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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 世纪以来，农村留守儿童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中很多人从小就离开父母，缺少父母的关爱，导致这些儿童在智

力发育、身心健康、行为道德和教育文化水平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之前的大量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以及我们的研究都发现，父母

外出务工导致儿童早期教育的缺失将对其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在短

期和长期都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这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在微观

层面，对低龄留守儿童的教育投资至关重要；在宏观层面，应努力

缩减留守儿童群体的规模。比如：大力发展接收地城市的普惠型幼

托和教育机构，使一部分留守儿童转换成流动儿童，从而减小和父

母分离对儿童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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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留守儿童概况 

留守儿童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中相伴而行的

社会现象，是值得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议题。在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

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客观上形成了城

市发展迅速、而农村发展相对缓慢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形成了 

“三农问题”的重大挑战。这一结构性问题，也使得农民群体在追求

提高生活水平的激励下形成了外出务工的大潮。留守儿童群体是农民

外出务工决策下的产物，与农民工群体几乎同时出现。根据历次人口

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21 世纪以来，全国 0—17 岁留守

儿童从 2000 年的近 3000 万增加至 2015 年的近 7000 万。国家卫计委

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数据显示，2016 年初，农村留守

儿童占农村全部儿童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其中接近一半的儿童父母

双方都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年龄分布呈“倒 U”型，两岁孩子留守比

例最高，为 44.1%，随后开始下降。从性别结构来看，农村留守儿童

各年龄组的性别比均高于自然水平（约 105 左右），低龄段的男性留

守儿童显著偏多，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守儿童性别比呈下降趋势，但

留守男孩仍多于女孩。我们使用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

行研究，发现该性别差异的一大诱因，即男孩偏好会使女孩家庭比男

孩家庭更可能地进一步生育，而生育行为将导致父母推迟外出务工计

划或中止外出而回到家乡，结果造成生育期间男孩比女孩成为留守儿

童的概率更高。 

近年来，随着国家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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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策部署的推进实施，各地大力推动返乡创业就业、就业扶贫、

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等工作，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有所下降，但形

势仍然严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高达

3.76 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超过 25%，呈现加速上涨的态势，可以预

期，更多的儿童将会受到影响，成为流动或留守儿童。由这一趋势进

行估算，2020 年 0—2 岁流动人口子女规模超过 2200 万人，超过我

国该年龄阶段儿童总人口的 50%。与此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城—城流动人口的比例快速提高，城镇留守儿童的规模也会逐渐增加。

在全面鼓励生育的政策背景下，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留守儿童群体需

要引起高度关注。 

二、低龄留守儿童的人力资本损失  

婴幼儿时期是儿童成长的关键阶段，这一期间父母的关爱和监护

至关重要，离开父母对儿童产生的隐蔽而深刻的影响发生在他们的认

知以及非认知能力上。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起，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为项

目 核 心 实 施 团 队 的 农 村 教 育 行 动 计 划 （ 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 REAP）历时两年（从 2013—2015 年）针对陕西、河北、云

南等地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现状进行跟踪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些农

村地区 0—3 岁儿童中有一半认知或语言发展滞后，远远超出了国际

标准智商分数分布图所显示的正常比例 15%。该问题的主要根源包括

留守比例高、隔代抚养比例高。抚养婴幼儿的祖父母往往面临更大的

生活压力，疏于对婴幼儿智力发育的关注。另外，因自身文化水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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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知识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就显得更加与时代脱节，难以提

供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家庭教育。 

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早期的投

资回报率最高，所以这给幼年留守儿童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本损失。

为了调查留守的长期影响，我们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

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认知技能方面，与其他幼童相比，与母亲分开

的幼龄留守儿童能数 1—10 的概率平均低约 6 个百分点，8 年后的班

级排名平均靠后近 20 个百分位，而与父亲分开的留守儿童在这些认

知技能方面与其他儿童没有显著差异。在非认知能力方面，幼龄留守

儿童在 8 年后通常比同龄人心理状况更差，具体表现为（1）更倾向

于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生气；（2）担心自己在学校表现得不够好；

（3）认为大多数人不值得信任；（4）时常感到情绪低落等。因此，

留守经历对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不仅存在于当期，更是

持续到上学之后乃至更长远的时期。留守经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渗

透和表现在儿童成长阶段和成年之后的各个方面，涉及心理健康、品

德养成、学业表现等。这一发现也与 REAP 项目组对河南、安徽、江

西农村的小学生和陕西的初中生测试结果相一致，他们在该调查中发

现，一半的学生智力发育迟缓，说明早期智力发育不足会导致儿童落

后的状态一直持续。 

此外，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在各方面的表现存在差异。由于母亲

在育儿方面的贡献往往比父亲更大，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尤其是其中

的低龄留守儿童的状况通常比其他类型的儿童更差。在性别差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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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男孩比留守女孩存在的问题往往更严重。Bertrand 和 Pan（2013）、

Figlio 等人（2019）的研究表明，男孩比较晚熟，对家庭结构变化的

敏感性显著高于女孩——生于单亲或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由于母

亲外出工作而缺少母亲陪伴的男孩会比女孩有更多不良行为、更可能

停学。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留守儿童的一些失范行为还可能会通过

同伴效应等方式产生负外部性，对同辈群体的其他儿童造成不良影响。 

Huang（2020）利用 2014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的研究

发现，初中班级中留守儿童的比例每提高 10%，该班学生进行过打架

斗殴的概率平均提高 35.1%，留守儿童在考试作弊、去网吧等不良行

为方面同样存在溢出效应。相比之下，随迁子女的负外部性整体较小。 

三、政策启示  

父母外出务工导致儿童早期投资不足对其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

具有长期累积效应，在我国留守儿童规模庞大、人口流动性加速提升

的背景下，留守导致的人力资本流失无论对于留守儿童个体还是整个

社会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不仅如此，留守儿童集中在我国经济发展

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这实际上加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不平等。因此，

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公平的角度，我们都应当积极有效地应对留守儿

童问题。 

在微观层面，对 0—3 岁低龄留守儿童的投资至关重要。这一点

包含两重政策含义。其一，为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提供早期教育，

应加快低龄留守儿童托管服务建设，为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提供科学保

障，以保障留守儿童智力的正常发育。其二，为母亲在身边的农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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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提供育儿指导，应推动农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建设，为监护人尤其

是母亲如何科学育儿提供专业指导，促进农村儿童人力资本水平提升。

2014 年底，国家卫计委与 REAP 项目组在陕西农村共同推动的婴幼

儿早期发展干预试验结果表明，母亲接受养育培训 6 个月后，孩子的

认知发展从滞后转变为完全正常，而对于奶奶或其他祖辈接受养育培

训或监护人没有接受养育培训的组别，孩子的平均智力水平仍然低下。

因此，如果父母关爱不足的低龄儿童群体能够获得有效的智力开发，

他们将会终身受益，并能够在二十年后健康、积极地参与到祖国社会

经济建设当中来。 

在宏观层面，应努力缩减留守儿童群体的规模。这是解决留守儿

童问题更加根本的政策目标，因为对留守儿童的托管服务无法真正替

代父母的家庭教育。对于迁出地农村，应进一步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

提升农村和县城公共服务水平，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让父母回到儿

童身边。对于迁入地城市，应破除妨碍人口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加

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学前教育供给，提升随迁子女社

会福利保障水平，以促进留守儿童向随迁子女转化，同时提高现有随

迁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留守儿童规模有效缩减后，微观层面的政策

可以聚焦于针对农村儿童监护人和城镇农民工父母的家庭教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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