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社會工作開創一條專業新道路— 
專訪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翁慧真理事長 

 

 
翁慧真理事長：「社工師公會努力的目標，是希望讓社會 

看到社會工作師的價值，讓社工新鮮人覺得成為社工師 

是值得驕傲的，社工師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專訪翁慧真理事長前，我們兜轉了一圈，先到她位於長春

路的事務所，發現無人應門，在事務所前看到門牆上的反核標



語、風景畫明信片，還看到門框上的向日葵小裝飾、綴有薔薇

雛菊的木吊飾上貼著野百合社工師事務所的名片，浮水印是台

灣形狀，上面寫著「在台灣的土地上 向下紮根 台北城市第一

間社會工作師事務所」，這些符號已讓我們隱約感受到受訪者

對這塊土地的熱愛與對生命的熱情。 

再度聯繫後，我們終於抵達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熱力滿滿的翁理事長笑盈盈迎接我們，一見面就印證我們方才

的感受果然無誤。 

翁慧真理事長是一位專業的社會工作師，民國90年通過社

會工作師高考，94年創立了臺灣第一所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其

實更早的時候，她就從事特約心理輔導、擔任機構外聘督導、

團體帶領人等工作，經歷相當豐富。 

社會工作師法中，對社會工作師定義為：指依社會工作專

業知識與技術，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促進、發展或

恢復其社會功能，謀求其福利的專業工作者。社會工作師以促

進人民及社會福祉，協助人民滿足其基本人性需求，關注弱勢

族群，實踐社會正義為使命。而一般大眾對社會工作師的了解，

大概僅知道這是個能協助人卻勞心勞力的職業，為何翁理事長

一路走來，熱忱不輟，還能如此富有理想活力的投入公會工作？ 

決心讓社會工作走出一條專業新道路 



翁理事長娓娓道來：「台灣在民國86年制定社會工作師法

以來，一直沒有人願意開業。社工師們不是在公部門工作，就

是在基金會、協會，迄今也僅有33家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當時

制定社工師法時，已訂有設立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的條文規定，

社會工作師法過去每幾年有一次大修法，我想如果沒有人去嘗

試的話，此項規定可能會被檢討甚至刪除。隨著時代改變，我

們更應該思考社會工作是否有新的模式，從早期的慈善基金會

或協會模式，到現在應該走出社工專業的道路。」 

「我在執業登記滿5年時，就提出申請開設社會工作師事務

所，這也是我喜歡挑戰的個性以及年輕時的經歷使然，我曾是

野百合學運世代的校際代表，血液中存有社會運動的因子，如

果不去改變，要做社會工作就只有進基金會或公部門一途，如

何擺脫慈善的包袱走向專業的道路其實是一大挑戰，也是因為

這樣才去成立事務所。」 

首開先河創立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的背後 

社會工作要接觸、輔導的個案常是生命經歷沉重者，相對

的會消耗社會工作師自身的量能，甫從社會工作系畢業的年輕

人沒有生命經驗的積累，多半不敢踏入直接服務，或是作了兩

年就打退堂鼓。憶起當年，翁理事長坦承：「我大學畢業剛進

入社工領域時，也不敢做直接服務，因為覺得自己太年輕，要



背負別人的生命，壓力很大，所以一開始是從間接服務做起，

也曾經參與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法工作。在有線電視開放初期，

我也在有線電視台做節目幕後工作，當時社福議題非常頻繁出

現，節目主題就是探討各種社會現象，包括生老病死等議題都

屬於社會工作的範疇，我是懷抱著理想在做，後來雖因收視率

太低而結束節目，這段經歷卻讓我迅速了解社會的脈動。那個

年代允許年輕人有倡議的空間，後來我也轉換跑道到婦女救援

基金會，從事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工作。」 

翁理事長分享自己從事社會工作的歷程，年少的經歷，在

她口中生動靈活起來，透過她的敘述我們更明白那個時代背景

下的「社會工作」職業輪廓。「我個人真正踏上社工領域是在

彭婉如事件之後，才決定去婦女救援基金會工作。其實我之前

在電視台的薪水已經有4萬元；而基金會研究員的工作，薪水卻

只有2萬8，可以看出來那個年代社工這個工作門檻不高，誰都

可以做，而且對照其他行業別，薪水也不高，但我那時就決定

進基金會作婦女保護工作、推動家暴法立法。婦女救援工作的

對象是受到家暴婦女、單親媽媽，當然也包括孩子，就這樣一

路走下來，我從事社會工作拓展的方向就這樣從婦女到家暴到

兒童，這段歷程的確跟一般的社工師不太一樣。」 

社會工作師職涯最重要的是自我探索 



對照翁理事長總是明確知道自己有興趣、願意投入的領域，

一個社工系畢業的年輕人，如何才能知曉自己可以在哪一個場

域從事社會工作？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翁理事長認為，「要擔

任社會工作師一職，最應該做的是自我探索，這是最重要的，

若自我探索不完全，也無法幫助案主。很多人一看到公部門有

缺就去投身進去，其實社會工作的領域很多元，剛剛踏入社會

工作領域的新鮮人，可以多方面嘗試不同的領域，再思考自己

最適合的方向。以我個人的經歷而言，目前我是開設事務所，

這種模式跟一般的機構團體相比，要自己承擔的部分比較多，

我目前仍然著重在婦女及兒童方面，可以做一對一的諮商工作；

此外，還包括帶團體、做督導、帶教育以及培訓年輕社工師活

動等等。一般機構承攬政府標案是在前端作個案管理，我開設

事務所比較屬於後端作教育訓練部分，這樣的發展方向也可供

年輕的社會工作師做一個思考。」 

「社會工作師長期以來依附在組織裡面，而組織往往有其

自身的價值取向，例如有些組織可能帶有宗教色彩。早期社會

工作比較屬於慈善性質，因此靠民間能量居多，但現在則是公

部門居多，因為很多業務都已受到法律規範，是政府必須去做

的，因此一般的機構團體都是接受政府補助辦理服務案件，或

受委託執行社福業務。為使社工人員專業久任、留住人才，目

前政府已經訂出社會工作人員的薪資地板，從109年元旦起為



34,916元，並且針對學歷、執照或證書、業務風險等都有加給，

這對社會工作師這項職業也是一個保障。」翁理事長解釋，「由

社工專業教育正規培育出來的畢業生，都經過實習的階段，對

於社工師的業務已有基本的了解，因而大部分學生畢業後都是

進機構做直接服務，做政策或法案倡議的機構較為少數。」 

 

 
翁慧真理事長：「社工是助人的專業，帶著熱情熱心，目的就是

為了要助人，運用專業去助人是現代社工的核心價值」 

 

社會工作師法走過20年--社會已準備好接納這是一項專業 

    一項專業要成為社會上不可或缺並具有意義的存在，除了

國家賦予專技人員的責任與執業的排他特許外，從業人員也必



須建立自身無可取代的專業性。翁理事長指出，「相對於其他

專技人員而言，社會工作師最大的困境，我認為在於這個專有

名詞還沒建立社會上的普遍概念，社會工作師法立法超過20年

卻尚未建立排他性。早期社會工作領域很缺人，而社工師考試

又很難考，以我那個年代來說，及格率只有3%至5%。但在考選

部提升試題品質，建立題庫納入較多的實例題後，目前社工師

考試及格的人數已經有12,000人以上，而市場需求粗估有

15,000至18,000個缺額，然而社工領域現在還是不敢關門做證

照制度的要求，並沒有強制社工師一定要做執業登記，社工師

考試及格擁有社工師證書而沒有辦理執業登記的人數可能有幾

千人。社工領域呈現一種名詞氾濫的現象，例如社工、社工師，

而基金會聘用的職稱是社工員。我認為社工師還是需要建立排

他性，如此專業證照才會有價值，這也是未來要努力的目標。」 

翁理事長有信心的說明，「自我擔任理事長以來，感受到

社會氛圍已經做好接納社會工作是一項專業的準備，未來修法

要朝向建立落日條款，之後才能去強調社工師的價值，就像護

士走到護理師是一樣的，不去處理這個議題將會造成專業的停

滯，這是遲早要面對的問題。」 

社會工作領域證照化只剩最後一哩路 

若像律師、會計師、技師一般，在社會已建立普遍概念下

確實成為一項專業後，社工師執業的樣態又是如何？翁理事長



解釋，「社工師不適合採用簽證制度的模式，因為案件難易度

在接觸前不易判斷，也不適合用案件量多寡來區分，因為薪資

都是一樣的。目前以醫院中的醫務社工要求最高，例如醫院評

鑑即要求醫學中心之醫務社工必須有社工師證照，因此醫務社

工目前已經關門，亦即有社工師證照始能任職。有證照的社工

師雖不一定是品質保證，但至少是指標之一，對服務的案主也

是一個保障，一旦出事情才能夠處理，若出狀況的人是沒有證

照的社工人員，因為沒有證照即無法納入管理，公會常常無從

著手，反而使社工界遭致污名。」 

社工師與案主彼此存有信任關係，但友好尺度的拿捏，公

與私的分際，考驗著社工師的智慧。「案主移情案例很常見，

如何切斷移情，社工師的督導要有能力處理。尤其案主是獨居

老人，拿捏貼近案主同時保持適當距離的分寸，就應該特別注

意。」 

深具理想性也了解實務的翁理事長樂觀表示，「在這幾年

的鼓勵之下，民間單位也願意配合政府政策，現在民間機構內

的社工人員至少已經有一半以上都有證照了，比例其實不低，

有些大型機構也希望轉型成專業服務機構，因此我認為社會工

作領域的關門，亦即有證照的社工師始能執業，只剩最後一哩

路。未來可以考慮修法區分何種業務是社工師才能執行，甚至

是僅能由社工師執行政府業務，除了突顯社工專業，亦可使社

會工作領域加速證照化。」 



社會變遷下社會工作服務也隨之改變 

社會變動迅速，我們詢問社工專業領域的變遷與現況、困

境與因應，以及前瞻性與願景，翁理事長拾起身邊一本雜誌說

道：「2010年我接受就業雜誌的專訪，談到未來十年將崛起的

專業證照，而社工師被列在其中之一，現在回過頭來看，目前

趨勢的確如此。一方面是政府將許多社會福利措施納入法律，

這些以前由慈善愛心機構做的事轉由社工人員執行，社工業務

受到法律規範；另一方面是社會情勢變遷，早期比較屬於物質

或經濟面的問題，但現在錢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很多案主經濟

狀況很好，問題更錯綜複雜。以兒少保護議題為例，我國離婚

率已大幅提高，是全世界第二名，以前婚姻有問題不敢離婚，

現代社會卻是單親家庭變多，社工師要處理的問題除了就業輔

導，還包括再婚而衍伸出來家庭融合的問題，此外也有大齡未

婚媽媽，要處理的問題包含孩子、法律權益保障、就業達到再

社會化等等，都可看到社會變遷的影響。像這樣的保護性專業，

以年輕的社工系畢業生而言，可能比較辛苦」。 

社工人力不足問題已經很多年，考選部自從民國99年起一

年舉行兩次社工師考試，從民國86年到98年社工師考試及格人

數2,815人，到截至109年第一次考試累積已有12,537人及格，

按理說應能解決大部分人力問題，翁理事長告訴我們實務上案

量繁多的原因，「一般來說，若案主能量足夠，是可以順利結



案，但常常一段時間案主又再回來，反覆的情形非常多，因此

一線社工案量非常大。以前的年代是家醜不外揚，但現在觀念

已經不同，講求男女平等，離婚也更為容易，社會越變動越混

亂，社工的需求也就越高，特別是災變出現的時候，例如以前

的SARS、地震或是現在的COVID-19肺炎疫情等。台灣進入高齡

社會，隨著長照需求，老人福利也成了社會工作熱門領域。」 

 

 
翁慧真理事長：「2010年我接受就業雜誌的專訪，談到未來十年 

將崛起的專業證照，而社工師被列在其中之一，現在回過頭來看， 

目前趨勢的確如此。」 

 

我們問起社工師的執業領域寬廣，是否也如醫師或護理師

有專科社工作師的區分，翁理事長為我們說明，「依照專科社



會工作師分科甄審及接受繼續教育辦法的訂定，領有社會工作

師證書，在相關領域執業5年後可以參加專科社會工作師甄審，

通過甄審，可成為專科社會工作師。專科社會工作師分科有（一）

醫務，（二）心理衛生，（三）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四）

老人，（五）身心障礙等五科。」翁理事長笑稱「以前醫務社

工最夯，因為薪資比較高、比較專業、在醫院還能穿白袍；但

全民健保改變了醫務社工的執業態樣，而且配置人數固定，如

100床僅能配置一名社工，沒有向上發展空間，因此現在醫務社

工已經飽和，隨社會需求各專科領域有所消長。」 

翁理事長所述，隱約呼應2010年就業雜誌專訪的標題「走

進專業名師的世界」，十年後的今天，2020年的社工師已然走

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儘管沒有其他專業名師如醫師、律師、

會計師的高地位、高收入（當年雜誌的副標題），然而社工師

的高專業已受社會肯認。 

社會工作師的關鍵核心職能—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位優秀的社工師，光靠熱忱和愛心是絕對不夠的，尚

須具備觀察傾聽、貼近案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獨立解決

問題。」翁理事長語重心長的點出社會工作師的關鍵核心職能，

「以學校社工師為例，一個社工師的責任區有6個學校，他必須

能獨立處理自己的責任區，同時也要與學校校長、輔導老師合



作。另外從事保護性業務的社工師有其危險性，常要偕同警察、

家庭暴力防治官處理案件，甚至為了安置孩子必須上法院，因

此也要具備冷靜及勇氣。其實常常有很多狀況會讓剛開始從事

保護性業務的社工師受到挫折打擊，甚至是心理創傷，因此同

儕的支撐以及團隊專業協助相當重要。社工師公會這兩年也在

推動社工人身安全以及輔導機制，建立起背後的輔導系統，年

輕社工師就能克服。」 

社工師的職涯發展—從熱情、專業進階到自我實現 

社工師的工作總是在面對不同案主生命中的挫折情境及負

面情緒，幫案主解決困境極為消耗能量，年輕人會不會做個幾

年便撐不下去？社工人力是否會斷層？翁理事長以過來人身分

笑稱，「以我的經驗來看，8至10年是一個門檻。年輕人踏入社

工領域前3年是摸索期，如果個性上覺得不適合，便會轉行；如

果覺得還可以接受，就會繼續往下走，做了10年之後就不會停

了，為了尋求實務上問題的解答或找到支持，很多社工人員會

再去進修專業，或是接受督導訓練，往管理、領導階層前進。

能夠持續投入這一行，大多是身心狀況夠穩定，同時一路被親

人或家庭支持。非常感謝社工師的家屬感知這個行業的特殊，

雖然有的人不認為這是個好的職業，但它可以助人更順利地走

回人生軌道，或許在年輕時投入社會工作是靠著一股熱情，但



熱情終究會燃燒完畢，最後應該只剩下專業。」 

    翁理事長認為，從一個社工新手到成為成熟獨立的社工師，

大概要5年的時間，同樣的案件，剛入行的社工師可能需要摸索

而多花一些時間，但發展成熟的資深社工師已經能夠掌握處理

案件的技巧。「社工師執業幾年也可以轉換主題領域，有時候

這一行的師徒制會影響年輕社工師的選擇，因此督導帶人及領

導的能力也很重要。」翁理事長提到，國內較大型的機構甚至

願意送員工出國進修，這樣的作法證明機構願意投資員工，社

工從業人員愈優秀也愈有選擇權。 

「其實，社工系畢業生踏入社工領域，10年之後他看到的

就不是所謂金錢的回報，而是這個行業的價值。」這段話讓「社

工師」這個招牌瞬間閃閃發光，「他本身的專業自信、對弱勢

案主的承諾、自我期許，能將所學理論去實踐，追尋自己工作

的價值，這些都讓他風吹草動也穩住不動了，這也是我們得以

在社工領域繼續堅持的動力。」這個行業的內涵與價值，在翁

理事長質樸不假修飾的說明下，有了厚實且深刻的註解！「一

個成熟的社工師看到案主型態轉變也會激發他創新的能力，在

這個階段他的高度、視野都會進階，如果組織或機構支持，他

的信念就會實現。」 

 



帶著熱忱以專業助人的現代社工 

    作為一個社工師，要有哪些特質？翁理事長臉上持續漾著

微笑朗聲說明，「熱情、熱忱是基本，最重要的是對人要有興

趣，這是最基本的人格特質，現在年輕世代對網路世界很熟悉，

卻缺乏對周遭人的關心。此外，我一再強調，好的社工師要有

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案主來到你面前就是有問題要處理，社

工是助人的專業，帶著熱情熱心，目的就是為了要助人，運用

專業去助人是現代社工的核心價值，不是只有愛心熱忱，更要

在專業的道路上去精進，要讓自己安全，同時也讓案主獲得專

業的服務。社工師必須體認到我們服務的案主就是弱勢，不論

是物質上或精神上的弱勢，社工師對弱勢要有親近心，這是最

基礎的條件，如果害怕或是承受不了壓力，將無法成為專業的

社工師，社工職場上會接觸到的負向情緒的確是很多，常常看

不到快樂的甜果，需要用專業去支持。」身為社工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的領頭羊，翁理事長有明確的方向：「社工師公會目前

努力的目標，是希望讓社會看到社工師的價值，讓社工新鮮人

覺得成為社工師是值得驕傲的，社工師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關於社工師考試應試科目的建議 

    對於考選部的專訪，翁理事長非常意外卻也欣見考選部對

社工師的重視，訪問的最後，他特別提出對專技社工師考試的



一些建議，「例如國文作文可以考時事題，訓練分析能力；而

專業科目部分建議增加實務題比重，減少背誦式的題目。『社

會工作研究與方法』是社工師應考人最弱的科目，實務上純粹

做研究的社工師少之又少，一般社工師需要的是基礎統計概念，

因此可以考簡單基礎的描述性統計題目。『人類行為與社會環

境』科目對實務工作最重要，社會工作師與心理諮商師最大的

差異是，心理諮商著重在探討個人內心，而社工師則是改變環

境影響個人，現在社會環境變遷快速，環境是社會工作最大挑

戰，社工師對此必須具有敏感度，才能做好社工專業工作，建

議此科目考實務題而非考理論背誦，納入實務界專家來命題會

更好。『社會政策與立法』也是很重要的科目，社工師也必須

對於社會政策有一定的了解。『社會工作管理』科目則建議併

入『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科目中做為一個單元即可。」我們則

允諾會將他的意見攜回反映。 

在愉快與崇敬的心情中結束這場專訪，帶著翁理事長洋溢

的生命熱情與勇氣，我們回到考選工作的日常，儘管社工師的

工作消耗能量，但我們可是從眼前這位社工師身上獲得許多正

能量，相信社工師這個助人的專門職業，在全國聯合會及翁理

事長的推動下，很快有新的里程碑。 

（採訪者：考選部陳玉貞、王詩慧、陳彥慈，攝影者：王

詩慧、張怡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