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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儿童福利、降低育儿成本，对于促进儿童健康

成长，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优先考虑儿童发展问题并设

置完备的福利服务体系加以支持势在必行。为充分了解

儿童发展的基本需求与服务现状，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

障研究中心就“儿童福利需求与服务现状”进行了问卷

调查。调查以儿童健康发展的基本需要为遵循，受访者

年龄集中在22岁到50岁之间，内容涉及儿童养育、教

育、家庭支持、安全和社区环境设施等，最终回收有效

问卷2610份。

问卷数据分析显示出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儿童福利

服务议题：

一是儿童开支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大，儿童养育成本

高。被访家庭中儿童相关开支占家庭总收入30%以上的

比例为47.2%，开支占比超过50%的家庭约占受访对象

的15%。儿童开支主要用于教育培训、基本生活和玩具

图书等，比例分别为61.1%、24.6%和6.1%（注：此调

查实施于“双减”政策出台前）。数据表明，儿童是家

庭的希望所系，家庭为儿童的“优质成长”投入大量资

金、人力等资源，但整体上育儿成本高，多育多养的动

力与余力均有不足。

二是托育服务需求量大但满足率低，未来发展空间

大且要求高。对0～3岁幼儿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

77.3%的家庭有对2岁或2.5岁以上儿童的托育服务需

求，但经常使用托育服务的受访家庭只占4.8%，87.3%

的家庭没有使用过或很少使用托育服务。使用过托育服

务的家庭对托育机构的满意度亦不高，不满主要集中在

“服务质量”“照料护理”“健康卫生条件”和“早期

教育”等方面。这说明托育服务市场潜力巨大，需要加

大发展力度，不仅要拓展规模，还要注重质量和规范。

正是这一因素加上偏重的育儿支出负担，77.4%的受访

家庭再生育意愿低，其中一孩家庭为61.5%，二孩家庭

为92.7%。

三是社区儿童设施与服务需求量大，社区环境建设

有待加强。社区是儿童成长的微观环境，但目前社区中

的儿童友好设施普遍有限，对包括儿童在内的社区成

员吸附力较弱。调查显示，儿童对社区活动、阅读、

照料服务等空间的需求量分别高达96.5%、96.1%和

90.8%，但约40%的受访家庭表示，所在社区没有适合

儿童活动、阅读或照料的公共空间。对已有社区空间的

相关服务满意度也普遍较低，均值仅在3.5左右（满分

为10），从社区获取过心理健康和安全等信息服务的家

庭仅占10%左右，仅25.6%的兴趣班由社会组织和社区

组织。在儿童养育和教育方面遇到问题时，“寻求社区

和政府支持”的家庭仅占8.6%。此外，家庭参与社区

公益和志愿服务的活动频次也很低，83.1%的儿童“从

未”“很少”和“偶尔”参与公益活动。以上数据说

明，在儿童成长中，社区总体上是“沉寂”的，力量未

遵循儿童成长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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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激活。

四是参与儿童成长是父母双方共同的期待。调查显

示，母亲是照料儿童的主力，但父亲参与儿童养育的实

践和意愿都在提升。受访者中，由母亲承担儿童照料责

任的家庭占78.7%，有父亲参与或主要照料儿童的家庭

占38%，较之传统的家庭养育模式有较大改变。对相关

数据的交叉分析显示，虽然母亲陪伴和参与儿童成长更

多，但父亲对共同参与儿童成长的期待更多。71.4% 的

父亲希望“工作和家庭平衡”，高于母亲对同一问题的

选择比例（65%）。家庭对“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渴

望，超过了降低养育成本与提供托育服务需求。

五是儿童身心健康为家庭所重视，但获取有效信息

的渠道有限。近些年，我国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引发越来

越多的社会关注。调查中，对“心理咨询或治疗”有需

求的家庭高达46.1%，“经常”和“总是”关注儿童心

理健康的家庭占比约80%，这说明家长对儿童心理健康

关注的意识很强。约60%的家长获取心理健康知识的途

径主要是媒体，48.5%的家长从学校获取部分信息。在

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如何获取专业、准确且有效的

心理健康知识成为儿童健康成长的议题。

以上数据表明，儿童发展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

题，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基层社区治理的融入、配套

等方面还比较滞后、薄弱，需要各级政府给予更高程度

的重视，以更加得力、更加系统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

一是建立面向所有儿童的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目

前，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还主要面向孤儿、困境儿童和留

守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202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

比17.95%，总和生育率降至1.3，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低生育率陷

阱同时出现时，儿童福利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社会投资

手段必定会被重视。我国自2013年开始开展适度普惠型

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目标是逐步建立覆盖全体

儿童的普惠福利制度，提供满足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全

面但基本的需求保障。虽然我国现阶段还不能仿效高福

利国家建立高水平的儿童福利制度，但建立面向所有儿

童、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相适应的普惠型儿童福

利制度，赋予所有儿童平等享受托育、养育、教育和健

康成长保障等基本权益是必要的。

二是建立健全家庭支持型儿童福利制度。家庭是儿

童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对家庭的政策支持是一套社

会投资组合拳。家庭支持型儿童福利制度是由政府主导

的，以支持家庭亲权为主要内容，由家庭、社区、社

会、政府、市场等多元主体、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福利

制度，倡导以家庭为儿童福利服务的主要承担者，政府

和社会通过为家庭和家庭成员赋能支持其更好地履行生

育、养育和教育等亲职责任，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全面

发展提供保障。家庭支持型儿童福利制度不仅应包括育

儿补贴、托育补贴、残障儿童照料补贴等减轻家庭育儿

负担的经济支持措施，也应包括父母共同产假、育儿假

等增加父母育儿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支持，还应包括

社会化托育服务、身心健康卫生服务、社区儿童设施服

务等服务性措施的支持等。

三是立足社区提供儿童综合服务。社区是家庭向外

的延伸，是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日常场

域。调查和实践都表明，立足社区发展儿童福利服务具有

必要性。应统筹公共资源设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尽可能

撬动专业社会资源，根据儿童需求提供对应服务。这既可

提高社区资源的利用率，也可为儿童提供更多针对性服

务。社区儿童福利服务具有多样化、个性化等特点，需要

通过政策引导，发动社区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以及社

区志愿者队伍等多种力量来提供专业化服务。目前，各地

已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需要及时总结，通过制度化路径

贯穿至儿童福利服务提供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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