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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最新状况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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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荣 ,吴丽丽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 ]通过最新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资料 ,探讨利用常规人口调查资料进行留守

儿童研究的方法 ,并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分布、受教育状况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进

行分析 ,得出有关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一系列最新状况信息 ,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

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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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在我国快速的社会转型

和城市化过程中 ,流动人口迅猛增加 ,规模日益庞

大。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流动人口

数量为 14735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11. 28%①。

流动人口中大多数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青

壮年劳动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流动过程中 ,由于

经济、社会等多种原因把子女留在家乡 ,由此在流

出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 ,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

留守儿童 ,并引发了一系列留守儿童问题。

作为一个问题突出的特殊群体 ,农村留守儿童

在 2004年以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2004年 5

月 31日 ,教育部专门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

问题研究 ”座谈会。会议指出 :党中央、国务院非

常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教育部将加大研究力

度 ,广泛听取专家意见 ,共同努力做好农村留守儿

童的教育工作。2005年 5月 21 - 22日 ,全国妇联

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

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 ”。研讨会认为 :农村留守

儿童问题是中国当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带来

的问题之一 ,也将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

题 ,必须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加以解

决②。2007年全国“两会 ”期间 ,农村留守儿童问

题更是引起了与会代表、委员们的极大关注 ,纷纷

递交提案 ,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农村留守儿童。

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前提是准确掌

握有关留守儿童的各种基础数据。然而 ,目前有关

农村留守儿童的各种基础信息 ,基本是建立在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之上的。段

成荣和周福林 ( 2005)利用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

资料对留守儿童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使我

们对于当时全国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分布、受教

育状况等信息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但是 ,最近

5年来 ,全国流动人口变动非常大 ,农村留守儿童

的有关情况在最近几年中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为

了更好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状况 ,同时更有针对性

地研究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 ,

非常有必要根据最新的全国性人口调查资料对农

村留守儿童群体的基本信息进行及时的更新 ,切实

掌握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基本情况。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本文对国家人口计生委开

展的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资料进行了

深入开发 ,旨在获得最新的、较为准确的全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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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状况信息。

二、数据资料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资料

本文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的分析 ,以国家人

口计生委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资料为

依据。现将该调查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国家人口计

生委先后进行了 5次全国范围的生殖健康 /计划生

育调查 ,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是前 5

次调查的延续和发展。本次调查采取三阶段、与规

模成正比的概率抽样方法 ,在全国 120个统计监测

县 (市、区 )进行 ,对全国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

查共调查 1200个村 (居 )委会 ,登记 44572个家庭

户、163626人 ,其中育龄妇女 33257人。个人调查

的应答率为 94%。对 6个省 28个样本点的质量

复查表明 ,本次调查数据质量较高①。

本次调查由社区问卷、住户问卷和妇女问卷三

套问卷组成。其中住户问卷调查对象为家庭户、非

企事业单位集体户、企事业单位集体户中的全部人

口。住户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户内人口基本

信息、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情况、育龄妇女生育

情况和人口流动等情况。本文的分析以该住户问

卷调查的有关资料为依据。
(二 )概念界定

在运用该调查数据研究农村留守儿童时 ,首先

需要界定留守儿童、留守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等

概念。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

区 ,本人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而不能和父母双方

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对儿童的年龄界定有不

同的选择方案 ,本文所指的儿童 ,是 14周岁及以下

的人口。

留守家庭是指有外出流动人口的家庭。依据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住户问卷中调查

项目 A03 (“家庭成员中目前未住本户的人数 ”)来

判别一个家庭是否为留守家庭。凡 A03≥1的家

庭即为留守家庭。

留守儿童家庭是指有儿童、同时儿童父母双方

均外出流动或至少一方外出流动的留守家庭。依

据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资料 ,留守儿

童家庭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 ( 1 )父母一方外出 ,另

一方与孩子一起留守的家庭 ; ( 2 )父母双方均外

出 ,孩子与祖父母 (外祖父母 )在一起的家庭 ; ( 3)

父母双方均外出 ,孩子与其他亲属在一起的家庭 ;

(4)父母双方均外出 ,孩子单独留守的家庭。在这

类家庭中 ,可能是一个留守儿童单独留守 ,也可能

是两个 (及以上 )留守儿童独自生活而无他人

照顾。
(三 )留守儿童筛选鉴别方法

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家庭的鉴别 ,是本研究的

关键。依据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住户

问卷的相关信息 ,鉴别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家庭的

思路和步骤如下 :

第一步 ,根据调查项目 A03判别一个家庭是

否为留守家庭。凡 A03≥1的家庭即为留守家庭。

第二步 ,在全部留守家庭中 ,挑选出有户籍在

本户、现住本户、14周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

第三步 ,根据调查项目 A06 (“与调查对象的

关系 ”,该项目答案选项如下 : 1. 调查对象本人 ; 2.

丈夫或妻子 ; 3. 儿子或女儿 ; 4. 女婿或儿媳 ; 5. 孙子

女外孙子女 ; 6. 父母公婆岳父母 ; 7. 兄弟姐妹 ; 8. 祖

父母外祖父母 ; 9. 其他家庭成员 ) ,从上一步挑选

出的家庭中进一步挑选留守儿童家庭。

根据 A06,一个家庭中的儿童与被调查者之间

关系只可能是以下 5种情况之一 :

A06 = 1,即该儿童就是被调查者本人 ;

A06 = 3,即该儿童是被调查者的儿子或女儿 ;

A06 = 5,即该儿童是被调查者的孙子女或外

孙子女 ;

A06 = 7,即该儿童是被调查者的兄弟姐妹 ;

A06 = 9,即该儿童是被调查者的其他家庭

成员。

在这 5种情况下 ,确认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家

庭的方法不尽相同 ,简述如下 :

(1)当一个家庭户中儿童与被调查者的关系

为 A06 = 3,即该儿童是被调查者的儿子或女儿时 ,

如果该家庭户中的流出人口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为

A06 = 2 (丈夫或妻子 ) ,则该家庭为留守儿童家庭 ,

该儿童为留守儿童。反之 ,如果该家庭户中的流出

人口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不是 A06 = 2 (丈夫或妻

子 ) ,表明该户中的流出人口是该儿童的父母以外

的其他亲属 ,则该家庭不属于留守儿童家庭 ,该儿

童也不是留守儿童。从这一类型家庭中确认出的

留守儿童是确切无误的。
(2)当一个家庭户中儿童与被调查者的关系

为 A06 = 5,即该儿童是被调查者的孙子女或外孙

子女时 ,要确认这个家庭是否为留守家庭 ,情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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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复杂。如果该家庭户中的流出人口与被调查者

的关系为 A06 = 3 (儿子或女儿 )或 A06 = 4 (女婿或

儿媳 ) ,且流出人口的婚姻状况 A14 = 2或 3 (初婚

或再婚 )时 ,该家庭为留守儿童家庭 ,该儿童为留

守儿童①。
(3)当一个家庭户中儿童与被调查者的关系

为 A06 = 1,即该儿童就是被调查者本人时 ,如果该

家庭户中的流出人口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为 A06 = 6

(父母 ) ,则该家庭为留守儿童家庭 ,该儿童为留守

儿童。反之 ,如果该家庭户中的流出人口与被调查

者的关系不是 A06 = 6 (父母 ) ,表明该户中的流出

人口是该儿童父母以外的其他亲属 ,则该家庭不属

于留守儿童家庭 ,该儿童也不是留守儿童。

从这一类型家庭中确认出的留守儿童是确切

无误的。
(4)当一个家庭户中儿童与被调查者的关系

为 A06 = 7,即该儿童是被调查者的兄弟姐妹时 ,如

果该家庭户中的流出人口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为

A06 = 6 (父母 ) ,则该家庭为留守儿童家庭 ,该儿童

为留守儿童。反之 ,如果该家庭户中的流出人口与

被调查者的关系不是 A06 = 6 (父母 ) ,表明该户中

的流出人口是该儿童父母以外的其他亲属 ,则该家

庭不属于留守儿童家庭 ,该儿童也不是留守儿童。
(5)当一个家庭户中儿童与被调查者的关系

为 A06 = 9,即该儿童是被调查者的其他家庭成员

时 ,这类儿童有可能是留守儿童 ,比如 ,父母双方均

外出流动后将孩子委托给邻近居住的亲戚照料。

但由于无法依据本次调查资料对他们进行鉴别 ,我

们将这类家庭和这类儿童全部舍弃 ,本研究不予以

考虑②。

经过上述步骤 ,可以从样本数据中挑选出符合

条件的留守儿童 (共 4735人 ) ,由于留守儿童中绝

大部分为农村留守儿童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本次调

查得到的留守儿童的情况对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

状况进行分析。本文以下部分提到的留守儿童也

主要指农村留守儿童。

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最新状况
1. 留守儿童规模超过 4000万人 ,增长迅速

本次调查得到的留守儿童为 4735人 ,样本中

儿童总量为 28637人 ,留守儿童所占比重为 16.

53%。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我国人

口中 , 0 - 14周岁的人口为 26478万人 ,按留守儿

童占 16. 53%的比重推算 ,全国留守儿童为 4378

万人。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我国留守儿

童的数量为 2300万人。③ 自 2000年至 2006年 ,全

国留守儿童增长了近一倍 (47. 5% ) ,年均增长 11.

3% ,增长十分迅速。应该看到 ,留守儿童的大规模

存在乃至其较大幅度的增长 ,将是一个长期的现

象。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时 ,应该把这一基本趋势

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

2. 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偏高 ,年龄分布比较均匀

在全部留守儿童中 ,男孩占 56. 1% ,女孩占

43. 9% ,性别比为 128。从分年龄的性别构成上

看 ,各年龄组的男孩数均多于女孩数 (各年龄组的

性别比均高于 100) (见表 1)。
表 1:留守儿童的性别年龄构成

年龄 男性年龄构成 %女性年龄构成 %男女合计构成 % 性别比

0 6. 4 6. 2 6. 3 132. 0

1 7. 4 7. 6 7. 5 125. 5

2 8. 3 7. 8 8. 1 135. 0

3 7. 2 6. 5 6. 9 140. 4

4 6. 8 6. 1 6. 5 142. 9

5 7. 8 5. 8 6. 9 171. 1

6 5. 9 6. 5 6. 2 116. 3

7 6. 0 5. 8 5. 9 132. 2

8 6. 0 6. 6 6. 3 116. 8

9 6. 1 7. 0 6. 5 110. 3

10 6. 5 7. 5 6. 9 110. 3

11 6. 9 7. 4 7. 1 119. 6

12 5. 8 6. 0 5. 9 123. 2

13 6. 6 7. 0 6. 8 121. 4

14 6. 4 6. 2 6. 3 133. 6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28. 0

从年龄构成来看 ,各年龄组儿童基本呈均匀分

布 (见图 1)。6 - 14周岁的学龄儿童占全部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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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法获得“初婚年月 ”等资料 ,所以当户内存在两对及以上同辈夫妻时 ,无法准确对这些同辈夫妻之间的关

系进行配对。当被调查者有两对以上已婚子女与其同住一户时 ,此类家庭中的儿童不一定是农村留守儿童。在本次调

查的数据中 ,只有 16个家庭存在此类情况 ,仅涉及 25个儿童。在全部可鉴别的农村留守儿童中所占比例不足 1% ,影响

极小。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 ,在全部 14岁及以下儿童中 ,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为“其他家庭成员 ”者所占比例仅为 0. 5% ,

发生几率很小。因此这种处理方式发生误差的可能性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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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 57. 9% ,人数达到 2535万人。0 - 5周岁的

学龄前留守儿童在全部留守儿童中占 42. 2% ,人

数达到 1843万人。在以往的调查研究中 ,多数对

学龄留守儿童比较关注 ,但对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关

注则明显不够。鉴于学龄前留守儿童的规模已高

达 1800多万人 ,建议有更多的研究来关注这一群

体的状况和问题。

图 1:留守儿童性别年龄金字塔

3. 农业户口的农村留守儿童是留守儿童的

主体

从不同户口性质留守儿童的构成看 ,留守儿童

中 94. 2%为农业户口 ,占绝大多数。从留守儿童

的城乡构成来看 ,农村留守儿童占全部留守儿童的

91. 7% ,据此估计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

为 4015万人 ,是留守儿童的绝对主体。

从留守儿童的分布密度来看 ,农村留守儿童占

农村儿童总数的比重 (20. 2% )也远高于城镇留守

儿童占城镇儿童总数的比重 ( 5. 5% ) (见表 2)。

换句话说 ,在全国农村中 ,每 5个儿童中就有 1个

为留守儿童 ;在城镇中 ,每 18个儿童中有 1个留守

儿童。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流向是由乡村到

城市的流动 ,农村留守儿童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
表 2:留守儿童城乡分布构成

留守儿童的城乡构成 % 留守儿童在全部儿童中所占 %

城镇 8. 3 5. 5

农村 91. 7 20. 2

合计 100. 0 16. 5

4. 河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湖北 6个省的

留守儿童占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 55. 8%

留守儿童在各地之间的分布很不均衡。留守

儿童主要分布在河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湖北

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上述 6个省的留守

儿童在全国留守儿童总量中所占比例超过半数 ,高

达 55. 8%。留守儿童数量排名前十位的省份还有

广西、江苏、重庆和山东 ,前十位省份的留守儿童占

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 74. 1% (详见表 3)。

表 3:留守儿童的地区分布构成

省份
该省留守儿童

人数 (万人 )

该省留守儿童占

全国留守儿童的 %

该省留守儿童占本

省儿童总数的 %

北京 11. 1 0. 25 10. 9

天津 0. 9 0. 02 1. 3

河北 44. 4 1. 01 3. 2

山西 61. 9 1. 41 6. 1

内蒙古 2. 8 0. 06 0. 7

辽宁 12. 9 0. 30 2. 3

吉林 9. 2 0. 21 3. 2

黑龙江 44. 4 1. 01 7. 2

江苏 222. 8 5. 09 18. 1

浙江 91. 5 2. 09 10. 1

安徽 427. 2 9. 76 33. 0

福建 31. 4 0. 72 5. 0

江西 341. 2 7. 79 34. 7

山东 170. 1 3. 89 10. 0

河南 563. 1 12. 86 27. 1

湖北 328. 2 7. 50 24. 2

湖南 331. 0 7. 56 26. 3

广东 106. 3 2. 43 5. 1

广西 227. 5 5. 20 19. 7

海南 11. 1 0. 25 2. 9

重庆 181. 2 4. 14 34. 4

四川 447. 5 10. 22 29. 7

贵州 123. 0 2. 81 12. 9

云南 148. 9 3. 40 10. 6

陕西 141. 5 3. 23 23. 5

甘肃 165. 5 3. 78 27. 3

青海 16. 6 0. 38 5. 9

宁夏 81. 4 1. 86 22. 3

新疆 33. 3 0. 76 5. 0

合计 4378. 0 100. 00 16. 5

在上述十个省份中 ,河南、四川、安徽、江西、湖

南、湖北、重庆属于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大省。近年

来 ,这些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沿海地区流

动 ,而他们的子女被大量留在家乡由父母中的留守

一方或其他亲属照料 ,从而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为数

众多的留守儿童。

广西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外流大省 ,

但由于邻近广东等发达地区 ,劳动力外流也比较频

繁 ,从而也产生了不少留守儿童。

江苏也是留守儿童比较多的地区。极具活力

的经济发展使江苏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流

动人口 ,与此同时 ,由于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苏南

苏北经济发展速度差异明显。江苏在不断吸引大

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的同时 ,其省内各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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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十分活跃 ,从而导致作为发达

地区的江苏也存在大量留守儿童。山东的情况与

此类似。

5. 江西、重庆、安徽等省的留守儿童在当地全

部儿童中所占比重超过了 30%

由于各个地区人口规模以及人口参与全国流

动的频率不同 ,仅仅考察各省留守儿童在全国留守

儿童总数中的比例还不够 ,还有必要考察各个地区

留守儿童在本地区儿童总数中所占比重。在江西、

重庆和安徽 ,留守儿童在当地全部儿童中所占比重

超过了 30%。留守儿童比重较高的地区还有四川
(29. 7% )、甘肃 ( 27. 3% )、河南 ( 27. 1% )、湖南
(26. 3% )和湖北 (24. 2% )等省 (见表 3)。上述地

区的留守儿童问题应该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

6. 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

留守儿童与哪些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对留守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学习和生活有十分重要的

影响。

我们将留守儿童分为与父亲留守、与母亲留

守、父母均外出隔代留守和父母均外出单独留守四

种类型。

按照本次调查的数据结构 ,结合儿童与其他家

庭成员的关系 ,经过匹配 ,留守儿童所在的家庭类

型分布为 :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所占比例

最高 ,占 50. 7% ;其次是父母均外出 ,与祖父母、外

祖父母在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 ,占 32. 2% ;与父亲

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占 15% ;还有 2. 1%的留守儿

童父母均外出 ,独自留守在家 (见表 4)。
表 4: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类型

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类型 人数 (万人 ) 所占比例 ( % )

与父亲留守 657 15. 0

与母亲留守 2220 50. 7

父母均外出 ,隔代留守 1410 32. 2

父母均外出 ,单独留守 92 2. 1

合计 4378 100. 0

7.留守儿童的小学教育状况良好 ,但初中教育

问题明显

教育是百年大计 ,留守儿童问题引起全社会关

注最初也是源于这一群体的受教育状况。随着对

留守儿童问题的深入研究 ,受教育状况已经成为研

究留守儿童问题的重点内容之一。那么 ,当前留守

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如何呢 ?

在小学学龄阶段 ,留守儿童的在校率是很高

的 ,除六岁组在校比率较低 (一些地区的儿童入学

年龄是 7周岁 ,因此 6岁组在校率相对较低是正常

的 )以外 , 7 - 12岁各年龄组的在校率都达到 95%

以上 ,表明留守儿童基本都能及时接受小学教育
(见表 5)。

表 5: 6～14岁留守儿童的在校率和辍学率

年龄 在校率 ( % ) 辍学率 ( % ) 尚未上学者所占 %

6 66. 1 33. 9

7 95. 7 4. 3

8 96. 6 2. 7 0. 7

9 97. 4 2. 6

10 97. 3 2. 7

11 97. 6 2. 4

12 98. 2 1. 8

13 95. 6 4. 4

14 93. 3 6. 7

合计 93. 2 2. 6 4. 1

但是 ,进入初中阶段以后 ,留守儿童辍学率不

断升高 , 14周岁的辍学率达到了 6. 7% ,这与我国

9年制义务教育的发展目标严重不相符合。因此 ,

巩固和加强留守儿童的初中教育 ,是一项十分紧迫

的任务。

8. 独自留守和与父亲留守的儿童受教育状况

更差

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留守家庭中 6周岁及以上

儿童的上学状况 ,我们发现 :父母均外出独自留守

在家的儿童辍学率最高 ,为 5. 4% ;其次是与父亲

一起留守在家的儿童 ,辍学率为 4. 2% ;与母亲一

起留守和隔代留守家庭的儿童辍学率相对较低 ,孩

子受教育状况相对较好 (见表 6)。
表 6:不同家庭结构类型留守儿童的在校率和辍学率

与父亲

留守

与母亲

留守

父母均外出

隔代留守

父母均外出

独自留守

在校率 ( % ) 93. 1 93. 3 93. 3 93. 5

辍学率 ( % ) 4. 2 2. 3 1. 9 5. 4

尚未上学者所占 % 2. 7 4. 4 4. 8 1. 1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根据本次调查数据 ,可以估算出全国独自留守

儿童有 92万人 ,这部分儿童中大部分 (91. 8% )为

7 - 14岁的学龄儿童 ,尤其有近一半 ( 49. 5% )是

12 - 14岁的初中年龄段儿童 ,这也是独自留守儿

童辍学率最高的重要原因。由于没有父母和其他

亲属照顾生活、督导学习 ,独自留守儿童是整个留

守儿童群体中问题最突出 ,最需要关怀的部分。

此外 ,与父亲留守的儿童受教育状况也不容乐

观。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情况下 ,男性外出能比女性

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获得更高的收入 ,因此 ,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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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留守家庭都是“男主外 ,女主内 ”,即由父亲外出

打工 ,母亲留在家中照顾孩子。由于子女年龄尚

小 ,对成长指导的需求并不高 ,并且 6 - 14岁的孩

子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 ,所以父亲的缺失对留守子

女的教育并无太大的不利影响。相反 ,如果一个家

庭母亲外出工作、父亲留守 ,一方面 ,家庭中传统的

性别角色将发生转换 ,而父亲不一定能够很好地胜

任母亲的家庭角色 ,照顾孩子 ,督促子女学习。另

一方面或许说明 ,留守的父亲可能由于健康、能力

等方面的原因 ,无法通过外出打工为家庭获得更大

收益 ,这些家庭可能更加贫困潦倒 ,从而对子女受

教育状况造成更为不利的影响。

四、结论和建议
1. 主要研究结论
(1)留守儿童规模巨大 ,已经达到 4378万人。

5年中 ,全国留守儿童增长了近一倍 ( 4715% ) ,年

均增长 1113% ,增长迅速。
(2)学龄前留守儿童在全部留守儿童中占

4212% ,人数多达 1843万人。
(3)农村留守儿童是留守儿童的主体。留守

儿童中 9412%为农业户口 ,农村留守儿童占全部

留守儿童的 9117%。
(4)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高度

集中地分布在河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湖北

等省。
(5)江西、重庆、安徽的留守儿童在当地全部

儿童中所占比例超过了 30%。
(6)半数 ( 5017% )留守儿童与母亲在一起生

活 ;父母均外出与祖父母 (外祖父母 )在一起生活

的留守儿童占 3212% ;与父亲一起生活的留守儿

童占 15% ;还有 211%的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独自

留守在家。
(7) 学龄留守儿童在全部留守儿童中占

5719% ,规模达 2535人。留守儿童在小学阶段在

校率很高 ,受教育状况良好。但是 ,进入初中阶段

以后 ,留守儿童的在校率明显下降。
(8)留守家庭的结构对留守儿童受教育状况

的影响是客观的 ,与母亲一起留守和隔代留守家庭

的儿童受教育状况相对较好 ,而与父亲一起留守和

独自留守在家的儿童辍学率相对较高。

21对策建议
(1)大规模农村留守儿童的存在 ,是伴随我国

经济发展、人口流动而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 ,必须

对此群体给予足够的重视 ,集思广益 ,采用各种有

益的方式方法积极应对。

(2)近年来 ,留守儿童急剧增加 ,预示着留守

儿童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群体 ,我们将长期面临留

守儿童问题。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个基本

出发点。
(3)农村留守儿童的大量产生和存在 ,是我国

现行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就业、教育、社会保

障等体制的产物。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 ,这是每个

家庭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基本权利和要求。和父

母生活在一起 ,更是每个儿童的基本权利和健康成

长的基本条件。由于现行体制的限制 ,目前 ,相当

一部分已婚流动人群在自己进城的同时 ,无力解决

孩子进城就读所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 ,只能将子

女留在农村交给年迈的父母照管 ,有的甚至托付给

其他人代为照看。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

必须从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相关体制的改革入手 ,消

除留守儿童产生的条件 ,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

治本之策。当然 ,这只能作为一个远期的目标 ,近

期内 ,我们必须尽全力解决广大农村留守儿童面临

的现实问题。
(4)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存在较大差异。就接

受义务教育的情况看 ,本研究发现 ,与母亲留守和

隔代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状况较好 ,而与父亲留守和

独自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则明显较差。在制订

有关留守儿童的相关政策和对留守儿童提供帮扶

措施时 ,希望能充分考虑这种差异。
(5)要重点关注农村独自留守儿童。这是留

守儿童群体中生活和受教育状况问题最突出的群

体。这类儿童除了要照顾自己的生活外 ,有些还要

照顾弟弟妹妹 ,生活、学习均没有保障 ,身心健康状

况堪忧。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

这些孩子的实际困难 ,在生活、学习、心理健康等各

个方面帮助独自留守儿童顺利完成学业 ,与其他孩

子一样正常生活。
(6)留守儿童高度集中地分布在农村地区 ,特

别是河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农村

地区。当前要重点关注这些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
(7)在大力推行农村地区 9年制义务教育的

基础上 ,在农村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地区 ,要重点

关注留守儿童的初中教育。
(8)以往关于留守儿童的关注基本是针对学

龄留守儿童的 ,学龄前留守儿童极少受到重视。其

实 ,越是年龄小的孩子越需要与父母在一起共同生

活。而目前有 1800多万学龄前儿童与父 (母 )亲

分离 ,不能时时得到父 (母 )亲的关心和呵护 ,这对

他们成长的影响 ,可能比学龄儿童更为突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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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相关实际工作和研究中更多地关注学龄

前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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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 tus quo of rura l left - beh ind - Ch ildren in Ch ina and its ana lysis

DUAN Cheng - rong, WU L i - li
( Popula tion and D evelopm ent Research Center, R enm in U niversity of China, B 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recent materials of population census and survey of fam ily p lanning of China, this paper uses general

population census materials to study left - behind - children, analyzes the scale, structure, distribution, education status of

Chinaπs left - behind - children and obtains brand - new information about Chinaπs rural left - behind - children in order to p ro2
vide basic data for solving the p roblem s of left - behind -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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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西部论坛 》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我校主办的《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西部论坛 ) 》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

价中心评为 2008年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据悉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

刊要览 (2008年版 ) 》将于 2009年 2月出版发行 ,共有 286种期刊入选。

同时 ,在中国期刊协会开展的“期刊编校无差错承诺活动 ”中 ,《西部论坛 》被评为首

批“编校质量优秀期刊 ”。

《西部论坛 》成为核心期刊和编校质量优秀期刊 ,标志着我校学报综合质量上了一个

台阶 ,并有了更高的发展平台。感谢广大作者、读者对学报的支持和关心 ,学报将继续以

提升学术质量为中心 ,争取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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