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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的社会工作法规制度 
熊贵彬    摘自：《中国社会导刊》 

    日本社会工作法规制度 

    日本是东亚地区最早对社会工作进行专门立法规范的国家。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和经验积累，其社会工作法规

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其典型特征是对各个方面的规定细致入微，连各种申请表格的格式都有详细规定。 

    日本社会工作法规制度的核心是《社会福祉士与护理福祉士法》（1987年，最近一次修改于2006年），它是

在《社会福祉法》基础上制定的专门性的社会工作者法规。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社会工作

者）的定义、权利义务、资格获得条件、考试申请条件、登记和注册等。 

    为了推行《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日本内阁颁布了《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实施令》，对《社

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中的相关法律条款内容予以界定和明确，并规定相关收费项目和标准。 

    日本社会工作主管部门——厚生劳动省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来落实《社会福祉士和护理福祉士

法》，如《社会福祉士和护理福祉士法施行规则》规定了社会福祉士和护理福祉士的培养、资格和登记的具体实

施细则。厚生劳动省还颁布了一系列省令，规定社会福祉士和护理福祉士的学校培养设施、考试机构、登录机

构、考试科目、实习科目、培训机构、实习机构等。 

    日本社会工作专业协会联合委员会2003年统一制定了行业自律规范《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伦理纲领》，其中

系统规定了社会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对服务现场、对社会和对专业的四种伦理责任。 

    此外，厚生劳动省还颁布了社会工作机构、专业协会的规则《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日本社会福利工作的专业

协会章程》。 

    韩国社会工作法规制度 

    与日本不同，韩国没有对社会工作进行专门立法，而是在关于福利的基本法律《韩国社会福利事业法》

（1970年，最近一次修订于2008年）中，用专门章节对社会工作者——社会福利士进行专门规定。在《社会福

利事业法》之下，颁布了一系列下位法，详细阐述了社会工作的规范要求，规定了更为具体的社会工作实施措

施，如《社会福利事业法实施令》、《社会福利从事者训练细则》、《社会福利事业法实施办法》和《社会工作

者守则》等。 

    韩国主管社会工作者事务的部门是保健福利部。但是，韩国没有像日本那样通过各级厚生劳动行政机构进行

管理，而是由法律和中央保健福利部授权社会工作者协会进行管理。社会工作者协会具体组织实施社会工作者的

资格申请、考试和注册等事务。社会工作者协会在各地设置办公室，处理相关具体事宜。 

    台湾地区社会工作法规制度 

    台湾地区采取了日本的社会工作立法模式，对社会工作者进行单独立法。台湾地区主要的社会工作法规是

《社会工作师法》（1997年）。这部法规的制定主要借鉴了日本《社会福祉士与护理福祉士法》实施10年的经

验和教训，结合了台湾社会工作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台湾社会对社会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为了具体落实《社会工

作师法》，台湾还制定了详细的《社会工作师法施行细则》，以及《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社会工作师检核办

法》、《社会工作师事务所换照办法》、《社会工作记录内容撰制注意事项》等社会工作法规制度。 

    为了制定完善的《社会工作师法》，台湾专门成立了立法课题组，调查研究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

作立法和发展状况，进行充分的借鉴和资料准备，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报告，将其作为立法的参考。这使得台湾

《社会工作师法》的完善程度当前居于亚洲前列。 

    香港地区社会工作法规制度 

    香港地区的社会工作法规制度设计，没有采取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方式，即通过国家考试获取社会工作

从业／执业资格，而是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学生以及先前社会福利相关从业人员申请注册的方式获得从业资

格，没有注册的人士无权使用“社会工作者”的称号。其主要的社会工作法规是1997年颁布实施的《香港社会

工作者注册条例》。 

    为了落实《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香港专门成立了社会工作注册局，其职责是制定及检讨注册资格标

准，处理相关注册事宜以及延续注册事宜：处理有关违纪行为；保存社会工作者注册记录。香港通过社会工作注

【内容提要】东亚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法规制度的立法模式可以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日本、韩国、台湾地

区的社会工作立法体现出了大陆法系特征，社会工作法规制度以国家主导为特征。香港地区则体现

了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后发而动。

�



册局的监管机制，规范社会工作的发展，提高社会工作者素质，保障服务对象及公众的利益。香港社会工作注册

局在《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授权，制定、颁布了《香港社会工作注册工作守则》，这

是规范社会工作发展的行政法规。 

    
    立法模式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立法模式可以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强调法典的权威，体现国

家的意志；讲求法典化，一般没有判例法，形成完整的部门法规成文体系，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法律自上而

下，强调法律的授权和许可。英美法系则保持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不强调法典权威，而是通过单

行法对某一类社会问题进行专门规定，因此主要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特征。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立法体现出了典型的大陆法系特征（见表），主要通过国家权威机构组织

考试以及专业教育培养机构认定，社会工作法规制度以国家主导为特征。其社会工作法规制度都自上而下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首先是国家层面，都由国会通过了规范社会工作的基本法，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框架性、原则性的法规制度

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由内阁（中央政府）制定的促进落实社会工作国家基本法的实施令等政令、法规。第三个层

次是由社会工作的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的详细行政法规、条例，对社会工作国家基本法实施的具体细节进行详细规

定。第四个层次是社会工作协会制定的一系列行业自律规范。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社会工作法规制度秉承了欧

洲大陆法系的合作主义传统，即注重国家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由国家授权，让渡部分职责和权力，共同促进

社会发展，但各个国家和地区向社会工作协会组织进行职权让渡的程度不同。 

    香港地区则体现了英美法系立法模式。这种模式下，政府最初不干预社会工作的发展，而是由社会工作民间

组织进行行业自律、自由发展，当其发展成熟、具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时，政府才予以立法规范。香港社会工作

的发展和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体现了普通法系的基本特征——后发而动。二战后香港的社会工作发展在

东亚处于领先地位，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香港才进行社会工作立法。1997年，香港立法局才通过《社会

工作者注册条例》；1998年，新成立的社会工作者注册局制定和颁布了《注册社会工作者工作守则》、《纪律

程序》、《评核准则及认可学历》等政策法规。 

    法规体系的综合性、完整性 

    上述东亚地区社会工作法规体系在综合性、完整性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可以分为专门综合立法、福利法

内含社会工作立法和事务性立法三类。 

    日本和台湾地区主要通过政府进行专门综合立法，形成体系化的社会工作法规制度。日本1987年颁布的《社

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专门规范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执业资格和职业水平，进而颁布了《社会福祉士及护理

福祉士法实施令》、《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实施细则》，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工作法规制度综合体系。

台湾地区于1997年制定了专门综合的社会工作法律《社会工作师法》，并相继颁布《社会工作师法施行细

则》、《社会工作师法检核办法》、《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社会工作师事务所换照办法》，形成综合系统的

社会工作法规制度。 

    韩国则是在社会福利法体系之中设置专门章节，对社会工作进行法律规范。在《社会福利事业法》的下位法

《社会福利法实施令》、《社会福利法实施细则》之中，也通过专门章节对社会工作进行规范。社会工作者协会

在法律的许可和授权下，制定社会工作者资格申请、考试和注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此形成韩国社会工作立法

的两个层次。 

    香港地区的社会工作长期“无为而治”，由民间社会工作服务志愿组织运行。随着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香

港地区政府逐步制定福利计划、设置社会福利署，引导社会工作者专业化发展，不过社会工作发展依然由民间社

会工作志愿组织主导。在社会工作立法方面，它没有大陆法系的社会工作立法完善、系统，显得比较滞后、管理

不到位，但由于民间组织的作用，其社会工作制度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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