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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20號通告《社會工作者倫理工作守則》

根據第5/2019號法律《社會工作者專
業資格制度》第十條第一及第二款，
《社會工作者倫理工作守則》是根據
社會工作領域的核心價值及指導性原
則制定，並由倫理規範及工作指引組
成，而工作指引內載有社工執業所遵
循的原則、責任和義務。

根據同法律第七條（七）項及第十條
第三款的規定，經社會工作者專業委
員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五日全體大會
通過的《社會工作者倫理工作守則》，
並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六日在《澳門特
別行政區公報》以通告形式公佈。

第2/2020號通告

《社會工作者倫理工作守則》



社會工作定義

“社會工作＂是一門助人的專業，運用專

業價值、知識和技巧去服務個人、家庭、

團體和社區，協助解決所遇到的問題、恢

復社會功能及發展人們的潛能，以適應社

會變遷帶來的衝擊；並在維護人權的基礎

上，倡導充權及促進社會公義等原則，創

造和諧共融的社會條件，達至提升人們的

福祉。具社會工作專業資格從事上述工作

的人員稱為“社會工作者＂（下稱“社

工”）。



倫理規範



倫理規範

社工最首要的目的就是幫助有需
要的人，以其專業知識、價值和
技術來提供協助，並致力回應社
會需要和處理社會問題。

社工有責任維護人權和促進
社會公義，尤其要關注貧窮、
失業、歧視及其他形態的社
會不公義。

社工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價值
和尊嚴，並不因個人的族裔、
膚色、家庭、社會、國家、國
籍、文化、出生、性別、年齡、
語言、信仰、政治或其他主張、
經濟地位、殘疾、教育程度、
對社會的貢獻或性傾向而有所
分別。

社會工作是人影響人的工作，
社工應認同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在助人過程中社工扮演同行者
角色，並努力增強人際關係，
以維持、促進及提升個人、家
庭、社會團體、組織和社區的
福祉，助社會大眾預防及減少
困境與痛苦。

社工須服膺專業的使命、價值、
倫理原則和專業守則，並能以
真誠和負責的行為付諸實踐。

社工有責任持續增強自己的
專業知識和技能，並運用於
實務工作中以推動個人和社
會的進步，也應對專業的知
識有所貢獻。

服務 社會
公義

個人的
尊嚴與
價值

人際關係
的重要性

正直 能力



工作規範



工作規範

尊重個體、認識多元性、推動社會公義、積極消除歧視、促進資源合理分配、團

結一致、保密，屬於社會工作專業的倫理原則。

按上述原則為基礎，下列為社工的實務工作規範，凡註冊社工必須遵守，包括五

大方面，分別是：

對服務對象

對僱主實體和任職機構

對專業

對同工

對社會



一、對服務對象之工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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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差異

知情及自決

隱私與保密原則

利益

性關係與迴避

收費考量



1）社工應適時向服務對象表明身份；

2）社工應在服務對象的參與下訂立服務內容、目標，並向其告知回饋機制；

3）社工應讓服務對象知悉其權利，倘服務對象未成年或不具行為能力，應盡力聯繫
並告知其監護人、父母或實際照顧者；

4）社工應尊重服務對象的自決權，為此，應提示其須對所作決定、選擇或行為負責；

5）在服務不可能提供的情況下，社工應盡快通知相關的服務對象，讓其能按照意願，
選擇或採取續後的安排或方案，例如同意個案轉介、終止服務關係等；

6）倘服務對象身在的處境，又或其作出的決定、選擇或行動中存有傷害其本人或他
人身體或生命的風險時，基於對重大法益的保護，社工應依法採取適當的保護
措施。

職責 尊重差異

知情及自決

社工的首要責任是促進服務對象的
福祉。

社工應認同和接納服務對象族群及
文化方面的個別差異。

一、對服務對象之工作規範（續）



1）社工應維護並尊重服務對象的隱私，並應對其個人資料保密；

2）社工僅可依照法律規定或經服務對象同意，按特定的目的及用途披露服務
對象的個人資料；

3）當服務對象陷入危險情況，為保護其重大法益的前提下，社工可披露其個
人資料，以使服務對象能獲得適當保護及專業服務介入；

4）社工應致力讓服務對象知悉其個人資料有可能被披露的相關情況及可產生
的效果；

5）除工作上的需要外，社工不應在任何場合，討論或分享服務對象的個案或
其個人資料；

6）為教學及訓練目的，社工可分享及討論曾跟進的服務個案，惟未獲得服務
對象（案主）同意前，不應披露能識別其身份的資訊；

7）當社工需要傳送服務對象的個人資料時，應確保傳送過程的安全性，避免
資料洩漏。

隱私與保密原則

一、對服務對象之工作規範（續）



1）執行個案跟進、輔導及其他臨床服務的社工，在服務個案結案前，不應與
當中的服務對象進行涉及性的活動或接觸；

2）執行上點所指工作時，如知悉或發現與服務對象的關係屬下列任一情況，
社工應作迴避：

a）配偶及親屬，包括姻親；

b）關係親暱，又或曾與其有性關係；

c）與其存有交惡關係或其他利益關係。

3）在2）點所述情況下，社工應即時停止提供服務，並按程序安排將個案作
轉介。

利益 收費考量

1）社工不應藉與服務對象的關係謀取私人
利益；

2）社工在服務期間，不應接受服務對象贈
予的禮物或其他利益；

3）執行督導及培訓的社工，同樣不應藉督
導或導師關係謀取不當利益。

倘以自由職業形式提供服務，
相關收費的訂定適宜考慮服務
對象的承擔能力、服務量及複
雜程度。

性關係與迴避

一、對服務對象之工作規範（續）



二、對專業之工作規範

1）社工執行專業工作時，應持誠實、誠信及
盡責的態度，並嚴格遵守《社會工作者倫
理工作守則》；

2）社工應守法，並遵循權限實體就社工領域
發出的指引；

3）當發現任何違反《社會工作者倫理工作守
則》且對服務對象造成損害的情事，社工
應盡快通知社會工作局。

（一）專業責任 （二）專業能力

（四）專業陳述（三）專業發展

1）社工應按其所完成的教育、培訓及進
修的領域，以及其所擁有的專業經驗，
提供服務；

2）社工運用新的工作方法時，應以服務
對象的利益為依歸，避免其受到傷害。

1）社工應持續進修，不斷增進本身的專業知
識和技能；

2）社工應以積極態度接受任職機構安排的督
導及培訓。

1）依法註冊後，方能以“社工”自稱；

2）當宣傳中提及“社工專業資格、能力
及服務成效”時，不應令宣傳對象誤
認為社工服務可達至某假定或不現實
的效果。



三、對同工之工作規範

1）社工應尊重同工，無論其是否屬社工專業；

2）社工應尊重同工的不同意見與工作方法，並在有需要時合力跟進工作；

3）倘與同工之間存有分歧，社工應持理性態度提出建議或意見，尋求達至各方
可接受的方案。

1）社工應接納並尋求跨專業合作，提高服務成效；

2）與其他專業領域的同工合作時，社工應以社工角度並持專業價值原則的維度
參與，透過協同效應，保障服務對象的尊嚴及促進其福祉；

3）進行跨專業合作時，倘發現不同的專業倫理間存在分歧，社工應尋求達至能
保障服務對象最佳利益的合適方案。

1）具備督導條件的社工，肩負督導使命，藉此促進專業發展；

2）為增強工作技能，社工應樂意接受適當的督導；

3）社工應適當指導新加入的同工，助其鞏固專業操守和價值觀的認知，並增強
其專業知識及技能。

（一）尊重

（二）跨專業合作

（三）督導及指導



四、對僱主實體和任職機構之工作規範

1. 社工應向其僱主實體和任職機構（下稱“機構”）負責，並按
其所定的程序及《社會工作者倫理工作守則》的規範執行工作；

社工應清楚機構的目標、政策、專長等，並瞭解機構所負的條
件限制；

3.社工應善用僱主實體和機構提供的資源；

就維持及提升機構社工專業水平方面，社工應向僱主實體或機
構提供意見及建議；

倘發現機構的工作程序、指引等方面與《社會工作者倫理工作
守則》規範間存有不協調，社工應適時向僱主實體或機構反映，
共同協力消除當中的差距，確保社工服務的專業性；

當社工以僱主實體或機構名義發表言論或參與活動，必須清楚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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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3

1



五、對社會之工作規範

1）社工應關注社會事務，尤其是福利、資源分配等方
面的現象或政策，並適當促使社會大眾對社會事務
的關注和參與度；

2）社工應宣揚尊重、包容及接納社會中的不同文化；

3）社工應支持有助提升或完善社會福祉的政策，並致
力促使政策能得以實施；

4）倘社會上出現不足、不公義等現象，又或遇社會問
題，社工應透過適當渠道盡量反映情況，並提出倘
有的改善建議，藉此促使社會達至平衡與和諧；

5）社工對政策及社會問題的揭示，應本乎事實和證據。

社會參與

社工應按公共緊急事件的實際情況
提供專業的支援服務。

參與公共緊急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