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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在于止住源头

!

段成荣

摘
!

要! 制度保障!家庭责任和社会支持构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完整体系"但从源头上消除

和减少留守儿童是根本#为实现后者"需要解决几个重要的认识问题#

关键词!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人口大流动时代$从
0"

世纪
%"

年代初到
0"!1

年#我国流动人口

规模从
&&"

万人左右剧增到
0#1

亿人#增加了
23

倍$无论是参与流动的人口规模#还是增长速度#都是

史无前例的#堪称和平时期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

在流动人口大幅增加的背景下#青壮年流动人口的子女迅速涌现$流动人口子女分为流动儿童%留

守儿童两个部分$本文所说的流动儿童是指流动人口中的
"

!

!3

周岁人口#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

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留在原籍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

是指留守儿童中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的儿童$

流动人口子女遭遇的一系列问题#时时牵动人们的视线#刺痛人们的神经$近期#李克强总理向全

社会发出了特别的告诫#&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总理的担忧和告诫#再一次把

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一!留守儿童基本情况

有关留守儿童的综合统计信息非常缺乏#目前只能根据人口普查等有限来源的信息进行估计$

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束后#受有关部门和机构委托#笔者组织团队对该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与

儿童有关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当时留守儿童基本情况$简要概括如下!

0"!"

年#全国
!%

岁以下留守儿童数量达
&432

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规模高达
&!"2

万人#比

0""1

年增加
0$0

万人#增长
$#!5

$农村留守儿童中#男孩占
1$#"%5

#女孩占
$1#405

$

学龄前儿童在农村留守儿童中所占比例为
2%#235

#规模达
02$0

万#比
0""1

年增加
313

万#增长

较快$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规模为
04$%

万#比
0""1

年减少
2!1

万$高中年龄段留守儿童占全部农

村留守儿童的比例为
!2#205

#规模达
%!2

万#比
0""1

年减少
!44

万$

农村留守儿童高度集中在四川%河南%安徽%广东%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五个省份农村留守儿童在

全国总量中所占比例达到
$2#&$5

$在这些劳务输出大省#农村留守儿童的能见度很高$农村留守儿

童在当地农村儿童总量中所占比例#重庆%四川和安徽等省超过
$"5

#平均每
!"

个农村儿童中#至少有

$

个是留守儿童$

近半数农村留守儿童(

$&#3$5

)的父母双方外出流动#他们不能与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这

些儿童中的
3"5

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其余主要和其他亲属共同生活$

2&5

农村儿童和母亲一起留

守#父亲外出$

!35

儿童和父亲一起留守#母亲外出$

绝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能够较好地接受义务教育#但仍有
0#&"5

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与父亲

一起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堪忧#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

1#!05

)明显偏高$中西部省部分农村

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状况明显较差$

上述信息是
1

年前的情况$对于变化急剧的流动人口以及他们的留守家庭成员#

1

年前的信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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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时$但是#非常遗憾#上述信息仍然是有关留守儿童的最新信息$统计信息上的缺失#对于解决留

守儿童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瓶颈#亟须突破$建议统计%教育等相关部门以及主要的人口流出地区要

积极探索突破这一瓶颈的有效途径$在
0"!&

年
!

月
0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建立

留守儿童强制报告机制#相关部门应根据这一要求#尽快建立健全留守儿童信息采集机制$

二!留守儿童面临情感饥饿和安全隐患

留守带给孩子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有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也有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从正面影响来讲#比较明显的是#父母外出打工#家庭收入增加了#而且父母出去之后的眼界也开阔

了#对孩子们的教育更重视了#这些有助于孩子的成长$笔者在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农村非流动非

留守儿童的就学率进行对比研究时发现#留守儿童在三者中处于相对较好的状态$

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留守儿童面临诸多问题$依据笔者过去十多年围绕留守儿童开展的很

多次调研所观察到的事实#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以下问题比较突出$

首先是孩子的情感需求特别是亲子间亲密交流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孩子的最大需求是和父母在一

起#尤其是要和妈妈在一起$年轻夫妇外出流动了#把孩子留在老家#小孩子有问题没法和父母方便地

进行沟通$小孩子不要说有问题#没问题也应该和爸爸妈妈一块亲近#甚至向爸爸妈妈撒撒娇#可现在

别说亲近%撒娇#甚至连倾诉问题的机会也没有了$这是最大%最突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导致孩

子们不知道爱是何物$如果不幸走向极端#有可能在少数孩子心中埋下恨的种子$笔者访谈的一个留守

儿童#就曾亲自向笔者说出过&我恨他们(指其父母)'$每每回忆起这个孩子说这句话时的口气%眼神以及

她眼眶中的泪珠之时#我就感到丝丝寒意#替这个孩子#替她的爸爸妈妈#更替我们整个社会感到担忧$

第二个是安全问题$安全问题表现在诸多方面#摔伤%溺水乃至死亡#是科学研究和媒体报道中经

常出现的现象$最近一到两年连续发生的留守儿童群体性非正常死亡事件#远非偶然的留守女童被性

侵事件#都在无情地拷问着社会的良心#&严重冲击着社会道德底线'(李克强总理语)$

第三个问题是留守儿童失去了从父母身上模仿%学习如何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在社会上与其他

人相处的机会$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尚未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近期引起广泛关注

的作品+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模仿%学习的机会#待到这

些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可能会迷茫#会对整个世界感到不知所措$

三!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留守儿童自身及其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民族共同面临的

问题$进入
0!

世纪以来#该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重视#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各地积极探索因应

地方特点的办法#为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但是#从根本上讲#之前的各种措施#还是没有抓

住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牛鼻子'#因而成效上就差一些#导致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突出$

笔者认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必须从根源上消除留守儿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0"!"

年
3

月
!4

日#笔者在接受&搜狐公益'的采访时表达了一个基本想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应消除这样一个群体'$

在此将当时的说法再重复一下$

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要消除这样一个群体"这个消除不是说让这些小

孩就没有了!而是从制度上#体制上!使留守儿童这样一个群体不再存在!或者不要有那么庞大

的#那么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群体"怎么做呢$ 孩子天经地义就应该跟父母在一起"那现在

农民工#年轻的夫妇进城!我们就应该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这样留守儿童

这个群体不是规模就小了吗$ 或者反过来!如果我们让孩子都跟着进城这个短期内不太可能!

至少父母做外出的安排#做生活安排的时候!应考虑孩子的需要!尤其是大概
0"""

多万学龄前

留守儿童!他们还是一些零岁#一岁#两岁#三岁的小孩!他们留守!爸爸妈妈都在外面!这肯定

不行"这样的小孩!年纪那么小!他们特别需要和父母在一起!作为父母!在安排外出打工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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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尽量就近或者说做些暂时性的安排!比如说妈妈留下来照顾这些小孩"既然我们生了他!就

有养育他们的一种义务!一种责任"所以大的方面!社会要做整体上的制度安排!父母要尽自

己的义务!一起来减少留守儿童这个群体的存在!至少减少它的快速增长"

1

年来#笔者一直在各种会议讨论时重复上述想法#但经常会遭遇来自流入地城市以及流出地农村

方面人士的反对$在很多次争论之后#一条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路径安排逐渐明晰出来#即制度保障加

家庭责任加社会支持构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答案集$

在这个答案集里#家庭责任是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0"!!60"0"

年),明确提到#要

&提高留守儿童家长的监护意识和责任'$能够把家庭责任写到+纲要,里面去#是很多方面共同努力的

结果#但对此的宣传和推进还很不够$父母照顾和抚养孩子是与生俱来的责任#现在我们在强调社会支

持时反而把家庭责任淡化了#这方面还需要加强宣传和采取措施$还必须看到#家庭责任的落实也是有

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现代化%城市化#我们必须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去

强调家庭责任#而不能因为这方面的家庭责任而妨碍现代化%城镇化进程$

社会支持也很重要#尤其是现在很多地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代理家长等活动#对于解决留守儿童的

问题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但社会支持只能是补充#再好的代理家长#也不是孩子们真正的父母$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最朴素%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让孩子们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制度的根本上减少和消除留守儿童$联合国+儿童公约,有&儿童优先'的原则$笔者

认为#在所有可能的优先安排中#优先保障孩子们能够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是最重要的优先$

在
0"!&

年
!

月
03

日讨论留守儿童问题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最后强调!&当然最重要

的#还是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引导扶持返乡创业就业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从源头上减

少留守儿童#这是留守儿童问题的真正&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就可以期待留守儿童问题更

快%更有成效地解决了$

从笔者开展调研的情况看#要实现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的目标#有几个关键的问题需要强调$

第一#要认清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并自觉顺应之$过去
0"

年来#我国人口流动一直在经历一个

明显的家庭化过程$该过程大致经历光棍流动%夫妻流动%核心家庭流动%扩展家庭流动四个阶段$目

前的人口流动处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中#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就全国而言#流动儿童将更

快增长$各方面都应该对这个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并自觉地为越来越多流动儿童的出现做好准备$

第二#要认清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之间关系的实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是一个整体#是
2"

多年

来我国不完整%不彻底的人口流动迁移和人口城市化带来的后果$这两个群体以及农村的非流动儿童

群体%非留守儿童群体#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种转换从可能性上讲是多样化的$但人口迁移流动和

城市的根本趋势决定了#我们现实的情况也是#最近十几年的数据也表明#留守最终必然向流动转化$

目前#已有
2&""

万孩子跟随父母进城#

&!""

万留守在老家#

0

"

2

的青壮年流动人口不得不选择亲子分离

的状态#这是家庭的悲剧#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剧$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从
0""160"!"

年#全

国留守儿童仅增长
$5

#但流动儿童增长高达
$$5

- 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愿意把孩子带进城-

这也是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的内在要求#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的基本要求$

第三#大城市要在未来解决留守儿童的重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大规模人口流动#推动了我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的红利中#大城市是最大的受益者$在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特别是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相关问题中#大城市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其实#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关系正在悄

然发生变化$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今天对待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儿童的态度#很可能将决定其在若干

年后在劳动力竞争特别是人才竞争中的地位$鉴于此#从城市自身需要出发#大城市也有必要更多地在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问题解决中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创造更有利于人口流动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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