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林护杰出社会工作颁奖典礼暨 

“新时代背景下老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预备通知 

 

各 MSW 院校、社会工作机构、公益机构、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及实务工作同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转型发展，全球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也已经迈入老龄社会。

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中国如何应对老龄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和挑战，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

工作如何回应老龄社会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基于我国传统文化探索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模

式及路径，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及实践议题。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为回应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老人服务的各种议题，

探索中国特色的老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促进老人社会工作及老龄事业的发展，北京大学-香

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林护社会工作培训及发展项目，联合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

科学系，召开“新时代背景下老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并举办第六届林护杰出社

会工作奖颁奖典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题及议题 

总议题：新时代背景下老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分论题：主 论 坛：老龄化、伦理及社会正义——全球的观点 

        平行论坛：中国养老服务模式及路径探索 

                  社会正义和人权视角下的老人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实践 

                  中国养老服务模式中的伦理、价值观及实践 

二、会议时间  2018年 3月 17日 (周六)-3月 18日（周日） 

三、会议地点  北京大学 

四、主办及支持单位 

主办单位 ：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林护社会工作培训及发展项目 

赞 助 者 ：林护社会工作培训及发展基金 

支持单位：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 

五、会议主要议程 

2018 年 3 月 17 日（星期六） 

上午 开幕式 

第六届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颁奖典礼 

研讨会主旨发言：老龄化、伦理及社会正义——全球的观点 

下午 主论坛：老龄化、伦理及社会正义——全球的观点 

2018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 

上午 平行论坛一：中国养老服务模式及路径探索  

平行论坛二：社会正义和人权视角下的老人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实践 

平行论坛三：中国养老服务模式中的伦理、价值观及实践  

    下午 大会分组报告、会议总结、闭幕式 

六、参会人员  

1、参会嘉宾： 

我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老人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社会工作学校联盟主席等

境外老年服务领域专家，我国老龄政策的制定者、老人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专家。 

2、会议对象： 

MSW授权高校及其他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致力于老人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老人服务

公益组织的管理者及前线工作者，各级民政和老人服务政策的制定者，林护杰出社会工作奖历

届获奖者及申请者，相关社会组织和社会福利界人士及其他对大会内容感兴趣的高校师生。 



 

本次研讨会以大会主题发言、专题研讨论坛为主要形式，欢迎与会者围绕研讨会主题撰写

论文交流发言。有意发言者请于 2月 13日之前提交 300-500字论文摘要发至本次研讨会邮箱。 

3、会议规模： 300人 

 

七、收费及会务安排 

1、会务费（人民币）： 600元/人，参会人员在会议报到时缴纳。大会将为参会人员提供

3月 17-18日的会议用餐，发放会议资料。 

2、参会者交通及住宿自理。  

 

八、报名及联系 

1.有意参会者请于 2018年 2月 13日之前填写回执报名表通过电邮报名，提交论文摘要者

请将文论摘要发送至会议邮箱 conferencesw@163.com。主办方将于 3 月 5 日前向获准者发出

参会通知。 

2.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洁  010-62757232         朱丽玲  010-62768103 

联系邮箱：conferencesw@163.com 

 

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林护社会工作培训及发展项目 

         

2018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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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时代背景下老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暨第六届林护杰出社会工作颁奖典礼 

 

预备通知 
 

 

回   执 

姓   名  民    族  

单   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邮  

是否提交论文  是       否 
论文题目    

（选填） 
 

是否需要    
开发票          
（选填） 

 发票抬头及纳

税人识别号  
（选填） 

 

 

 

 

报名二维码 



 

会议主办者简介 

 

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社会工作教指委”）是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和教育部下设的专家咨询机构，对全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教育的发展负有指导责任，“社

会工作教指委”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几年来，“社会工作教指委”通过参与制定和落实相关

教育政策，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合作，

开展社会工作师资培训，推广案例教学，推动了社会工作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的国家一级协会，成立于 1994 年，秘书处设在

北京大学。协会现有 300 多个团体会员，每年举办社会工作教育研讨会和工作会议，举办师资

培训。协会的积极努力形成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先行”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与国际社会工作学校联盟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教育界有广泛的联系。

协会会员在推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兴办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开展社会工作研究等

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1982 年建立（其组成部分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于 1922 年成立），是我国最

早的社会学系之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具体操办和指导下，快速恢复重建，

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快速发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是国内第一个社会学博士授予权单位

（1985 年），是第一个社会学博士后培养单位（1986 年），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北京大学

设有社会学、社会工作、人类学、人口学、社会保障等专业方向（或二级学科），是 MSW 授权

单位。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学科 2017年被评为全国最高的 A+等级，社会学、社会政策与管理学

科被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 3 部委确定为一流学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培养英才、创

新学术、服务社会为目标，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方面不懈努力。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始于 1973年设立的香港社会工作培训学院，1977年加入香港理

工大学成立社会工作学院。1986 年社会工作学院更名为应用社会研究系，2000 年更名为应用

社会科学系，2013 年应用社会科学系成立四十周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致力于通



 

过教育、研究和服务共同推动更高效的和更富同理心的社会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更重要的是通

过教育和研究推动当地、国家和国际的社会正义和社区发展。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致

力于培养对社会问题有着深刻洞察力、并且致力于为弱势群体增能的社会服务部门的领导者。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中心”自 2005 年成立以来

积极回应社会变迁与社会政策的重要议题，通过交流、培训和研讨等形式推动社会工作在提升

人群福祉、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特别聚焦于家庭变迁与社会发展背景下社

会工作研究、教育和实务者的能力建设，回应国家与社会的关切。中心在 2012 年分别获得香

港思源基金会、择善基金会和林护基金会的资助，致力于国内 MSW教师培训及学科建设，表彰

社会工作不同领域的杰出人才，并通过举办论坛、培训工作坊等促进社会工作学界对家庭变迁

与社会工作相关议题的深入交流，中心建有“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大中华及东南亚地区区域

资源中心”（IASSWGCSARRRC），出版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和著作，拓展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与国

际同行的学术交流。同时，中心也通过与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

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国际社会工作学校联盟、亚太地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等合作，致力于在更

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推动相关领域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林护社会工作培训及发展项目为回应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对社会工作专业

的需要而设立，由香港林护基金会资助，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

合举办。2009 年举办以来致力于推动和促进大陆社会工作发展和专业水平提升，奖励在社会

工作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项目。项目的目标包括：为社会工作政策制定者、教育者、

管理者和实务工作者提供高层次及最好的培训；带领和开拓中国社会工作的培训和实务；通过

奖项及奖学金项目的设立，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提供激励；促进国内外社会工作者间的专

业交流；成为国内外社会工作培训和发展的中心。林护社会工作培训及发展项目包括林护杰出

社会工作奖和林护社会工作讲座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