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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医务社会工作的伦理议题——伦理困境及决策分析

张 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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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医务社会工作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并且在老年医学照顾、养老护理、临终关怀诸多方面发挥着自身

特有的作用。但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医务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的进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国外的文化传统以及老年人生活

状况和社会思想观念等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这就导致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伦理困境。如何有效解决这些

伦理困境是目前从事养老服务的医务社会工作者不可避免的一大问题。本文对国内现阶段我国老年医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进

行研究归纳，阐述了有关老年医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和伦理决策。

【关键词】：老年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

Ethical Issues in Geriatric Medical Social Work--Ethical Dilemmas and Decision-making
Analysis

Yi Zh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ngsu Nanjing 21009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edical social work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 China, and has played its own unique role in medical care

for the elderly, elderly care and hospice car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medical social work originating from western

countries will encounter a series of problems. Foreign cultural traditions, as well as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ideology of the

elderly, are not fully applicable to the reality of China, which leads to ethical dilemmas in the specific practice process. How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se ethical dilemmas is an inevitable problem for medical social workers engaged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thical dilemma of social work of geriatric medicine in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expounds the ethical

dilemma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of social work of geriatric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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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以及以人为本价值观的

传播，疾病治疗已经从单一的生理治疗模式过渡到了涉及到

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的综合治疗模式。与此同时，

国内近年来频频发生医患纠纷、持刀伤医事件，使得社会对

医疗领域的关注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老年

患者生理照护、心理慰藉以及临终关怀成为必然，老年医务

社会工作的发展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老年医务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专业

知识和技术于医疗卫生机构，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评估并处理

老年患者的问题，以医疗团队一分子共同协助病患排除医疗

过程中的障碍，使疾病早日痊愈，病患达到身心平衡，提高

治疗效果，旨在提升患者的生命质量。然而，由于我国政策、

制度、文化、传统、社会情境等均与西方有较大的差异性，

因此在我国老年医务社会工作的实务过程中，源于西方的社

会工作价值理念与伦理原则常常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

由此引发诸多伦理困境。除此之外由于老年医务社会工作的

服务对象为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更容易产生多方面的伦理

困境。而探究如何破解这些伦理困境、协助案主做出符合其

利益最大化的决定，满足老年患者较为特殊的需求。

1 伦理困境

1.1 中国传统生死观引发的伦理困境

对于老年患者尤其是临终关怀服务对象而言，死是难以

越过的话题。在中国传统生死观念中死亡不是一个吉利的问

题，人们往往会避开谈论死亡，尤其是老年人甚至不允许他

人随便提到“死”这个字。传统生死观的难以改变，阻碍了

死亡教育等工作的开展，这对临终关怀服务的开展带来了极

大的困难。此外，以儒家思想伦理体系为指导的中国文化对

死亡往往采取回避与排斥的态度，从而形成了重生恶死的社

会价值理念。

1.2 案主知情引发的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伦理强调服务对象拥有知情权，患者享有对自

身病情和治疗过程的知情权，这是对患者生命伦理的有效尊

重，但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到老年患者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家

属往往对患者的病情有所隐瞒。这种情况下老年医务社会工

作者是否要告诉老年患者真实的疾病状况就是一个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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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困境。

1.3 保密原则引发的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伦理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未经案主同意的情况

下，不得向他人透露案主的个人资料信息。但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老年人家庭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

支付较高的医疗费用，这就需要社工为这些老年患者提供更

多的支持。医务社会工作为了尽可能给老年患者链接社会资

源，获取社会救助，难免会透露老年患者的相关资料和信息。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虽然社会工作者已告知老年患者不会泄

露其相关资料信息，但还是会遭到患者的怀疑。在为了保密

而放弃更多的社会救助和透露信息为案主谋取更多利益之

间做出选择，往往使社会工作者陷入两难。

1.4 案主自决引发的伦理困境

“案主自觉”是社会工作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社会工

作的宗旨时“助人自助”，但在实际过程中“案主自决”原

则可能会受到一些内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伦理困境的情

况。

同时，“案主自决”又容易与多个方面产生冲突，形成

伦理困境。首先，会与传统家族观产生冲突。中国传统的价

值观念强调个人应当服从家庭利益的基本原则，注重二者利

益的协调一致。但是由于老年患者在临终前会遭受巨大的生

理和心理上的痛苦，他们在这一阶段想要减轻疼痛甚至是早

点结束生命，而家庭成员更想通过各种治疗手段治疗疾病、

维持生命，这种情况下在选择治疗方案的过程中就会在患者

和家庭成员之间产生分歧，这时社会工作者往往很难完全做

到“案主自决”，并且一些处于临终期的案主因为医药费太

贵会选择放弃治疗，这与我国传统的子女尽孝道的伦理原则

相违背，如果社会工作坚持遵守“案主自决”原则，就会与

传统的家族观相冲突，这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伦理困境；第

二，与自觉意识淡薄之间也存在冲突。社工是帮助案主对于

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作出利弊分析，最终的决定权取决于案主

自身，而非社会工作者代替案主做出决定。但在我国集体主

义的大背景下，自主决定的意识太过于淡薄，案主会将社会

工作者视为专业权威，过于依赖社工，往往希望社会工作者

能够帮助他们做出决定，这就导致很难践行“案主自决”的

原则；第三，与群体利益相冲突。我们虽然在实践过程中强

调“案主自决”原则，但这一原则的前提是不损害他人的利

益。患者有权利表达他们的观点并按照自己的观点行事。当

案主的一些决定可能会损害他人利益时，社会工作者就不能

完全听从案主的意见与想法，应该劝导案主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要考虑到社会和集体的利益。第四，与法律法规产生冲

突。当案主的决定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时，就会产生无法

协调的矛盾。这时社会工作者就不能遵循“案主自决”的原

则，要明确告诉此行为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是要承担法律责

任的。事后，要帮助案主及时链接社会资源，解决急需问题；

第五，与价值介入的冲突。当案主想要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

行为时，社工如果选择沉默，可能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

果社工选择干预，又会违背“非评判”、“案主自决”等社

会工作价值原则，这时社工又会陷入伦理抉择的两难境地；

第六，专业关系和双重关系引发的伦理困境。在医务社工介

入临终期年患者的实务工作中，由于案主往往会对社工产生

强烈的情感依赖。因而在案主与社工之间除了专业服务关系

极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拟亲缘性的情感。这种亲密关系可能会

促进专业服务的进一步顺利开展，也有可能会使社会工作者

以“父权主义”的姿态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导致案主自决

受到限制。这就使得工作者陷入了“双重关系”的困境之中；

第七，忠诚引发的伦理困境。医务社会工作者是医院的工作

人员，代表医院的利益，必须站在医院的立场考虑问题，同

时他们也代表着患者的利益，要为患者的权益着想。当医院

与患者之间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医务社会工作者该如何取舍，

这时医务社会工作者就陷入了伦理困境。医务社会工作者作

为医院的一分子，是受到医院统一管理和行政命令的约束的，

他们要站在医院的立场上为患者提供服务，但社会工作者作

为专业人员又需要秉持案主利益优先的原则。当医院的利益

与案主的利益产生冲突时社会工作者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如果社工以医院的利益为先可能就会损害服务对象的利益，

违背了专业关系理念，但如果社工以案主利益优先时，可能

又会触犯医院的条例和利益而被解聘，社工在此困境下应该

谨慎思考，在双方利益损失最小的前提下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第八，有限的资源和公平分配引发的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要

求平等对待每一位案主，但公共资源总受有限的，不可能做

到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资源，如何去分配医疗资源就会导致

出现冲突；目前我国医疗体系还存在很多不健全的地方，医

疗资源具有有限性，许多患者也面临着经济问题，使得社会

工作者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工作者在很多情形下不能

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这就形成了伦

理困境；部分医院社工部已经与外界合作筹集了资金以资助

贫困患者，但因病致贫的患者基数大，社工运用为数不多的

资金来帮助数额庞大的贫困患者是一道难题；一些穷人受到

不公平待遇，很多偏远地区的紧急病人由于当地医疗设备不

足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并且社会工作者有时会受到情感

因素或者医疗机构行政命令的影响而陷入伦理困境中，不能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导致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资源得不到最

合理地分配。最后医学技术引发的伦理困境，医学技术的发

展使得医务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也将面临更

多的伦理困境。首先是“安乐死”所引发的伦理困境，很多

老年癌症患者在疾病后期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治疗，他们

希望通过安乐死的方式让自己摆脱病情折磨带来的痛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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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安乐死这一方式在我国家并未合法，从法律角度来说安

乐死可以被认为是“谋杀”。但其实在病人特别痛苦地活着

下还不如让他们带有尊严的离去，从而减轻身心的痛苦。

2 伦理决策

2.1 嵌入家庭主义观念

我国从古至今主导的价值观是以家族伦理为本位的价

值观，家庭或家族的观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选择，这

一观念与社会工作倡导的“案主自决”原则是相冲突的。医

务社会工作者在尊重案主自决权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考虑案

主家属的尽孝诉求和经济承受能力，协助案主及其家人理性

地做出决定。社会工作者协助案主自决时，应该综合考虑案

主与其家庭的长远利益。总的来看，医务社会工作者要结合

我国的文化及社会情境，适时将自决的对象从老年案主拓展

为家庭，此时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老年患者个人，

更对包含家人在内的家庭这一整体，即在实务过程中嵌入家

庭主义观念。

2.2 遵循伦理困境应对的指导原则

老年医务社会工作属于医务社会工作的范畴。面对具体

的伦理困境，可以按照伦理困境的指导原则来做出重要性排

序。

目前，在国际上，医务社会工作伦理研究中引用的伦理

困境处理原则主要有两种价值序列。其一为获得个人行动的

必要先决条件、获得个人自由的权利、个人幸福的权利、团

体规则的顺序。其二为伦理原则筛查法（EPS），其价值顺

序依次为保护生命、平等和差别平等、自主和自由、最少伤

害、生活质量、隐私和保密、真诚和毫无保留地公开信息。

在我国的老年医务社会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在国际惯

例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首先应考虑生命原则至上，其次是案主

自决、公平正义等其他原则的符合本土情况的价值顺序，生

命的存在是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前提。除此之外老年医务社

会工作者要在伦理抉择中遵循关怀、人道、生命、正义、善

良、公正、诚实、个人自由等多个价值原则，在实际的社会

工作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2.3 充分发挥专业方法和团队的作用

在老年医务社会工作领域中，案主往往面临着多方面的

困境，如疾病带来的生理疼痛、医疗支出带来的压力、生命

临终带来的恐惧、家人与案主意见冲突等等。案主面临困境

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意味着仅仅依靠社会工作者的力量是难

以实现介入目标的，此时便需要由多专家构成的专业团队介

入。

一方面，老年医务社会工作领域中存在个案管理模式应

用较少的现象，社会工作者要结合案主的具体情况，综合运

用个案管理与三大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另一方面，要善用专

业团队，社会工作者要与医护人员保持及时顺畅的沟通，以

增进对案主病情的了解、反馈案主的需求；也要向心理学专

家请教心理咨询技巧，帮助案主进行心理疏导；遇到困难及

时向督导求助。

2.4 加强伦理教育，践行伦理能力

老年医务社会工作领域的伦理难题对社会工作者自身

的专业知识、素养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需要加强

对社会工作者的伦理教育，具体可划分为价值观层面、专业

知识层面和实践层面。

首先，在价值观层面，社会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具备社会责任感，重视案主的基本权益。其次，在专业知识

层面，社会工作者要不断学习理论和专业知识，提升人文关

怀能力。最后，在实践层面，社会工作者每走出一个伦理困

境，要及时总结反思，从而提升处理伦理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汪正婷,管慧.我国医务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

伦理困境与对策[J].安徽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02):

9-11.

[2] 丛楠.社会工作实务中保密原则的伦理困境及其决策

研究[J].社会与公益,2021(02):34-35.

[3] 毛静博,杨景伟.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伦

理困境及对策研究[J].农家参谋,2020(13):208.

[4] 马金香.案主自决原则在老年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

困境[J].法制博览,2019(20):275-276.

[5] Collins Christopher.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ocial

Work,Values and Ethics.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2020(6).


	老年医务社会工作的伦理议题——伦理困境及决策分析
	张  肄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近年来，医务社会工作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并且在老年医学照顾、养老护理、临终关怀诸多方面
	【关键词】：老年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伦理困境
	1 伦理困境


	1.1中国传统生死观引发的伦理困境
	1.2案主知情引发的伦理困境
	1.3保密原则引发的伦理困境
	1.4案主自决引发的伦理困境
	2 伦理决策

	2.1嵌入家庭主义观念
	2.2遵循伦理困境应对的指导原则
	2.3充分发挥专业方法和团队的作用
	2.4加强伦理教育，践行伦理能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