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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
介入策略研究＊

付立华

【提　要】社会工作中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 。与问题视角关注

问题不同 , 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强调以矫正对象的优势为核心 , 是在对矫正对象潜能充

分挖掘的基础上实施的社会工作介入 。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聚焦于发现 、发挥矫正对象

自身的优势和潜能 , 注重激发矫正对象的抗逆力 , 善于利用周围环境中的有效资源对矫正

对象进行帮助并使其得到自我发展。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介入策略主要包括:较少关注

或忽视问题 , 以关注矫正对象的优势作为替代策略;把个人与环境的构成状况作为社区矫

正介入的焦点 , 帮助矫正对象建立一个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社工与矫正对象之间建立对话

与合作的良好伙伴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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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对犯罪人员实施的非监禁处遇方式 ,

社区矫正越来越受到重视 , 在世界范围内逐渐

成为许多国家刑罚的一种重要措施 , 在我国 ,

社区矫正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 , 当前我

国社区矫正的介入理念主要是将关注点聚焦在

矫正对象的问题上 , 如障碍 、 缺陷及所受到的

伤害上 , 也就是问题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实践模

式 。从长远来看 , 问题视角并不利于矫正对象

的自我发展和恢复 。基于问题视角的种种不足

和缺陷 , 本文尝试从优势视角的角度来分析社

区矫正的特点和介入策略 , 以期在当前我国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创建和谐社区的进

程中 , 为和谐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

借鉴 。

一 、 社会工作中的两种不同

　　视角:问题与优势　　

　　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中的两种

不同思维模式 。作为一种助人的专业 , 长期以

来 , 社会工作关注更多的是人的问题 , 以人的

问题为核心 , 强调将关注点聚焦在案主所面临

的问题和困难上 , 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 , 其工

作模式一般是通过对案主所遭遇的问题进行分

析和诊断 , 然后界定问题 , 再围绕解决问题来

制定一系列的帮助和改变案主的行动计划。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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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视角往往关注的是案主自身的障碍 、 缺陷

及所受到的伤害 , 看问题总是关注不足和缺陷 ,

因此问题视角也被称为缺陷视角。从长远来看 ,

问题视角并不利于案主的自我发展和恢复 。一

方面 , 对问题重复的次数多了之后 , 各种类型

的诊断标签很快就会变成案主的 “主要身份” ,

这种 “主要身份” 可能将另外的身份或角色笼

罩其下 , 久而久之这种角色标签可能会使矫正

对象形成一种角色期望 , 极有可能会按照社会

赋予的消极角色去行动;另一方面 , 由于问题

视角关注的往往是案主自身的障碍 、 缺陷及所

受到的伤害 , 强化案主的问题会使案主对自己

所处的环境 、 案主的抗逆能力等产生悲观期望

和预测 , 使其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 , 他们会越

来越没有自信心 。因此 , 问题视角 “具有蚕食

效应 , 重复的次数多了之后 , 就改变了案主自

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 。长远

来看 , 这些变化融入了个人对他们的自我认

同” 。① 从这一角度来看 , 问题视角并不利于案

主的自我恢复和发展。

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领域中逐渐发展起来

的社会工作实践方法的新模式 , 与问题视角不

同 , 优势视角认为 “有问题并不是问题” , 社会

工作者真正要做的是 “要想出能够对付问题 、

利用问题甚至超越问题的途径” , 强调以人的优

势为核心 , 在对案主进行帮助时将关注点聚焦

在发现并发挥案主自身的优势和潜能上 , 并利

用这些优势对案主进行帮助并使其得到自我发

展 。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戏

剧性飞跃。塞勒伯认为 , 在一段时间内 , 我们

在发挥案主的优势方面做得不够 , “优势视角的

实践要求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案

主 、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现状 , 不再是鼓励地

或专注地集中于问题 , 而把眼光投向可能性 。

在创伤 、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之中 , 你能看到希

望和转变的种子。其实这个公式很简单:动员

案主的力量 (天才 、 知识 、 能力和资源)来达

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 这样案主将会有更

好的生活质量” 。②优势视角反对将服务对象问题

化 , 并非否认案主存在问题这一现实情况 , 也

并非迟迟不向案主提供帮助 , 只是主张社会工

作者不应从病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案主 、 诊断案

主的问题 , 使案主对自身的问题过度注意 , 而

是应该致力于使案主挖掘和发挥自身的潜能和

优势 , 其中包括案主的人格特质优势 、 案主的

特长和技能 , 以期提高案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

力 , 以更人性化的手段达到助人目的 。

社会工作领域中的这两种不同视角有着不

同的理论基础 , 对社会工作之本质的理解也不

同 , 因此 , 这两种不同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

模式的特点 、介入理念和策略也不尽相同 。

二 、 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

于社区内 ,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 , 在相关社会团

体和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 在判决或

裁定期限内 , 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 , 并

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0 世

纪中期以来 , 监禁矫正这种单一的监禁形式不

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 。一方面 , 监

禁矫正因其在矫正内容 、形式等方面大多是基

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设计的 , 导致 “自由刑在消

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同时 , 可能也使其丧

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③ 另一方面 , 监禁矫正

往往会造成矫正对象与社会的脱节 , 并不利于

罪犯恢复已受损的社会功能 、 顺利回归社会 ,

这与矫正的初衷相背离 。在这种情况之下 , 社

区矫正作为对犯罪人员实施的非监禁处遇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刑罚的一种重

要措施 。据统计 , 目前在加拿大 、美国 、 法国 、

澳大利亚等国家接受社区矫正的人数占到了犯

罪总人数的 70%～ 80%, 而在韩国 、 日本等国

也接近 50%。④ 我国自 2003年 7 月以来 , 也开

始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 , 目前已在全国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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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试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截至 2007 年底 ,

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 25 个省 、 市的 147 个地

(市)、 759 个县 (区 、 市)、 6853 个街道 (乡

镇)展开 , 分别占全国省 、 地市 、 县区和街道

或 乡 镇 建 制 的 73.5%、 44%、 26.5%

和 15.8%。①

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与社会工作的双重

性质。②社会工作是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帮助

有需要的个人 、 家庭或群体 , 以增进个人 、 群

体乃至社会福祉为目标的职业活动。社区矫正

与社会工作在理念 、 工作目标 、 功能 、 介入过

程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 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

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 这些使社会工作介入社

区矫正成为可能。研究表明 , 形成矫正对象问

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矫正对象社会正常功能的缺

损 , 这种功能缺损主要表现在他们与社会关系

支持网络的联结和自身 (包括个人的生理和心

理)的联结受损 , 而社会工作以其康复功能 、

发展功能和预防功能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 , 可

以称为是连接受损社会功能的 “粘合剂” 。在

整个的矫正过程中 , 社会工作者能以多角度的

介入形式 , 如心理方面 、 性格方面 、 人际交往

方面与矫正对象 (微观系统)及其家庭 (中观

系统)、 社区 (宏观系统)等其他工作系统形成

互动层面的直接介入 , 以此来增进人们适应环

境的能力 , 而这种社会工作视野下的社区矫正

其核心是有效实现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 , 使矫

正对象在社区中实现发展。因此 , 社区矫正可

以说是同时具有刑罚执行与社会工作的双重

性质。

问题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力图通过寻找并解

决矫正对象的问题来恢复其社会功能。具体是

通过对矫正对象的犯罪事实进行考察 , 运用心

理测量等技术对矫正对象做出诊断 , 诊断矫正

对象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 并据此确立适当的社

区矫正方案 , 其中矫正工作者身兼治疗师 、 专

家 、教育者 、监控者等多重身份。与问题视角

不同 , 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是指在对矫正对

象潜能充分挖掘的基础上实施的社会工作介入 ,

优势视角强调以矫正对象的优势为核心 , 社会

工作者在对案主进行帮助时将关注点聚焦在案

主身上 , 善于发现并发挥矫正对象自身的优势

和潜能 , 善于利用周围环境中的有效资源对案

主进行帮助并使其得到自我发展 , 在整个过程

中 , 社工和矫正对象之间始终是平等的伙伴关

系 。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过程中 , 要善

于使矫正对象的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 , 使矫

正对象周围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变为生活中的有

利因素 , 使矫正对象的地位由被动变为主动。

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特点:

首先 , 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强调每一个

矫正对象都有自己的优势 , 包括财富 、 资源 、

智慧 、 知识等等 。在优势视角下 , 尽管由于矫

正对象身处弱势的地位 , 面临种种的困难和威

胁 , 如疾病 、 失业 、家庭不和睦 、 亲友的歧视

等 , 但是几乎所有的境遇和个人的品质 、 特征

都有可能被看作是案主的优势 , 而优势视角就

是要发现并且尊重案主这些 “用于扭转不幸 、

对抗疾病 、 消除痛苦 、 达到目标的力量和资

源” 。因此 , 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实践要求矫

正工作者要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矫正对象 、

看待矫正对象所处的环境 , 而不是孤立地或专

注地集中在矫正对象的疾病 、 无能为力和过去

的犯罪史上 , 应把目光投向矫正对象可能具有

的优势上。在这种理念之下 , “优势视角取向的

实践意味着:作为社工所应该做的一切 , 在某

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 、 探索和利用案

主的优势和资源 , 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 ,

实现他们的梦想 , 并面对他们生活中的挫折和

不幸 、 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 。”③

其次 , 优势视角注重发掘矫正对象的抗逆

力 , 即人们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越来越多

的研究和实践证明 , 当一个人在遇到严重的困

难和麻烦时 , 他往往可以超越和克服这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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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麻烦 , 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面对磨难而抗争

的能力 , 而这种能力就是人的 “抗逆力” 。尽管

矫正对象之前都实施过犯罪行为 , 对他人或社

会造成了伤害 , 而他们自己也深受其犯罪行为

的影响 , 不仅在心理上有一定的创伤 , 同时由

于身处弱势的地位 , 可能会遭遇种种外在的威

胁 。但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威胁同时也可能会

成为挑战和机遇。在矫正实践过程中 , 社会工

作者要坚信案主自身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抗逆力 ,

善于激发矫正对象潜在的抗逆力 , 将矫正对象

的消极 、被动的因素变为积极因素 , 使矫正对

象的地位由被动变为主动。

再次 , 优势视角主张所有的环境都可能充

满资源 , 强调关注矫正对象及其家庭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在每一个环境之中 , 个人 、 家庭或

社区都有一些资源可以付出 , 如 “知识 、 勇气 、

资源或才能 , 或时间与地方” , 而这些资源可能

又为别人所急需 , 也就是说 , 社区和它的周围

环境都有可能隐藏着某种内在的资源 , 矫正工

作者应该承认 、 重视种种潜在资源的存在 , 并

注意发掘社区的内部资源 、 资产和能力 。因此 ,

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 , 关注矫正对象与环境

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对社会工作者而言 , 要

想对矫正对象有实质上的帮助 , 需要有效地开

发社区的资源 , 这有赖于建立信任 、 关怀和负

责任的关系 , 即注意构筑自己与社区 、 社区居

民 、社区居民组织或其他组织之间的良好关系 。

三 、 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

　　介入策略选择　　　　

　　第一 , 在社区矫正的实务过程中 , 社工应

该对案主的问题较少关注或忽视问题 , 以关注

案主的优势作为替代策略 , 将 “优势真正置于

行动之中” 。这里的 “忽视问题” 并不是要社工

放弃作为社工的责任或者对问题的关注 , 而是

把精力用到 “致力于确定创造性措施去减轻痛

苦现状和改善治疗效果” , 即接触案主 “并和他

们一起寻找并重新确认可以开创解决问题之路

的天赋 、能力和期望” 。因此 , 社工首先要做的

是超越问题的消极面 , 并调动个人 、 家庭和社

区的资源 , 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桥梁就是关注案

主的优势。由此而言 , 隐含在优势视角之下的

社工介入策略关键是承认和尊重矫正对象的潜

能 , 聚焦于案主的期望 、 能力和技能 , 并明白

这一视角就是要支持并释放潜能而利用之 。对

于矫正对象而言 , 由于深陷重重困难之中 , 本

人及家庭通常不相信自己拥有可以解决问题的

任何资源 , 而此时社工只有承认和尊重矫正对

象的潜能 , 不仅自己要坚持矫正对象及家庭或

社区具有优势和资源的信念 , 而且要有效地向

矫正对象传递这一信念 , 这样才会激发矫正对

象改变其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 、 生

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动力 , 使矫正对象重燃对

自己的希望 , 尽快恢复其社会功能 , 重新成为

正常社会成员。

案例一:X 是一位曾因抢劫 、 盗窃而入狱

的服刑人员 , 进入社区后 , 矫正工作者通过努

力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 X曾经谈到:

王老师 (社工)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夸

奖我的人 , 他说他非常欣赏我 , 因为我靠

自己的能力找到了在小区物业的工作 , 而

且还靠这份工作支持我的女儿上了大学。

王老师对我说他在我身上发现了许多的优

点 , 甚至说我身上有许多值得他自己学习

的地方 , 说我非常诚实 , 也很敬业 , 还喜

欢帮助小区里的残疾老人做点事情……这

些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是我的优点 , 我原

来一直以为自己一无是处 , 也因此自暴自

弃过 , 曾经因为受别人歧视还想过不如死

了算了 , 可现在我明白了 , 原来我拥有很

多 , 只是我自己不知道罢了 。①

第二 , 社区矫正应该把个人与环境的构成

状况作为介入的焦点 , 以优势视角去整合 、 调

动各种社会资源 , 帮助案主建立一个社会支持

网络体系。在社区矫正实务过程中 , 社区矫正

依托的是社区这样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 , 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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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除了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之外 , 更是整个社

区乃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 而社区和

周围环境中都有可能会隐藏着某些内在的资源 ,

因此 , 对矫正对象进行帮助时 , 不能忽视其所

处的周围环境 。在社区矫正实务过程中 , 当矫

正对象进入了社区以后 , 他不再是一个孤单的

个体 , 而是置入了一张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 。

一方面 ,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 , 社会工作者必须

将矫正对象置于该群体形成 、 发展的整个系统

中 , 把着眼点放在不同的各种微观 、 中观 、 宏

观环境系统之中 , 强调以优势视角去调动和整

合家庭 、 单位 、 机构 、 社区以及社会多层次多

方面资源 , 帮助案主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支持

网络。另一方面 , 矫正对象想要改变自身环境 、

应付来自各方的压力 , 必须要学会利用广泛的

社会支持网络 , 包括身边的朋友 、邻居 、 社区 、

机构 、 单位等等 , 从而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 ,

使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联系变得更加丰富和

顺畅。

第三 , 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 , 社工与案主

要建立对话与合作的良好伙伴关系。优势视角

认为所有人都是相互依赖的 , 在社会工作实践

中 , 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和案主只是在二者

建立的助人自助的关系中各自承担的角色不同 ,

他们双方各自拥有自己的经验 、知识 、 技能和

情感 , 两者是互相依赖的 、 平等的 、 合作的伙

伴关系 。案例二:一位有吸毒史的矫正对象对

他与矫正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如此描述:

我回到社会上以后就去社区的矫正办

公室报到 , 矫正办的同志对我说 , 我们之

间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 让我有困难和需要

都可以找他们 , 当时我根本就不相信 , 因

为像我们坐过监狱的人是不可能有人愿意

接近的 , 更不要说成为朋友了 。可是后来 ,

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尊重我 、 关心我 , 他们

开展一些活动都事先和我们商量好 , 大家

一起定下方便的时间和地点 , 他们从来不

强迫我做任何事情;我在生活上有一些困

惑或不开心的时候 , 包括前不久我和女朋

友吵架 , 我去找他们诉说 , 他们都会认真

倾听 , 并和我一起分享他们的一些看法。

现在我感觉矫正办就和我自己家一样 , 我

也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①

从以上案例来看 , 尽管矫正对象是违法犯

罪人员 , 无论他 (她)过去曾犯过多么严重的

罪行 , 而在社工和矫正对象之间 , 社工不是充

当监管者或专业人士 、 专家的角色 , 而是充当

一个与矫正对象地位平等的合作者的角色。在

以往社区矫正实践过程中 , 矫正工作者常常承

担专业人士或专家的角色 , 并时常替矫正对象

做决定 、 全权代理 , 从优势视角来看 , 这不利

于建立一种真正平等 、 合作的关系 , 也不利于

发现 、发掘案主的优势和资源 。社会工作者应

该真正进入案主的世界 , 放下自己的专家地位

和身份 , 以伙伴或朋友角色来积极致力于发

现 、 培育和激发案主身上所具有的优势 , 只有

这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才能使矫正对象得到充分

的尊重 , 从而更有助于确立解决自己问题的

信心 。

综上所述 , 优势视角提供的 “社会工作实

践方法的新模式” , 意味着矫正工作者的一切工

作都以矫正对象的优势为中心 , 包括发现 、 开

发和利用矫正对象自身及周围环境的优势和资

源 , 这充分体现了 “以人为本” 的基本理念 ,

也符合社会工作的人道主义哲学原则 , 即认为

人性具有 “高度可塑性” 和丰富的 “潜藏” , 只

要适当地加以引导 , 人必定能够得到自我发展。

在这种理念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实务策略选择上 ,

社会工作者应该将重心放在如何帮助案主减轻

对问题的过度注意 , 把着眼点放在不同的各种

微观 、 中观 、宏观环境系统之中 , 鼓励案主去

自我发现 、 挖掘和发挥自身具有的潜能和优势。

这与传统的问题取向的治疗模式相比 , 优势视

角下的社区矫正更能充分调动案主自我解决问

题的积极性 , 更有助于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 ,

有利于实现社区矫正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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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from the Advantage Perspective

Fu Lihua

Abstract:Social w ork invo lves tw o dif ferent w ays o f thinking :the perspect ive of problems

and pe rspective of strengths. Community-based co rrections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 reng ths , dif ferent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blems that concerns the problems of the ob-

jects , put emphasis on the st reng ths o f the co rrection objects and execute the inte rvention of

social w o rk based on the po tential tapping of the co rrection objects.Community-based cor-

rections f rom the perspective o f st reng ths focus on discovering and tapping the st reng ths and

potentials o f the cor rection objects , and at tach impo rtance to the st imulation of the objects

resilience and make full of the valid resources in the surrounding s to help the objects fulfill

themselves.Intervention st rategies of communi ty-based corrections f rom the perspect ive of

st reng ths mainly include igno ring or pay ing lit t le attention to problems , while put ting the

emphasis on the cor rection objectsst reng ths as the al ternative st rategy ;taking the integ ra-

tion of man and his environment as the focus of the intervention of communi ty-based correc-

tions , and helping the co rrect ion objects build the society-based ne tw ork system;building

posit ive and friendly partner-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social w orkers and the co rrection ob-

jects by w ay of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perspect ive of st reng ths;communi ty-based corrections;social w o rk;interven-

tion strategies o f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观点选萃

高校著作权争议及其解决

高松元

南京农业大学公管学院博士生 、 扬州科技学院副教授高松元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是由多名权利人联合起

来 , 经权利人授权 , 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相关活动的机构 , 包括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转

让合同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使用合同 , 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 , 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 , 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

权利的诉讼 、 仲裁等。著作权集体管理可以发挥集体组织的谈判功能 , 有利于为著作权人争取更多的权益;有利于

发挥其在侵权诉讼中的抗衡功能 , 保障著作权免受侵害。此外 , 著作权集体管理有利于减少成本。制度经济学的交

易成本理论也证明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合理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减少了著作权人管理作品 、 监督作品使用的成

本和使用者搜寻信息的成本以及双方谈判 、 签约成本。高校或单独设立著作权管理机构或设立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

识产权统一的管理机构 , 对著作权实行统一管理。目前可行路径就是建立起一个权力相对集中 、 由各学科高级专业

人员组成的校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 作为校级行政管理机构 , 实行集中统一 、 科学规范的管理。待时机成熟 , 行

政管理机构转变为中介组织 , 实行自我统一管理 , 统一服务 。

(赵俊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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