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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儿童福利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球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出了我国要完善儿童

福利体系，不仅在儿童教育福利方面，还要在妇女儿童权益方面做出行动。我国在儿童福利体系上，一

直都存在很多缺陷，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到如今的鼓励生育政策，人们的生育欲望并不强烈，说明

我国的儿童福利体系暴露了很多的问题。本文将首先介绍我国儿童福利的现状，其次介绍福利国家儿童

福利的政策，最后借鉴典型福利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普惠性儿童福利问题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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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children’s welfare in China has aroused the heights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pointed out that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not only in children’s education welfare,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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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omen’s and childr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re have always been many defects in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From the policy of “fully liberalizing the two children” to the current pol-
icy of encouraging fertility, people’s desire to give birth does not strongly explain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irst introduc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s welfare in China, then introduce the policies of children’s welfare in welfare 
countries, and finally draw lessons from typical welfare countries to put forward countermea-
sures for inclusive children’s welfa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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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劳动力的减少，“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国家面对这一难题，

首先在 2011 年 11 月开始了“双独二孩”的政策，接着又在 2016 年提出了“全面二孩”政策，直到近年

来的“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 年出生率为 12.96‰，少儿抚养比为 22.9%；

2017 年出生率为 12.43‰，少儿抚养比为 23.4% [1]。 
根据调查，在影响生育孩子意愿的因素方面，有约 80%的适龄生育被调查人认为影响他们生育孩子

的首要因素是公共服务[2]，家庭经济状况、抚养能力、孩子是否有人照看，这些都成为生育意愿的需要

考虑到的因素。从以上数据与结果看出，在当前的生育政策下，如何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加快建立具有普

惠性的儿童福利体系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社会与家庭在这个体系中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1.1.2. 选题意义 
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学者对中国儿童福利体系的研究，多数涉及的是特定儿童群体的福利

方面，如残疾儿童、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等特定儿童群体。而涉及到全国具有普遍性的儿童福利方面

的研究还比较少，并且关于研究普惠性儿童福利的一部分学者也多是对普惠性“全面二孩”政策进行评

论，内容多是偏向于我国儿童福利的框架体系方面，极少一部分学者对我国普惠性儿童福利的研究也只

涉及到了国家与家庭的责任方面，忽略了在儿童福利体系中社会层面需要承担的责任方面。但在具体现

实中，要建立起具有普惠性的儿童福利体系，不仅仅只依靠政府的作用，社会、家庭在这过程中也必须

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1.2. 相关概念 

1) 普惠型儿童福利：是指面向全体儿童，满足儿童全面发展需求的儿童福利制度，具有全方位、全

覆盖、统筹性的特点，保障每个儿童的全面发展。 
2) 福利国家：实行福利制度的国家大多属于福利国家，1945 年英国工党提出的《让我们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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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选纲领中正式采用“福利国家”这一概念，以英国为代表的整个西方工业国家福利制度迅速发展，社

会供给和公共福利支出快速增长。福利国家并不是具体的国家类型，也不属于一种具体的国家制度，它是

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政府行为模式，国家通过立法来维护和增进全体国民基本福利。 

2. 我国儿童福利的发展现状 

2.1. 发展历程 

2.1.1. 萌芽发展阶段(1949 年~1978 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是针对少数儿童的政策服务，对部分孤残儿童提供基础教育、医疗等相应的帮助。

由于该时期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儿童福利的供给与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而企业则承担起了举办幼儿

园、托儿所的功能，为企业职工子女提供基础教育与服务。但由于后期的文化大革命，导致儿童福利工

作很难开展。 

2.1.2. 恢复重建阶段(1979 年~1989 年) 
这一时期的儿童福利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济制度，表现为补缺型的儿童福利制度。受到思

想不稳定的影响，这段时期主要关注的是儿童思想方面的培养，对医疗、教育方面则涉及过少。经过一

段时期的拨乱反正，我国儿童福利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2.1.3. 快速发展阶段(1990 年~2010 年) 
由于改革开放的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儿童福利

工作开始与世界接轨，受到国际化影响，我国的儿童福利工作得到了系统性的快速发展，涉及到的范围

开始趋于广泛，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高。 

2.1.4. 体制转变(2010 年~至今) 
这一时期我国的儿童福利工作经历了由补缺型儿童福利体制向适度普惠型福利体制的逐渐转变。国

家首次直接通过现金补贴的形式向福利机构内外的儿童提供保障，国家与社会各界对儿童福利观念有了

重大的转变，进一步增加了儿童福利的覆盖范围，国家责任救助逐渐得到普及[3]。 

2.2. 我国儿童福利发展存在的问题 

2.2.1. 我国尚未建立起系统的儿童福利法律体系 
由于我国在儿童福利法方面起步较晚，没有具体的参考标准，政法机关对政策的解析不足，再加上

儿童本身自我保护能力弱，我国传统的“养不教，父之过”、“玉不琢，不成器”与“听父母话才是孝

顺父母”等传统思想，导致政府与社会对儿童家暴、虐待等现象关注甚少，相关法律还不完善，法律监

管力度不足，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上还存在着多头管理的现象。 

2.2.2. 责任主体单一，专业性差，供给主体单一 
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体制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是社会福利体制的主要供给主体与责任主体。

家庭、社会组织的力量并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资金投入渠道单一，政府专业性不足且缺乏相应的培训

机制，导致中国现行儿童教育方面高素质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3. 福利国家儿童福利政策 

3.1. 福利国家的划分 

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将福利国家划分为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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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自由主义”体制，主要以美国为代表，这种模式主要是强调市场的作用，由自己对自己

负责。以经济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少量的普救式转移支付或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为主。 
第二种是“保守主义”体制，主要以法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十分重视保护传统的家庭关系，日托及

类似的家庭服务发展极不充分。只有当家庭功能不能够满足需要时，国家才会进行干预。 
第三种是“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主要以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表现为高度的非商品化原则和普救

主义相结合，由国家直接向儿童转移支付补助金，并承担起照顾儿童直接责任，这类国家不仅要满足家

庭的需求，而且还鼓励妇女选择工作而不是操持家务[4]。 

3.2. 典型福利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现状 

3.2.1. 美国的儿童福利制度的特点 
美国的儿童福利政策从一开始就界定为公共救助类别，将儿童福利归于家庭，国家通过对家庭的津

贴补助的方式对儿童进行补助。再额外的配合教育券等辅助措施，满足儿童在市场之外的大部分需求。

主要特点有： 
1) “回归家庭”：国家福利支出越大，家庭的责任就越小，美国最近几年的儿童福利体制都在朝着

“回归家庭”的方向发展，强调父母的责任与义务。不能简单的把市场不能做的留给政府，而是在善治

的趋势下，在政府退出的同时，培养和提升家庭对儿童养育方面的能力。 
2) 在政府退出的同时，保障儿童权益的实现。在强调家庭责任、促进就业的同时，更加强调对儿童

福利的提供。美国专门设计了一个儿童照料与发展的基金，为联邦向各州拨款，用于对低收入家庭儿童

的照料补助，并资助面向所有家庭旨在提升儿童照料质量和供给的活动。为确保儿童的福利金不会被家

长挪用，美国政府采用最低限度的现金援助，而为这些家庭购买日间托儿服务。 

3.2.2. 法国的儿童福利政策 
法国属于典型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国家之一，由于强调传统的家庭关系，法国的儿童福利也主

要是对抚养子女的家庭进行补助。主要分为普遍性补贴、生育补贴和特殊补贴三种形式[5]。普遍性补贴

包含多子女补贴(2 个以上子女且都在 17 周岁以下的家庭，子女越多，补贴越多)、家庭收入补贴(主要指

子女不满 3 岁或至少有三个子女的家庭收入低于规定最低标准的家庭)、单亲补贴(针对配偶死亡、离异、

分局而单独生活并抚养子女或经证明已怀孕者提供补贴，补贴期限为最小子女年满 3岁之前)、孤儿补贴；

生育补贴包括产前补贴(补贴期限为 9 个月)与产后补贴(补贴期限为 2 年)；特殊补贴包括残疾补贴(补贴对

象为残疾程度达 50%~80%的儿童)、上学补贴(有子女上学的低收入家庭)、新婚家庭贷款和住房补贴。除

此之外，还有家长育儿补助金、家庭育儿保姆补助金等。 
1) 法国的儿童福利主要是对儿童所在家庭的补助。由于法国传统的家庭关系观念较为坚固，法国并

没有像美国那样对儿童项目进行直接补助，而是通过补贴家庭的形式，为儿童所在家庭提供保障，由此

来保障儿童的权益。 
2) 法国目前大部分是国家为大部分公民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仅有少部分的私人保险。居民的家庭

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再分配体现了团结互助，尽管这种帮助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出现。 

3.2.3. 英国的儿童福利政策 
英国的儿童福利政策内容包括：儿童福利金(直接针对儿童对其家庭进行津贴发放)、儿童储蓄账户(父

母定期为子女存入一定数额的成长基金，分为不需要进行税收的现金储蓄账户和股票投资类储蓄账户，

孩子年满 18 周岁后，可随意支取账户金额)、儿童税收抵免、监护人津贴、免费基础教育和早期儿童教

育保育中心，还有社区专门为父母儿童提供的家庭服务、儿童保育知识、卫生健康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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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调普遍享有性，英国的儿童福利包含了儿童福利金、家庭津贴、教育福利政策等，在更好地保

障低收入家庭的基础上，实行全面普遍的儿童福利政策。 
2) 英国儿童福利的主体不单单是政府，强调社区、学校、医院的共同参与，形成一体化的服务网络。

还有许多民间机构通过政府购买，为社区提供更为专业的儿童服务和社区日托服务等[6]。 

3.2.4. 典型福利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的特点 
1) 在儿童福利体制上，都不同程度上强调家庭与政府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美国由于受“自由放任，

市场为主导”思想的影响，将儿童福利体制看做是家庭各自的责任，但在市场之外，也为儿童提供额外

的补助，保障儿童的生活成长需要。法国在儿童福利体制上更强调家庭的责任，绝大部分对儿童补助则

是直接表现为向家庭或母亲的直接补助上，而英国更强调政府的责任，对一切符合要求的儿童提供满足

切实的利益，在儿童保育、照顾等方面的内容都由政府负责提供。 
2) 在强调家庭、政府责任之外，注重了民间组织的参与。美国强调市场是第一机制，所以在儿童福

利提供方面，政府的作用不断弱化，更多由市场提供，但同时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进行补助，这种方式

使得儿童福利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儿童所受到的服务也更为专业、更为自由。保守主义

的法国强调家庭的责任，国家的责任很小，并且由于对选择社会组织服务家庭没有补助，导致社会组织

在儿童福利参与体制中的作用很小；英国在儿童福利服务方面，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是由多方参与，

为儿童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4. 福利国家儿童福利模式对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责任机制的启示 

根据福利国家的儿童福利的经验与教训与善治理论背景下，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的儿童福利体系

不能单单靠政府，同时也要强调家庭与社会在建设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中的作用，政府需要与社会机构

合作、政府需要同家庭合作。 
1) 在儿童福利机构设立方面，要统一管理，明确责任 
我国目前在儿童福利政府职能方面主要分为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两条管理主线，这两条主线存在着

职能交叉的状况。并且由于我国儿童福利管理方面体系庞大，存在着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状况。国务

院可以将儿童福利管理权力下放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儿童福利的领导小组办公室，

针对各个儿童福利的不同方面开展专门的培训，提高儿童福利提供的专业性。 
2) 在儿童福利机构管理方面，要加强监督与管理 
在治理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求政府“掌舵而不划桨”，政府在淡化其职能的同时，应该加强对儿童

机构设立标准与儿童福利落实程度的监管，将儿童福利相关部门细化，并在其基础设施、服务要求方面

给出一定的标准参考。加强学习和弄清新治理工具的应用机制和条件范围，在儿童福利体系建设方面合

理引进，对儿童福利工作进行更好的控制和引导。 
3) 加大对儿童福利方面的资金投入，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 
在儿童福利内容方面，要在社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方面，完善社区和社会组织儿童福利培训平台，

提高儿童服务专业化；发展儿童福利社区基金会，吸引个人与社会企业的捐助，扩大资金来源渠道。政

府应在儿童福利相关方面面向社会组织开展培训指导，社会组织可以在社会专业技能等方面为政府的部

门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双方相互促进，实现儿童福利的最大化与专业化。 
4) 明确家庭责任，加强对有子女家庭的监督作用 
我国目前的儿童福利体制还是以强调家庭责任为主，政府在这方面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强调父母对孩子的负责的同时，加强对家暴、虐待行为的处罚力度；对有孩子的家庭进

行高度重视，父母应该知道自身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由于家庭经济原因，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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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外出务工而带来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生活与成长教育问题。政府提高抚育子女的低收入家庭的补

贴力度，使父母中至少有一方能够留在孩子身边培养与教导孩子。父母还需要学习有关孩子成长方面的

专业知识，政府需要针对这方面提供相应的培训与资金补助。 

5. 结论 

我国目前的儿童福利体系还存在着不规范、不全面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我国国民的生育

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儿童的发展。儿童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国家在保障儿童成长的过程中

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同时，家庭、社会也应当充分参与其中。在完善我国儿童福利体系的过程中，需

要达成一个国家、家庭、社会三个主体的良好循环，全方位保障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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