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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局、市医管中心、市老龄协会，各区卫生健康委、区

教委、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委机

关各处室，各三级医院，各相关直属单位： 

发展医务社会工作是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客观要求,是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是改善医疗服务、

彰显医学人文、促进医患和谐、实现医学模式转型的务实举措。

根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进一步改善医疗服

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国卫医发〔2017〕73 号）要

求，依据北京市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设置与人才激励

保障有关精神，现就推进我市医务社会工作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2020 年，在部分综合性医院和儿科、精神卫生、肿瘤、康复

等专科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开展医务社会工作。 

2020 年至 2022 年，逐步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推进医务社会

工作。医疗机构设立医务社会工作岗位,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设

立医务社会工作部门，配备专职医务社会工作者。 

到 2025 年，全市医疗机构医务社会工作全覆盖，服务体系

基本完善；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专业人才数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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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基本满足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公众普遍认同。公共

卫生机构探索开展医务社会工作，形成可推广模式。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倡导、社会参与。医务社会工作是全市社会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完善体制机制，强

化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坚持专业定位、多元探索。突出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特色，因地制宜、改革创新，探索医务社会工作多元发展模式。 

——坚持循序渐进，融合发展。尊重社会工作发展规律，以

点带面，循序渐进，将医务社会工作与改善医疗服务、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医养结合、健康促进等工作统筹推进、融合发展。 

三、重点任务 

（一）明确医务社会工作内容 

运用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专业方法，结合卫生健康工作特点，

医务社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心理-社会支持。评估患者心理-社会状况；协助患者及家

属处理因疾病引起的心理情绪问题，促进疾病适应性和诊疗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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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协助患者处理因疾病引起的家庭和社会问题，修复社会支持

网络；对医务人员提供心理疏导和支持。 

2.社会资源整合。评估患者需求，为经济困难患者申请医疗

救助；链接社会公益项目，改善医院人文环境；配合出院安置，

协助链接资源，促进社会融入。 

3.医患关系调适。促进医患有效沟通和医疗信息传递；参与

诊疗团队，从患者心理和社会角度提出诊疗建议。 

4.志愿者管理。招募、培训、管理社会志愿者，督导志愿者

提供咨询、导诊及其它服务项目。 

5.社区健康服务。依托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社区服务站等

机构，对接社区资源，协助开展慢病管理、严重精神障碍管理、

健康促进、家庭医生签约、医养结合、公益倡导等服务。 

6.与医务社会工作相关的其它工作。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可结合单位特点和服务能力，有选择、有

侧重地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公

共卫生服务机构结合实际需求，拓展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内涵。 

（二）设置医务社会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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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岗位设置。坚持按需设岗，根据单位特点合理设置工作岗

位。医疗机构设立医务社会工作岗位；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设立

医务社会工作部门或二级科室；公共卫生机构可探索设立医务社

会工作岗位。医务社会工作岗位纳入专业技术岗位管理范围。 

2.人员配置及来源。鼓励各医疗机构通过社会招聘、部门转

岗、购买服务等方式配置专职医务社会工作者，积极通过招募或

项目合作等方式，引导社会志愿者、社区工作者参与医务社会工

作，补充和壮大医务社会工作人员队伍。公共卫生机构可根据工

作需要配备医务社会工作者。 

（三）畅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晋升渠道 

建立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与专业技术职称对应关系。取得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聘任相

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其中，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

的人员，可聘任到高级社会工作师岗位，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五至

七级；取得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聘任到社会工作

师岗位，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八至十级；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

资格证书的人员，可聘任到助理社会工作师岗位，对应专业技术

岗位十一至十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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