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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基本权益得到维护，人格尊严得到尊
重，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需要，是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个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一个社会弱者受到歧视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更谈不
上是协调发展的社会。
　　从理论上说，改革的社会代价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社会发展的成果应当由全体社会
成员来共同享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受改革带来的社会风险冲击最大的往往是承受力最低的社会弱势群体，社会代价
往往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
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更大压力。
　　社会学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这是因为社会学的深层理念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
。
这里所讲的“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
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探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
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的范围的办法。
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研究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
　　弱势群体是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
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
一般说来，社会弱势群体包括儿童、老年人、残障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等。
弱势群体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个人能力不足，但深层原因则往往是社会结构的缺陷，即社会设置的安
排有问题。
具体说来，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既有生理方面的原因，又有社会方面，即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
原因。
生理原因是与个体的生物性发展相关的，如年幼、年老、残障、体弱多病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竞争能力
。
同时，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
如果社会给生理能力较弱者以充分支持，他们也可以不沦为社会弱者，或者说，把他们的弱势处境减
少到最低限度。
　　据统计，我国现有残障人八千多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残障人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成功举行，充分展示了残障人群体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大推动了
我国残障人事业的发展。
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但客观而言，残障人作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在社会快速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其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十
分脆弱，不少残障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这既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残障人群体的支持力度，又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加大对残障人群体的学术
研究。
　　早期的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是怜悯。
20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政策专家马歇尔提出公民权理论，认为公民权由公民的民事
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组成，而社会权利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即意味着所有拥
有完全公民资格的公民都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权利。
要改变残障人群体的生存状况，需要国家和社会力量给予帮助或支持。
外力的帮助和支持是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主要力量。
如果社会给残障人这类生理性弱者以充分支持，他们也可以不沦为社会弱者，或者说，把他们的弱势
处境减少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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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代意义的社会支持不是一种被动的帮助或施予，它强调通过外力的支持与弱势群体成员自身
的力量的结合，提升社会弱者的能力，增加他们社会参与的机会，从而达到改变他们弱势处境的目的
。
这便是现代社会工作所强调的“助人自助”的理念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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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支持与激发权能：以城市残障人福利实践为视角》以城市残障人为研究对象，试图从社会
支持网理论和激发权能理论的视角出发，遵循整合地位结构解释和网络结构解释的逻辑，在解读广州
和兰州两城市残障人社会福利实践的基础上，对当前中国社会福利理念加以透视。
在方法上，《社会支持与激发权能：以城市残障人福利实践为视角》采用了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
为辅的“主从结合”的范式。
　　通过对当前城市残障人福利实践的透视，我们发现：尽管一套以社会权利为基本理念的残障人福
利制度体系在我国已基本形成，残障人福利的制度逻辑实现了由单一人道主义理念向人道主义与公民
权利理念并行的转型，但是，残障人社会福利实践逻辑却依然奉行着“怜悯”“同情”等传统人道主
义理念，没有完成由传统人道主义向现代人道主义理念与社会权利理念并行的转型。
残障人福利的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存有一道亟待弥和的裂痕。
就正式福利机构而言，其福利理念的错位、专业化服务方法与技巧的缺失，使其支持行为没能达到激
发残障人权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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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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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　　对于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灵感是其确立一项研究的前提条件，否则研究
无从谈起。
就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研究缘起的灵感往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现实的阅读；二是对前人研究
文献的阅读。
就本研究课题而言，其研究灵感既来源于对残障人生存状况的阅读，又来自于对西方和中国有关社会
福利思想的解读。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006年完成的全国第二次残疾人调查显示，我国各类残障人的总数为8296万
人。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末全国人口数，推算出本次调查时点的我国总人口数为130948万人，据
此得到2006年4月1日我国残障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34％。
各类残障人的人数及其占残障人总人数的比重分别是：视力残障者1233万人，占l4.86％；听力残障
者2004万人，占24.16％；言语残障者127万人，占1.53％；肢体残障者2412万人，占29.7％；智力残障
者554万人，占6。
68％；精神残障者614万人，占7.40％；多重残障者1352万人，占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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