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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困境儿童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相对

较新的研究领域，辨明困境儿童概念的基本内涵和演绎，追踪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的拓展，提出困境儿童研究的

多元主题，是该领域亟待完成的任务。运用主题内容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困境儿童的研究

轨迹和政策发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弱势儿童到困境儿童的概念演变及发展、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从

补缺向普惠演进、困境儿童研究议题从单一到多元化。而在未来一个阶段，其研究议题将转向困境儿童需要、
家庭与国家责任、社会福利政策和困境儿童福利关系、困境儿童福利输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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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困境儿童权益遭受侵害的事件不断见诸报

端，如亲生母亲溺死脑瘫双胞胎儿子、流浪儿童在垃圾箱

内取暖中毒身亡、河南兰考火灾、南京两名幼童被母亲饿

死在家中、毕节四名留守儿童服毒自杀等。事实表明，我

国在儿童保护领域缺乏国家强制保护制度和临时救助安

置渠道，困境儿童的生存状况、福利需要和权益保障等相

关议题日益成为政府、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在

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运用主题内容分析方法对困境儿童

研究进行历史回顾，对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的社会福利

政策展开分析，阐述困境儿童研究的阶段和特点、困境儿

童政策发展的未来走向和困境儿童研究的主题，并进一

步提出未来困境儿童研究的新目标和亟需研究的议题。
以期在此基础上，深化和拓展困境儿童研究，进而为困境

儿童的健康和全面发展、福利需要的满足和权益保护提

供政策依据。

困境儿童概念的解析、演变及发展

困境儿童概念部分源自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在西方

儿童社会福利政策中多次使用不同的英文提出或界定困

境儿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指出世界各国都有生活

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的儿童( children living in exceptionally
difficult conditions) 。①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

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中规定应该给予处境非常

困难的儿童( children in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更多的

关心、照顾和支持，努力改善生活在特殊困难环境中的儿

童 ( children who live under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
stances) 的命运。②联合国《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

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也提到保护处于特别困难环

境 中 的 儿 童 ( children in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
stances) 。③联合国《九十年代儿童与发展的目标》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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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保护处于特别困难环境的儿童( children in espe-
ci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解决引起这种状况的根源问

题。④联合国儿童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的《适合儿童成长的

世界》也使用了多种表达来指代困境儿童: 有特殊需要的

儿童(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最为脆弱的儿童 ( 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生活在特别困难处境中的儿童

( children live under especial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生活

在不利社会处境中的儿童( children living in disadvantaged
social situations) 、处于危境中的儿童( children at risk) 、最
需要帮助的儿童( children in greatest need) 等。⑤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2011 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专题论述了乌克兰

为困境儿童建立保护性的环境 ( establishing a protective
environment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⑥2012 年“儿童贫困

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的六大议题之一就是覆盖最弱势的

儿童群体( outreach to especially vulnerable children) 。⑦尽

管上述政策和文献中关于困境儿童的各种表述不尽相

同，但都将处于困境中的儿童视作儿童中的弱势群体，即

弱势儿童群体( vulnerable children) 。
困境儿童概念部分源自西方儿童研究文献。以 vul-

nerable children 为关键词，相关的研究发现: 受多重风险

因素影响如少数族裔、母亲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母亲较差

的精神健康状况、单亲家庭等，困境儿童对医疗保健服务

的需要最强烈，但在获得初级保健服务方面却面临最大

的困难。⑧通过对 1999 ～ 2001 年美国医疗支出追踪调查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患慢性病儿童、少数族裔儿童、贫困

儿童三种困境儿童群体不同程度地缺乏健康保险或健康

保险覆盖水平低，家庭经济状况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

儿童享有健康保险状况影响很大。⑨通过对遭受虐待的

和面临虐待风险的儿童及其照顾者进行跨年度的调研，

检视家庭因素对儿童精神健康服务需要和使用状况的影

响，发现脆弱的家庭环境包括差的家庭功能运行状况、低
的社会支持、照顾者的心理压力预示儿童存在精神健康

服务需要，且这些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⑩另外一些研究

发现基于资产的方法( asset － based approach) 为支持困境

儿童教育实践的可持续性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学校作

为支持和照顾困境儿童的节点，可以成为社区与服务提

供者的交汇点: 一方面，社会发展服务、健康服务和非政

府组织可以通过学校接触到困境儿童、他们的家庭和社

区，进而也使社区受益; 另一方面，基于资产的方法也鼓

励社区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瑏瑡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回顾

已有研究、对困境儿童群体进行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调

研，主要探讨两个问题: 面向困境儿童所提供的服务实践

哪些是有效的，困境儿童对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的态度

如何影响政策的发展。瑏瑢此外，还有关于困境儿童抗逆力

提升的研究。瑏瑣

困境儿童概念在我国出现以来，其内涵和外延不断

演变和发展，研究困境儿童的学术论文数量呈现不断增

长的趋势。以“困境儿童”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全文

检索，结果显示从 1981 年到 2014 年底，共有 3652 篇论文

中出现困境儿童一词。以困境儿童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共发现 315 篇论文。将论文年度增长数据与内容分析相

结合可发现: 有关困境儿童的专门研究呈现三个阶段的

演变轨迹。
第一阶段( 1981 ～ 1998 年) ，从非社会福利视角对困

境儿童进行关注的阶段，共有相关论文 136 篇，但以困境

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仅有 1 篇。较早对处境困难儿童状

况进行分析的是关于流浪儿童的基本状况、形成原因、所
面临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策略的研究。瑏瑤但处境困难的

儿童不完全等同于困境儿童。此外，文献中没有发现专

门的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困境儿童保护主题论文。
第二阶段( 1999 ～ 2005 年) ，从社会福利视角对困境

儿童服务进行讨论拓展阶段，共有相关论文 372 篇，以困

境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虽有增加但也仅有 18 篇。直接

从社会福利视角研究困境儿童的文献始于 1999 年。在对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情况的探讨中，提出流浪儿童、残疾儿

童、孤儿、贫困地区儿童作为困境儿童，是政府和社会重

点关注的目标群体，并提出减少困境儿童流浪乞讨的对

策。瑏瑥在对儿童收养问题进行探讨时，提出有关部门应针

对因父母病残无力抚养陷入困境的儿童研究解决办法，

以避免其沦落为流浪儿童。瑏瑦在有关贫困问题的研究中，

指出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程度方面面

临困境，关注了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的失学率、城市贫困家

庭的儿童也面临着上学或升学的 困 难，受 教 育 程 度 较

低。瑏瑧在对家庭寄养的研究中，对困境儿童的照顾模式进

行探讨，并指出困境儿童包括孤儿、弃婴、残疾儿童等。瑏瑨

在论述我国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时，李宝库指出我国的儿

童福利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为孤儿、残疾儿童、弃婴及其

他处于特殊困境下的儿童提供的 福 利 项 目、设 施 和 服

务。瑏瑩我国儿童福利的重点服务对象主要是处于特殊困

境下的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孤儿、弃婴和流浪儿童，并对

贫困儿童、家庭破碎儿童、遗弃儿童和流浪儿童等特殊困

难儿童的福利需要和相应的干预策略展开了探讨。瑐瑠

第三阶段( 2006 ～ 2014 年) ，从社会福利视角对困境

儿童概念进行深入讨论阶段，该阶段共有相关论文 3144
篇，以困境儿童为关键词的论文快速增加到 296 篇。在这

一阶段，学者主要开始对困境儿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

开探讨。困境儿童概念常与弱势儿童、脆弱儿童概念同

时使用。从内涵上看，弱势儿童是相对于一般儿童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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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 18 岁以下、处于社会生活中困境地位的儿童，即

“由于社会、家庭及个人的原因，其基本权利难以得到切

实的维护，因而其生存和发展遭遇障碍，需要借助外在力

量支持和帮助的儿童”瑐瑡。从外延上看，研究建构了困境

儿童的三级概念体系，困境儿童一级概念下包括生理性

困境儿童、社会性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儿童三个二级概

念，其中生理性困境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和大病儿童两个

三级概念; 社会性困境儿童包括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 被

遗弃儿童、被拐卖儿童、孤儿、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儿童

和流浪儿童) 、困境家庭儿童( 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的儿

童、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儿童、父母一方死亡

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

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受到忽视和虐待的儿童) 两个三级

概念; 多重困境儿童是指既存在生理困境又存在社会困

境的儿童。瑐瑢各界对困境儿童的外延看法相对一致，即包

括孤儿( 含弃婴)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流浪儿童、受暴力

侵害儿童、残疾儿童、艾滋病感染儿童、患重病或罕见病

的儿童等群体，而对困境儿童的内涵并没有达成共识。瑐瑣

根据儿童所处困境的时间长短，困境儿童可以分为长期

困境儿童和短期困境儿童两类，目前的儿童社会保护多

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瑐瑤

中国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的演进:

从补缺型到普惠型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以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为目标

推动了保护困境儿童政策的发展。1991 年中国政府签署

了联合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同一年还签

署了联合国《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

言行动计划》。前者提出关注“处境非常困难的儿童”
( children in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瑐瑥 ; 后者提出关注

“处于特别困难环境的儿童”( children in especially diffi-
cult circumstances) 瑐瑦等。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

会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处于

困难条件下的儿童”主要包括农村的独生子女和女童、残
疾儿童、离异家庭的儿童、单亲家庭的儿童、流浪儿童、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瑐瑧处于困

难条件下的儿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困境儿童。1999 年全

国首届预防儿童虐待、忽视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参加会议

的有来自我国及德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

本、马来西亚等 8 个国家的两百多位代表，包括儿科医

生、幼托机构保教人员、社会工作者、警察、非政府救助儿

童组织代表、律师、记者等。中国民政部代表指出救助和

保护特殊困境下的儿童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瑐瑨，这是

我国政府在国际交流中提出保护特殊困境儿童的重要会

议。2001 年第一届中国儿童论坛在北京召开，该论坛将

困境儿童作为论坛六大专题报告之一，认为“困境儿童主

要包括贫困孩子、受性别歧视的孩子、孤儿、残障儿童、被
廉价利用的童工及有精神障碍的儿童”瑐瑩。由此可见，中

国政府和学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关注经济社会变

迁过程中困境儿童的生存状况和福利提供问题。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需要

保护的儿童群体类型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复杂，补缺型儿

童福利政策框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2007 年民政部

提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在

服务对象上体现为由原来的老年人、残疾人、孤儿转变为

全体老年人、残疾人和处于困境中的儿童。瑑瑠困境中的儿

童福利提供成为制度转型的主要内容之一。民政部明确

提出由政府负责福利提供的儿童对象由孤儿向困境儿童

群体拓展，即逐渐由传统“三无”( 即无法定抚养人、无劳

动能力、无固定生活来源) 未成年人转变为所有孤儿及其

他面临困境的儿童。瑑瑡目前我国狭义上的儿童社会福利

对象包括失去父母和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两部

分，即不仅包括机构内集中安置的孤儿、弃婴，社会散养

的孤儿，还将流浪未成年人、因父母服刑或其他原因暂时

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纳入保障范围之内。2012 年民

政部在全国民政会议上强调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事

业，探索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机制，健全儿童福利制度。瑑瑢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

制度。瑑瑣为了持续推动对困境儿童的福利提供以保护他

们的权益，民政部先后于 2013 年、2014 年开展适度普惠型

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并明确以困境儿童作为重

点保障对象。困境儿童的福利提供得到分类和细化。
保护困境儿童的社会福利政策深化发展的一个重要

表现是困境儿童的操作性定义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在

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民政部先后于 2013 年、2014 年发布

《民政部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

作的通知》、《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

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前一个通知将儿童群体

分为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和普通儿童四个层

次。后一个通知进一步将困境儿童界定为自身状况存在

困境的儿童，其中又分为残疾儿童、重病儿童和流浪儿童

三种; 将家庭状况存在困境的儿童称为困境家庭儿童，包

括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的儿童、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

制戒毒的儿童、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

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贫困家庭的儿童四类。
2014 年民政部发布《民政部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未成年

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困境未成年人( 即困境

儿童) 瑑瑤界定为五类未成年人群体: 因监护人服刑、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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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 遭受家庭

暴力、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未成年人; 缺乏有效关爱的留

守流动未成年人; 因家庭贫困难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

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可见，政策

层面对困境儿童种类的界定已经日趋清晰，覆盖范围愈

来愈适合儿童需要，困境儿童的年龄范围也渐趋与国际

社会接轨，更适合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
近十年是中国保护困境儿童的社会福利政策快速发

展的阶段，在此阶段的发展中主要有以下重要突破:

第一，建立起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从全国

范围看，我国开始建立起面向全体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

《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标志着面向全体孤儿

( 包括机构养育孤儿和散居孤儿) 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开

始建立。随后，2012 年民政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发放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为全国携带艾滋

病病毒及患有艾滋病的儿童发放基本生活保障津贴。从

地方层面来看，山东、浙江等省建立起困境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制度，将因父母服刑、强制戒毒、重病重残等事实无

人抚养的儿童，贫困家庭中重病重残、患罕见病的儿童等

困境儿童纳入基本生活津贴的覆盖范围中。
第二，制定困境儿童健康与医疗卫生救助政策。政

府开始为困境儿童中的贫困儿童 提 供 营 养 膳 食 补 助。
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的意见》出台，开始对农村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

困难的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提供营养膳食补助。从医疗卫

生救助来看，在 20 世纪末我国将儿童纳入城乡医疗救助

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构成的国

家基本医疗福利体系，儿童享受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基

本医疗保险。2010 年专门针对困境儿童的医疗救助制度

在我国开始建立。卫生部、民政部于 2010 年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提高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

作的意见》，规定在新农合基础上对 0 ～ 14 周岁( 含 14 周

岁) 儿童患急性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两类重大疾病 6
个病种进行试点。

第三，困境儿童的教育政策得到完善。近年来政府

对困境儿童教育权利加大保障力度。在基础教育方面，

政府为全体儿童提供普惠性的免费义务教育，全部免除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同时，还为农村贫困家庭和

城市低保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

寄宿生补助生活费。此外，流动儿童在城市平等接受义

务教育的权利不断得到保障。流入地政府对符合条件的

流动儿童，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统筹安排在公办学

校就读，免除学杂费，取消借读费。在学前教育方面，政

府为贫困家庭儿童建立起学前教育资助制度。2011 年财

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

见》，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

学前教育提供保障。
第四，建立健全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机制。政府开

始建立起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制度，并尝试向其他困

境儿童拓展。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和改

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流浪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制度的建立。在此基础上，民政部先后于

2013 年、2014 年分别在全国 20 个城市、78 个地区开展未

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将救助保护对象开始延伸至

困境未成年人，探索构建“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

新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网络。此外，2014 年最高法、最高

检、公安部、民政部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

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为保护困境

儿童免受监护人侵害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在中国社会福利从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型的过程中，

困境儿童社会政策在基本生活津贴、医疗卫生、教育、社
会保护四个方面有了创新发展，困境儿童福利提供类型

和福利提供水平成为政策的主题。但中国各地区之间经

济社会发展差异巨大，困境儿童面临的困境也是五花八

门，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制定和社会福利提供之间可

能会出现鸿沟，研究者对此要以科学的方法评估困境儿

童需要，评估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并据此

提出政策改进建议。

困境儿童研究议题的多元化

除了困境儿童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外，学界对困境

儿童的研究也在同步展开。本研究以一级关键词困境儿

童和二级关键词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保

障进行了检索，发现困境儿童与社会福利论文 66 篇，困

境儿童与社会工作论文 4 篇，困境儿童与社会政策论文 5
篇，困境儿童与社会保障论文 0 篇。尽管数量不多，但这

些论文仍然从不同理论视角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研

究议题呈现多元化，并初步形成了以困境儿童需要、权利

和福利为分析视角的研究图谱。
第一，基于需要理论视角的研究议题。对不同类型

困境儿童群体福利需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孤儿、流浪儿

童、残疾儿童、贫困儿童、流动和留守儿童等六大群体。瑑瑥

目前困境儿童需要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单一类别

困境儿童的需要研究较多，而不同类型困境儿童需要的

比较研究较少; 二是不同年龄段的困境儿童需要研究具

有不平衡性，集中于对某些年龄段困境儿童的需要研究，

如义务教育阶段后 16 ～ 18 周岁的大龄困境儿童的需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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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相对较少; 三是同一地区困境儿童的需要研究较多，而

跨地区困境儿童需要的比较研究较少。困境儿童福利需

要的满足是制定和推行困境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的出发

点和根本点，因此，需要不断深入和细化困境儿童福利需

要研究，对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困境儿童群

体需要进行界定和测量，发现福利需要的共性和特殊性。
第二，基于儿童权利理论视角的研究议题。通过对

16 周岁以上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职业教育服务项目的评

估分析，张长伟指出，因为项目基于困境儿童福利需要满

足为本，采取了将困境儿童作为被动的福利接受者的做

法，设计的培训服务项目并不适合困境儿童实际的职业

需要，因而应采取保障困境儿童权利实现的视角。瑑瑦但本

文并不认为儿童需要满足视角和儿童权利视角相冲突，

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依据儿童权利理论，儿童是平等、
独立、自主的生命主体，具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

参与权四项基本权利，其权利的实现有赖于作为责任主

体的家庭、国家、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儿童福利制度的

保障。谢琼认为，困境儿童权利受损的根本原因是福利

保护不充分，完善困境儿童福利制度可以促进其儿童权

利较好实现。瑑瑧困境儿童权利的实现，应以构建困境儿童

福利制度为基础。
第三，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的研究议题。困

境儿童群体因其自身的异质性，造成其福利需要在类型

和层次上呈现出多元化，需要构建多元化的福利政策和

服务。陆士桢、王蕾提出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的弱势儿童

福利供给体系，瑑瑨具体指以家庭为基础、以基层社区组织

为依托、以儿童福利组织为补充的福利服务供给网络。瑑瑩

行红芳指出，构建困境儿童福利体系应在福利提供主体、
福利提供内容和福利传递方式三个方面实现从一元到多

元的转化。瑒瑠通过对困境儿童群体中流浪儿童救助服务

的探讨，冯元、彭华民指出，流浪儿童救助服务创新应构

建包括政府、市场、社区、民间社会的多元责任主体，建立

多元的救助服务体系( 即多元提供主体) 。瑒瑡此外，对国

家、家庭、第三部门等不同福利责任主体各自责任边界及

其相互间关系的讨论，一直是社会福利政策研究中充满

争议的议题，也是困境儿童福利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仍

需进一步深化。

研究结论与未来议题

本项研究以儿童为本，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困

境儿童进行界定。从内涵上看，困境儿童是指因基本需

要不能得到满足而受到严重伤害的儿童，其中基本需要

包括基本生活照顾的需要、卫生健康的需要、家庭生活的

需要、教育的需要、休闲和娱乐的需要、心理发展的需要、

社会生活能力的需要、免于被剥削伤害的需要。从外延

上看，困境儿童可以分为生理性困境儿童、心理和行为困

境儿童、社会性困境儿童和多重困境儿童，其中生理性困

境儿童包括残疾、大病、重病及罕见病的儿童; 心理和行

为困境儿童指心理发生偏差，具有不良习惯甚至有违法

行为的儿童，包括受到严重精神性创伤的儿童、具有违法

行为或涉案的儿童; 社会性困境儿童指因某些原因脱离

了家庭环境的儿童和生活于困境家庭中的儿童，其中脱

离了家庭环境的儿童包括孤儿、被遗弃的儿童、被拐卖的

儿童、流浪儿童、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儿童，生活于困境

家庭中的儿童包括贫困家庭的儿童、父母一方或双方重

度残疾或重病的儿童、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服刑在押或

强制戒毒的儿童、单亲家庭的儿童、父母因某种原因拒不

履行或没有能力履行抚养义务而由其他亲属抚养的儿

童、受到虐待和忽视的儿童等。
本项研究在困境儿童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与困境儿

童相关的福利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儿童福利制度

正在从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儿童

福利政策从只关注孤儿向关注困境儿童转变，接受国家

提供福利的儿童群体扩大，民政部将其界定为五类未成

年人群体。尽管政府在政策中使用困境未成年人群体

( 0 ～ 18 岁) ，但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与国际通用的儿童年龄

界定接轨的现实，即接受福利的困境儿童年龄已经从0 ～
14 岁扩大到 0 ～ 18 岁。困境儿童接受福利的内容增多，

适度普惠型的困境儿童福利政策覆盖儿童津贴、儿童医

疗卫生、儿童教育、儿童保护等多个方面。本项研究还发

现，关于困境儿童的研究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有

零星研究，到现在形成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尽管目前

以社会福利为视角的困境儿童研究论文数量不多，但是

困境儿童福利政策发展与困境儿童研究并驾齐驱，在困

境儿童概念界定上学术界细化了概念内涵和外延，在困

境儿童福利提供方面政府及实务部门正大力推动制度转

型、创新制度安排。
相比老人和其他社会福利接受群体的研究，困境儿

童研究深度和广度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福利制度转型的需

要，因此，本项研究提出，未来中国困境儿童福利研究发

展仍有一些议题特别值得研究: ( 1) 困境儿童福利需要研

究议题。从社会福利的视角去探讨不同类型困境儿童的

福利需要，其共同的需要有哪些、特殊的需要有哪些; 同

时还要对不同年龄段的困境儿童的福利需要加以区分，

0 ～ 6岁学前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和义务教育阶段后

的大龄儿童各有哪些福利需要; 不同地区困境儿童的福

利需要有什么不同，等等。( 2) 困境儿童福利提供中家庭

与国家责任研究议题。困境儿童福利制度设计的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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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困境儿童家庭和国家对困境儿童各自负有什么责

任，家庭和国家在困境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关系，国家应对

哪些困境儿童负有责任，应需要为困境儿童提供哪些福

利等。( 3) 社会福利政策和困境儿童福利关系的研究议

题。困境儿童福利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密切相关。困

境儿童福利发展中政府的角色和责任必须通过社会福利

政策来体现，困境儿童福利服务的提供、评估、问责等需

要有细化政策。( 4) 困境儿童福利服务输送体系研究议

题。大多数困境儿童生活在家庭中，家庭处在社区中，探

索如何构建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平台的多元困境儿童福

利服务输送体系，如何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困境儿童福

利服务中的作用也是重要议题。只有深度研究困境儿童多

个议题，才能使困境儿童政策和福利制度转型获得科学的依

据，才能使困境儿童的需要得到全面满足。

反思中国困境儿童的政策和研究发展，在前期研究

基础上提出以下困境儿童政策发展的新目标: ( 1) 困境儿

童福利覆盖应由重城市、轻农村转向城市和农村并重;

( 2) 困境儿童福利形式应由重资金、轻服务转向资金和服

务并重; ( 3) 困境儿童福利应由重支持儿童、轻支持家庭

转向支持儿童和家庭并重。如此，才能推动困境儿童福

利制度真正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发展，真正满足困境

儿童需要。［本文受到江苏省普通高校博士生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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