坚定了Ｚ

的这
一

抱负 ， 这
一

切都决定 了Ｚ 所创办的机构的服务 内 容中 ， 维权服务必不可少 ；

从创办之初 ， Ｓ 机构 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坚持
“

从工人中来 ， 到工人中去
”

的发

展模式 ， Ｓ 机构 的职员在加入机构的时候都是带着 自 己的
“

愿景
”

而来 ， 对他们

而言 ， 这不仅仅是
一

份工作 ， 某种程度上更是 自 己理想的依托 。 提高工人权利意

识 、 帮助工人维权进而带动工人群体状况的改变 ， 是他们的
“

理想
”

， 自 然 ， 他

们不会轻 易容许 自 己的理想被
“

扭曲
”

；
Ｓ 机构 的发展定位决定 了 其所接触的工

人和志愿者多是有过被侵权经历亦或是对工人现状有着强烈共鸣 ， 这些工人和志

愿者有着较高程度的 意识觉醒 ， ＿ 然希望机构 的发展定位与 自 己的切身利益相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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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综上 ， 机构人员 的特性决定 了Ｓ 机构不与政府苟同 ， 使得机构在面对
“

打压
”

时的反抗以及面对
“

收编
”２ ９

的
“

不屑
”

。

工厂的
“

两点
一

线
”

的生活让 Ｘ 机构的创办人 Ｑ 陷入抑郁 ， 也让他关注到整

个工人群体精神生活贫乏状况的严重性 。 在这样 的情况下 ， 逃离让人郁闷的工厂 ，

创造条件丰富工人的业余精神生活是 Ｑ 最好的选择 ， 这样的服务愿景也决定 了机

构的工作 内容 自 然集中于工人的文化服务方面 ；

“

有才艺 ， 能歌善舞
”

是 Ｘ 机构

选择工作人员很重要的
一

条标准 ， 在
“

歌舞升平
”

的工作环境下 ， 机构原来的为

工人服务的宗 旨很容易被抛在脑后 ， 与工人聊天 、 组织并参加活动是他们主要的

工作 ， 而轻松的工作氛围也成为吸引 乃至留住他们至关重要的 因素 。 而至于机构

的建立的初衷是什么 ， 提供的服务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这
一

初衷 ， 为了实现这
一

初衷 ， 机构服务哪些地方需要完善 ， 这些对他们来说显得无关紧要 ； 如 Ｓ 机构
一

样 ， 机构的发展定位决定 了机构所接触 、 所服务的工人群体特点 ， Ｘ 机构的文化

服务定位多吸引 的是对相关服务感兴趣的工人 ， 而至于意识觉醒 、 机构的发展定

位如何 ， 于他们而言 ， 更是无从谈起 。 综上 ，
Ｘ 机构创始人的服务愿景与政府倡

导基本
一

致 ， 加上机构工作人员 以及志愿者对机构发展的
“

漠不关心
”

， 迎合大

势 ， 转型为社工机构就变得顺理成章 。

第二节 机构类型

Ｄ ｅｂ ｅｒ 将无产阶级化分为技术的无产阶级化 以及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化 。 前

者是劳动者对劳动过程和劳动方法失去控制 ； 后者则是劳动者对劳动的结果或是

对劳动产品 的处理没有控制权。 同样 ， 这
一

理论也适用于机构 。 于
一

个劳工 ＮＧＯ

而言 ， 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会形成
一

套 自 己的工作手法 ， 政府的支持是否意味着

对机构工作方法 、 工作过程的干预 ； 政府对机构发展的千预往往伴随着无产阶级

化的过程 ， 正如 Ｓ 机构 以及 Ｘ 机构 ， 成立之时都有 自 己 的初衷 ， 工作 内 容也是根

据这
一

初衷而来 ， 与政府的合作是否 以改变服务 内 容为代价 ， 也即机构 自 身对其

服务的 目 的不再具有控制或者完全控制权 ， 这些都是机构在选择是否转型为社工

机构的考虑因素 。

２
９ Ｓ机构人员称

之

为“
收

编 ” ，为
了

统一 说 法 ， 文中的收编主要用来指代政府与 劳工Ｎ ＧＯ的 合 作 ， 下同。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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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３机构 ： 版务 、 ＾＾１？：：＾并重

Ｓ 机构的宗 旨为 ： 维护劳务工合法权益 ， 加强对劳务工的法制宣传和培训教

育 ， 提升劳务工 自我维权意识 ， 提高劳务工在城市中 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 在实际

操作过程 中 ， Ｓ 机构
一

直致力于践行这
一

使命 。 Ｓ 机构在服务 、 维权以及工运都

有所涉及 ， 三个方面亦都是机构的工作重点 。

与其他类型的 ＮＧＯ 不同 ， 劳工维权 ＮＧ０ 面临着
一

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体

制 内 的工会系统 。从理论上说 ， 工会是法律认可并授权的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组织 ，

具有健全的工作网络 、 规范的运行机制 、 顺畅的沟通渠道 、 稳定的经费来源 ， 是

维护农民工的
“

国家队
”

＇ 劳工维权 ＮＧＯ 以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促进劳资关

系的和谐发展为机构宗 旨 ， 与工会有着共同的活动领域 ， 具有较强的同质性 ， 在

一

定意义上是
一

种并生的竞争关系 。 从实际情况看 ， 社会上公开表达对工会现状

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 ，
工会

一

般为企业所用 ， 难 以真正体现其维权功能 ， 但中华

全国总工会近年来
一

直在全力推动工会组建和工会改革工作 ， 力求提高工会的维

权效果
３ １

。 可见 ， 在农 民工权益保护 问题上 ， 各级政府和舆论都倾向于组建官方

工会 ， 试图用官方的资源和力量来解决农民工维权问题 。 从这
一

层面来看 ， 工会

不愿意看到劳工维权 ＮＧ０ 发展壮大进而
“

瓜分
”

有限的社会资源 。 与劳工民间

维权 ＮＧＯ 等体制外的组织相 比 ， 传统工会仍然拥有很大的优势 ， 他们不仅对农

民工 民间维权 ＮＧ０ 采取歧视态度 ， 认为劳工维权机构在争取群众和政府支持方

面与 自 己形成了
一

定的潜在
“

竞争
”

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挤 占 了 劳工维权 ＮＧ０

的生存空间 。

此外 ， 作为工运型劳工 ＮＧ０ ， 在指导工人集体行动的时候 ， 尽管机构的初衷

是指导工人理性维权 ， 如果指导不当亦或是工人理解不当 ， 极易演化成大的集体

骚乱 ， 对社会的安全稳定造成威胁 。 即使指导得当 ， 工人按照合法路径进行维权 ，

要求与资方进行直接谈判 ， 政府方面仍需动用大量警力维持现场秩序 ， 以免发生

意外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还是会造成混乱情况的 出现 。在介入 Ｙ 鞋厂的集体事件中 ，

Ｓ 机构
一

开始就提出希望工人理性维权 ， 但是 由 于有关部门 的严密监控 ， Ｓ 机构

３

０杨 淑 娣 ． 我 国农民工 维权Ｎ ＧＯ的困境与
转

型－ －以 珠 三 角 地区 为 例 ［ Ｄ ］ ． 厦门 大 学 ， ２００

７

．  ３ １孙 中 伟，贺 霞旭 ．工会建设与外来工
劳动

权 益
保

护
—

—兼 论一种
“

稻
草 人 机

制 ” ［ Ｊ ］．中 国公
共管理

论坛 ，   ２ ０ １２ （ １ ２
）

： ４ ６－６

０ ．

３ ２ 孙春苗 ．论农民工民间维 权在社合 转型期 的 发 展 空 间 ［ Ｊ ］ ．研 究， ２ ０ ０ ６ （ １０ ） ：
１

４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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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多次试图与工人面对面交流失败 、 工人相关知识的缺乏 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影

响 ， 还是出现 了工人堵塞交通以及打砸等过激行为 ，

一

度 出现失控局面 。 所 以 ，

政府对指导工人进行集体行动的劳工 ＮＧ０ 是比较反感的 。 Ｓ 机构的职员 Ｌ 就是因

为多次介入工人集体行动中被以
“

扰乱社会秩序
”

罪批准逮捕 。

鉴于 目 前 Ｙ 厂 少数工友所采取的堵塞交通等过激行 为
，

已 与我机构

提出 的通过合法合理途径提 出 诉求及采取行动的行 为相 背 。 现我们决 定

暂时 中 止与 Ｙ 工友们的一切联 系 ，
不再为工友们在维权方面提供法律帮

助和建议 ◎ 待工友们 回 归 理 丨生和依 ：法維权后
， 我们再考虑是否 恢复 与工

友们 的联 系 。 并 为 此提供法律意 见和理性維权的建议 。

－－摘 自 Ｓ 机构 ２０ １ ４ 年 ４ 月 １ ５ 日 对 Ｙ 鞋厂 工人发 出 的公告

从组织的人事 （多为负责人及监事会决定 ） 、 资金 （多为境外资金支持 ） ，

还是组织的决策和开展的活动来看 ， Ｓ 机构对政府 、 企业的依附性都较小 。 这使

得其不会像企业工会那样受单个企业的控制 ， 成为企业老板或管理层的附庸 ， 也

不会像官方社团那样对政府有 明显 的依附性 。 这些使得其具有较强的独立 自主

性 ， 能够真正代表工人群体 ， 为工人群体争取正 当权益 ，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

就工作方法上来讲 ， 几年的实践经验的积累 ， Ｓ 形成了 自 己特有的工作模式 ， 比

如法律培训方面
一

发布宣传信息 ， 机构负责人及骨干工作人员 以及机构外农民工

讲师在机构 内或是其他场所对工人进行互动性较强的授课 ； 工伤探访方面 ， 工作

人员进行相关法律的学习 ， 编写法律知识宣传册 ， 进入医院了解工伤工人 ｆ青况 ，

讲解相关知识并提供后续帮助 。 在
一

系列服务过程中 ， 机构只需在大的方向上遵

从资金提供方的要求并提交年度工作报吿即可 。 总体来说 ， Ｓ 机构不论是技术的

无产阶级化还是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化的程度都较低 。

我们 的决 策 、 工作 内 容 、 资金啊都跟他们 （指政府 ） 没什 么 关 系 ，

我们会根据我们 的调 查对工人的现状 、 需要等做一个评估 ，
然后我们会

在培训会议上收集 大家 的意 见建议 ，
用 以 完善我们 的工作 内 容 。 任何时

候
，
志愿 者 以及工友对我们 的 工作提 出建议

，
我们都会非 常 欢迎 。 我认

为 这要是我们机构一直蓬勃 发展并且受 到 工人欢迎的原 因之一 。 （ Ｓ０ １ ）

显然 ， 不愿失去对工作方法 以及工作 内容的决定权也即不愿意被无产阶级化

是 Ｓ 机构不愿转型的根本原 因 。

一

个机构的建立都是有着 自 己最初的 目 的与宗 旨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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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如果说转型伴随着服务初衷的改变 ， 也即转型是对机构的异化 ， 背弃原来的

宗 旨 ， 这是 Ｓ 机构断断不愿意的 。

二、 Ｘ机构 ： 服务为主

Ｘ 机构将
“

丰富打工群体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 ， 建设打工者的精神家园 ， 促

进打工者更好的在城市生活 、 普及劳动法律知识 ， 提升工友们的法律意识 ， 维护

劳动者权益 、 培育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时代人际关系 、 构建和谐社会
”

作为机

构 的发展 目标 ， 自成立 以来 ， 机构的工作重点集中在文化服务这
一

块 ， 基本没有

没有涉及与政府宗 旨 有所
“

违背
”

的方面 。 为工人提供看书场所 ， 组织工人文娱

活动 ， 解决工人子女课后无人看管 以及作业辅导方面的 问题 ， 这一系列服务都是

对政府服务不足的补充 ， 利于社会的安定 团结 ， 应该会受到政府的欢迎 ， 即使转

型 ， 不仅不会改变原有服务 内 容 ， 还会在得到更多资源的基础上 ， 对原有的服务

进行改善和扩充 。

（ 与政府合作 ） 好处肯定是有 的
，

注册 问题解决 了
，
开展活动要方

便很 多 ，
不会像 广 东那边的机构 。 我们的 重 点不会说是成天在 想对 策如

何应 对政府 的检 查及 刁 雎
，
也不会居无定所 。 我们 可 以集 中 精 力 反 思我

们＾？ 务 中还有哪 些不足 ， 发 还有哪些工人需要 的领域是我们还没触及

到 的
，
然 后 评估我们 有 没有介入的 可能 。 （ Ｘ０ １ ）

很明 显啊
，
现在我们机构在 Ｂ 市很 出 名 的

，
名 气上来 了 ，

就会有 更

多 的人相信 我们 ，
愿 意接受我们的服 务 ，

这对我们 的机构的 发展壮 大肯

定是 有好处 的
，
我们也确 实 一直在护展 ，

不仅是服务 内 容
，

也有开和 更

多 分 支机构 的 想 法 。 （ Ｘ０２ ）

于 Ｘ 机构而言 ， 转型之前 ， 资金 、 人事 、 组织活动的开展对政府及企业的依

依 附性也较小 。 组织开展的活动也是适应创办人最初 的愿望一丰富的工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 。 但随着转型 ， 机构开始接受政府的资助 ， 不仅在活动 内容上要满足政

府的特定要求 ， 甚至在工作方式上也开始接受直接管理者
“

指导
”

。 其 中最为突

出 的就是行政工作的繁重 。 除去周末 ， 机构
一

般每天安排两名工作人员 值班 ， 这

两名人 员 当天负责工友的接待 ， 图书的管理 ， 活动的策划及开展 。 这是机构转型

之前的常态 ， 但是转型之后 ， 政府支持的项 目 ， 每次项 目 的策划 、 实施过程 、 经

费开支 明细 、 项 目 实施结果及反思都得行文上交 ， 大大加重 了机构工作人员 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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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负担 。

以往我们 没有这些书 面材料的时候不也是好好的 么
，
现在就是 变相

的给我们增加任务 ，
但是工资什 么 的也没 见涨 。 比如说公益创投

，

一天

一个会议 ， 讲的 内容也都差 不 多 ， 来来回 回 ，
把我们 的时 间 不 当 做时 间 ，

我都不 想跟政府打交道 了 。 （ Ｘ０２ ）

每次最烦 的就是写 东 西
，
我不是大学 出 身 ，

以前也没写过 ， 每次都

是很痛 苦的在 完成任务啊 。 不过现在我 已 经慢慢开始 习惯 了 。 （ Ｘ０３ ）

其二 ， 工作的
“

不 自 由
”

。 活动 内容方面 ， 转型之前 ， 机构可以根据工人需

要开展活动 ， 成为社工机构之后 ，

一

些
“

敏感
”

的活动的开展开始受到限制 。 工

伤探访就是其中 的
一

个方面 ，

“

政府不希望我们的任何活动造成工人的不安 ， 因

为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

动方式上 ， 由之前的
“

随意
”

到
“

策划
一讨论一

实施
”

。

与 以前相 比
，
确 实 不那 么 自 由 了 ，

但总体来说还好
，
服务也基本没

什 么 变化
，
反 而知道的机构 的人越来越 多 了 。 但是有时候会看到领导过

来检查 了 。 （ Ｘ０７ ）

虽 然现在很 多领导都在说社工社工 ，
但是真正懂社工的 又有几个人

呢
，
在他们眼里我们 绝对是与街道 大妈无异 ，

一些人
，
明 明 不懂应该怎

样开展工作 ， 却对我们 的工作指手 画脚 ， 要求我们按他们 的 意思来 。

一

群不懂社工的人来教做社工
，

这就是这一行业最 大的 笑话 。 （ Ｘ０２ ）

但转型之后的种种变化并没有对机构产生太多实质性的影响 ， 除了服务 内容

的丰富 ， 工作会受到部分干预 ， 机构总体上还是保持原先的发展模式 。

其 实还好 ， 我们基本跟 以前一样 ，
除 了 增加一些 文案工作 ，

文 艺 活

动 、 文学 小组等还是照 常开展 。 虽 然有时候会过来检查
，
但是也还好 ，

还能应付的过来 。 （ Ｘ０４ ）

还行吧 ，
还让我认识 了 社会工作这一行业呢

，

也会到 不 同 的机构进

行参观 ，
还蛮好的

，
长 见识 了 。 政府检查 ， 参加会议啊 ，

还都可 以忍 受 。

（ Ｘ０ ３ ）

Ｘ 机构 的最初服务愿景与政府服务愿景吻合 ， 转型不会导致机构大的服务

３

３  来 自与Ｘ ０２的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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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上的变化 ， 这是机构选择转型的重要原因 。 转型之后 ， 政府管理人员开始对

机构的工作方法及工作 内容进行干预 ， 机构开始经历
“

可承受范围 内
”

的无产阶

级化 。

三、 小结

笔者认为 ， 机构类型的不 同 ， 是决定机构是否转型的重要因素 ， 为政府服务 ，

符合政府的服务宗 旨 ， 利于社会的稳定 ， 是政府与劳工 ＮＧＯ 合作的基础 ， 劳工

ＮＧＯ 选择转型为社工机构就代表认同 了这
一

理念 ， 也即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化是

劳工 ＮＧ０ 转型为社工机构的基础 。 服务内 容受到政府的欢迎 ， 接受
“

收编
”

， 皆

大欢喜 ； 服务 内 容与政府支持的 明显冲突 ， 转型则是对双方的共同煎熬 。

Ｓ 机构的维权及工运两大主要服务 内 容都不受政府
“

欢迎
”

， 如果转型 ， 势

必会减少甚至取消这类
“

敏感
”

活动 ， 这是对机构宗 旨 的颠覆 ， 机构 自然不会接

受政府的这种
“

招安
”

。 Ｘ 机构属于服务型机构 ， 这样的工作 内容无论是独立于

政府亦或是在政府体制 内差别并不大 。 机构的初衷是服务 ， 这与政府在农民工方

面的政策倡导是
一

致的 ， 被政府
“

收编
”

， 转型为社工机构 ， 对机构服务的开展

并没有什么 负面影响 。 在面临机构资源困难的时候接受政府的资助 ， 以合法注册

得 民 间公益组织身份开展活动不失为
一

种 良性选择 。 ．

．

第三节 机构环境

诚如资源依赖理论所说 ， 机构的生存与周边环境密切相关 。 当周 围环境中有

丰富 的资源 ， 能够提供组织成长和发展所需时 ， 组织就会逐渐地繁殖和成长 ； 当

环境中缺乏必要 的资源 ， 组织的发展则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 对于劳工机构而言 ，

除 了 前文所述的创办人 、 工作人员 、 工人资源之外 ， 政府资源 、 外界支持及与周

边环境的互动对机构的发展 同样十分重要 。

一

、 Ｓ机构 ： 充分的外界支持

Ｓ 机构所在地 Ａ 市 ， 有着数十家劳工 ＮＧ０ ， 同行之间服务经验的交流借鉴 ，

工人维权律师 、 关注劳工状况的公益人士对机构服务的 出 谋划策 ， 对机构的成长

进步有着重要作用 ； 在机构身份和发行受到质疑 ， 遭遇逼迁的情况下 ， 外 界对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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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行为的谴责 以及对机构的支持是机构在困难期坚持下去的动力之
一

。

Ｓ 机构在 ２０ １ ２ 年遭遇逼迁的时候 ， ２ ０ 名 知名的社会 、 历史 、 文化、 经济学

学者 、 律师和媒体工作者在 《关于培育发展劳工 ＮＧ０ 致广东省委省政府及 Ａ 市

委市政府的公开信 》 上签名 ， 声援 Ａ 市受到
“

打压
”

的劳工 ＮＧ０ 。 公开信称 ， 这

些民间组织多年来致力于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职业安全培训 、 心理咨询 、 文化艺

术娱乐 、 法律宣传和咨询等社会服务 ， 如今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

“

这种情况是很

不正常的
”

。 公开信称 ， 判断劳工 ＮＧ０ 是否合理合法 ， 不能由政府和工会单方面

认定 ， 政府和工会不能先验地制定出
一

个
“

接触 、 利用 、 改造
”

的方针 ， 对符合

自 己 口味的就利用 、 保护和鼓励 ， 对不太适合 自 己 口 味的就改造 、 打压和取缔 。

公开信最后建议 ，

“

尽快组织 由政府 、 工会 、 雇主方、 劳动者和 民间劳工姐织 、

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参与的调研和讨论 ， 在此基础上由 Ａ 市人大常委会和广

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有关劳工 ＮＧ０ 的管理条例
”

， 并
“

以此作为规范和管理它们

的唯
一

依据
”

。

２０ １ ４ 年因介入 Ｙ 鞋厂罢工事件 ， 机构职员 Ｌ 的被拘留在劳工届 引 起
一

片哗

然 ， 许多人对警方的行为表示不理解 ， 众多有识之士更是聚集在
一

起商讨对策 ，

发表声明要求释放 Ｌ 。

 我们综观整个过程 ，
认为 不管是从主观 目 的 上还是结果要件

上
，

Ｌ 均不 构成犯 罪 。 如果 Ｄ 市警方对 以上 问题不做 出 合理解释 ，

以及

出 示有 力 据 。 我们有理 由怀疑
，

Ｄ 市警方刑拘 Ｌ
，
查去十 Ｓ 机构 办公 室

，

就是赤裸裸的对 Ｓ 机构依法协助 Ｙ 鞋厂工人维权的打击报复 。 并輕护严

重违法的资 方
，
与 其站 队 ，

非 法打击劳工依法理性維权 。 其行 为严 重违

反 了 国 家 宪 法和法律 ， 严 重损 害 司 法权威和人民公安的形 象 。

摘 自 Ｓ 机构 创 办人 Ｚ 的博客

今天
，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１ 日
， 本来是天下 劳动人 民 的 节 日

，
介入

Ｙ鞋厂 罢工的 劳维人士还遭到 Ｄ 市 当 局 无耻下作的政治迫 害
——

Ｓ 机构职

员 林 东
，
被 Ｄ 市公安局 以 网 络

“

涉寻衅滋 事 罪
”

刑拘在市看 守所 。

我们今天 为 劳工維权活动分子 Ｌ 作证 ，
倾 力 正实其 无辜

，
因 为如 果

我们 忍 气呑声 而 沉默 ， 同 样鞭子也会打在我们 身 上 。 工人阶级是一个有

着共 同 命运 的 整体
，
为 工人维权 而 活动的人士不可能不 有所命运相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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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最基本的
“

工人 阶级 大 义
”

面 前 ，
共产主 义者本 来更应该与 劳工

界其他 同路人
一道反抗统治阶级的打压迫 害

，
而 无论受打压的是劳工维

权运动 中 的哪
一个 团体或个人 。 我们 强烈抗议 Ｄ 市市 当 局 的政治迫 害

＿

—

强 烈抗议 Ｄ 市市 当 局莫须有地 罗 织 、 构陷 、 捏造所谓
“

网络寻衅滋 事
”

之罪 名 ， 打着 法律的幌子
，
行政治迫 害之实 ！ 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

劳维人士Ｌ
， 并要求立即 无条件停止一切打击报 复工人及劳维人士 的丑

陋无耻的政治恶行和卑劣 图谋 ！

—摘 自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１ 日 劳工届 人事
“

为 Ｌ 作证 强 烈反对 Ｄ 市 当 局

迫 害
”

的联合声 明

同时 ， Ｓ 机构在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２ 日开始征集律师联名要求无罪释放 Ｌ ， 前后共

得到数十位律师的积极响应 。 随后 ， 成立救援 Ｌ 律师团 ， 多次与警方积极沟通 ，

在对瞥方进行施压的 同时积极研讨援救 Ｌ 的行动方案 。 在 Ｌ 被拘留的
一个月 时间

里 ， 律师团的行动不仅向社会公众表明 了Ｌ 的行动的正义性 ， 更是对拘留 Ｌ 的警

方营造舆论压力 ， 使得 Ｌ 被早 日释放 。

从活动范围来看 ， 劳工 ＮＧ０ 多分布在工人 比较集中 的珠三角 、 长三角 以及北

京
一

带 ， 其中 ， 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广东地区的劳工 ＮＧ０ 最先出现 ， 数量也呈不

断递增之势 。 草根性 、 工商身份注册是这些机构的共 同特征 。

Ｓ 机构所在地区有着数十家类似机构 ， 同行定期及不定期的交流成为劳工

ＮＧ０ 的
一

大特色 。

一

家劳工 ＮＧ０ 的成功经验会被其他同行所吸纳 ，

一

家机构的 失

败教训也会为同行所谨记 。 在
一

些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上 ， 不同机构之间也会分

享信息 ， 共同为工人 出谋划策 。 在 Ｙ 鞋厂的集体事件 中 ， Ｓ 机构与周边其他几家

机构就成立了
“

Ｙ 鞋厂工人集体维权援助小组
”

， 共 同为工人解决难题 。 正是 由

于这种关联性 ， 政府在选择对劳工 ＮＧ０ 进行整顿 的时候 ， 往往是对同类机构进行

集体行动 ， 机构之间基本都有着类似的经历 ， 每当
一

个机构 出事的时候 ， 其他机

构都会站 出来声援抗议 ， 因 为在这种环境下 ， 同行的今天或许就是 自 己的 明天 。

面对不断限制 的环境 ， 同行机构之间也会相互 出谋划策 ，

“

始终不是
一

个人在战

斗
”

＇

面对
“

打压
”

， Ｓ 机构通过微博 、 博客 、 ＱＱ 空间等平台 直播事态发展 ， 向社

３

４  来 自 于Ｓ 机 构 负 责人 Ｓ ０１的 访 谈， 全 句 ： 这（ 劳 工Ｎ ＧＯ与 政府 的 周 旋
）

是一场持 久 战 ， 是 整个劳 工届的

 事 情 ，所以我们始 终
不

是 一个人
在

战
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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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众澄清事实 ， 得到 同行机构及工人的积极反响 。 在很多劳工 ＮＧ０ 看来 ， Ｓ 机

构被
“

打压
”

不仅仅是 Ｓ 机构 自 己的事情 ， 而是关乎整个劳工界的 问题 。 如果政

府做法过激 ， 往往会引 起群愤 ， 所以政府在对某家机构进行整顿的时候也会有所

顾虑 。 同行在面对政府
“

打压
”

时积累的经验以及其他机构的支持 ， 给了 Ｓ 机构

坚持不被政府
“

收编
”

的信心 。

２０ １ ４ 年＊月
＊ 日 凌晨 ２ 点左右

，
我停在办公室 下 面 的服务部 车辆被泼

油漆 ，
经报警后要求调取管理 区 的监控录像 以便查清案情 ，

但遭拒绝 。

当 天前往派 出 所＾■警
， 并告知本人今年 曾接到 两次威胁电话

，
并在 ４ 月

１ ６ 日 晚服务部车辆后 窗玻璃被人砸烂 。 现在 又被人泼油漆 ，
虽 然这些事

情本人无法确 定是否是 同
一案件 ，

但从威胁 电话到 实 际 实施报 复 ， 本人

人身和财产 安全 已 受 到现实威胁和侵 害 。 故要求石 岩派 出 所调取管理 区

监控 录像
，

以便查 清案情。 但派 出所接警 民警不 予理眛 ， 并且不愿意将

本人 告知 的 威胁 人 电 话 号码 以 及 ４ 月 份 车 被砸 等 内 容 写 入报 警 笔

录 望各位朋 友 大 力 协助
， 希望 能够 夺做恶者楸 出 来 。 谢谢 ！

摘 自 Ｓ 机构 负 责人 Ｚ 曰 志

在 Ｚ 的 日 志公开之后 ， 多名劳工维权人士 、 关注劳工状况者以及
一

些热心工

友 Ｚ 空间进行留 言并对此种行为表示严厉谴责 ， 也有部分人在评论里对劳工 ＮＧ０

以及劳工维权人士多番遭遇
“

威胁
”

的现象提出 自 己的看法并呼吁大家团结起来

进朽
１

反抗 。

正是因为同行机构之间 的相互交流及支持 ， 转型为社工机构 ，

“

在政府的压

力下难免会改变原来的服务方式甚至是服务 内容 ， 成为政府维稳的工具 ， 这在 Ａ

市没有先例 ， 被
“

收编
”

也会被同行所耻笑
”３ ５

。

二 、 Ｘ机构 ： 缺乏有效支持

Ｘ 机构所在的长三角地区 ， 也是工人比较集 中 的地区之
一

， 但劳工 ＮＧ０ 出现

时间晚 ， 数量也相对较少 ， 基本属于新生事物 ， 没有农 民工组织协会将不 同 的机

构联系起来 ， 进行资源整合 ， 同类机构也相对较少 。 Ｘ 机构是 Ｂ 市第
一

家 以工人

为主要服务对象 的社工机构 。 不论在工作 的开展亦或是政府对这类机构 的管理

上 ， 长三角地区都处于探索阶段 。 虽有其他地方的 同类机构作为参考 ， 但在遇到

３ ５  自 于Ｓ机构 职员 Ｓ ０３的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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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时候 ， 由于地域因素的影响 ， 并不能完全借鉴 ， 也缺少同类机构之间的有

效交流 。

我们这边情况不
一

样 ，
你看广 东

，

一家 劳工机构 出 现什 么 问题 ， 基

本上这
一

问 题在那个圈 子里就有着一 定的代表性
， 然 后 可 以集集体智慧

来解决 。 但我们 这边 ，
没有犯■ 多 的 同 行可 以交流

，
虽 然我们也会定期不

定期的去广 东
一些机构参观学 习 。 但

“

地情
”

不一样 ，
很多 事情操作起

来也会不一样 ， 我们更 多 时候是 自 己在摸 索 。 我相信随着 大 家眼界的开

阔 ，
长三 角 也会 出 现越来越 多 的劳工组织 ， 我们现在做的 事 情就是在给

他们铺路 。 （ Ｘ０ １ ）

正是由于
“

地情
”

的不同 ， 与环境的互动不仅是环境为机构提供资源 ， 也是

机构与环境的互动 以及机构顺应环境的过程 。

入 乡 随俗嘛 ，
你机构建在 Ｂ 市 ， 肯定不能按着 广 东 的模 式来 ， 周边

很 少 有纯粹的劳工结构 ，
我们 （转型 为社工机构 ） 这是响应号 召 。 （ Ｘ０２ ）

三 、 小结

就 Ｓ 机构而言 ， 机构通过社会捐助 、 部分服务收费以及境外资助筹集资金 ，

以工商注册的 身份开展公益活动 ， 工作人员也往往来 自 于工人内 部 ， 自 ＃构创立

以来 ， 通过法律知识培训 、 工伤探访 、 法律维权 、 集体谈判等服务使上万外来工

直接或间接受益 ， 在工人之间受到广泛欢迎并发展 了上百名长期志愿者 。 由 于长

期服务积累的 口碑 ， 己有不少工人主动 向机构寻求帮助 。 但是机构的办公场所却

是租赁而来 ， 每每遭遇政府逼迁的情况下 ， 机构都 只 能
“

就范
”

。 机构开展的活

动多涉及工人维权的
“

敏感
”

问题 ， 与
“

公平 、 正义
”

联系在
一

起 ， 这
一

过程往

伴随着工人权利意识的提高 ， 使其在面对不公平待遇学会反抗 ， 而由于工人 自 身

知识的缺乏 ， 在于资方进行对抗的时候容易选择 比较
“

极端
”

的方式 ， 比如罢工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妨碍 了社会稳定 ， 自然不会受到政府的欢迎 。 所 以 ， 就
“

政府 资

源
”

来说 ， Ｓ 机构比较缺乏 。 但这并不能成为迫使机构被政府
“

收编
”

的条件 。

一

方面 ， 足够的资金来源 ， 稳定 的
“

顾客
”

群体 ， 同行之间 的支持 ， 工作人员之

间 的鼓励让机构在面对不断被政府逼迁的环境 下坚持 自 己的服务 内 容 、 服务原

贝 Ｉ

Ｊ ； 另
一

方面 ， 劳工 问题是中 国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问题 ， 劳工 ＮＧＯ 在服务工

人 ， 帮助这
一

群体 ？决 问题 ， 维护城市 的稳定方面的作用 有 目共睹 ， 与政府建设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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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的大方向是
一

致的 。 换言之 ， 为了补充合法性资源 ， 很多劳工 ＮＧＯ 着眼

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 ， 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及政府的默认 （和经韩 ， 黄培茹 ，

黄慧 ， ２ ００９ ） 。 不论是出于 自 身治理的需要还是迫于农 民工群体对劳工 ＮＧＯ 的需

求压力 ， 在缺乏正当理由 的条件下 ， 政府难 以对劳工 ＮＧ０ 进行彻底的
“

压制
”

甚

至让其
“

消失
”

。 接受政府的
“

收编
”
一

般是以失去境外资金支持为前提的 ， 而

在中 国 的社会转型时期 ，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也会很有限 ， 而随着服务 内容的

异化 ， 最终原先的服务对象也会远离 自 己 ， 权衡来看 ， 转型之后 ， 机构拥有的资

源并不 比现在多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Ｓ 机构最终选择坚持 自 己的服务理念及初衷 ，

坚守劳工 ＮＧ０ 的身份 。

对 Ｘ 机构而言 ， 缺乏同行相互支持的环境 ， 丰富机构的服务 内容 ， 比如开办

“

爱心小屋
”

让更多的工人知道机构 的存在 ， 接受机构的服务是机构继续发展的

必然选择 。 而机构的资源 （工作人员 、 资金 、 组织身份 ） 不足 以实现这
一

目 标 。

机构的服务本就与政府服务外来工的宗 旨
一

致 ， 转型不仅解决 了机构的身份合法

性 问题 ， 更可以在政府提供资金 、 物资及政策支持下解决机构的发展瓶颈 问题 。

转型之后的机构对政府负责 ， 工作手法及工作 内容不可避免的会受到部分千预 ，

但权衡利弊 ， 在各方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 继续接受香港资金支持
３ ６

并接受政府资

助 ， 缓解机构资金困难 ， 利用政府影响力为机构造势 ， 扩大机构公信力 ， Ｘ 机构

的转型理所当然 。

３ ６

继续接受香港资金支 持 ，但所提供资 金 只能 用来开展政 府允许 范 围 内的服 务 ，机构与香港基金的往来须

定期向政府汇 报

—

—来源 于 与Ｘ ０ １的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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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的策略性反思

劳工 ＮＧ０ 的发展面临着资源及制度 困境 ， 其中最为突 出 的是身份合法性 问

题 。 政府大力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背景下 ， 为走出 困境 ， 转型为社工机构成为劳

工 ＮＧ０ 持续发展的
一

种选择 。

通过第五章的论述 ， 机构人员 、 机构类型和机构环境是影响劳工 ＮＧ０ 是否转

型为社工机构的重要考虑因素 。 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之后 ， 理应走 向更好的

发展阶段 ： 不仅是各种危机的解除 以及政府资源的获得 ， 还包括机构在保持原先

的宗 旨 、 服务 内 容的基础下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在工人领域的运用 ， 使得服务更加

规范和完善 。 为 了将社会工作更好的触入工人服务当 中 ， 寻求劳工机构及社工机

构的 良性发展 ， 使劳工 ＮＧＯ 和社工机构之间相互借鉴 、 取长补短 ， 促成政府与

劳工 ＮＧＯ 之间 的资源相互依赖的合作伙伴关系 ， 本章 ， 笔者试着从旁观者的 角

度 ， 诉诸于政府 、 机构 自 身 以及社会工作三个层面 ， 进行 引 导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

社会工机构以及转型为社工机构之后 ， 机构的有序发展 的策略性反思 。

第
一

节 与政府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中 国的社会语境下 ， 不论是劳Ｉ１ ＮＧ０ 还是社工机构 ， 政府相关的政策及

态度对机构的 发展影响深重 。 与政府关系 的处理 ，

一

般涉及两个层面 ： 互信机制

及责任分担机制 的建立 。 政府给予非政府组织充分的信任 ， 在政策 、 资金等方面

充分给予支持 ， 并赋予劳工 ＮＧ０ 充分的 自 主权 ， 明确双方在工人服务领域的贵任 ，

各 司其职 ， 以促成积极的互动机制 ， 共 同推动 劳工状况的改善 。

一

、 资源的相互依赖

我 国 的政府与劳工 ＮＧＯ 之间形成着
一

种 资源上的
“

非平衡的依赖关系
”

，

理想 中 的伙伴关系 的平等协作在现实中 简单表现为非政府组织对政府 资源特别

是政策资源的过度依赖 ， 双方行动力的差别使得政府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 李军 ，

２ ０ １ ０
； 徐顽强 ， ２ ０ １ ２ ） 。 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利 和丰富 的物质 资源 ， 在发动各种 资

源集中解决 问 题上具有优势 。 赋予工人公平享受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 、 改变

工人 当前处境 ， 最主要的推动力来 自于政府 。 政府拥有 的独特的 资源和权力 ，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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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其有着特殊的使命和地位 。 在我国 ， 政府与 ＮＧ０各 自 的特殊属性使得两者之

间存在着
一

种不均衡的对称关系 。 同样 ， 社工机构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得到

发展 ， 与政府对社工机构的支持的重要性相 比较 ， 社工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在政府

看来似乎显得
“

无关紧要
”

。

３ ７

政府治理社会的 目 标是建设和谐社会 ， 农民工 问题的解决是和谐社会中必不

可少 的部分 ， 从这个层面来说 ， 政府与劳工 ＮＧＯ 有着较好的合作基础 。 在发展过

程中 ， 政府方面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并注重落实
３ ８

， 为劳工 ＮＧ０ 的发展提

供各种支持 ， 以便更好地服务工人 。 劳工 ＮＧ０（转型之后的社工机构 ） 的存在可

以触及政府难以触及到 的社会 问题 ， 其服务宗 旨与政府
一

致 。 社会工作者 （劳工

工作者 ）不但在微观上把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服务 ， 而且应在宏观上争取机会 ， 有效

影响 国家的有关决策 ， 做好政府的助手和参谋 ， 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 共同促

进劳工状况的改善 。

３９

二、 政府对机构的
“

去无产阶级化
”

机构的无产阶级化是指机构对 自 身的工作方法 以及工作 目 的失去决定权 ， 这

里的
“

去无产阶级化
”

的含义根据无产阶级化的概念而来 ， 本文中主要指政府放

弃对社工机构工作手法及工作 目 的绝对干预 ， 给予机构 自 主发展的空间 。

不论是劳工 ＮＧＯ 还是社工机构 ， 在提到与政府的关系上 ， 多是抱怨政府对

机构 的干涉太多 ， 正如访谈对象 Ｓ０ １ 所说
“

与政府打交道 ， 肯定处处受限 ， 哪

有现在这么 自 由
”

， Ｘ 机构的 Ｘ０ ２ 也说道 ，

“

自 从成为社工机构 ， 天天这个会

议那个会议 ， 还这个材料那个材料 ， 都没 自 己的空间做事 ， 简直折磨人
”

。 之所

以存在这种现象 ， 原因之
一

就是政府的权力大于机构的权力 ， 对于机构的发展拥

有绝对的
“

控制权
”

。 实际上 ， 权利的绝对膨胀本身是不利于社会的 良性发展的 。

于政府而言 ， 对于社工机构 ， 应该建立相互信任机制 ， 明确双方各 自 的责任 ， 在

“

大政府 、 小社会
”

的方针下 ，

“

简政放权
”

， 给予社工机构专业的指导而非不

３ ７  来 自于笔者 与 Ｘ ０ １，Ｘ ０ ２
，
Ｘ １ １ 的访谈 。

３ ８ 学者郑广怀 在《伤残 农民 工 ：无法被赋权的群 体 》 （社会学 研
究 ，２０ ０５年第 三 期 ：

９

９ － １ １ ９） 中 指 出，针

 对农 民工的各种法律和政策保护越来越 完 善，但与此 同 时， 农民 工 ，尤其是伤残农民 工的处境却依然不利的

制度悖 论 ， 原 因在于伤残 农民 工的维权道路上存在
着

一个 与赋权完全相反的剥权的过 程。

 ３

９  著名的社会学家肯德尼 认
为，社会工作行

政

是一 个 双向的 过 程：转化社会政策成为具体 服务的 过程以及利

用 经验 以建议修正 政策的 过程。

５ ８





劳工 ＮＧＯ 转 型为社工机构的可能性一基于两家机构的 比较


明事实的
“

指挥
”＃

。

首先 ， 意识形态上的去无产阶级化 。 劳工 ＮＧ？ 成立的初衷是为工人服务 、

帮工人解决问题 、 促进工人的意识觉醒 ， 进而促进工人状况的改善 ， 转型之后的

社工机构依然如此 。

一

个劳工 ＮＧＯ ， 无论是提供文化服务 、 维权服务还是工运

指导 ， 其初衷都是从工人的切身利益出发 ， 也没有
一

个机构 以挑动工人联合起来

与政府对抗为 目 的
４ １

。 所以 ， 劳工 ＮＧＯ 与政府在服务 目 的上并无冲突 ， 政府对

机构服务宗 旨 的绝对干预显得多余 。

其次 ， 技术上的去无产阶级化 。 诚如 Ｄｅ ｂｅ ｒ
（
１ ９８３

）所说 ， 意识形态的无产

阶级化至关重要 ， 经历了 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化的个人 ， 其所掌握的知识 、 技术

自 然会被资方所用 ， 与社工机构而言亦是这样 。 劳工 ＮＧＯ 的存在初衷是解决社

会问题 ， 促进社会的 良性发展 ， 自 然 ， 机构的工作手法是为达到这
一

目 的所用 。

社会工作作为
一

个专业 ， 有着其特定的理论基础及实务操作方法 。 由于对服务对

象及服务环境的 了解 ， 社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 必要的 自 主权是提升服务质量的

重要方面 。

当 然 ， 政府的去无产阶级化并不是要求政府对社工机构的发展放之任之 ， 而

是在不千预其工作的前提下给予其建设性的指导 。 在服务工人的道路上 ， 政府扮

演的应是引路人而非操纵者的角 色 。

第二节 机构 自身的建设

于转型之后 的社工机构来说 ， 不论是与政府关系 的改善亦或是机构 自 身 的建

设都不能以异化机构的发展为代价 。 在坚守机构的服务宗 旨 的基础上 ， 促进社工

与劳工更好的结合 ， 机构 自 身也需不断完善 。

一

、 机构的
“

坚守
”

诚如王思斌 （ ２ ０ ０４ ） 所说 ， 由 于服务群体的特殊性 ， 社会工作在社会功能

上也存在着
一

致性与冲突性 。 前者是指社会工作对各方面影响的价值方 向是
一

致

的 ； 后者指社会工作的实施令其他方面利益受损的情况 。 工人利益的获得可能是

４

０ 

Ｘ０ ２ ： 现在就是
一

群不懂社工的 人在这 里 教我们如 何做社工 ， 这是这
一

行业 的最大 笑话 。

４ １

这 里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在工人 之 中 口碑 好 ，实实在在为 工人做 事 的劳 工ＮＧ Ｏ ， 而 非以 工人服务 为契 机，

谋 求 自身利益
的

“异
化

” 的非法 社会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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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方
“

利益受损
”

或是带来暂时性的集体骚乱
”

为代价 ， 进而与企业和政府之

间产生
“

矛盾
”

， 这需要机构在服务时做出
一

定的选择 。

首先 ， 坚持为工人发声 、 致力于改善劳工状况的初衷 。 劳工 ＮＧ０ 是应运工人

的需要而产生 ， 理应为工人发声 ， 劳工 ＮＧＯ 之所 以转型为社工机构 ， 原则上是

为化解劳工 Ｎ ＧＯ 的发展困境 ， 获取更多的资源为工人服务以提高工人群体的福

祉 。 转型之后 ， 机构应始终坚持这
一

初衷并将所有实践服务于之 ，

“

不能因为资

助方的想法 ， 而失去 自 己的独立性 ， 不能忘记我们最初的 目标 。

”４２

其次 ， 劳工 ＮＧＯ（ 由劳工 Ｉ
ＮＩＧＯ 转变而成的社工机构 ） 之间 的

“

联合
”

。

由于工人问题的特殊性 ， 要推动社会进步 、 要带来问题的改变 ， 就不可避免的会

触及到社会版块的变迁 ， 带来
一

些
“

不稳定因素
”

， 甚至有的根深蒂固 的 问题的

改善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 。 这使得劳工 ＮＧＯ 夹在工人与政府之间 ， 难 以完全听

从政府的指示开展工作 ， 这需要机构在政府面前敢于说
“

不
”

， 坚持工人代言的

身份 ， 与政府之间不是完全的顺从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 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

政府与工人并不对立 。 做劳工要敢于维护劳动权益 ， 在现有的格局下 ， 只有不做

事的机构 ， 没有不与利益集团碰撞的机构 ， 也就是绝对安全的机构
４ ３

。 当 同样的

弱势人群没有共同体的认同 ， 而是不断地选择对落单者进行切割 ， 选择禁言和观

望 ， 民 间社会只会越来越孤立 ， 直到全部阵亡 。 劳工 ＮＧ０ 的未来 ， 恰恰如其所代

言的弱势人群
一

样 ？

． 团结起来 ， 共同坚守 。

二 、 加强 自身
“

造血功能＇增强对境外资金的筛选能力

劳工机构及社工机构与政府之间之所以存在不对称的依赖关系 ， 主要是由于

双方所 占有的 资源决定的 。 转型之后的社工机构发展所需资源也不能完全依赖政

府资助 ， 寻求别 的 出路 ， 成为机构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首先 ， 加强机构 自 身的造血功能 。 社工机构的发展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 ， 但

政府不可能也提供不 了机构发展所需的所有资源 ， 机构 自 身必须具备资源链接能

力 。 而机构 自 身 自 行
“

造血
”

不仅可以增强机构的发展能力 、 缓解资源困境 ， 还

可 以减少对外界资源的依赖性进而增加机构的独立性 。 在 自 筹资金的管理上 ， 机

构也需制定
一

套有效管理办法 ， 以确保筹集资金为机构发展所用 。

４ ２何晓 波 ： 我 自己就是这工人中
的

一 员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ＮＧＯｃ ｎ．ｎ ｅ ｔ ／ｈ ｏｍｅ／ｎ ｅｗ ｓ／ａｒ ｔ ｉ ｃ ｌ ｅ／ ｉ ｄ ／９ １ １ ２２ ．

４ ３攻 兽 ，ＮＧＯＣ Ｎ特 评 ：传知行之 罪 ： 每个公益机构头 上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

 ｈ ｔ ｔ ｐ ： ／／ｗｗ ｗ ．Ｎ ＧＯ ｃ ｎ ． ｎ ｅ ｔ／ｈｏｍ ｅ／ ｎｅ ｗ ｓ／ａ ｒ ｔ ｉ ｃ ｌ ｅ ／ ｉｄ ／ ３ ６ ３ ３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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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两家机构的 比较


其次 ， 提高境外资金筛选能力 。 接受政府资助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境外资金

的支持 ， 境外资金的支持可以缓解 ＮＧ０ 资金紧张的 问题 ， 但也不乏
一些境外资金

借 ＮＧＯ 的名义进行政治渗透或是开展其他
一

些非法活动 。

“

美国对俄罗斯的 ＮＧ０

暗战
４ ４

、 俄罗斯政府对境外 ＮＧ０ 大举屠刀 的做法
４ ５

、 印度政府关闭 多家 ＮＧ （广以及

最近中 国的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 （ 草案二次审议稿 ） 全文 》

４ ７

的即将出 台 ，

在警醒政府加强对境外 ＮＧ０ 管理的 同时 ， 也会提高国 内 ＮＧ０ 与境外资金的来往的

警惕性 ， 提醒其在法律范 围 内开展活动 。 这时 ， 区分
“

离岸政治
” ４８

的资金支持

与真正促进公益事业发展 的资金支持至关重要 。 这就需要机构具备
一

定 的辨别能

力 ， 警惕意识形态滲透或是其他非法 目 的的境外资金 ， 这不仅可 以增加政府对劳

工 ＮＧ０ 的信任 ， 进而促进双方关系的改善 ， 也是劳工 ＮＧＯ 真正践行其服务工人宗

旨 的应有之举 。

三 、 完善机构内部管理

由于多数劳工 ＮＧＯ 的草根性及 自 发性 ， 机构活动的开展 、 人员的管理甚至

经费的使用随意性较强 ， 这在给予工作人员工作 自 由 的同时 ， 其实质不利于机构

的长期发展 。 转型为社工机构之后 ， 机构在原先的基础上 ， 会增加很多新的链接

资源 ， 完善机构管理 ， 使机构进入规范化 、 制度化运作势在必行 。

首先 ， 建立完备的规章制度 。 由于人数少 以及服务的随机性 ， 劳工 ＮＧＯ 内

部
一般都少有规章制度 ， 有些机构就算制定 了相关制度 ， 多 只 是流于形式 。

我们这里 最 大的 特点就是 自 由
，
虽 然规定 了

一个上班时 间 ，
但是其

实 你早点 来晚点 来或者偶 尔 不 来其 实 也没 多 大 关 系 。 对工作 的 完成也是 ，

只 要你能在规定 时 间 内 做完 ，
就算你在机构啥都 不做

，
也是可 以的 。 （ Ｘ０４ ）

其次 ， 机构员 工方面 ， 提高专业服务能力 。 劳工 ＮＧＯ 开展活动时多 以志愿

４

４ 参 阅  ２ ０ １ ５ 年 ２ 月６日 环球日
报

的“美国读俄 罗 斯的Ｎ ＧＯ
暗

战” 报道，

  ｈ ｔ ｔ ｐ： ／／ｗｗ ｗ．ｔ ｉ ｂ ｅ ｔ ３ ． ｃｏ ｍ／ｎｅ ｗｓ ／ｃ ｏｎｔ ｅ ｎ ｔ ／ ２０１ ５ －
０

２／０６ ／ ｃ ｏ ｎｔ ． ｅ ｎｔ ＿１ ７３ １ ７ １ ３ ． ｈｔ ｍｌ．  ４５

 参

阅《经 略：管 理 Ｎ ＧＯ要断除“离
岸

政治”》
，

ｈ ｔ ｔ ｐ ： ／ ／ ｗｗｗ．ｇ ｕ

ａｎｃ ｈａ ． ｃｎ ／ｊｉ ｎ ｇ ｌ ｕ ｅ ／ ２ ０ １ ５ ＿０ １ ＿
１

８ ＿
３

０ ６
６

３ ５ ．ｓｈ ｔ ｍｌ．   ４ ６ 参阅

ｈｔｔ ｐ ： ／ ／ ｗ ｗｗ．Ｎ Ｇ Ｏｃｎ．ｎ ｅ ｔ ／ｈ ｏ ｍ ｅ／ｎｅｗ ｓ／ ａｒ ｔ ｉ ｃ ｌ ｅ ／ ｉ ｄ ／３ ６ ３  ３ ６５ ．   ４ ７为

规 范

、引导 境 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 内 的活动 ，政府 制 定了《 境 外 非政府组织（ＮＧ Ｏ ）管理 法 草案》，  制定境

外非政府组织项目、资 金 、 人员 管 理 制度和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领域准入目录， 一

方

面 甄 别

某

些有“政 治治背
景

”的境外Ｎ
Ｇ

Ｏ另一 方面， 制
定

一套 规 范，
建

立完善 的 监 督、调查 机 制 ， 保障大多 非 政治性 境 外ＮＧ０

的合 法权益，具体参见 ： ｈｔｔ ｐ ： ／ ／ ｗ ｗ ｗ ．ＮＧＯｃ ｎ ．ｎ ｅｔ ／ ｈ ｏ ｍｅ ／ ｎ ｅｗ ｓ／ａｒ ｔ ｉｃ ｌ ｅ ／ｉ ｄ ／ ３ ６ ３３ ８ ８ ．  ４８ 主要 指一些

具 有

政治背
景

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基于政治利益，通过ＮＧＯ输 送 资金 ，利用 文化 交流 、 捐 资 助 学 、项 目 培 训等手段

进 行 意 识 形 态领域的渗透，搜集目标国的政治 、 经 济、科技 、军事 情 报， 在 目标 国 内 部 培 养 代 理人 和政治

反对派；特别是以开发援助 、 扶持弱 势群体为名 ， 打着“维权”的 旗 号 ，制
造

舆论
，

 混 淆 视听 ，煽 动民众

和政府产 生 对立 情绪；或者支持参 与策划 街 头政治、民 族分 裂等活动。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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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主 ， 专业人员 少 ， 但
一

般志愿者流动性较大
，
也多是

一

些工人或是高校实习

生 ， 往往因经验不足而无法提供专业服务 。 提高工作人员服务的专业性 ， 对参与

的志愿者进行相关培训 ， 这对提高服务质量 、 促进机构规范化发展十分重要 。

第三 ，
加强与政府之间 的有效沟通 。 中 国 的 Ｎ ＧＯ 要么通过有意识限制组织

规模 ，要么避开有敏感的 以及有争议的 问题 ，
国家容忍它们存在 的

一

个关键就是

这些它们 自我克制 的策略 （赵秀梅 ， ２００４ ） 。 农民工服务的敏感性 ，使很多组织

根本无力投入太多精力从事实实在在的服务 ，
更不会主动地为他们提供服务与支

持 ， 但实质上 ， 机构与政府之间并无对立 ， 甚至有着很高的 目 标共同性 ， 这时 ，

与政府的有效沟通就显得至关重要 ， 这又需要建立双方互信的责任分担机制 。

我个人觉得 ，
像 广 东 的许 多 ＮＧ０ 与政府之 间 的冲 突是可以避免的

，

双方都不 沟 通过程
，
只 是去看结果 ，

怎 么 行呢 ，
就像人与人之 间一样 ，

４艮 多 冲 突 的起 因 也是 因 为 不 沟 通 ， 存在误会 。 沟 通一下
，
起码不会对机

构产 生什 么坏处 。 （ Ｘ０ １ ）

第三节 劳工与社工的结合

劳工 ＮＧ０ 是适应历史潮流 、 为满足数以亿计的劳工维护合法权益 、 争取合理

权益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社会公益组织 ， 尽管生存环境极为艰难 ， 但秉持公义 ，

恪守法律 ， 为劳工权益和社会稳定做出 了重要贡献 。 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是以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主体 ， 坚持
“

助人 自助
”

宗 旨 ， 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规范 ，

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 、 方法和技能 ， 开展困难救助 、 矛盾调处 、 权益维护 、

人文关怀 、 心理疏导 、 行为矫治 、 关系调适 、 资源链接等服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４ ９

。 劳工和社工可以在
一

起 。

首先 ， 社工也是工人 。 与在企业上班的工人
一

样 ， 社工同样处于劳资关系 的

架构中 。 深圳社工小黎
５°

和小丹
５ １

的个案让整个社工界震惊 ， 但同时也给我们 以警

醒 ， 察觉到在资源与权力 的分配上 ， 社工早 己成为对他们 的压迫性力量 ， 成为不

公义的社会秩序的
一

员 。 网友告也指 出 ， 社工想要不再弱势 ， 出路是要真正认同

４ ９

参见民政部对社工机构 的定义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ｓｔ ｕ ｄ ｙ ｅ ｚ ． ｃｏｍ ／ｓｈ ｅ ｇ ｏ ｎｇ／ ｓｈ ｒｄ／ ａｌｌ ／ ２ ０１ ４ １ ０ ／ ８５９２７ ５ ．ｈ ｔ ｍ．   ５０

小黎 ， 曾 是
一

名机构社工 ， 因不堪工作重负离世 ， 具体参 见 ： ｈ ｔ ｔ ｐ ： ／／ｍｙ ｇｄ ．

ｑ ｑ ． ｃ ｏｍ／ ｔ
－

３ ５ ５ １ ８４ １ ． ｈ ｔｍ ．

５

１ 小 丹 ，
曾

是 一名机构 社 工，离职三 个月后 被 查出 患有白 血 病，机构拒绝对其提供赔偿以及获得赔偿 辅助，




一度引 起 同行热烈讨 论 ，具体参 见 ： ｈ ｔｔ ． ｐ ：／／ｗ ｗ ｗ．ＮＧＯ ｃ ｎ ．ｎ ｅ ｔ ｈ ｏ ｍｅ／ｎｅ ｗｓ ／ａｒｔ ｉ ｃ ｌ ｅ ／ ｉ ｄ ／３６ １ ３ ８６．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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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正是劳工的
一

部分 ， 从这
一

身份出发 ， 向工人学习 。 成为劳工的
一

部分也少

不了 和劳工工作者的联合＇意识并认同 自 身的劳工身份 ， 在工人工作中对工人

的情况更能感同身受 ， 将 自 己看成工人的
一

部分 ， 共同解决面临的集体问题 ^

其次 ， 社工与劳工之间应该相互学习 。 劳工工作中反思现实 、 认识结构 、 亲

近底层以及反抗 、 改变社会不公的能力值得社工借鉴％ 而社工的专业价值理念

以及专业操作方法也是劳工应该学习 的 。

本节 ， 笔者意欲从批判性社会工作谈起 ， 借助批判性社会工作给工人工作带

来的启 发 ， 诉诸于劳工 ＮＧＯ 的社会工作化 以及社会工作的 ＮＧＯ 化两个方面 ，

让劳工与社工真正地走到
一

起 。

－

、 批判性社会工作

广义的批判性社会工作包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激进社会工作 、 ９０ 年代的结构

社会工作和反压迫社会工作 ， 狭义的批判性社会工作是 ９０ 年代才开始有的思潮 ，

特别是指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 ５４
。 本文主要采用广义的

批判性社会工作定义 。

批判性社会工作反对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以及
一

般意义上的个案工作 。 批

判性社会工作认为 ， 传统上 ， 社工与案主的地位是不对等的 ， 强调专业性的社会

工作服务只是为 了提升社会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 ， 而非真正地为案主的利益着

想 ； 批判性社会工作也反对
一

般意义上的个案工作并指 出 ， 个案工作可以协助解

决案主的 问题 ， 但进步的个案工作不应是鼓励案主去接受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政

策 ， 把贫困 归咎于个人的缺陷 、 迷惑人们 、 使人难 以看到 问题的真正原因 的个案

工作是专业化社会工作 的重要工具之
一

。 这种个案工作 的意识形态迫使人们视社

会工作的案主为必须加 以改变 以适应社会的人 ５ ５

。 Ｂａ ｉ ｌｅｙ
ａ ｎｄＢ ｒａｋｅ（ １ ９７ ５ ）

指 出 ， 社会工作应是独立于 国 家的组织工作 （ Ｏ ｒｇ ａ ｎ ｉｚ ｉ ｎｇ ｉ ｎ ｄ ｅｐｅ ｎｄ ｅｎ ｔ ｌ ｙｏ ｆ

ｔｈｅｓｔａ ｔｅ ） ， 因为 国家在任何阶级社会都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 所 以社会工

５ ２

参见＠ 告 也，《我不想把社工说成 弱 势，但 社工的确也是 劳 工， 小 黎 、小 丹及 以
后》，

  ｈ ｔ ｔ ｐ： ／／ｗｗ ｗ ．ＮＧＯｃ ｎ ． ｎｅ ｔ ／ ｈｏｍｅ ／ ｃ  ｏ ｌｕｍ ｎ ／ａ ｒ ｔ ｉ ｃ ｌ ｅ ／ ｉ ｄ ／３ ６ １ ４ ４３

 ５ ３ 参见 ， ＠告也，《社 工 与劳工
：

从未
在

一起 过 ｜小黎 、 李 丹 及 以 后 （下）

》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Ｎ Ｇ Ｏｃｎ ． ｎ ｅｔ／ｈｏｍｅ ／ ｃ ｏｌｕｍｎ ／ ａ ｒ ｔ ｉ ｃｌ ｅ ／ ｉ ｄ ／３ ６ １ ４７９

．

  ５ ４ 参 见 ，林致良， 《批判 性 社会工 作 ：是什 么 ？为什 么 ？ 怎么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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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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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使案主了解 ， 应以集体的行动来改变社会现实 。 批判性社会工作也并非必定

在主流社工机构 以及运用主流方法开展 ， 正因为环境的种种阻碍 ， 批判性社会工

作在各种限制 中得以进行 。

林致 良总结 出批判性社会工作的 四个特点 ： 第
一

， 关注服务使用者痛苦背后

的结构因素 。 社会工作的幵展不是让案主适应社会 ， 而是将案主的 问题进行疏解

并与社会上的性别 、 阶级 、 政策等联系起来 ， 而这些都可 以通过集体行动改变 。

这是批判性社会工作的最大特点 （ Ｂａ ｉ ｌｅｙａｎｄＢ ｒａ ｋｅ ，１ ９ ７ ５ ；Ｉａ ｉ ｎＦｅ ｒｇ ｕｓｏ ｎ ，

２００６ ）
； 第二 ， 社工应反思 自 己 的专业身份 ， 与案主之间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 ；

第三 ， 推动 自 助组织发展 ， 从倡议走向增权 。 倡导同
一

群受压迫的人群通过建立

自 己的组织 、 平等协作 ， 从而达到 自 强 ； 最后 ， 社工应推动政策改善 ， 促进正义

的体现
３ ９

。 批判性社会工作强调应根据 自 身的价值基础来界定社会工作 ， 社会工

作需要理解服务使用者在 日 常生活中面对的情绪 、 社会资源斗争的经验及其投入

的力量 ， 以形成 自 己的见解 ， 争取改变社会政策
５６

。

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的开展需要体现其专业性 ， 其 中也会涉及到个案工作的频

繁使用 ， 但不论服务对象是老人 、 农民工或是其他群体 ， 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都应

该是坚持社工价值的专业性 ， 是为 了底层的专业性 ， 是致力于社会改变的专业性 。

批判性社会工作给劳工 ＮＧ０ 转变而成的社工机构的发展带来
一

系列启 发 ： 首先 ，

强调环境的重要性 。 工人所面临的 问题并非是由于其 自 身原因导致 ， 而是整个社

会的制度造成的 ， 工人问题的解决也依赖于社会制度环境的改善 ； 第二 ， 强调集

体的力量 。 工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 问题都非个案 ， 具有着群体代表性 ，

同样 ， 工人问题的解决 ， 也需要集体的力量 ； 第三 ， 与政府关系 的处理 。 由于服

务对象的特殊性 ， 转型之后的社工机构难以完全顺从于政府 ， 但机构的宗 旨是寻

求社会进步 ， 所 以机构与政府之间并非对立 ， 这就要求机构学会
“

周旋
”

， 在各

种限制 中开展工作并注重 自 我保护 ； 第四 ， 保持组织的独立性 ； 第五 ， 注重倡导

与赋权 ， 集中关注发展案主的能力 ， 通过互助与知识共享等有利于实现更大 目 标

的方面 ， 去实现社会正义并给予人们更多 的安全和政治 、 社会方面的平等 。 农民

工 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民工 自 身 ， 提高工人的权利意识 、 增强 自 身的行动力必不

可少 。

３

６ 参 见，Ｃ ｈ ｒｉｓＪ ｏ ｎｅ ｓ ＆ Ｉ ａｉｎ Ｆ ｅｒ ｇｕｓｏｎ ＆ Ｍ ｉｃ ｈ ａｅｌＬ ａ ｖ ａ ｌ ｅ ｔｔ ｅ＆Ｌａｕｒａ Ｐｅ ｎ ｋ ｅ ｔ ｈ，《社会 工作与社会 公 义：
呼吁

新实践的 宣 言 》 ， ｈ 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ｇ

ｌｏ ｂ ａ ｌ ｍ ｏ ｎ．ｏ ｒ ｇ．ｈ ｋ ／ ｚｈ／ ２ ０ ０ ９ ／０ ４／ ｐｏｓ ｔ －８ ９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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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的可能性－－

基于两家机构 的 比较


二 、 劳工 ＮＧＯ 的社会工作化

（

一

） 机构员工的社工知识教育及社工专业人才的引进

劳工 ＮＧＯ 转型为社工机构 ， 不应仅仅是名称和注册方式上的改变 ， 还应包

含机构的工作人员 的社会工作化 、 工作方法的社会工作化 。 这些都离不开
一

批有

素质 的专业社会工作者 。

其
一

， 机构原有工作人员 的社会工作知识的培训与学习 。 机构工作人员是机

构开展活动的主力军 。 转型为社工机构之后 ， 不可能将机构工作人员全部替换 ，

所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 对机构工作人员 的社会工作知识教育必不可少 ^

其二 ， 专业社工背景人才的 引进 。 机构原有工作人员 的社会工作化需要
一

个

过程 ， 由于所掌握知识的系统性 ， 社工专业背景 出 身的社工人才的 引 进 ， 将大大

加快机构的社会工作化进程 。

我们现在 全部的 工作人 员 都在 学 习 社会工作 的教材 ，
Ｑ 让我们每个

人都必须考社工师证 。 这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完 全 陌生的领域
， 需要

一段

时 间去学 习我们也在 考虑招聘社工专业 的 学生进来 ，
在社会工作

方 面 带 带我们 。 （ Ｘ０５ ）

（二 ） 对社工伦理及社工专业方法的运用

首先 ， 利他主义的专业理念 。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 ， 以科学的知识

为基础 ，
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 。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 ， 强调社会工作

者应秉持助人 自 助的专业理念 ， 以人为本 ， 以真诚 、 温暖的态度 向服务对象提供专

业的服务 （ 王思斌 ， ２０ ０６ ） 。 在为农 民工提供服务时
，

一

方面
，社工 的专业价值

理念可以较好地消除地方政府 、 社区 以及其他人 员对他们的偏见
，
提高其社会福

利服务的积极性 ； 另
一

方面
，
可 以很好地弥补现有 ＮＧ０ 服务机构提供服务 内 容和

方法上的不足 。 农 民工与城市 的其他群体不 同
，他们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 、 生活

经验
，
如何与他们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将极大地影响着服务的有效提供 。 将利他

主义理念带入劳工服务中 ， 站在工人的角度考虑 问题 ， 能够更好地提供工人服务 。

其次 ， 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手法 ， 社会工作是
一

门是无形的学科 ， 强调 以专业

的工作手法去实现专业 目 标 。 具体到劳工服务 ， 运用社工的个案 、 小组 、 社区 、

社会行政 、 社会倡导等专业方法促进工人福祉的提高及劳工状况的改善 。

再次 ， 社会工作有着较强的 资源链接能力 ， 资源是劳工 ＮＧ０ 生存所必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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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缺乏的因素 ， 将社会工作 引入劳工 ＮＧＯ ， 可以更好地整合资源为工人服务 。

三 、 社工机构的 ＮＧＯ 化

中 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 ， 正如批判性社会工作而言 ， 政府

资助下的社工机构失去 了独立性 ， 其活动 旨在效力于政府而非为案主的利益服

务 。 在这样的情境下 ， 社工机构面临着
“

要活命还是使命
”

的两难处境 （朱健刚 ，

陈安娜 ， ２ ０ １４ ） ， 这也构成劳工 ＮＧＯ 选择是否转型为社工机构 的重要考虑因

素 。 社工机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受到质疑 ， 进而影响服务对象对其服务的评判 ，

借助批判性社会工作带来的启发 ， 朱健刚等 （ ２０ １４ ） 指 出 ， 社工机构可 以按照

劳工 ＮＧＯ 的运作逻辑和治理模式来发展 ， 从而在走上
一

条独立 、 自主和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 。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第
一

， 社会工作走向社区为本 ， 致力

于整体环境的改变 ， 从而带动人的改变 ； 第二 ， 西方社会工作应与本土社会工作 、

民 间公益组织以及社区的志愿行动结合 ， 形成社会合力 ， 推动合作治理的格局 。

社会工作应该影响治理 、 影响掌权者 ； 第三 ， 在社会改变的方向上 ， 社会工作应

该强化 自 身独立发声的能力及监督政府的意识 ， 与社会政策紧密结合起来 ； 第四 ，

社会工作强调对权力 的反思、 。

社工机构与政府之间理应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 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并不等

于要完全 的顺从于政府 ， 机构应保有 自身 的独立性 ， 以实际服务为基础为工人发

出声音 ， 为有关工人的社会政策及福利提出倡导建议 ， 进而影响相关政策的改变 。

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 ， 应意识到农民工的 问题产生的原因往往不在于

个人 ， 而在于其背后更大的宏观社会环境 ， 自然 ， 工人 问题的解决也需要诉诸于

环境的整体改善 。 同样 ， 工人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于劳工 ＮＧＯ 或是社工机

构 ， 社工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在 中间协作 ， 更重要的是提升工人 自身的权利意识 以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 社会工作理应作为
一

种推动政府 、 企业及工人之间形成平等

的合作关系的社会力量 。

社工机构的 ＮＧＯ 化并不是要求社工机构的对 ＮＧＯ 的发展模式照抄照搬 ，

而是 ， 对 ＮＧＯ 之于社工机构 的优势的
一

种借鉴 ， 从而促进社会工作的独立和 自

主 ， 以便使劳工 ＮＧＯ 与社工机构相互借鉴 ， 取长补短 ， 形成服务与工人的合力

机制 ， 宗 旨 只为促进劳工状况的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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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第
一

节 本研宄的主要观点

笔者在开篇介绍 了 劳工 ＮＧＯ 的发展 以及社会工作介入工人服务的背景 ， 通

过整合相关文献以及实习发现 ， 提 出 了在政府购买服务 ， 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以及

劳工 ＮＧＯ 面临资源 以及制度 困境的背景下 ， 劳工 ＮＧＯ 选择转型为社工机构可

能性的分析框架 。 结合两个个案 ， 从笔者亲身实习 的经历 以及与机构负责人及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之间的深度访谈所收集的资料出 发 ， 依时间顺序 ， 分别还原两个

个案的形成过程以及在面临资源不足 、 合法性缺乏等困境下是否选择转型为社工

机构的发展历程 。
ｉ

接着 ， 笔者
“

透过现象看本质
”

， 探讨 了 劳工 ＮＧＯ 转型背后的逻辑 ， 从资

源依赖以及无产阶级化的理论视角 出发 ， 认为影响机构是否转型的重要因素包含

三个方面 ：

一

是机构人员 （包括负 责人 、 员工 、 志愿者和工人 以及机构理事会构

成 ） ， 机构人员 的特点 ， 决定 了机构在服务 内 容的倾 向 ； 自 身的转型意愿影响 了

机构与政府合作的可能性 。 二是机构类型 ， 类型的不同 ， 是决定机构是否转型的

重要因素 ， 服务 内容受到政府的欢迎 ， 接受
“

收编
”

， 皆大欢喜 ； 服务＆ 容与政

府支持的有所出入 ， 转型则是对双方的共 同煎熬 。 三是机构环境 ， 劳工 ＮＧＯ 必

要的生存资源包括办公场所 、 稳定 的资金来源 、 工人
“

顾客
”

群体 、 对政府资源

的依赖以及周边环境的支持 。 机构是否选择转型 ， 是三个方面合力作用 的结果 。

为 了 引 导劳工 ＮＧ０ 向社工机构转变 ， 缓解劳工 ＮＧ０ 的发展困境 ， 本文透过劳

工 ＮＧ０ 转型为社工机构的策略性反思 ， 描述 了 当劳工 ＮＧ０ 转型为社工机构之后被

“

异化
’ ’

的时 ， 如何诉诸于政府 、 机构 自 身 以及社会工作三个层面获得
一

种
“

助

力
”

， 推动劳工 ＮＧ０ 与社会工作的融合 ， 以全新的姿态更好地开展工人服务 。 首

先 ， 政府层面 ， 应与机构之间家里相互信任的责任分担机制 ， 对机构
“

去无产阶

级化
”

； 机构 自 身建设层面 ， 坚守
“

为工人代言的初衷
”

， 加强机构 内部治理及

规章制度的建设 ； 最后 ， 借鉴批判性社会工作的启 发 ， 寻求劳工与社工的完美结

合 ， 实行劳工 ＮＧ０ 的社会工作化 以及社工机构 的 ＮＧ０ 化 ， 两者相互借鉴 、 相互补

充 ， 形成服务于工人的合力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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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思与后续发展建议

一

、 个案的选取具有代表性吗 ？

由于笔者能力的有限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 在进行劳工 ＮＧ０ 转型为社工机构

的可能 分析时 ， 选取 了笔者 曾经实习过的分别位于珠三角和长三角 的两个机

构 ， 这两个机构在负责人经历 、 工作人员组成 、 机构服务内容和工作手法等方面

都有着 自 身的特点 ， 具备进行对比分析得可行性 。 但就笔者所接触 以及所了解的

情况来看 ， 同处于珠三角地区 ， 面临 的情况跟 Ｓ 机构具有很强相似性的广东佛 山

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就是从劳工 ＮＧＯ 转变而成的社工机构 ， 与 Ｓ 机构相比 ，

其转型的动力又是什么 呢 ？ 同样 ， 处于长三角地区的浙江小小鱼劳工服务部与 Ｘ

机构在资源 、 环境等方面也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 但此机构在遭遇多次
“

打压
”

之

后仍然坚持劳工机构的身份 ， 以流动服务的形式继续为工人提供服务 ， 又是什么

因素造成 了小小鱼与 Ｘ 机构选择的差异 ？ 故此 ， 笔者认为 ， 为加强对比机构的典

型性 以及分析的可行性 ， 以长三角及珠三角为地域区分 ， 分别选取转型与为转型

的机构进行对比会使分析的可信度以及可行性大大提高 ， 未来的研宄可以在这方

面有所考虑 ， 以深化本次选题 。

二、 资料收集完善性以及可靠性 ？

基于机构发展的保密性原则 ， 与 Ｓ 机构不同 ， Ｘ 机构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

面对笔者调查的时候明 显有所保留 ，

一

面表示机构转型之后不会
“

新壶装 旧酒
”

一

面又都无
一

例外倾向于描述机构转型之后的优势 以及强调与转型之前的并无

不同 。 但从笔者
一

个多 月 的实习观察 以及与机构工作人员平时的聊天 以及机构志

愿者的访谈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 机构在转型前后对工作的布置、 工作 内容 、 政府

对机构工作的干预等方面变化 比较明显 ， 只是在笔者提起机构转型 问题的时候 ，

机构人员才会强调转型前后并无变化 。 笔者在从志愿者 以及经常来机构的工人处

尽量多方面收集机构资料之外 ， 改变访谈策略 ， 不提转型 问题 ， 从与机构工作人

员 的
“

闲聊
”

中 了解机构在转型前后的变化 。 但这
一

现象 ， 使得笔者对此次的调

查中部分机构资料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 同时 ， 机构负责人在涉及机构转型 问题

时强调机构与之前无异 ， 宣称 自 己还是
“

纯粹的劳工 ＮＧ０
”

， 这背后 的含义及动

机又是什么 ？

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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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１ 受访者基本资料

表 １ ： 受访者基本资料

所在机构

￣￣

＾
￣￣

｜

机构工作年限
｜

出 身 背景
｜

性别Ｍ

ｓｏｉ １ ２Ｚａｉ负 责人

８ 机构
＾＾＾项 目 主ｆ

５０４ ３ｉＸ％^

５０５６ｉＡ＾Ｍ

５０６６ＴＺ＾项 目 主管

￣̄

５０７ ７ＸＡ吴志愿者

５０８ ７ＸＡ＾志愿者
￣￣

Ｓ０９
￣￣

／工人

－

男志愿者

Ｓ １ ０７ＸＡ＾志愿者

ｓｉｉ ７ｘＸ＾志愿者

ｓ ｉ ２ ７ｘＸ ｉ？ＺＸ

Ｓ １ ３７ＸＡ＾ＸＡ

Ｘ０ １ ６ＸＡ＾捷责人

Ｘ０２ ６ＸＡ ^

Ｘ机构Ｘ０３ ６ＸＡ^
＾

Ｘ０４６大 学主＾“

爱心 小屋
”

负



责人

Ｘ０５ ２中 专 学 生＾“

爱心 小屋
”

负



责人

Ｘ０６ １中 专 学 生±

Ｘ０７ ７ＸＡ＾志愿者

Ｘ０８ ７ＸＡ＾志愿者
￣

Ｘ０９ ／某琴行老 师男志愿者

Ｘ １ ０７＃ Ｊｋ＾志愿者

ｘｒ ｉ ７某 餐馆老板￥志愿者

Ｘ １ ２ ７ＺＸ％ＸＡ

￣￣

Ｘ １ ３ ７高 校教师＾理事 会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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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２ 未转型的劳工 ＮＧ０访谈提纲

１ 、 机构成立背景 ？ 机构负责人的 出身 ？ 机构成立的初衷 ？

２ 、 在筹备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哪些资源和支持 ？

３ 、 机构的经费来源有哪些 ？ 大概比例 ？

４ 、 机构工作人员的构成 ？ 工人出身 ？ 社工 ？

５ 、 机构 内部的运作及开展的活动是怎样的 ？

５ 、 机构的 目 前概况 ， 与政府的关系 ？

６ 、 机构 目 前面临的 问题 ？

７ 、 有无收到提议被
“

收编
”

？ 选择及原因 ？

８ 、 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评价 ？ 对社工机构的看法 ？

９ 、 对劳工机构转型为社工机构 的看法 ？

縣 ３己转型的劳工 ＮＧＯ访谈提纲

１ 、 机构成立背景 ？ 机构负责人的 出身 ？ 机构成立初衷 ？

２ 、 在筹备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哪些资源和支持 ？

３ 、 机构的经费来源有哪些 ？ 大概比例 ？

４ 、 机构工作人员 的构成 ？ 工人 出身 ？ 社工 ？

５ 、 机构 内部的运作及开展的活动是怎样的 ？

６ 、 机构选择转型的原因 ？

７ 、 机构转型之前概况 ？ 问题 、 活动 内 容及开展方式 ？

８ 、 转型之后所得到的支持有哪些 ？ 资金 ？ 身份 ？ 社会认同 ？

９ 、 转型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

１ ０ 、 转型之后机构社工人员构成 、 社工方法的运用 ？

１ １ 、 转型之后与转型之前的 区别 （行政工作 、 工作 自 主性 、 工作 内 容 、 服务对象 、

工作 目标 、 活动开展频次等 ） ？

１ ２ 、 转型之前与转型之后机构面临 的问题有哪些不同 ？

１ ３ 、 对劳工机构转型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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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恍惚 间
，
两年的研 究生生活 已如 紧握手 中 的 沙子 ，

无声 无息地流逝 。 两年的

研 究生生活 ，
收获与喜悦 自 然 不必 言说

， 然后 ，
此刻 回忆起 来

， 却是被满 满的 不

舍覆盖 。 值此毕业论文 即将完成之 际
，
想 以感谢的话 、 抱歉 的话 、 遗憾的话对 自

己 的研究生生涯做一个总结 。

感谢我的导 师郑广 怀老师 。 由 于一位学 长 的极力 推荐
， 有幸 与 郑老师结识并

成 为 其 学 生 。 郑老 师是一位非 常年轻有 为 的教师 ，
不仅学识 渊博 、 治学严 谨 ，

而

且认真 负 责 ，
为 人十分随和 ， 在学 习 和生活 中都给予 我非 常 多 的关心 与指 导 ，

在

学生 中 也颇 受欢迎 ，
甚至被我们 亲 切地称 为

“

广 怀兄
”

， 成 为 郑老 师 的 学生是我

研 究生期 间 最 荣幸的 事情 ！ 感谢郑老 师 带领我走入劳 工领威 ， 郑老 师始终 坚持 以

理论 与 实 践相结合的教学 方 式
，
不仅尽心尽 力 地传授 劳工及社工领域的理论知

识
，
更是给我提供 了 非 常好的 了 解劳工 以及社工 的 实 践平 台 。 得益 于您的谆谆教

诲 ， 我对 劳工领域有 了
一定 的认识

， 受 您执着 的 劳工及社工研 究精神所指 导 ，
不

管 以后 我是否从事这 方 面 的 工作 ， 我都 坚信 ，
接触过 劳 工领域 、 都会是我人生 中

精彩 的 回忆 。

没有被社工行业存在的 问 题所影响 ， 您对社工有 着深深 的 热 爱 ，
您总是枚导

我们说 ， 要改 变社工行业的现状 ， 要去做 ，
从我们开始去做 ，

这样社工 发展 才 会

看 到 希望 ，

如果每个人都不做 ， 那这
一行业永远都会是这徉 。 我对社工专 业的认

同 是在 您 的 影嘀 下 形 成 的 ， 我们 南 大的 ＭＳＷ 有 一位 您这样 的 老 师 ，
是 南 大 ＭＳＷ

的 荣幸 ，
也是我们 学 生 的幸运 。 感谢郑老 师 言传 身教 、 以 身 作 则 的 态度潜移默化

的 影响我们 。 郑老 师 ４西牲 自 己 的休 息时 间 ， 在上课之 余 ， 拿 出 晚上的 时 间 给我们

开读书 会
，
并督促我们 多 看 文献 ， 在这

一

点在上
，
汉 辜 负 了 老 师的期望 ，

没有 尽

力 吸收老 师传授给我们 的 东 西
，
这是我很愧疚也很遗憾的地方 。 千言 万语只 想说

，

谢谢您 ，
谢谢您给予 我们这 么 多 ，

抱歉 ，
没能成 为 您所期待的样子 ！ 不管 怎样 ，

能 成 为 您的 学 生 ，
是我的幸运 ！

感谢郑老 师对我论文 的 指 导 。 从论文 的选题 、 开题报告的撰写 、 资料的收集 、

分析框架 的搭建到 内 容的修改 与 完 善
，
都 离 不开 您的 悉心指 导 ，

甚 至在我 实 习 的

时候 ， 您就刻 意 的指 导我收集 资料 的 方 向
， 在论 文的 写 作过程 中

，
您 多 次抽 出 时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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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来与我讨论 ， 每
一次讨论都会给我提 出 建设性 的 意 见及建议

， 并时刻 关注我的

论文修改动 态并积板给予指导 。 在论文的修改 中 ，
您也始终仔细 、 尽心尽 力 的 不

放过任何一个问 题点 。

感谢 荀 烨老 师对我生活上的 关心 与 照顾 ，
在我寻找工作 时给予我温馨的指

导 、 支持和鼓励 ， 荀老师的随和、 坦率及对工作 的认真深深感染 了 我 。 感谢彭华

民老师对我们 ＭＳＷ 班的特别 关心与 照顾 ，
以及在我们论文 写作过程 中 的督促与激

励 。 还有那 些教予 我知识的老师们 ， 陈灰华老师 、 沈晖老师 、 朱 力 老师 、 郭 未老

师徐愫老 师 、 肖 萍老师 、 翟进老师 、 田蓉老 师 、 等等 。 是他们 的教导
，

让我有机

会接触 以 及 了 解不 同 的研究领域 。 这些老 师 的经历 及成果是我学 习 的榜样 ，
不管

是现在 ，
还是 彳夺来 。

感谢一众好友的 陪伴 ，
在 写作论文的 日 子里 与 雨 萌 及亚玲的

“

约 定
”

才 让
一

贯睡懒觉的我每天可 以 坚持早早起床去到 图 书馆敲 出 自 己对论文的 想法 。

感谢实 习 的 两个机构 的工作人 员
，

还有我所接触到 的工人朋 友们
，
谢谢你们

的坦诚 、 信任及支持
，
不仅协助我顺利 完 成 了 实 习 、 收集到 本次论文所需要的资

料 ，
更是在生活和工作 中 给予我许 多 的照顾与指 导 。

最后 ， 我要感谢最 最亲爱 的爸爸妈妈 ， 感谢你们
一直 以来的无私支持 ，

感谢

一直对我的理解 与 包容 。

也许是一开始就知道在此处生活 的时光会 艮短暂
，
在进入南 大的 时候就 已经

怀有 即将 离 去的 心情 。 我对南 大的 爱不在 离 别时 ，
而是一直进行 中 ，

在 以前 、 现

在和将来 ！

王 琼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１ １ 日 晚

于杜厦 图 书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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