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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爱促融合，保公平助成长 

      ——“关爱流动儿童 促进社会融合”项目报告 

 

内容摘要：为了探索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流动儿童融入城市

生活，以促进社会和谐，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在云南省昆明市船房社区开展了“关爱流动儿童 

促进社会融合”项目。项目目标是通过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

来减少社会排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国家政策制定，促使政府

加大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关注和决策；通过实验、研究、培训

和评估等方法，拓宽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研究领域；通过政策评估

和媒体报道，推动公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合

的关注和参与。 

本期研究参考为项目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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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爱促融合，保公平助成长 

            ——“关爱流动儿童 促进社会融合”项目报告 

一、项目背景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目前大约有 2800 万流动

儿童生活在城市中。这些流动儿童在所居住的城市社区里大多都面临

着健康、教育、贫困和社会边缘化的诸多问题，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安

全、行为、心理和职业技能的发展。今天的流动儿童就是未来所在城

市的新市民和劳动力，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不仅与他们自身家庭的未

来发展密切相关，更是关系到所在城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

因此，关注流动儿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并顺利地融入所在城市生

活之中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二、在昆明开展的“关爱流动儿童促进社会融合”实验项目 

昆明市处于中国西南的地理中心，目前正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之中，按照昆明市城镇化率 2015 年达到 70％以上、2020 年达到 80％

以上的目标要求，未来 10 年将有近 120 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船房

社区是昆明第一大“城中村”， 面积约 1.8 平方公里，有 2556 栋出租

房，本地村民 4300 人，外来流动人口 7.2 万人，流动儿童约占社区总

人口的 10%。这些流动儿童有些是在城市出生的,有些很早就被带到城

市中生活，与农村的联系已经很薄弱，对未来在城市的生活和发展有

着很高的期望，但当前他们的成长和融合状况不容乐观，在昆明甚至

全西南具有典型性。 

（一）船房社区流动儿童所存在的问题 

1. 3-5 岁的学前儿童“失教” 

由于家庭经济和观念原因没有进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社区前

几年经常发生儿童被拐卖的现象。 

2. 流动儿童学生缺乏机会 

学龄阶段的流动儿童普遍缺乏课外活动及兴趣和能力发展机会、

心理脆弱；部分贫困家庭学生无法负担学校餐，影响营养健康和成长；

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在学习、心理和机会等方面存



 2 

在较大差异。 

3.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突出 

许多流动青少年初中毕业或初中都没毕业，法制观念淡薄，混社

会，青少年犯罪问题严重。 

4.流动青年缺乏职业技能 

一部分人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不愿意就业；另一部分在社区

内的小作坊和服务行业中就业，但同样存在教育水平低，急需职业技

能与文化素质培训。 

5.幼儿父母缺乏科学育儿知识 

社区中有大量的流动年轻妈妈，她们都基本有两个及以上的孩子

需要抚育，但缺乏科学和正确的育儿知识，影响幼儿的早期发育和成

长 

6.流动人口缺乏社区参与 

由于和当地人在户籍、经济、社保、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流

动人口对社区的治理和法制缺乏有效的参与，导致社区社会管理困

难。 

（二）项目的进展及成效 

自 2011 年 6 月至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投入约 130 万元资

金在船房社区开展项目，共包含 5 个部分： 

1. 社区青少年工作站项目 

针对船房社区流动儿童缺乏公共活动场所和设施，以及存在不少

“三失”青少年和未成年犯罪的问题，建立以绿色免费网吧、免费书吧、

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为主要内容的流动青少年工作站。工作站的理念

和内容一定程度上走在了当前流动人口社区服务的前列。服务站位于

船房村口，距西华派出所很近。服务站面积约 140 平方米，共分七个

功能区，包括棋牌游艺区、绿色网吧区、图书室、个人辅导区、庇护

所、休息区、心理辅导和法律支援区，6 至 24 岁的青少年可享受服务

站提供的服务。在课业辅导区，孩子们可以在志愿者辅导下完成和巩

固功课；在电脑区，10 台液晶电脑将供辖区的青少年免费上网。 

项目实施以来，工作站已逐渐成为社区流动儿童活动的“中心”，

有 6000 多人次接受了工作站的服务。在工作中，这些流动儿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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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识，培养了兴趣爱好，拓展了社区交往。工作站的开展，有效地

杜绝了“黑网吧”的不良影响，对防止流动青少年违法犯罪起到了积极

的预防作用。工作站项目儿童在社会行为和能力测试中，参加运动的

得分、参加活动的得分、参加社交的得分在统计上均显著高于非项目

儿童（见表 1）。 

 

表 1    社会行为和能力测试对比 

 参加运动的得分 参加活动的得分 参加社交的得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项目儿童 2.52 1.02 2.34 1.05 1.47 1.45 

非项目儿童 1.78 1.08 1.64 1.12 0.84 1.14 

 

2. 公益幼儿园项目 

基金会资助船房的流动贫困家庭的未入托子女，免费进入当地的

民办幼儿园接受早期教育。孩子上学期间，工作人员不定期到孩子家

中了解家庭经济状况，如果经济条件有所好转，免费入学机会将轮换

给更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子女。项目实施 18 个月来，已惠及 96 名贫

困家庭子女，96 户家庭。家长和学校反映，这些项目儿童明显较未上

学前认知、学习能力有很大提高，性格更加开朗，卫生习惯也初步养

成。对公益幼儿园项目儿童的早期发展测试（由语言、动作、认知和

记忆构成）显示，3 岁组经过半年幼儿教育测试分数增加了 8.58 分（非

常显著）；4 岁组增加了 5.62 分（显著）；5 岁组增加了 2.42 分（较为

显著）。 

受资助家庭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改善家庭状况，增加家庭收

入。同时，项目也激发了这些家庭服务社区建设社区的美好愿望。自

“免费公益幼儿园”实施以来，辖区内再也没有发生过儿童被拐卖的案

件。 

3. 课外辅导员项目 

社区学龄阶段的流动儿童普遍缺乏课外活动及兴趣和能力发展

机会、心理脆弱；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在学习、心理

和机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针对上述问题，“课外辅导员项目”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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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高校聘请“课外辅导员志愿者”为船房 4 所学校的流动儿童提供课外

辅导服务，建立英语、绘画、书法、音乐、体育等课外兴趣小组，努

力让放学后的“失管时间”变为“幸福时间”。项目在为流动儿童提供社

会关爱的同时，为他们提供了挖掘潜力，提升自我，购置梦想的平台

和机会。 

项目实施以来，已有 2000 多人次从中收益，先后有 500 人次志

愿者提供了课外辅导，充分体现了社会对流动儿童的关爱，实现了“大

手拉小手”的社会工作机制。 

4. 免费职业培训项目 

今天的流动儿童就是所在城市明天的新市民和劳动力。针对船房

社区流动青少年教育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的特点，为其提供职业技

能培训。项目既包括 3 年的长期职业学校学习，也包括 30 个课时的

短期电脑技能培训。3 年的长期职业学校学习是由驻地派出所和社区

提供信息，基金会提供资金，西山区职校提供教育资源，共同对社区

流动青少年开展长期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目前 10 名受资助流动青少

年已进入西山职校就读，努力完成 3 年的职业学习。短期培训是由基

金会和微软公司共同在船房设立“社区学习中心”，免费为流动儿童及

家长提供为期 30 课时的短期电脑培训。目前已有约 1000 人次接受了

培训，初步掌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 

5. 妈妈学校项目 

针对船房社区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多,年轻家长多、孩子多的状

况，定期开设妈妈学校，讲授儿童早期教育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 

目前，学校已开展 10 期讲座，500 多人次参加。学员普遍反映所

学到的知识有助于改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学习和家庭生活有积极的

影响，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三、项目下一步工作重点 

1. 云南省及昆明市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对项目予以肯定和支持。 

2. 基金会积极多方筹集资金和组织各方专家保障项目的顺利进

行和可持续性。 

3．与项目各合作单位形成良好的合作互动机制，形成共赢格局。 

4. 做好项目的宣传工作和推广工作，让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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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 

5. 加强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国际理论和实践研究，为项目的开展

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6. 做好项目的评估和研究分析工作，及时总结经验，为流动儿童

的社会融合和昆明的城市化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7. 加强昆明船房实验点与其他城市社区的交流，积极交流经验，

推广昆明的成功做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杜智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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