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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 儿童福 利的理念 ，
以经济理性剥夺 了 发二

、 儿童是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中无声的

育较快儿童 的福利权 。ｇ羊体

网上资料显示 ， 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儿童身

高臓享受的福利问题 。

‘
‘

读者张女士遇到
－

件烦心事儿 ， 女儿今年 ！ ｉ 岁 ， 按理说可以使用
麵 １ ９９２

丨 丨 在面 ／口 曰 拉工八工？ ｄ约 》 。 依 《公约 》 规定 ， 儿童系指 １ ８ 岁 以下的
儿童票 ， 但是孩子个子两年則就蹿过了 １ ．５ 米 ，

ｎ＾ｌ ，任何人 。 但事实上 ， 我国法律和医学界
一

般是
上网给孩子订火车票 ， 有好几次 ， 系统默认儿

在 白 １ 曰 说 丨 ｍ将儿童界定为 １ ４ 岁 以下的任何人 。 按照第六次
童身份证 自 动出半价票 ，

可是到了火车站 ， 因

毛Ｉ 丨 丨 八工胡宜 Ａ面 口ｍ Ａ西
”全国人 口普查实际登记数 ，

以国际标准看 ，

２０
１
０

为女儿个子超高 ， 检票员 又让家长补全票 。

址攸却ｎ 炉—八闩 八六隹 ｍ 欠＋年全 国儿童人数 （ ０－ １ ８ 岁 ） ２冗９ １ 万人 ， 其中
目 則 ， 铁路部门 、 航空公司 、 公交集团 、 各大

八 曰
丨
、

丨 １＾ 士 《／
｜＾從办 丨 ＾±１？

丨
丨 在 １＾ １？ ＋

－

、此々 了
＇

＋〇男童 １ ＿５〇 亿人 ， 女童 Ｉ ．２９ 亿人 ， 占 总人 口 的
公园 以及 电影院等制定的儿童购票标准各不相

＾⑴ ｎ ■＋ 丁２０ ．９％。 从趋势看 ， 儿童人数有减少特点 ，
２０ １０

同 ， 甚至同行业的标准也都不一样 。 此时 ，
不

治 曰 西 山 ａ 人门从社
年比 ２〇〇〇 年绝对儿童人 口数减少了６６？ 万人 。

仅是要出 台全国的统
一

标准 ，
而是要开展广泛

Ｗ 、丄 八 、４ 、入 丨

‘ ‘ ／Ｔ义 丨 丨 在”
‘ ‘行丰 丨 丨

土以低标准看 ，
２０ １ ３ 年 ， 全国 ０－ １ ４ 岁儿童人数为

的社会讨论以明确 何为儿童 、 何为儿童

由— Ｌ＝ ＆ 曰 吨
２２３２９ 万人 ，

占总人口 的 １ ６ ．４％ 。 这意味着在福
椎利 。 事实上 ， 电子系统是能够依据年龄做

利实践中 ， 有着 ２ 亿 ２ 千多万的儿童群体是沉
出 准确判断 的 ，

反而是执法者做 出 了有违儿童

福利权的事情
＿群体 。 当国 家不以保护人的身份出现时 ，

当把老人 、 军人 、 离休人员 、 盲人和儿童
儿童 自 身难以为 自 己维权 丨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 ：

如何让无声的群体发声？ 为了儿童身心和智识
身份并置时 ， 会赫然发现 ， 这里并没有

“

儿童

的全面发展 ， 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有责任站在
优先 的福利实践 ，

而是市场理性剥夺了儿童

， ， ，
，

．

＾
．

．
．

Ｉ／
、

１ＰＨｎ＊
、

１ｎ Ｉ

ＩＪ Ｌ＞童立场上为其争取应有
＂

的 ４虽利木又 。

的社会身份 。 人们
一定 目睹过公园 门 口 儿童被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 ，

“

儿童
”
一

词是现代
强打要求测量身高 ，

一旦身高超过 １ ．２ 米或 １ ． ３

米就被大声呼叫着让其补票 ，
虽然不少家长

－

概念 ’ 有醒思思 ：

一是指成长的 阶段 ；

一是

再说我们才 ８ 岁呀 ， 麵务人员
－定会说

，

“

看
餅目对成年人来说不具有完整的经济和法律＆

看规定 ， 超过身高了 ，
要买票 ！

， ，

此时
，
我ｆ ｌ

，

］＾的人 。 法晒史学家菲利普 ？ 阿里叶所写 的

想过儿童触理感受吗 ？ 儿童福利隨要宗 旨

是使儿童获得尊严 。 这样 的情景 ， 只能让儿ｓ

感受到社会的
“

可怕
”

与
“

不善
”

。
‘ ‘

区 隔—
、

’ ’

’ ＿儿童是应―

综上所述 ， 酿普惠式的儿童福利在实践
＠胃 胃 纟５

中却以
“

身高标准
”

代替了 儿童的
‘

‘

社会身份
， ，

，

验研允表明 ， 儿里是有 成力 的人 ’ 但现代社会

依然将儿童建构为没有政治经验 、
无知的 、 没

导致大量儿童祸利权被剥夺 ， 以至对儿童造成

＾＿有性经验和经济地位的存在 （ ｂｅ ｉｎｇｓ） ， 儿童被
身心伤署 。

看成是需要家庭 ， 特别是需要母亲养育 的人 。

２０ １ ７ ． １／ 社会政策研究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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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一

种儿童需要被照顾 、 需要学习 的观念服了儿童权利和国家责任间的关系 。 每十年根据儿

务于资本主义 国家的劳动力再生产 的需求 ， 由童发展制定一轮 《中 国儿童发展纲要 》 是中国政

此才能够进行儿童的社会化 ， 使其领悟社会规府执行力度最大的与儿童相关的国家行动计划 ，

则 ， 以最低成本实现国家培养所需劳动力 的需包含原则 、 目标 、 策略措施和评估指标以及执行

要 。 现代 国家在这
一

建构 中起着重要的干预作机制 ， 建立有国家 、 省 、 市和县区级的妇女儿童

用 （ Ｐｈｉ ｌ ｌ ｉ

ｐｅ
Ａｒｉ ｅ ｓ

，１ ９６２ ） 。工作委员会 （ 杨晶 ，

２０ １ ５） 。 各地政府的 《儿童

中 国 的传统文化强调家庭对孩子的责任 ，发展规划 》 提出
“

各级政府将儿童发展纳人国民
“

子不教 ，
父之过

”

，
家庭承担着教养子女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不断强化政府管理儿

责任 。 只有在近代 ， 特别是在现代学校教育制童事务的责任 ， 进一步促进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

度建立之后 ， 国家与儿童具有重要联系的观念的同步 、 协调发展 。

”

但是 ，
现阶段的

“

儿童优先
”

才逐步建立起来 。 计划经济时代 ，

“

儿童是祖多止于健康体检 、 义务教育等方面 ， 多数家长并

国的花朵
”

亦强调 了孩子与国家 的关系 ， 但这不了解公园 、 公交等公共服务方面儿童是享有公

种关系多是要求改变家长 的理念 ， 是希望建立共福利的 。 对此 ， 有学者指出迫切需要处理好儿

起家庭养育子女是为了国家的观念 。 ２０ 世纪 ８０童观与儿童福利实践的关系 ， 儿童与国家 、 社会 、

年代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和育儿的市场化 ， 强家庭的关系 ， 儿童福利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等 （ 王

化了孩子在家庭 中的重要性和有价产 品的特点 ，雪梅 ，
２０ １ ３ ） 。

加剧 了有关孩子是家庭私有产品的观念 。 中国总之 ，
要在观念形态上普及儿童福利观 ，

的家长多数延续着传统观念 ，
不仅做孩子的监明确儿童具有享受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

护人 ， 同时将孩子视为私有财产 ，
因此

，
无法即在理念形态上认可政府要为儿童能够过上有

理直气壮地要求儿童的 福利权。 这就出现 了儿尊严的生活而进行必要的制 度安排 ，
这些制度

童家长默认以身高原则替代儿童社会身份原则安妈 的排涉及儿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
要

的福利实践 。在公共服务上提供给儿童应有 的健康 、
医疗卫

自 ９０ 年代以来 ， 我 国在儿童健康 、 教育 、生 、 教育和福利服务 。 目前
， 在实践层面 ， 有

孤残儿童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 但仍然属关儿童健康 、 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取得了长足

于补缺型的儿童福利保障模式 。 有学者认为 ， 长进展 ， 儿童获得了基本的健康权 、 医疗权和教

期以来 ， 我国的儿童保护制度是
一

种基于亲权基育权 ， 但在儿童福利实践上还有欠缺 。 当儿童

础的制度 ，
而不是基于儿童拥有普遍的公民权的自 身无法为 自 己呼吁福利权时 ， 政府 、 家长和

制度 （刘继同 ，

２０ １ ３ ）
， 国家对儿童的有效保护学者们要倡导儿童福利权 。 在特别值得关注的

不足 （ 李迎生 ，
袁小平 ，

２０ １ ４ ） 。
１９９２ 年 ， 我国福利群体

——

妇女 、 儿童 、 老年的人 口结构中 ，

正式成为 《联合 国儿童权利公约 》 的缔约国 ，
承给予某个群体福利优先是权力关系问题 。 本着

诺履 该 《公约 》 规定的所有儿童权利 。 ２００６年
“

儿童优先
”

原则 ， 政府应成为儿童福利权的

修订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 明确代言人 。

２６ ／ 社会政策研究 ／２０ １ ７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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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建立健全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教育巩固率逐年提高 ， 从 ２〇１ 〇年的 ８９ ．７％
，
提升

到 ２０ １ ４年的９２ ．６％ 。

胃Ｈ此
，
普麵 的儿麵利体系应当保障基

明确将基本公共服务纳人儿童福利体系 。 湖
本公共服务 ， 我们可参娜

Ｍ指 由 ＠家提供Ｗ 至少具有最低限度＿？观年我国 纪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９ ４％
，

化供应細足其公＿鉢经济与社会需求
”

湖年 占 ９ ．７％
，

麗年占麵 ， 达＿７５５万人。

（
ｋｎｓＢ ｒｙｓｏｎ ，１９９２ ：３６） ， 包括最低限度的制度

比较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和 １４ 岁 以下儿童人口
，

化保障和酿紐醜 ＩＩ 。 王思ｉｔ（２００９ ） 认为 ’

在綱方丽者应同步 ， ＿立鉢相同的福利

体制 ，
建立起老年 、 妇女和儿童友好型麵家 ，

Ｍ 中亦应 当包括儿Ｓ福利Ｈ耐公共部门的社会动员 ， 以平等和普遍主义的

政府对 Ｇ－６ 岁组婴幼儿提供基本生存补贴 ，

政府要在诸多方麻駐要责任 ， 耐要耐
細每人細 励元标准ｕ贴可专 门用

Ｍ ＇

丨购买必需的营养品 （ 参照北京市 ２〇 １ ５ 年后开

Ｗ支持 ； 建构适 惠式的政策制 度要做到 ？
！ （

始实施的 ８〇 岁 以上老年人可每月凭卡领取百元

补贴
，
持卡在定点单位消费还可享受优惠的政

策
；
或可细分 ０－３ 岁组和 ４－６ 岁 组 ） 。 从全国

利机构 的发腾 ， 都是
－些基本的要求 。 适度

意义上看 ， 这
一

福利政策可鼓励家长 留在家中
胃惠式

照顾未成年子女 ，有利于减缓留守儿童的状况 。

２〇 １ 〇年发布的
“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
ｍ 〇

查分析报告
”

显示 ，
２０ １ ０ 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

目 則 ， 麵通过公共卫生系统为儿里触体
约 ５８００ 万人 ， 其中 １ ４ 周岁 以下的农村留守儿

了？Ｍ７Ｍ
童棚 多万人 。 外出务工年限在 丄 年以上的家

胃 ８＿８＿？ ，

长合计占 了
６ 成 以上 ， 其中 ，

２ ８ ５％ 的家长外
Ａａ＾＾＾ Ｂｌ

ｏ２０ １ ４＾＠Ｊ ＬＳ＃ＭＴＯ＾ ：

出务Ｘ年限在 ５ 年以上 。 总之 ，
补贴政策 的实

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为 ２ ．６ １％
；５ 岁 以下儿童贫血

施看起来可能是儿麵糊
一小步

，
但在观念

編軸娜；

５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醇Ｕ２％
；

上却是一大步
，
使政府藤起儿童抚养的责任 。

３ 岁以下儿里系 统管理率懸％
；７ 岁 以下儿ｓ

同时建议建立 １ ４ 岁 以下儿童的
“
一

卡通
’ ，

， 用
７
＃

于其公交和公园免费使用 （ 参照 的 岁 至 乃 岁

老年人群体的
“

老年卡
’ ’

， 免费乘公交麵公
８３ ．４％

；２〇 １ １ 年为 ８５ ． ８％
；

搬 年为 ８８
．

９％
；

期

园 ）
。 并可以和铁路部门等有关部门进行协商 ，

＿７％
；２０＿ ９ １Ｄ 。 ２０＿ ’ 国家免疫

建立适度的优惠政策 。

无疑 ， 儿童翻政策 的实施不是－職而就

２０ １ ７ ．１／社会政策研究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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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 ， 但是亦不是 困难重重 的事 ，
关键是政《 中国青年研究 》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９ 期 ，

６７－７ １ 页 。

府的观念改变和责任承担 。［ ４ ］ 刘继同
，

《 中 国儿童福利制度构建研

（ 文 中 出 现的数据除特别说 明外均 出 自 国究 》 ， 《青少年犯罪研究 》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４ 期 。

家 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统计 司 编 ， 《 ２ ０ １ ５ 中 ［ ５］ 李迎生 、 袁小平 ， 《新时期儿童社会

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 》 ， 中 国 统计 出 版社 ，保护体系建设 》 ， 《社会建设 》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１ 期 。

２ 〇１ ５ 年版。 ） ［ ６ ］ 王思斌 ， 《我 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

制度的建构 》 ， 《北京大学学报 》 ，
２００９第 ３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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