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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同治理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职能履行与协同联动为主要研究视角，使

用NVivo11为主要的研究工具，将访谈得来的7份访谈文本资料作为数据来源，构建“基本情况”“协同

联动”“职能履行”三个分析模块，进行文本编码和内容分析，梳理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在进行未成

年人保护服务时候所遇到的问题，并从职能履行和协同联动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未成年人保护，职能履行，协同联动机制，扎根理论 
 

 

A Study on the Function Fulfillment and  
Collaborative Linkage of Juvenile Protection 
Workstations in Shapingba District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Jiamin Zha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Feb. 21st, 2025; accepted: Apr. 10th, 2025; published: Apr. 21st, 2025 

 
 

 
Abstra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s a new model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function fulfill-
ment and collaborative linkage of juvenile protection workstations as the primary research per-
spective, using NVivo11 as the main research tool. Seven interview transcripts serve as th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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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o construct three analytical modules: “Basic Situation”, “Collaborative Linkage”, and “Func-
tion Fulfillment”. Through text coding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problems en-
countered by juvenile protection workstations in providing juvenile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pro-
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unction fulfillment and collabo-
rative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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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当前对未成年人服务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及时、准确、全面回应未成年人的成长需求，不仅事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更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未成年人正值自我意识觉醒和快速社会化的关键期，极易

受到外界不良影响，出现心理和行为偏差。2021 年国家修订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护未

成年人权益，为开展未成年人服务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法律依据。 
重庆市积极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坚持统筹推进，倡导各区县因地制宜，进行试点创新，希冀为

全市未成年人服务高质量发展积累经验、探索路径、提供示范。沙坪坝区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先后颁布 3
个文件，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站、村(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室的三级纵向网络，进行了未成年人服务的创新实践。 
从目前的实际职能履行的过程来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在其职能履行的过程中有许多欠缺，也面

临许多问题，其在职能履行的过程中需要其他行政职能部门的资源等的配合。随着社会治理进程的持续

深入推进，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也有了更高要求。 
基于此，本文从对沙坪坝区下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访谈出发，对其职能履行与协同联动机制进

行研究，以提出改进未成年人服务工作开展的对策建议。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回顾 

2.1.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律领域的未成年人保护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公共

管理领域，将未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不在少数，但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切入对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进行研究还有许多待填补的空白，这是因为未成年人保护站是近几年产生的新兴事物，全国首个未成

年人保护站创立在 2017 年，各地相继建立集中在近一二年，它的职能履行以及协同联动等还处在有待改

进和完善的摸索阶段，这也使得本研究更具现实意义，也充分可以填补相关领域的理论空白。 

2.2. 理论回顾 

基于研究的问题，对涉及到的协同治理理论做出简单回顾。协同治理理论是一种新兴的理论，它是自

然科学的协同论和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的交叉理论。李汉卿(2014)认为其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子系统

协同、自组织组织间协同和制定共同规则的基本特征[1]。该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实际运用还处在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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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基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2]。国内对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源于我国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向

多元的转变的社会现实，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其内涵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协同治理理论是在整个社会系统

中，管理者和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合作治理协同参与到公共管理的实践中，从而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

理效能最大化，最大程度维护公共利益[3]。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职能履行涉及多个主体，包括政府部

门、社会组织、学校、家庭等。通过协同治理理论，可以探讨如何实现这些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以提高

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在未成年人保护的实践中，可能涉及多个子系统，如社会救助、法律援

助、心理辅导等。协同治理理论可以帮助分析这些子系统如何在工作站中协同作用，避免功能重叠或信息

孤岛，进而提高整体工作效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可能没有严格的上下级管理关系，但可以通过自组织

形式，各参与主体在协作中自主形成工作机制。协同治理理论中的自组织特征，能够帮助分析在面对复杂

的社会问题时，各主体如何在没有强制性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自发形成有效的合作模式。协同治理的实施

依赖于规则的建立和共享。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研究中，如何通过建立统一的政策框架、标准操作程

序和信息共享机制，来促进不同主体的合作，确保各方在实现共同目标时具有一致的规范。 
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注重从实际数据出发，通过编码、分类、归纳等方法构建理论。使

用 NVivo11 对访谈资料进行文本编码和内容分析，这正符合扎根理论的核心理念。通过对“基本情况”

“协同联动”“职能履行”等分析模块的细致分析，可以通过不断地比较和分类，从数据中抽象出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站的实际问题与挑战，进而形成针对性的理论解释。在协同治理中，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

互动和反馈至关重要。通过扎根理论的深入分析，可以揭示各方在互动中的障碍和问题，进而为优化协

同机制提供依据。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沙坪坝区下属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相关人员进行深

入访谈，利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以及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1 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处理，并对归纳概括而成

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入分析。质性研究是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

解的活动”，基于“扎根”思想的质性研究是自下而上理论建构的路径方法，研究者通过观察现象进而

去收集分析资料，对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分组归纳，从资料中、发现、发展、检验理论的过程[4]，最后通

过编码发现关键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 NVivo11 内嵌的词频分析功能可以看到，如图 1 所示，儿童、社

区和孩子是排名前三的关键词；具有否定意义的“没有”也拥有较高的词频，或许能够挖掘出未成年人

保护站实际工作开展中的问题；问题、情况等词可能会隐含更丰富的信息量，需要对此引起重视；除此

之外，街道、老师、民政、家庭、主任等主体涉及其中，对这种实体也要进行深入挖掘。 
 

 
Figure 1. Word cloud generated from interview transcripts 
图 1. 根据访谈文本构成的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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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对象及样本 

本研究基于沙坪坝区下属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站作为研究对象，最终选择 7 个未成年人保护站的

访谈作为研究样本(见表 1)。访谈以面对面访谈进行，每次访谈任务都由一名研究者负责访谈，两至三名

负责录音及文字记录。 
 
Table 1. Interview sample information 
表 1. 访谈样本信息 

街道名称 访谈对象 访谈记录/字 

丰文街道 民政科刘老师、儿童督导员陈老师 11,900 

歌乐山街道 民政科谢书记、民政科魏主任 13,797 

井口街道 周科长、肖老师 9693 

石井坡街道 林老师 16,649 

双碑街道 民政科科长、社区儿童主任 15,988 

覃家岗街道 街道、社区儿童主任；儿童督导 7308 

天星桥街道 社区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办事人员 16,846 

 
访谈对象来自未成年人保护站工作人员，有身处一线的儿童督导员，也有多年从事民政工作的主任、

科长等，选取对象能帮助我们较好理解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工作开展相关问题，因此

对他们的访谈结果对理解未成年人保护站职能履行以及协调联动的问题具有一定可信度和代表性。 

4. 研究结果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文本编码通过在 NVivo11 中创建节点来进行，结合前期了解的基础，初步形成职能履行、

协调联动两个分析框架，考虑到这次访谈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多是近一两年成立，所以将未成年人保

护站基本情况也纳入分析框架，最终共形成三个分析框架。 
如表 2 所示，基本情况在三个一级节点中参考点数最少，这与访谈提纲设计以及访谈重点有关，进

行本次访谈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工作开展中的现实情况和问题，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站

的基本情况信息只是作为一个背景了解作为参考。 
 
Table 2. Coding situation of basic situation 
表 2. 关于基本情况的编码情况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参考点 参考点示例 

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6 我们街道未保站它成立于 2021 年 7 月 

成立原因 9 成立第一是根据文件精神，第二是根据辖区实际情况 

硬件设施 19 我们街道有自己的一个心理康复室 

 
协同联动(见表 3)是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开展工作不可不涉及到的，学校、家庭、社区协同

发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5]。未成年保护涉及多个主体、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沟通多方、使多方参

与进来。关于协同联动根据对访谈文本进行的扎根，产生爱心救助、工作协同、领导小组、信息共享四

个二级节点。四个节点中工作协同对应的参考点最多，映射出在文件下达、建设准备开展以及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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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较多也比较优先考虑到工作协同的问题，这与工作站设立以及部门牵头开展工作相关。首先是工

作站的成立本身就是贯彻上级指示，挂牌形式便会依托原有部门，后续开展有时又会有民政部门进行牵

头明确职能和分工，以及在实际操作中会涉及社会爱心救助、学校、家庭等众多主体，可以说工作协同

贯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始终。 

主要是去年的时候，沙坪坝区要创建那个全国综合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区。然后就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要求各

个街道就成立未保站。其实我们之前就是未保站的话是有挂牌的，但就是单纯地挂了个牌。(2022.09.23 沙坪坝区石

井坡街道林老师) 

比如未成年保护这一块，如果是民政部门牵头，该部门会以文件形式对涉及到的所有部门的具体职责、具体任

务分工进行详细的说明。此文件在党工会议通过后，各个任务就会下发到各个科室，相应科室的工作人员就会按照

文件上的任务说明进行实际操作。(2022.10.03 沙坪坝区丰文街道刘老师) 

其次是频次第二高的领导小组，在本研究中访谈文本的语境中，领导小组比起工作协调是更成组织

形式的，两者在涉及到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以及资源调配等方面相似，但领导小组比起普通的工作协

同是有主动意识的，也会使后续配合更加效率、工作更加有的放矢。 
爱心救助、信息共享参考点数目比较少，与未成年人保护站还处于新建立阶段，制度、组织架构、

人员配备等等相关方面还在完善相关。爱心救助不乏爱心人士的捐赠、企业捐赠，企业捐赠还是占大头。

信息共享上涉及的还是对于社区儿童信息的掌握情况，与当前在大数据下的信息共享还是有区别的。 

针对困境儿童我们关注都比较多，比如慰问，爱心人士捐赠等等。比如说像那个刚才说的双胞胎，每个月都有

爱心人士捐赠 1000 多。一般是企业捐赠。(2022.10.03 沙坪坝区丰文街道儿童督导陈老师) 

村社区都有信息共享，每个村社区儿童的情况要反馈上来。只要不涉及保密的数据都可以共享，文化服务中心

需要信息时可以找我们民政部，司法部也可以找学校。(2022.10.03 沙坪坝区丰文街道民政科刘老师) 

Table 3. Coding situation of collaborative linkage 
表 3. 关于协同联动的编码情况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参考点 参考点示例 

协同联动 

爱心救助 14 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话，也有爱心人士捐赠 

工作协同 190 
我们所有的工作各个科室往下面对，都是自上而下，区级部门对应科室，科

室再对应到社区，社区再去具体操作 

领导小组 43 
我们成立了一个有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内各司其职，党工委的副主任担任组

长，党政办的主任为副组长，其余由各科室包括司法所、妇联、平安办、派

出所的人员组成，各个社区负责人都是组员。 

信息共享 11 村社区都有信息共享 

 
如果说涉及到的协调联动贯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始终，那么职能履行就是其工作最主要的部分，

基于不完善的组织架构、制度安排等现实情况，在未成年人保护站职能履行的过程中也面临困难问题，

从表 4 可以看出，问题主要集中在工作衔接、人员配备、硬件设施、政策法律困难以及资金方面。 
其中资金问题是其主要问题，现有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中，各级财政并未拨付未成年人服务体系建设

专项资金，困境未成年人的保护资金主要来源于民政部门原本就设置的低保金、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

金等救助资金。歌乐山街道、丰文街道和双碑街道等都认为经费问题是未成年人服务工作的主要困境之

一，经费不足和缺乏专项经费导致未成年人服务设施设备不健全，影响未成年人服务活动的开展，也一

定程度上挫伤了未保站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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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上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经费不足，即使是在未保站挂牌之后，也没有配备专业的物资或

者资金来支持我们做这个的工作。我们的未保工作没有专职人员和相应的支持经费，目前我们是把未保工作分派给

民政部的部分工作人员。(2022.09.30 沙坪坝区歌乐山街道魏主任) 

我觉得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资金问题，因为资金问题都牵扯到两个方面。第一，牵扯到人员问题，我们所

有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兼职，精力时间有限。第二，牵扯到设施设备问题，目前未保站没有单独的场地，设施设备也

由于资金短缺不达标。(2022.10.03 沙坪坝区丰文街道刘主任) 

目前未保工作没有做到费随事转，未保工作没有专门匹配经费和匹配人员，民政局涉及的未保工作是没有专门

经费的。我们民政部科室在未保工作中牵头，但是也没有专门的经费。基层问题基本都是经费问题、人员问题，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有时候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2022.09.25 沙坪坝区双碑街道民政科科长) 

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是未成年人保护全程服务最直接的参与者、提供者与影响者，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者的专业素质直接关系未成年人保护服务的质量和效果。目前，沙坪坝区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岗位未配备专职人员，工作小组由多个部门成员构成，小组成员除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外，还兼顾其

他部门的工作职责。未设有专职人员在精力和专业性方面可能会打折扣，但从访谈文本得到的另一信息

来看，身兼数职的情况在一些情境下使得一些工作更加协同，更好开展起来。 
 
Table 4. Coding situation of function fulfillment 
表 4. 关于职能履行的编码情况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参考点 参考点示例 

职能履行 

困难问题 

工作衔接 19 民政、妇联更多时候是各自做各自工作，妇联搞活动不会通知我们，

只会通知村社区，工作最终都落脚到此。 

人员配备 50 不是专职人员，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是兼职。 

硬件设施 59 因为每个工作站很难专门弄出一个房屋来，有可能就是走廊上设置一

个儿童之家。 

政策法律

困难 13 重庆市目前的救助政策是以户籍为主，针对我们救助的个例，向民政

反映了很多次始终得不到解决，根源上在于政策上得不到解决。 

资金 60 财政划拨下来的资金，强调未成年人保护也在里面，大概盈余也就是

8~10 万，负担一个人员经费是不够的。 

服务对象  30 
就我们辖区目前没有留守儿童和孤儿，但目前由三个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 

服务工作  169 每个月会跟村社区儿童主任一起入户。 

购买服务  55 联系了冬青社工，她们会定其跟体检、夏令营、安全教育、心理健康

等活动。 

人员配备  21 社区儿童督导、妇联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在负责，也是在我们民政科

室。 

志愿服务  6 此外，会联系大学生志愿者，每个星期一天时间入户，辅导作业。 

 
在本研究中，尽管样本量有限，依然通过严谨的分析过程和扎根理论的应用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

性和有效性。首先，对 7 份访谈数据进行了详细的编码和分类，通过多角度分析与反复验证，确保数据

的准确性和分析结果的一致性。其次，研究过程中的数据分析透明度较高，确保分析过程的可追溯性和

可复制性。此外，研究结论与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相关文献相一致，验证分析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广泛

适用性。通过这些方法，即使在样本量有限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信度，提供

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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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策建议 

1) 未成年人服务协同联动机制涉及层级多，参与主体多，体系庞大，程序复杂。要完善未成年人保

护协同联动机制。考虑到参与主体和层级的多样性，建议建立明确的协同工作流程，确保每个环节的职

责清晰，避免资源浪费或重复工作。可以通过流程图和标准化操作手册来规范协同工作流程，确保不同

部门和组织能够高效协作。设立定期的协同联动会议或工作小组，促进各方信息的及时沟通和共享，解

决合作中的障碍。定期评估工作站的运作效果，及时调整工作方式。 
2) 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可以依托融媒体、大数据、云计算、云储存和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

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档案信息资源的收集、存储和共享的全过程[6]。构建统一的信息平台，应包含未成

年人保护档案、健康记录、教育情况、法律援助等信息，能够跨机构、跨领域共享相关数据，以实现信息

的实时更新和共享。为各参与方(如社区工作者、学校、社会组织等)提供使用信息平台的培训，确保信息

共享平台能够被高效使用，并帮助各方快速访问到需要的资源。 
3) 吸纳聚集社会资本，参与支持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主要是发动组织广大市民、爱心人士和企业筹

措资金[7]。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捐赠活动、慈善拍卖等形式吸引社会资本。与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捐赠和资源支持的长效机制。 
4) 设立专职，安排专人专岗，提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定期展开专业培训，同时兼职

人员也暂时无需取消，以便协同工作的效率以及日后工作的交接。组织定期的专业培训，提升工作者的

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确保他们掌握最新的法律法规、心理辅导技巧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5) 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站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参与和政府治理的优势互补，提高基层治理

效率[8]。通过推动社区、学校、家庭和社会组织等各方积极参与，形成合力，提高社会治理的整体效率。

政府可以出台针对基层的政策，提供经费支持与培训，推动基层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积极性，确保

政策执行到位。推进“社区 + 政府”模式，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融入社区治理，整合社区资源，帮助家

庭和学校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 

4.3. 研究局限及展望 

尽管利用 NVivo11 编码过程中克服了研究预设等困难，但仍无办法完全避免主观性的存在，部分编

码依然存在主观性，在未来会考虑增加编码人员，以期对研究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研究[9]。编码过程由于

研究者自身水平有限，一些节点的编码不够精准恰当，对于结果的分析也比较表面，不能深入其内里，

对于抽象层次的理论、系统、机制的提炼和理解也不透彻，还有待继续挖掘、不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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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访谈提纲 

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此次访谈的目的是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服务站的建

设与运行情况以促进未成年人保护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您的回答只作调查研究之用，敬请您放心。 
一、未保站基本情况 
1、您所在的镇街未保站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是由社工站、党群服务中心改建而来的吗？ 
2、未保站建立的过程中最大的推力和阻力分别是什么？ 
3、未保站的设施配备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办公和活动的场所以及办公用品？ 
4、未保站的人员构成如何，人员来源如何？有多少员工？全职兼职情况如何？分工如何？ 
5、在您日常工作中，是如何与区县未保中心和村社未保工作室进行协调配合的，监督和汇报机制如

何？是否接受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6、您认为目前在人员、硬件设施和工作机制方面有什么不足之处，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二、未保站工作内容 
1、请问目前街镇未保工作站工作主要的服务对象有哪些？针对这些群体主要的服务内容分别是什么

呢？工作开展的频次是多少？请简单说一下工作的开展情况。 
2、您所在的未保工作站负责的困难儿童有多少？困境儿童是如何分类的，有没有为困境儿童针对性

地开展的活动？活动情况如何？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3、您认为街镇未保工作站目前的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都是如何解决的？ 
4、请问目前街镇未保工作站处理的工作中有哪些是您印象比较深的案例？能否展开讲讲？ 
三、未保站资源联动与利用情况 
1、在开展未保工作的过程中会调动和链接到哪些部门和资源？和哪个部门接触和联系得最多，和哪

个部门联系得比较少，为什么？是部门不配合、合作有困难还是其他原因？ 
2、与这些部门之间是否实现了信息共享？主要形式是什么？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工作怎么做？ 
3、未保站在什么情况下会调动妇联、教委、民政等资源？资源链接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和

困难？合作形式是怎样的，各自负责什么部分？在合作过程中，哪个是牵头部门，哪个是辅助部门？可

以就各部门的资源联动举出一个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吗？ 
4、镇街未保工作站的具体工作范围与权限边界？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上报到区一级处理？可以结

合案例具体讲讲上报程序和最后的处理结果吗？ 
四、留守和流动儿童相关 
1、当前我们辖区内有多少留守儿童，有多少流动儿童呢？具体是怎么认定的呢？这些数据是如何统

计的？多久更新一次？ 
2、未保站对于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的帮扶和救助具体是怎么做的？ 
3、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中最常出现的心理和行为问题是哪些？这些心理和行为问题对留守儿童个

人、家庭、社区、政府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未保站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4、你们在与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接触过程中他们对政府帮扶工作人员的态度如何？他们家长的态

度如何？ 
5、你们接触到的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他们的学习情况是怎样的？成绩好吗？有没有逃课、厌学等行为？ 
6、你们接触到的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家长与孩子关系如何？是否关心孩子学习生活活情况？ 
7、政府对待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有哪些福利政策？这些政策有具体落实吗？落实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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