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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数智赋能社会工作数字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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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要素，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数智化

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传统治理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社区的需求，基层治理模式亟需创新。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也需要回应数智化时代所引发的社会发展新态势。数智化技术的引入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

然趋势，极大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优化了治理流程。但也带来了诸如数据安全、伦理问题等挑战。因此，

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赋能的同时，还需审慎对待风险与挑战，以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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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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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basic el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Under the wave of the era of digit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communities,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s are 
in urgent need of innov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work also needs to respond to the 
new dynamic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riggered by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introdu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which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optimized the governance process. However, it also brings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security and ethical issues. 
Therefore, while actively promoting digital empowerment,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be prudent in dealing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help moderniz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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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科技的高速发展，

数智化冲击着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秩序，既为人们生活

带来了便利，也致使社会结构逐渐由总体性社会转化

为流动性社会，社会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状态[1]。

这样高度流动、分化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矛盾与纠纷愈

发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基层事务日益繁重。

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已难以满足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

局的建构需要，亟需转变与创新。作为与基层社会息息

相关的学科，社会工作也需要回应数智化时代所引发

的社会发展新态势。推动社会工作的数字化转型，以新

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既必要又迫切。打

破传统服务供给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

算等新兴人工智能技术重新规划服务资源[2]，成为构建

现代社会工作服务供给模式的重要举措。 
本文通过探讨数智赋能社会工作数字化转型的机

遇与挑战，揭示数智技术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优

化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的作用机

制，为推动社会工作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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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借鉴，以促进社会工作数字化转型，提升社会工作的

专业化、科学化水平，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1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工作数字化发

展的必要性 
在传统的基层治理工作中往往存在层级多、强度

大、决策慢、效率不高等问题，整体工作成效受人为因

素影响较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此时，

打破传统服务供给模式，以新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既必

要又迫切。通过引入信息化技术，基层社会治理的决策

层能够更及时地获取准确信息，从而做出更为科学合

理的决策。同时，数字化手段还提高了治理执行力，促

进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减少层级设置，从而进一步提高

治理效率。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社会工作在基层社

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通过数字化手段提高治理

效率、优化治理结构以及拓展治理范围，是社会工作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 
现代化治理所强调的效率、精准和智能化，要求社

会工作必须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引入先进的信息技

术来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通过数字化手段，更高效地

获取相关数据，为治理决策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还使

得治理决策能够更快地传达到基层，极大提高了社会

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社会工

作数字化发展也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合作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通过数据共享和信息系统整合，社会工作

可以与其他部门实现无缝对接，形成共同治理的合力。 
2 数智赋能社会工作数字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早期数智技术与社会工作的融合，主要表现为运

用网络技术来开展实务工作，社会工作者在网络虚拟

空间中为服务对象提供干预。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

运用多种智能工具技术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性服务，

此时，社会工作者开始利用社交媒介为不愿接受传统

社会工作服务的人群提供干预。后随着智能技术的不

断升级，社会工作者开始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开展更为广泛的数字化服务，智慧养老、智慧社区的出

现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工作智能化的发展。 
“AI+社工”便是数智技术在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一

种创新应用。以 H 市 C 街道的“AI+社工”为例，作

为全国首个“AI+社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AI 自
主学习、创新能力与知识库、人脑经验的结合，对原本

分散复杂的工作内容加以整合，使杂乱无章的内容变

得更加有序，从而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能。据 C
街道社区工作者描述，只要对着它说一句：“遇到某纠

纷如何解决？”它就能根据 C 街道“民呼我为”案例

库内容，生成适宜的工作建议与方案，其中甚至还为社

区工作者提供工作步骤、注意事项等内容的参考。在

“AI+社工”的帮助下，原本要花费 2-3 小时才能完成

的方案，可能仅需 10 分钟便能完成。“AI+社工”的

到来不仅为社区工作者有效应对纷繁复杂困境提供针

对性的方案与建议，减轻工作者负担，还全面提升了社

区工作者为民服务的能力。 
数智技术的融入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更为高效的服

务。在数智技术的协助下，社会工作者不仅能够借助大

数据技术准确且高效的抓取服务对象的关键信息，及

时把握服务对象的问题与需求，以制定更有针对性的

服务方案，还能及时预测和评估风险、制定应对策略，

以有效预防和应对潜在问题。同时，数智技术为社会工

作者提供更为优质且多样的选择与建议，不仅提高社

会工作者的工作效率，也提升了社会工作服务的满意

度。 
3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数智赋能社会工作

数字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的融合，数智化构建出

社会的新形态，并体现出数智赋能的显著特点[3]。数智

技术的融合发展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多重智能技术的辅助下，有效缓解了社会工作者的

工作负担。这种赋能不仅提升了社会工作服务效率，还

极大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3.1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第一，提高社会工作服务效率。对于社会工作而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用，极大提高社会工作者收集、整理

和分析数据的效率。通过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技术对社

会工作者所需数据加以挖掘和分析，以获取数据所反

映的也提升数据分析的科学性，为社会工作科学决策

提供客观依据和科学基础。同时，运用大数据运算，围

绕服务对象的问题与需求，为社会工作者推荐相关案

例的实践经验与决策方案，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问题与

需求，从而提升整体服务成效，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提供动力。 
第二，优化社会工作服务流程。人工智能技术的引

用，弥补了传统工作模式的不足。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

能够精准获取所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在此基础上，

依据其需求进行智能化匹配，生成个性化服务方案，确

保服务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利用。同时，依托算法技

术，基于服务对象历史数据分析其个人偏好，推荐相关

服务资源，以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针对性，增强服务对

象的满意度。社会工作者在自动化技术的协助下，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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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了工作负担，还降低了工作失误的概率。在人工智

能技术的协助下，既完善了个性化的服务体系，优化了

社会工作的服务流程，还提高了社会工作的服务质量，

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拓展社会工作应用场景。社会工作者依靠智

能监测和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及时发现服务中的不足

与问题，为改进和提升服务质量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建

构智能化监管体系推动社会工作智能化发展，减少人

为因素干扰，提高对社会工作服务的监管力度，增强社

会工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在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的

融合中，不断拓展智能化技术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场

景，推动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创新的同时，从而提升社

会工作者的数字化素养和创新能力。 
3.2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风险挑

战 
信息化的来临打破以往的信息垄断，为社会成员

拓宽信息交流渠道、增强自主意识的同时，也为个体生

活带来便利。社会中每个成员都被卷入互联网的洪流

之中，个体在享受数字化所带来的生活红利的同时，也

面临着风险挑战[4]。作为与社会密切相关的学科，社会

工作需要回应社会发展所呈现的新态势，以人工智能

技术赋能社会工作，推动社会工作的智能化转型是必

要且迫切的。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强大信息能力、智慧水

平、自动化功能，以及日趋先进的深度学习能力，为社

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在这一转型中，既

要把握发展机遇，又要警惕数字信息智能技术所带来

的风险与挑战。 
首先，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尤为突出。人工智能技

术的飞速发展与创新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

动力的同时，也为社会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挑

战。随着人工技术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广泛应用，所涉

及的隐私数据也日益增多，若因数据保护不当而导致

信息泄露，不仅严重侵犯个人隐私，还会引发社会的信

任危机。同时，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学习、自主学习及大

数据分析等技术还增加了数据滥用的风险。 
其次，技术发展不均衡易引发新的伦理问题。人工

智能所做的分析与决策大都基于大量的数据与复杂的

算法，但当前技术仍存在缺陷，会导致数据收集与分析

偏差，算法设计不完善等情况，从而导致决策失误，不

仅对社会工作整体服务造成不利影响，还可能导致不

公平或歧视性决策的产生。同时，依据算法而产生的决

策往往缺乏明确的解释，导致个体有时难以理解决策

的逻辑与依据，而引发社会矛盾冲突或违反伦理原则

的行为。 
最后，技术的过渡依赖可能导致职业的危机。人工

智能技术的引入，虽然为社会工作者带来诸多便捷，有

效提升社会工作的服务效率与质量。但技术所带来的

智能化与自动化，也会让社会工作者逐渐失去独立思

考的能力，从而导致对人工智能技术产生过渡的依赖，

制约自身创新能力的发展。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

革新也对社会工作者自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

会工作者必须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以适应技术的发

展需求，当自身能力难以驾驭时，便会出现倦怠、挫败、

不满等不良情绪，并导致职业危机的出现。 
3.3 应对策略与建议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工作发展的同时，还会带来一

系列的风险与问题。为有效推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不仅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作用，还应提前部署，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 
政府管理部门层面，健全数据监管体系，提升民众

数据隐私保护意识。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数据隐私的

保护机制，设立监管机构监督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工

作服务中的数据使用情况，定期审核数据使用的合法

性和安全性，追溯数据来源、流向和使用情况。同时，

提升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对数据安全及隐私保

护的宣传与教育，提高民众对数据隐私的重视，以应对

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 
社会技术层面，优化算法设计，引入伦理约束条件。

不断推动智能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强化算法决策逻辑

与决策依据的科学性，减少因算法设计缺陷所引发的

决策失误和伦理问题。同时，在算法设计中增添伦理约

束条件，确保算法在决策中的合理性。 
社会工作专业层面，提升社会工作者专业素养，推

动人机协同互补发展。在定期培训与研讨中，不仅要加

强社会工作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还应注重

对其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等能力的培养，推动人机协同

的互补发展。帮助社会工作者明确过于依赖技术手段

可能引发的问题与危机，探索人机协同的工作模式，在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紧跟时代步伐的同时，也

应注重发挥社会工作者的自身优势，通过人机间的交

互、配合，不断创新工作模式与方法，以提升社会工作

整体水平与效果，为增进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工作高质

量发展提供动力。 
4 结论 
数智化时代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为社会

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提升工作效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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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流程、应对复杂问题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然

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伴随

着数据安全、伦理问题及职业危机等挑战。因此，在推

进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既要

把握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遇，也要审慎应对其所带来

的诸如数据安全保护、伦理问题、职业危机等方面的风

险与挑战。只有这样，才能稳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社

会工作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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