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１２亿多人口，其中１６岁以下儿童有３亿多，约占世界

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 

   

  如何看待中国儿童今天的状况呢？联合国《世界儿童状况 1996》曾公布过的一组数

字，已反映了几个方面的具体情况： 

  --关于儿童的基本指标，１９９４年５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发展中国家平均为１０

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为５６‰，中国为４３‰。 

  --关于儿童的营养状况，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４年，低体重（中重度）儿童的比例，

发展中国家平均为３５％，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为２３％，中国为１７％。 

  --关于儿童的卫生状况，１９９４年１岁儿童卡介苗、百白破、小儿麻痹和麻疹的免

疫所占的百分比，发展中国家平均分别为８７％、８０％、８０％和７８％，东亚和太平

洋地区平均分别为９４％、９１％、９２％和８９％，中国分别为９４％、９３％、９

４％和８９％。 

  --关于儿童的教育状况，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３年，发展中国家的小学净入学率男女

平均分别为８７％和８０％，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分别为９９％和９４％，中国分别为

９９％和９４％。 

  为使世人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儿童状况，了解中国政府和全社会保护儿童生存和发

展的状况，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儿童的发展方面还存在什么尚待解决的困难和问

题，现将有关情况公之于世。 

  



   一、儿童权益的保障 

      

  儿童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今天的儿童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

展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是人类发展的先决条件，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

命运。中华民族素有“携幼”、“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国古语“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流

传至今。中国政府一向以认真和负责的态度，高度关心和重视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

把“提高全民族素质，从儿童抓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在全社会倡导

树立“爱护儿童、教育儿童、为儿童做表率、为儿童办实事”的公民意识，并努力为儿童

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儿童工作进一步走上社会

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儿童工作成为国家建设和全社会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儿童工作纲领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６日，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

《纲要》的制定，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重视和关怀儿童事业严肃、负责的态度。《纲要》

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１９９１〖CD1〗１９９５）提

出的任务和总目标，依据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精神，结合中国儿童工作

的实际情况，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姿态，提出了到２０００年将１９９

０年的婴儿死亡率和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低三分之一、使１９９０年 5岁以下儿童

中度和重度营养不良患病率降低一半等 10 项主要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和措施。

中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依据《纲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了儿童发展规

划，全国范围内实现《纲要》的措施和工作是扎实而有效的。 

   



  立法保护 

   

  中国多年来致力于通过立法来保护儿童的合法利益，进而使儿童权益的保护法制化、

规范化。 中国从国情出发，参照世界各国立法，特别是有关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和国际

文件，制定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包括《刑法》、《民法通则》、《婚姻

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

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传染病防治法》和《收养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有关儿

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法律，以及大量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保护儿

童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

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虐待儿童”。根据中国宪法，中国

的有关法律对儿童的生命权、生存与发展、基本健康和保健、家庭环境和替代性照料、教

育、休闲和文化活动以及残疾儿童的特殊保护等均有全面系统的规定，并规定对虐待、遗

弃、故意杀害儿童以及偷盗、拐卖、绑架、出卖、收买儿童等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惩处。

在中国的宪法、法律和有关行政法规中，还对保护儿童权益的政府职能、社会参与、工作

原则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有比较完整的规范，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为保护儿童权益制

定的法律框架和社会保障机制是行之有效的。 

   

  司法保护 

   

  中国在司法程序中十分重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许多重要的法律对此都有特殊

规定。中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并坚持教育为主、惩

罚为辅的原则。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充分考



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中

国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采取与羁

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的办法，对经人民法院判决服刑的未成年人，也采取与服刑的成年人

分别关押、管理的办法。中国法院对 14 周岁以上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

不公开审理。对 16 周岁以上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对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

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组织保障 

   

  为了切实保护儿童权益，中国的立法、司法、政府各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都建立了

相应的机制，以监督、实施和促进保护儿童事业的健康发展。 

  作为中国 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妇女儿童权

益保障的立法和执法监督检查，委员会内设立了妇女、儿童专门小组，配有专职人员。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有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其职责之一是监督和促进国家有关妇女、青

年、儿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实施，并就这方面的问题和情况向国家的立法、行政部门

提出建议。 

  中国国务院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有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

的负责人组成，由政府一名国务委员担任主任。该委员会负责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实

施《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为妇女儿童办实事。中

央和地方政府的各有关部门，如教育、卫生、文化、公安、体育、民政等部门，也设立了

负责儿童工作的职能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建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或未成年人



保护委员会，组织并指导当地的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开展。一些群众性团体和组织也承担

了大量的保障儿童事业发展的任务。 

  国际合作 

   

  为促进儿童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政府和社会力量在扎实、有效地做好国内儿童

生存、保护和发展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有关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全球性和区域性

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多年来，中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

组织在有关儿童保护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得到了有关国际组织和权威人士的好

评。 

  中国政府总理李鹏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１９９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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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

划》两个文件，这既是对数亿中国儿童，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中国积极参与联合

国制定《儿童权利公约》的工作，１９８９年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审议并通过该公约

时，中国是提出通过公约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国

正式签署了该公约。翌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该公约，公约于１９９２年４月１

日正式对中国生效。公约是国际社会为保护儿童权利制定的一项普遍适用的标准，中国政

府承担并认真履行公约规定的各项义务。 

  二、儿童的健康与保健 

      

  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儿童的健康和保健，为保护儿童的生命和健康做了大量

艰苦细致的工作，成效明显。 

   



  出生与死亡 

   

  １９９５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１７.１２‰，出生人口２０６３万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１０.５５‰。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儿童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据１９９４年全国妇

幼卫生监测报告，中国的婴儿死亡率由五十年代初期的２００‰下降到３７.７９‰，5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为４６.７５‰。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８０年，中国婴儿死亡率的年平均下降

速率在５％以上，此下降速率既快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婴儿死亡率下降速率（２.

５％），也快于发达国家年平均下降速率（４.６％）。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婴儿死亡

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年平均下降速率分别为６.５０％和５.８５％。目前，没有一

个人均年收入和中国相近的国家达到如此水平。 

  医疗保健 

   

  中国已建立了符合国情的妇幼卫生服务体系，为实现“２０００年人人享有卫生保

健”的全球战略目标，遍布于城乡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向广大儿童提供卫生保健和计

划免疫服务。 

  应用价格低廉的疫苗对儿童进行免疫是既经济又有效的预防传染病、降低儿童死亡率

的手段。中国自五十年代开始在全国普种痘苗，并在六十年代初成功地消灭了天花这一严

重危害儿童健康的传染病。六十年代后，中国开始在大、中城市接种卡介苗、百日咳、白

喉、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的疫苗的工作。七十年代每年利用冬春季节开展免疫活

动，并于１９７８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儿童计划免疫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有效地

降低了相应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八十年代，中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扩大免疫规划号召，统一了儿童免疫程序，实

行预防接种证制度，成立了计划免疫专家委员会，加强对计划免疫工作的技术指导，并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冷链建设，使计划免疫得到进一步发展。１９８５年，中国政

府正式宣布，分两步实现普及儿童免疫目标，即１９８８年以省为单位、１９９０年以县

为单位儿童免疫接种率分别达到８５％。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１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联合对中国的计划免疫工作进行了两次审评，结果表明，中国

按期实现了儿童免疫接种率目标，其中以县为单位计划免疫各种疫苗接种率在９０％以

上。 

  为消灭脊髓灰质炎，中国在加强对儿童常规免疫工作和对脊髓灰质炎监测工作的基础

上，自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６年１月每年的１２月５日和１月５日，在全国范围内

对４岁以下儿童进行了三次六轮强化免疫，每轮免疫儿童约８０００万。强化免疫活动的

开展，有力地推动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工作进程。 

  中国实施计划免疫工作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传染病大幅度下降。据全国常规疫情报

告资料：１９９４年麻疹、白喉、百日咳、脊髓灰质炎发病数分别比１９７８年下降了９

６.４％、９９.４％、９９.３％、９７.５％；死亡数分别下降了９７.４％、９９.

３％、９６.５％、９７.７％；１９９４年上述四种传染病发病总数较１９７８年减少了

约 351.7 万例，死亡减少约 1.3 万例。１９９５年除云南省从外籍过境来滇就医的一名脊

髓灰质炎患儿粪便中分离到一株野病毒外，全国尚未从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中分离到脊髓

灰质炎野病毒。 

  中国计划免疫工作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６

日，当时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将一枚联合国儿童生存银质奖章授

予中国卫生部卫生防疫司，以表彰中国在普及儿童免疫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１９９



４年１１月２４日和１９９５年８月８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博士和世界卫生组

织西太区主任韩相泰博士先后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乔石，高度赞扬并肯定了中国取得的成绩，他们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在消灭脊髓灰

质炎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在世界卫生领域中国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还将降低肺炎和腹泻的死亡率作为儿童医疗保健工作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中国

卫生部为此制定了《全国儿童呼吸道感染控制规划（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和《腹泻病

控制规划（１９９０--１９９４）》，通过推广适宜技术、逐级培训、健康教育、管理监

测指导系统等措施来降低婴幼儿尤其是农村婴幼儿的死亡率。急性呼吸道感染(AIR)标准病

例管理项目已于１９９４年扩展到全国的２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５３个县，腹泻

病控制项目已覆盖１７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将急性呼吸道感染标准病例管理和腹

泻病防治内容培训推广到３００个贫困县，３６万多乡村医生接受了培训。 

  在中国，１９４９年以前，新生儿破伤风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五十年代和六十

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妇幼卫生保健机构，将新法接生作为控制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

的主要措施，取得了很大成绩。１９９３年中国卫生部提出进一步降低新生儿破伤风死亡

率，使之达到２０００年时的国际消除标准。１９９５年中国卫生部颁发了《全国消除新

生儿破伤风行动计划》，根据调查和监测资料，筛选新生儿破伤风高发地区，并在继续推

广严格的新法接生提高住院分娩率的同时，迅速开展对育龄妇女的破伤风类毒素免疫工

作。 

  营养状况 

   

  中国重视不断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采取了多种医疗保健措施：建国初期政府在部分

地区发放婴儿食品；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推广科学膳食制度；八十年代开发辅助食品；九



十年代促进母乳喂养、优化膳食模式。儿童营养状况逐步提高，由食物缺乏引起的严重营

养不良和严重维生素Ａ缺乏症在中国已很少见。 

  自八十年代起，中国一些地区开始使用生长发育图，对儿童的生长趋势进行监测，并

通过“社区营养监测”的方法，争取尽早发现问题并及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干预。实践

证明，这是一种较为适宜的儿童保健工作方法。 

  中国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倡议，大力开展促进母乳喂养、创建爱

婴医院的活动，将２０００年实现以省为单位母乳喂养达到８０％作为《九十年代中国儿

童发展规划纲要》的一项主要目标，并承诺到１９９５年创建１０００所爱婴医院。为

此，中国卫生部于１９９２年５月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加强母乳喂养工作的通知》，并制

定有关法规，加强对母乳代用品的销售管理，限制母乳代用品的销售活动。在各级政府的

领导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以创建爱婴医院为主的爱婴行动。到１９９５年底的三年

间，全国已创建２９５７所爱婴医院，居全球各国创建爱婴医院之首，为全球的爱婴行动

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创建爱婴医院活动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

评价。 

  中国还通过加强乡镇卫生院、县防疫站、县妇幼保健院的建设来提高农村儿童的医疗

保健水平，改善其营养状况。１９９１年以来，中央财政投资３亿元，带动全国各级财政

和集体经济、农民群众共同筹资８６.５亿元。截止１９９４年底，全国３６％的乡镇卫生

院、２９.８％县防疫站、２７.７％县妇幼保健院的建设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儿童营养状况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１９９５年与１９９０年相

比，５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发生率下降了２３.８２％，提前实现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

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中期目标。 



  三、儿童的教育 

      

  中国政府一直把儿童教育置于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优先地位。在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下，近年来，中国的儿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许多指标优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有的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大力增加教育投入 

   

  近年来，中国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教育经费筹

措体制，并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使按在

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 

  据统计，1994 年中国用于小学教育经费达 594 亿元，每个学生平均事业性公用经费

89.47 元；用于普通中学教育经费已达 435 亿元，每个学生平均事业性公用经费 239.89

元。 

  中国政府十分关注边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八十年代以来，国家设立

了普及小学教育补助费和发展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民族教育补助费等。国家教委和财政

部决定从 1995 年到 2000 年，利用中央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组

织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这项工程总投入预计 100 多亿元，重点用于改善

贫困地区小学、初中学校的办学条件。 

  中国还努力通过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１〖CD1〗１９９４年

间，中国多渠道筹措用于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经费共３３８亿元，使全国绝大多数中小

学的教学仪器、图书资料、文体器材和校园设施等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充实。 



  发展学前教育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地发展幼儿教育，在当地政府举办幼儿园

的同时，鼓励单位、团体及个人根据有关规定举办幼儿园，是中国发展学前教育的方针之

一。近年来，由于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稳步发

展，已形成了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一起办幼儿园的局面。１９９５年中国有幼儿园 18 万

所，在园儿童２７１１.２３万人，３〖CD1〗５周岁儿童入园率达 42.2%。在城市，幼儿

教育形式多为全日制幼儿园，辅之部分寄宿制和部分学前班。在农村，经济发展情况较好

的地区已做到乡乡有中心幼儿园，村村有学前班。一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口居住分散、交

通不便的农村、山区和牧区，除了努力创造条件举办学前班外，还有儿童活动站、游戏小

组和巡回辅导组等非正规幼儿教育形式。 

   

  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中国实施基础教育的一项主要目标。由于政府的努力和全社会

的大力支持，到１９９５年，全国小学在校生 13195 万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９８.

５％；在校生辍学率为 1.49%；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９０.８％。按中国现行测定普及小学

义务教育的标准，占全国人口９１％的地区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材料，中国的适龄儿童入学率明显高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女童教育是发展中国家儿童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女童入学率只

有１５％。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女童教育有了很大发展，男女儿童入学

率差距逐年缩小，较好地解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据统计，１９９５



年全国小学适龄女童入学率为９８.２％，男女性别差仅为０.７个百分点，女在校生比例

占４７.３％。 

  救助失学儿童 

   

  在中国贫困地区，存在着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小学生。各级政府把帮助贫困家庭儿童

就学纳入各类扶贫计划，采取各种措施帮助这些儿童重返校园。同时，在政府的关心和大

力推动下，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使失学儿童获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宣布实施“希望工程”。它通过设

立助学金，长期资助贫困地区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并为一些贫困乡村新

建、修缮校舍，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等；通过“百万爱心行动”、“１（家）＋１助学

行动”等活动，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到１９９５

年底，“希望工程”已筹集资金６.９亿元，资助１２５万失学儿童继续其小学学习，并资

助建设了２０００多所希望小学。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实施了“春蕾计划”，设立帮助女童入学的

专项基金，对贫困地区的女童实施免费初等义务教育。“春蕾计划”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

５年两年共资助１０万名失学女童重返校园。 

  四、残疾儿童的保护 

      

  中国高度重视残疾儿童的保护，努力为残疾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权益保护 

   



  中国重视残疾儿童的权益保护。在中国０--１４岁儿童中，有残疾儿童９００余万

人，占全国同龄儿童总数的２.６６％。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对保护包括残疾儿童在内的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有明确的规定。《残疾人保障法》对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作了全面、系

统的规定，包括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

的权利；禁止歧视、侮辱、侵害残疾人；国家有计划地开展残疾预防工作；保障残疾人康

复、教育、劳动、娱乐、福利等权益。这些规定都适用于残疾儿童。该法还对残疾儿童的

特殊保护问题作了专门规定。 

  为保障残疾人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经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了残疾人的代表、

服务和残疾人事业的管理机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它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保护残疾儿童的合法权益。在地方，建立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县残联，对

本地包括残疾儿童在内的残疾人事业实施服务和管理。 

  残疾预防与康复 

   

  中国政府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儿童的先天致残。 

  中国大力开展强化计划免疫，有计划、大规模地给儿童少年补碘，并进一步治理地方

病，控制环境污染，对地甲病、克汀病、大骨节病流行地区，采取补碘、改土净水等措

施。同时，各级政府和医疗保健机构严格执行《婚姻法》、《母婴保健法》及预防先天残

疾的有关法规，控制有害遗传，加强婚育、孕产系统管理，搞好婚前检查、婚前教育、产

前检查、遗传咨询、围产期保健、母婴保健、早期教育等服务工作。 

  中国政府为帮助残疾儿童恢复或者补偿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做了大量工

作，效果良好。 



  开展“三项康复”（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聋儿听力语言训练以及白内障复明）工

作。截止１９９５年底，共有３6万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经矫治手术改善了功能，有效率

达９８％左右；完成 6万多名聋儿康复任务，使他们都能开口说话，其中１０％的康复聋

儿进入普通幼儿园、小学学习；为３万名低视力儿童配用了助视器，提高了视力；使 10 万

智残儿童增强了认知和自理能力。目前，中国已建立了全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和２６座省

级聋儿康复中心，以及１０００多个残疾儿童康复站、寄托所、训练班。 

  建立社区康复服务体系。中国利用城乡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开展社区康复，使城乡基

层的大多数残疾儿童能够享有基本的康复服务。同时，在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下，成立了由

卫生、民政、残联等有关部门参加的社区康复领导小组，相互协调、分工合作，共同制定

社区康复规划，并组织实施。 

  １９８２年，中国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了“残疾儿童社区康复”合作项

目。到１９９４年为止，已在全国２３个省的３２个市、县建立了残疾儿童康复网络，对

残疾儿童工作者及家长进行了系统的培训，有效地提高了残疾儿童康复工作的管理水平。 

  残疾儿童教育 

   

  中国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法

律法规中，对残疾儿童教育的职责、特点、发展方针、办学渠道、教育方式等作出了全

面、系统的规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中国政府将残疾儿童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在中国，经过多年努力，以在普通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

育学校为骨干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格局已经形成。到１９９５年底，全国残疾人特殊教育

学校已达１３７９所，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４倍，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６５１０个，在校生



总数（含随班就读学生）达２９.６万人，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８倍。全国盲、聋、弱智儿童

的平均入学率已达６０％，在经济发达地区达到８０％。 

  社会环境 

   

  中国动员社会采取多种方式关心和帮助残疾儿童的成长，大力弘扬残疾儿童自强不息

的精神，倡导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风尚。大众传媒积极反映残疾儿童生活，报道残疾

人事业发展情况。广播、电视普遍开办残疾儿童专题节目，并配制手语、字幕。逐步实行

方便残疾人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采取无障碍设施等措施，为残疾儿童的生存和

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政府规定，自１９９１年起，每年５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全国助残日。少年儿

童积极开展“红领巾助残”活动；青年积极开展“志愿者助残行动”。社会各界也通过各

种方式广泛参加各种形式的助残活动。残疾儿童在全社会的关心下，得到了多方面的实际

帮助和服务。 

  五、儿童福利院 

      

  中国的儿童福利院工作是中国儿童工作的特殊组成部分。儿童福利院和其他也监护养

育部分儿童的社会福利院监护养育的儿童主要是因天灾和不可预测事故失去双亲的孤儿，

同时也监护养育因身患难以完全康复的智残、肢残等重残或因严重疾病而被父母遗弃的儿

童，目前，这类在院监护养育的儿童共有２万名左右，约占中国未成年人总数的十万分之

五左右。 

  监护养育 

   



  在中国，由民政部门具体负责孤儿和被遗弃的病残儿童的监护养育和安置工作。 

  中国现阶段的孤儿的监护养育办法是：一部分由国家和集体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单位集

中监护养育，直至他们长大成人，对监护养育的痴呆和重残孤儿实行终身供养；另有一部

分分散在社区群众家中寄养，福利院对其实行监护；还有一部分由国内公民根据法律规定

收养，少部分被外国公民依法收养。 

  截止 1995 年底，由各地政府投资举办的儿童福利院 73 所，监护养育孤儿和被遗弃的

病残儿童 8900 人，全国城市的 1200 多个社会福利院和部分农村敬老院，也监护养育部分

孤儿和被遗弃的病残儿童，还有一些孤儿和被遗弃的病残儿童或分散在群众家中寄养，或

由群众依法收养。此外，全国各地区还兴办了孤儿学校、康复中心、弱智儿童培训班、残

疾儿童康复站、社区康复站等为社区孤儿、残疾人服务的组织近万个，社会个人或组织还

兴办社会福利机构上百家。 

  除政府和社会建立福利院抚养孤儿和被遗弃的病残儿童外，中国还积极开展公民收养

工作，使这些丧失家庭的儿童重新得到家庭的温暖，健康成长。为了保护合法的收养关

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育、成长，中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了《收养法》，根据该法，经国务院批准，司法部、民政部发布施行

了《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中国的孤儿收养工作有法可依，也完

全符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提出的原则。 

  实施收养的各种手续是严格依法进行的。不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人，收养都必须符

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中国政府的各有关部门在为当事人办理收养手续的过程中，严

格按法律规定收取各项费用。根据法律规定，收养人要向福利院支付被收养人抚育费，支

付的数额主要通过协商确定，该项费用用于改善福利设施和院内孩子的生活。 



  经费 

   

  中国儿童福利院的经费，以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为主，集体集资、发行福利彩票和社

会捐助为辅。其中财政拨款列入当年财政预算，实行全额拨款。1990〖CD1〗1994 年，仅

地方财政用于城市各类福利院儿童养育费用直接投入就达 5.15 亿元，其中 40%左右直接用

于儿童生活，年平均增长 25.5%，保证了福利院儿童生活的基本需要。五年来，国家专门

用于改善儿童福利院办院条件的资金 7.4 亿元，其中中央和地方投入福利彩票募集的福利

资金 2.4 亿元，地方财政投入 1.5 亿元，社会捐赠 3.5 亿元。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儿童福利院获得的经费数额也有所不同。在经济发达

地区，儿童福利院每个儿童每月平均费用 400--500 元，欠发达地区的儿童福利院每个儿童

每月平均费用 200--300 元，在中国相对较低的物价水平的情况下，福利院儿童的生活费用

一般都不低于当地居民生活的平均水平。 

  管理制度 

   

  中国的儿童福利院已形成一套较完善的系统的管理制度。如：规定入院的儿童需经观

察期，在为时 2--3 个月的观察期里，由有关部门寻找其父母或进行身份认定，做体格检

查，实行医护隔离，使儿童入院后身体健康，不带传染病；规定福利院必须有一定数量的

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国家一级福利院专业技术人员需占职工总数的 70%以上，二级福利院

占 65%以上。各个儿童福利院都制定了规章制度，各项工作规程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这些

制度和规程涉及到福利院内部管理及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养育、护理、医疗、康复、

科研、培训、社区康复、后勤保障等。 



  为了监督这些管理办法的执行，民政部门经常进行检查，对执行好的单位予以表彰，

对严重违反规定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处罚。 

  “养、治、教”相结合的方针 

   

  中国的儿童福利院实行“养、治、教”相结合的办院方针，重养、重治、重教。 

  羸弱无助的孤儿和被遗弃的病残儿童在福利院得到精心照料和养育，他们中的许多人

在这里长大成人后走上了社会。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造成了 4200 余名失去父母的孤儿，

大的 16 岁，小的才几个月，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热忱关心和帮助下，他们中除由其亲属领

养外，其余的都先后被安置在邢台市的儿童福利院和唐山市、石家庄市等地的孤儿学校，

生活和学习费用大都由国家负担。1995 年 10 月，由福利院监护养育的 后一位唐山大地

震的孤儿王安也离开了福利院，到一家医院工作。位于长春的吉林省儿童福利院，建院 38

年来，已有 2478 名孤儿于这里长大成人后走上了社会。 

  来到福利院的儿童，大部分入院时身患重病或有严重的先天性残疾。儿童福利院很重

视对这些儿童的医疗和康复，使病残儿童 大程度地得到救治。对重度病残儿童，福利院

将其送往所在地区的医院进行治疗。1995 年经治疗脱残的儿童达 200 余人。儿童福利院均

配有医生、康复师、营养师，设置医务室、康复室、抢救室、化验室和药房，对监护养育

儿童所患疾病及时进行医治。许多儿童福利院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下，拥有了较先进

的医疗设施，以满足儿童的基本医疗需求。目前，中国已有一支热爱孤残儿童福利事业的

专业人员队伍，儿童福利院中医护人员占正式工作人员的 32%。 

  从 1995 年起，民政部与卫生部在全国实施了残疾孤儿康复工程，大型医院对施行手术

的孤儿免费住院，半费收取手术费和治疗费。福利院的残疾儿童，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形

式多样的康复训练。一些经过康复训练的残疾儿童已恢复或基本恢复了身体功能。 



  在儿童福利院，智力健全的儿童，无论是否身体残疾，均与正常儿童一样全部接受义

务教育。对盲、聋、弱智的儿童，由福利院负责把他们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此外，国

家还举办了 30 余所专门的孤儿学校，针对这些儿童的身心特点进行教育；有的实行义务教

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办校方针，使孤儿毕业后有一技之长。为方便重度残疾儿童接受教

育，各儿童福利院均建立了特殊教育班，培养孩子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政府从 1989 年起设

立了特殊教育专项资金，1995 年这项资金为 2300 万元人民币，其中用于儿童福利院特教

班的经费为 110 万元。 

  群众性助孤活动 

   

  中国政府倡导助孤活动，要求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帮助孤儿健康成长。近几年，中国群

众性助孤活动日益深入。 

  --群众性献爱心活动广泛开展，涌现出一批志愿者队伍。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展的

“好心人抱一抱孤儿”、“为孤残儿童献爱心、送健康”、“援助孤儿大行动”、“爱心

同盟”等活动，均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在这些活动中，众多城市的许许多多家庭或

在节假日或在平时纷纷将福利院的儿童接到自己家中，使他们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

抚。 

  --成立中华慈善总会，宣传慈善事业，广泛募集捐助。截止 1995 年底，中华慈善总会

已在全国各地发展了４４个地方组织作为团体会员，总会系统共募集社会捐助１亿多元，

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资助孤儿就业培训和为孤儿实施脱残手术。 

  --社会各界关心儿童福利院，向儿童福利院捐款捐物，支持儿童福利院不断改善养

育、救治和教育条件。山东省青岛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等一些地方建立了孤儿福



利基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仅 1994 年和 1995 年就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 440 万元。目前，

全国已有 8000 名孤儿得到入学资助。 

  --个人兴办福利院的积极性日见高涨，民间社会福利机构不断增多。广州市个人举办

的社会福利机构的床位已占该市社会福利机构总床位的 10% 

  中国在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的成就受到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有关人士的积极评价。同

时，中国政府清醒地看到，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较薄弱，人

均收入在世界各国中仍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之间发展水平还很不

平衡，儿童工作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不少方面的情况还需要继续改善。比如：在儿童的医

疗保健方面，中国农村儿童的疾病发生率还较高，某些贫困地区的儿童营养状况还低于正

常标准；在儿童的教育方面，一些边远和贫困地区学校教学条件困难，中小学生的失学现

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在残疾儿童的保护方面，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还难以筹集到更多

的经费，充分满足保护残疾儿童的实际需要；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些儿童福利

院办得较好，有些则因经济困难条件较差。因此，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

中国儿童的状况，促进儿童事业的发展，仍然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政府

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为之不懈努力，中国的儿童事业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附录：英国第四频道和“亚洲人权观察”组织对中国儿童福利院的描述和指责是站不

住脚的 

  （一） 

      



  英国商业电视台第四频道于 1995 年 6 月 14 日播出的《秘密亚洲死亡屋》和 1996 年 1

月 9日播出的《重返死亡屋》(它是前者的翻版)采用拙劣的手法，指称中国儿童福利院存

在着虐待儿童致死的“死亡屋”。经调查核实，《秘密亚洲死亡屋》中的所谓“死亡

屋”，实际上是湖北省黄石市社会福利院的一间库房，片中的其他一些主要情节也是编造

的。 

   

  该片的炮制者凯特－布莱维特等人是假冒“美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来到湖北黄石

市社会福利院的。据该院保育员刘秋凉回忆，凯特－布莱维特等人来后，她发现其中一个

外国男子在院后的一间库房拍摄。当时库房里面有一些旧床，墙角堆放着物品。那个外国

男子将已打捆堆放的物品解开，摆放在床上，然后进行拍摄。刘问他，为什么到库房来，

弄乱了物品?那个外国男子嘀咕了几句便出去了。正是这间库房，后来在片子中竟被指称为

“死亡屋”。《死亡屋》称，1994 年有 80 多名儿童在这间屋子里死去。这完全是杜撰的

数字。这家福利院的统计表和 1994 年接受送养和认领的名单显示，当年该院共有 161 名儿

童，当年陆续被领养的儿童为 128 人，怎么可能有 80 多人死去呢?将由于许多儿童被送养

和认领后空出来的床，称为儿童死去留下的床，将库房指为“死亡屋”，这是对事实别有

用心的歪曲。 

  《死亡屋》片中讲述了一个所谓“没名”病童无人照顾，病重没有得到医治，只有等

死的故事。这是凯特－布莱维特等人在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福利院拍摄的。据了解，这位

病童是 1995 年 2 月 20 日由当地派出所捡到后送福利院的，当时已经病得很重。福利院在

这位病童入院后即对其进行了救治。负责照料“没名”病童的保育员杨金英介绍说，凯特

－布莱维特等人在进入病儿室时让她留在门外不要进去，而片子中却说，保育人员都不愿

进入这间病房。当时是冬天，凯特－布莱维特等人进屋后就掀掉病童的棉被，解开病童的



衣服。杨劝阻他们说，天太冷，孩子有病，但凯特－布莱维特说没有关系。凯特－布莱维

特自己穿着皮衣，却让病孩光着身子。他们拍摄了十五至二十分钟，拍摄完后也不给病童

穿好衣服盖上被子，便扬长而去。这位病童后因救治无效而死亡。凯特－布莱维特等人企

图通过展示并渲染这位病重儿童的病状来说明一些女婴在福利院受虐待致死，用这种编造

肆意对观众进行欺骗和误导，不能不使人感到气愤。 

  《死亡屋》电视片还编造了一个妇女被强迫堕胎的“悲惨故事”。该片向观众介绍说

这位妇女被警察得知未经许可就怀了第二胎时,她被迫堕胎,还给她做了绝育手术。而事实

是，这位家住广西阳朔金阳村的妇女叫谢莲凤。当凯特－布莱维特等人尾随谢的婆婆从村

口来到她家,并询问她生了几个孩子时,谢告诉他们：“生了一男一女”。凯 特·布 莱

维特等人又问：“还能再生吗?”谢说：“已经结扎了，不能再生了”。据谢介绍，她从未

做过流产，与她生活在一起的两个兄嫂也未做过。当善良老实的谢莲凤得知凯特－布莱维

特等人将她当时的介绍编成了怎样的故事时，她气愤地说：“他们胡说八道！” 

  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理事蒋正华指出：“从我们看到的情况来说，这个片子中描

写的很多事情，有一些完全是无中生有，有一些是被歪曲了。所以我们看到这片子也感到

很奇怪：作为标榜新闻要讲职业道德的这样一个机构，竟然拍出这样的片子来。我有很多

学者朋友，他们看到了这样的片子也感到气愤。”瑞典国际领养家庭联合会总经理纽格伦

指出：“我们看了这部片子非常气愤，因为我们有 130 个家庭去过中国，领养了孩子。很

多人都认为这部片子是对中国福利院的不公正报道。……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养机

构，能够比较不同国家领养机构的状况，所以我才对这部对中国福利院不公正报道的片子

作出如此的反应。” 

  凯特－布莱维特等人编造谎言，也许可以骗人于一时，但是不会长久的。开放的中国

每年接待数百万外国来访者，他们都有机会看到与《死亡屋》电视片截然相反的事实。 



  

  （二） 

   

  “亚洲人权观察”组织于 1996 年 1 月 7日发表一份报告，对中国的儿童福利院状况进

行无端指责。这份报告的许多内容是根据歪曲、夸大的东西拼凑的。 

  该报告指责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虐待残疾儿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上海儿童福利院是

一所由上海市政府主办的社会福利慈善机构。该院目前监护养育着 500 余名儿童，大部分

为身患残疾的儿童，其中包括接受社会寄养的 100 多名伤残儿童。全院职工有 320 名，其

中医务人员 42 名，老师 23 名，保育员 220 名。该院对孤儿采取供养、治疗、教育的方

针。在供养方面重点是加强营养和保育。院里专门配备了一名营养师，根据孤儿的体质和

年龄编制食谱，以适应他们健康生长发育的需要。在院儿童的营养状况普遍良好。在治疗

康复方面，该院设立了住院部和儿童康复中心，对那些患有疾病的孩子或在院里治疗或送

到市区各大医院治疗；对经治疗恢复健康的儿童，每年进行２次体格检查；凡是适应手术

矫治的，送市内各大医院进行手术。近两年已对 87 名残疾儿童分别进行了手术治疗；对有

运动障碍的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康复率达 90%。在教育方面，由福利院出资将智力正常、

肢体残缺的学龄儿童送普通中小学就读，盲童和聋哑儿童分别送盲校和聋哑学校学习。该

院在外读书的孩子现有 32 名，为了加强对这些孩子的教育，还专门配备了 2名教师进行课

外辅导和管理。该院在社会资助下创办了一所建筑面积 2500 平方米、操场 1200 平方米的

学校，为无法到普通学校入学的孤残儿童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因此，生活在上海市儿

童福利院的残疾儿童的合法权利是有保障的。 

  “亚洲人权观察”组织称，这一报告的许多内容是根据一个叫张淑云的女人提供的材

料编写的。据了解，张淑云于 1988 年 9 月调到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在该院化验室从事肝功



能化验工作，1993 年 6 月辞职。在该院工作期间，她因不安心工作，不听从工作安排，多

次受到领导批评。她对此怀恨在心，并经常采取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法，“举报”福利院工

作中存在的所谓问题。经上海市有关部门组织慎重的专门调查，否定了张的举报。张仍一

再纠缠，并到处编造和散布谎言，对该院负责人进行人身攻击。该院的几十名职工对张的

行径表示愤慨，曾多次联名对张提出批评。在有关当事人向司法机关起诉时，张便辞职经

香港出走美国。在美国，张淑云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继续捏造事实，诬蔑上海市儿童福

利院的工作，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以这样的人提供的所谓材料对中国福利院状况进行指

责，怎么能叫人相信呢? 

  “亚洲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渲染一张所谓“因受虐待而死于福利院”的病童的照

片，对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进行攻击。经核查，这位在 1988 年 2 月 24 日入院的病童由福

利院取名叫简训，入院前患有严重的精神发育迟滞等病状，入院后在护理人员的精心救治

照护下，一度体重有所增加，后因病情发展，病及呕吐中枢，喂食后即频繁呕吐，人逐渐

消瘦，医生对其进行救治，喂食牛奶、静脉补液，但终因其吸收功能出现严重障碍，救治

无效而于 1992 年 7 月 17 日病死。这些救治过程均有当时的诊断书证明。当过１１年内科

医生、当时任该福利院院长的韩伟成介绍，简训这个病童是因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引起吸收

障碍而导致营养不良的，而根本不是什么因饥饿导致营养不良。“亚洲人权观察”和张淑

云说简训是因饥饿致死，这是蓄意捏造用以欺骗和愚弄社会公众。 

  至于照片上简训双手被绑和袒露胸膛的情形，现院长周竹青和前院长韩伟成指出，上

海市儿童福利院绝对不会如此对待简训，因为简训没有自伤行为，当时又那么虚弱，根本

不需要采取任何保护性约束措施。即使对有的病人采取保护性的约束措施，也是严格按照

医疗处理上的常规办法来做的，决不可能用绳子捆绑，像照片上这般绑扎的事，院里从来

没有发生过，这显然是拍摄者特别布置的。据了解，张淑云在院工作期间，由于其工作表



现不好，受到领导和同事批评，后来发现她经常指使由福利院监护养育长大的艾明偷偷地

到一些病房拍照，并在拍照时有意将病童摆弄成某种姿势。艾明还叫另外两个大孩子展×

和翟×同他一起拍照。据展×反映，照相机是张淑云给艾明的，拍摄时让翟×把孩子衣服

解开。因此，“亚洲人权观察”的这张照片是怎么炮制出来的，张淑云 清楚。这种以卑

劣的手法捏造事实、编造谎言的行径，为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所不齿。 

  “亚洲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几十名患重病的孤儿被从上海市儿童福利院转移到崇明

岛的上海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指称儿童福利院以此虐待儿童。事实是，因市儿童福利院旧

房子大修，部分孤儿被临时安置到第二社会福利院，这是很正常的。有时老人社会福利院

的房子大修时，也有一些老人临时搬到市儿童福利院去住。这何谈是虐待儿童？市儿童福

利院将在院儿童抚养、教育至年满 16 岁后，他们中有的参加工作，还有一些大龄智力障碍

者，因就业难，被分散安排到市里的其他四个福利院，崇明安排多些，其他地方少些。

“亚洲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将此指称为将重病儿童转移到崇明的福利院处置，这纯属无

稽之谈。 

  “亚洲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称，中国儿童福利院的资金，大部分为工作人员的工

资、奖金等开支，用于儿童的食品、衣着和其他必需品的开支很少。事实是，以 1994 年为

例，中国各级财政拨款用于城市各类福利院儿童的养育费用为 1.69 亿元，其中 40%左右直

接用作收养的孤残儿童的生活费用，还有 20%左右则是有关的设备维修、人员培训和用以

保证福利院正常工作的费用，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以及离退休人员的工资总共约占 40%

左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大部分资金被用作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的情况。而且，1994 年中国

城市各类福利院儿童的人均每月生活费用在 281.7 元，同年中国城镇的人均每月生活费用

为 264.9 元，福利院儿童的人均生活费用高于城镇的人均生活费用。“亚洲人权观察”组

织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1996 年 1 月 8日，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 20 家西方新闻机构的近 30 位记者采访了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实地参观并座谈了解了 4个小时。1月 25 日，美国、英国、法

国、德国、荷兰、奥地利、丹麦、日本等 10 个西方国家的驻沪总领馆的官员们参观了上海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尔后，美国新闻机构记者也在那里进行了实地采访。他们看到的和所

了解的，与“亚洲人权观察”组织的那份报告所描述的情形截然不同。在事实面前，谎言

只能是谎言。因此，这一报告以及英国商业电视台第四频道播出的《死亡屋》一片对中国

福利院的描述和指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人士的批评和谴责。 

  中国的儿童福利院可以接受参观访问，并欢迎对外交流经验和合作，而且也一直是这

么做的，几乎每天都有人去参观访问，或在儿童福利院做“志愿工作者”。一些国家的政

府和政界人士，仅仅根据“亚洲人权观察”组织编造的这类报告，就对中国政府进行指

责，是毫无道理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一九九六年四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