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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儿童保护的界定-我国政策语境
我国儿童保护政策显现出三个阶段的特征[1]：

• 2010年以前（兜底保障）：

• 国家针对部分特殊困难的群体出台基本生活保障政策，例如孤儿弃婴。

• 2010-2020年（分类保障）：

• 2010 年以来，“儿童优先”已被纳入国家战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儿童福利与保
护的政策，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不同类型的儿童保护政策陆续出台，
并实施试点得到逐步推广，如流浪未成年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困境儿童、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受监护侵害的儿童等。（详见后文第三部分）

• 我国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体系完成了从“兜底保障”向“分类保障”、从“补缺”向
“适度普惠”、从“物质保障”向“物质保障+服务保障”的转型升级。

• 2020年以后（全面发展）：

• 我国出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
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

• 提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
的社会化综合保护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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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儿童保护的界定-风险视角
• 从风险视角切入的儿童保护体系，不以儿童特征进行分类/关注某些类别的儿童，而是

体系化地关注所有儿童是否有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没有风险时预防，有风险时降低风
险，受到侵害时及时响应、服务，进而帮助儿童恢复正常、回归家庭或社会。

• 在风险视角中，儿童保护通常是指保护儿童免遭虐待、忽视、剥削等暴力侵害，具体包
括各种形式的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和精神虐待、忽视、商业的或其他形式的剥削，
这些暴力侵害会对儿童的健康、生存、发展或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2-3]。

• 躯体虐待是指蓄意对儿童使用躯体暴力，包括击打、鞭打、踢、摇晃、咬、掐、烫、烧、下毒
和使其窒息。

• 性虐待是指使尚未发育成熟的儿童参与其不能完全理解、无法表达知情同意、或违反法律、或
触犯社会禁忌的性活动。

• 情感和精神虐待既包括单独事件，也包括父母或照看者没有给儿童成长提供合适的和支持性环
境的现象，其方式包括：限制活动、各种类型的轻视、责骂、威胁、恐吓、歧视或嘲笑、以及
其他非身体形式的拒绝或敌视。

• 忽视既包括单独事件，也包括父母或家庭其他成员本应该但却未能够在以下的一个或多个方面
创造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条件：健康、教育、情感发育、营养、保护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 对儿童的商业或其他剥削是指利用儿童从事工作或其他活动以造福他人。包括但不限于童工和
儿童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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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儿童虐待的事实与后果
• 虐待儿童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 国际研究显示：四分之一成年人自述儿时受过身体虐待；每五位妇女中有一位、每十三位男性
中有一位自述儿时受过性虐待；每年估计有4.1万名15岁以下儿童被杀害[4]。

• 中国儿童躯体虐待发生率为37%；遭受非接触式性虐待的比例是9-18%，接触式性虐待的比
例是8-12%，插入式性虐待在1%左右； “被忽视”问题发生率在26-28%左右。中国约有
3.2亿未成年人，其中中遭受躯体虐待的约1亿人，遭受插入式性虐待的约300多万人[5]。

• 虐待儿童给儿童及家庭造成痛苦，并可能产生长期不良后果。

• 虐待会导致精神紧张，这与早期大脑发育受到损害有关。极度紧张有可能损害神经和免疫系统
发育。其结果，曾经受过虐待的儿童成人后，出现行为、身体和精神卫生问题的危险性增加，
如：施加暴力或沦为暴力受害者、抑郁症、吸烟、肥胖、高危性行为、意外怀孕、酗酒和滥用
药物。虐待所造成的这些行为和精神卫生方面的后果，会成为日后罹患心脏病和癌症以及导致
自杀和性传播感染的一种诱因[4]。

• 虐待儿童不仅造成健康和社会方面的后果， 它还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比如住院治疗、心理健
康治疗、儿童福利和长期医疗保健等费用。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因儿童虐待带来的损失超过
千亿美元，约占GDP的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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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儿童保护体系
国家保护体系 +社会保护体系

• 国家层面：不同层级(中央、地方等)、不同类型(法律、意见等)的政策指导，横向形成民政牵头、
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 社会层面：纵向构建六级服务网络，三大服务平台 + 三大衔接机制 + 社会组织协调开展服务[6]。

民政牵头 公检法司、妇儿工委、教育局、卫健委、妇联等各部门联动

省(市、自治
区)民政厅

儿童福利处

地市民政局
儿童福利科

区/县民政局
社会事务/儿

童福利股

街/乡/镇民政
办

村/居民代表
委员会

儿童之家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儿童福利机构

监测
报告
机制

康复回归机制

社区预防服务
聚焦一般家庭科
学育儿和风险家
庭干预服务

接报处置服务
聚 焦 儿 童 伤 害 案
件 的 接 报 及 紧 急
处理、伤害评估、
监护评估和处置

替代照料服务
聚 焦 受 害 儿 童
身 心 康 复 与 回
归

儿童主任+购买服务社工，协调整合政府各部门和社会组织资源，有序服务

监护
处置
机制

民政部
儿童福利司



3. 2010年至今我国儿童保护的相关
政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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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 名称 发文单位

2010年11月16日 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

2011年7月30日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国务院

2011年8月15日 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

2011年11月21日 关于开展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试点工作
的通知

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

2013年5月6日 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 民政部

2013年6月29日 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民政部

2013年9月3日 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 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
国妇联

2014年7月31日 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 民政部

2014年4月18日 关于进一步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
的通知 民政部

2014年9月24日 家庭寄养管理办法 民政部

2014年12月18日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
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民政部

2014年12月25日 关于印发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 年）的
通知 国务院

2015年12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9

发文时间 名称 发文单位
2016年2月4日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

2016年6月16日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

2018年7月10日 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 国务院

2019年4月30日 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
系的意见

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妇儿工
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
残联

2019年6月18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公安部、司
法部、财政部、医疗保障局、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中国残联

2020年3月15日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关于印发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
救助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

2020年4月23日 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
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

2020年5月7日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
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20年10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次修订）[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 2010年至今我国儿童保护的相关
政策（2/2）



•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简称新未保法）自2021年6月1日开始实施，本次修订将原来“四大保护”发
展为“六大保护”，不仅将“政府保护”单设一章，而且单独规定了“网络保护”一章。

• 区分不同责任主体的不同责任：父母/家庭负首要责任，国家亲权、兜底责任，其他群团组织、社
会组织协助责任，形成了一个政府主导、民政牵头、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 明确政府责任：将政府保护由原来的社会保护章节中分离而出单设一章，明确民政为牵头主体，
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的职责，同时明确各主体的法律责任。

• 发展和完善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以家庭监护为基础、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监护制度，明确规定了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的职责和代为照护制度，国家指导、支持、帮助和监督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履行职责。

• 明确强制报告制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各章都有涉及，
结合2020年出台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强制报告的
主体、应当报告的情形，以及未履行报告职责的法律后果等问题予以明确。

• 增设网络保护专章，明确了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权益，对国家机关、学校、家庭以及网
络服务平台和企业等各方面的责任予以了明确，同时对网络信息管理、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网络
沉迷防治、网络欺凌及侵害的预防和应对等作出全面规范。

• 特别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护，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是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新未成
年人保护法在不同章目中都强化了相关保障措施。

• 明确预防和处置学生欺凌和预防性侵犯的基本制度，对学校如何预防和处理相关情况给出具体规定。

3.1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热点概览



3.2 新未保法六大主体章节热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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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家庭监护制度：明确规定了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必须履行的10项具体职责，还明确规定了不得

实施的11项具体行为，明确代为照护制度。

• 创设了对未成年人的代为照护制度：在“家庭保

护”一章主要规定了什么情况下可以代为照护、

哪些人不能作被委托人、对委托人和被委托人有

什么特殊要求。

• 创设强制报告制度：在“家庭保护”一章，规定

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

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情况严重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

门报告。

• 强调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儿童安全的保障义务，

规定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保障儿童安全方面的

具体义务。

家庭保护

• 明确学生欺凌定义，要求学校建立学生欺凌防控

制度，并从制度、教育培训、处置处理等方面规

定学校责任。

• 创设强制报告制度：在“学校保护”一章，规定

了对严重欺凌行为和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

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

行政部门报告。

• 规定学校建立预防性侵制度，开展适龄性教育，

对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 加强安全保护，明确提出了在学校要“配备安保

人员”等多项具体要求。

学校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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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了其他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具有协助责任。

• 创设了对未成年人的代为照护制度：在“社会保

护”一章规定了村委会、居委会有协助政府有关

部门对代为照护者的监督责任。

• 设立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制度：规定了“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录用查询以及每年定期查

询两项具体制度。

• 加强安全保护，明确规定了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

的安全保障义务。

社会保护

• 新增内容，创新发展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

• 规定了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要形成合力，培

养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规定了网信、公安、教

育等政府部门的具体职责；规定了网络保护软件

等技术措施的应用；规定了互联网企业要建立便

捷、合理、有效的投诉和举报渠道等。

• 创设强制报告制度：在“网络保护”一章，规定

了互联网企业发现用户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内容信息的，应该向网信、公安等

部门报告，发现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

网络保护

3.2 新未保法六大主体章节热点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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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政府工作从原来的社会保护一章中抽出，单成

新的一章。

• 规定了民政部门为牵头部门，在村居委会设置专

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具体工作的职能

部门应当明确相关内设机构或者专门人员、乡镇

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站或者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

• 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全国统一的未成

年人保护热线，及时受理、转介侵犯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投诉、举报。

• 建立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向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的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

政府保护

• 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

政部门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人员负责

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

• 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

政部门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教育、管理、

救助、看护等保护职责的，应当向该单位提出建

议；被建议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书面回复。

司法保护

3.2 新未保法六大主体章节热点
（3/3）



4. 国内关注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的
常见策略

常见策略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有些机构可能同时涉及下列2-3类策略。

1. 探索完善落地的社会保护体系

• 试点探索保护体系，推动政策发展：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救助儿童会
（Save the children）等

• 依托政策，完善服务递送机制：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世界宣明会、中国扶贫基金会、
爱佑基金会、联劝基金会、壹基金等

2. 提供专业化社会服务

• 以是否发生侵害时间为分界点，事前预防、识别，事后报告、回归

3. 研究/倡导

• 专注议题研究

• 专注政策研究/倡导

• 议题研究+政策倡导

• 通过数字化技术研究应用儿童保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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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探索社会保护体系（1/3）

重要时间节点：
• 2010 年，与民政部联合启动“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村（居）委会

设立“儿童主任”岗位。

• 2016 年，儿童主任模式写入国家政策，成为我国基层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建
设实践探索的重要里程碑。

• 2019 年，村（居）儿童主任全国铺开。

核心成果：
• 成功推动全国建立县乡村三级儿童福利服务工作网络（如右图所示）。截至

2019年底，全国共有儿童督导员5.6 万人，儿童主任67.5万人。

• 开发《儿童主任工作指南》和《儿童督导员工作指南》等材料，推动儿童服
务由被动受理向主动发现转变，促进服务人员专业性提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6年开始在陕西、江苏、湖北、贵州、广东、云南、四川、新疆各地试点儿童保护项目。

• 已有成果：开发《儿童保护体系建设指南》（参见文末）。依托中国国情主要开展社会服务人才队伍的
建设以及在地儿童保护服务，以及通过个案推动跨部门和跨领域协作机制，以试点带动政策改变[8]。

• 有待总结：在已试点地区中，有四地相对来说探索出了较好的模式，有待总结研究：江苏南京、湖北荆
• 州、贵州凯里、四川仁寿。

救助儿童会

[1]



4.1 探索社会保护体系（2/3）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14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与福利服务体系：

• 2016-2019年村（居）儿童全面保护及服务体系提升试点项目（惠童一期）探索形成的“预防、监
测、发现、报告机制”，2017-2020年县（市）困境儿童救助保护服务体系建设试点项目（惠童二
期）形成“接报 、处置、评估、安置机制”。2019—2020年，在各地民政部门的支持下，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将惠童项目范围扩大到广东、吉林、山西等更多的县（市）进行推广。

• 参考文献[5]中详细总结了两个阶段的模式、经验要点，如配备怎样的硬件、如何配人（如儿童主任
+社工+义工/志愿者）、建立了哪些配套机制等。

限制人身自由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与发展服务体系（2017-2019年在三地试点）：
• 荆州模式：社工站主要承担预防、监测、发现、报告职责；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主要负责接报、

处置、评估、转介的职能，如评估后发现未成年人有政策救助和保障服务的需求，则转介给相应部
门；如评估后发现未成年人有专业服务需求，则转介社工站提供专业社工服务。

• 钦州模式：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保护联席会议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检察机关对其他部门的监
督建议职能，部门联动形成保护合力。

• 福建模式：以监狱管理局为主导，调动司法系统干警参与帮扶工作，将限制人身自由人员未成年子
女的帮扶工作与限制人身自由人员的改造有机结合。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9-11]



4.1 探索社会保护体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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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5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留守儿童关爱项目——童伴妈妈项目，探索出“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
带”模式，截止2020年已复制到全国79县919个项目村。

• 一个人：每个项目村招募一位专职童伴妈妈服务于全村的孩子。
• 一个家：村级儿童福利服务和活动场地。
• 一条纽带：县乡村三级递送机制和以县乡办为核心各职能部门参与的联动机制。

爱佑慈善基金会
2016年开始的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通过搭建农村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培养农村儿
童福利服务工作队伍，探索农村基层儿童福利服务标准，提供困境儿童急需的服务，在不同地区开发了
校园儿童主任综合服务模式和基层社会组织参与项目技术支持的模式。

世界宣明会
童心同行项目：2018-2021年在中国探索搭建基层儿童服务网络，开展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的递送及相
关研究，推动基层社区的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已在在云南、陕西多县建立儿童之家、设
置儿童主任，推动部分地区全县儿童主任模式的政策落地。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通过联劝“一个鸡蛋的暴走资助项目”资助中西部困境儿童保护工作，资助项目列表可见于（搜索分类
“安全保护”）https://www.lianquan.org.cn/UBuildingBlocks.jsp 。

壹基金
儿童服务站：搭建儿童友好空间，聘用专职服务人员，提供儿童友好服务内容，包括安全教育、心理支
持等。

https://www.lianquan.org.cn/UBuildingBlocks.jsp


4.2 提供专业化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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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 事后

特征 是最广泛的需求，对服务的专业性要求相对
较低，服务的机构相对较多

对服务专业性要求相对更高，出险人数相对少，
服务的机构相对较少

主要服务类型
及内容

• 预防教育
• 监测评估与风险干预：对社区内全体儿

童及家庭的情况进行监测，分析是否有
受伤害的风险；对有伤害风险的儿童及
家庭，开展针对儿童和家庭的干预（如
自我保护、亲职教育）

对受害儿童及其家庭，包括与受害儿童密切相关
的人：
• 发现报告：开展儿童、家庭及重要相关方调查

评估，报告警方，配合司法工作
• 康复回归：受害儿童的心理、学业辅导，医疗、

生活照料，监护权变更等；受害儿童家庭的心
理辅导、亲职教育、儿童回归支持等。

服务举例 提供预防教育的社会组织较多见，如
• 多类型教育：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五

防”儿童安全课
• 议题聚焦，如预防性侵犯教育：女童保

护、你我伙伴；安全防护教育：深圳市
龙岗区青睐青少年发展中心-安全号列车；
普法：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反毒大篷车

监测评估与风险干预通常由专业社工开展

• 针对受侵害的儿童：如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
金会-真爱受虐儿童救助项目[5]

• 针对涉案儿童：如瑞安黑眼睛、深圳市龙岗区
青睐青少年发展中心、深圳市福田区启航公益
服务中心



4.3 研究/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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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倡导类机构大致可分为三类：

• 专注于议题研究
• 泛议题研究的机构，如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
• 专注于某个儿童保护分议题研究的机构，如腾讯公益（网络安全）、女童保护（预防性侵）。

• 专注于政策研究/倡导
• 法律相关机构，如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2018年联合40家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共

同发布《中国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指南》[12]，提出对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的工作基
本要求、指导原则（含40家机构名单）。

• 同时开展议题研究和政策倡导
• 专注研究和倡导型的组织，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13]，定期发布中国儿童福利动态、

政策报告、系列研究。
• 大部分探索社会服务体系的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助儿童会等。

• 通过数字化技术研究应用儿童保护数据
• 如Diinsider基于儿童保护数据构建风险预测模型识别风险儿童。

不同的服务类型在机构间可能有交叉，服务类和研究/倡导类机构同样可能有交叉。



5. 我国儿童保护领域的现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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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保护的服务链条来看，顶层是政策，通过机制，向下落地服务。涉及的关键问
题包括：国家/地方有没有政策支持 → 有没有政策落地服务体系 → 实际是否有机制保
障服务开展 → 服务开展与否、质量高低。

在人、财和管理方面都
尚有不足，以儿童主任
服务模式为例：
• 人员：儿童主任总体覆

盖数量够，但实际多地
存在一人多职、分身乏
术的问题

• 资金：儿童主任补贴非
常低，且有逐年减少趋
势，服务动力不足

• 管理：儿童活动中心的
场地有，但存在闲置无
活动问题

• 数量：基层儿童服务机
构少（相比养老、扶贫
类组织），其中为受虐
待、暴力、性侵的儿童
提供的服务的更少

• 质量：一线服务人员能
力有待提升，社工机构
整体专业化水平不足

• 新未保法规定儿童保
护工作由民政牵头，
但民政如何牵动其他
部门是关键难点

• 不同部门间协作机制
仍有待摸索，谁牵头、
谁服务、服务谁

• 基层服务的程序和内
容探索总结不足，已
有的试点地区经验缺
乏总结、推广

• 在新未保法出台后，
更多配套工作纲领
有待更新

• 社会工作服务中没
有儿童保护这一专
业方向，社工开展
服务时没有法律授
权

基础设施层面，面临的问题（举例）：
• 儿童保护相关数据积累不足，如民政部有留守、困境儿童信息系统，但未从弱势儿童

扩大到所有儿童的信息，年龄段有点覆盖到16岁，有的覆盖到18岁。
• 各部门、地方数据缺少整合，如多部门开发多部儿童保护相关热线，功能和数据重复。



6. 我国儿童保护服务的潜在机会
1. 基于新未保法的机会

• 与强制报告有关的各责任主体培训缺口：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主体工作能力及其机构制度
建设培训，如照顾者、教师、培训师、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司法工作
人员等，以识别针对儿童的暴力，及时报告、提供转介，并确保适当照顾和保密性。这一
工作既有大量需求又有相对明确的指导纲领，可操作性高。

• 强调监护：家庭监护是基础，政府开展儿童保护工作，强调兜底责任，在儿童有遭受监护
人或其他照顾者侵害的风险时依据法律介入，监护在所有场景里仍然是应该关注的重点。

• 校园欺凌和预防性侵犯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规定，在机制建立和教育服务方面都存在机会。
• 开始关注网络安全：儿童网络安全在家庭、学校、社会所有场景都需引起重视。

2. 儿童保护服务缺口
• 基础数据收集分析：多年来的儿童保护工作已经积累有大量数据，随着新未保法要求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热线，数据将更加丰盛，多个热线重复、
数据散落各地等问题有待整合。

• 一线服务机构的儿童保护机制建立、服务质量把控与测评。
• 已有经验总结、推广：对于已经开展体系探索试点的机构经验梳理、分享仍显不足。
• 基于儿童的需求：2019年沃启发布的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5类主要需求为人身安全教育、

生理卫生及防性侵教育、及时的心理健康状况跟进和专业心理辅导、社会监护的介入、对
家长或监护人的教育培训和咨询[]。

3. 潜在议题关注方
• 直接接触儿童的机构，尤其是关注困境儿童、流动/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机构。
• 与儿童密切接触的主体相关的议题，如社区/家庭早教议题、健康议题、医疗议题、公安相

关的议题等。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19



6.1 以强制报告为例
• 2020 年，最高检联合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

见（试行）》，确立了国家层面的强制报告制度， 对强制报告的主体、应当报告的9
类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对于及时报告的奖励机制以及未履行报
告职责的法律后果等予以明确。在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我国首次将强
制报告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并新增七处涉及强制报告的内容。

• 2021年4月发布的《中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现状调查研究》[14]总结了我
国现行强制报告制度的关键环节、执行情况和主要难点。

• 在识别环节，政策规定、民间话语和民警定义的儿童侵害之间存在分歧，对儿童侵害的认知
不统一；约有45%的社工和30%的儿童主任没有听说过强制报告制度，仅有18%的社工和
26%的儿童主任了解或非常了解强制报告制度，儿童重要相关方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不足。

• 在报告环节，儿童主任和社工认同自己应该把儿童侵害事件报告给派出所/公安机关的比例分
别为 52%和 67%；受访社工普遍反映民警不受理儿童侵害案件是常态（通常是不构成轻伤及
以上伤情的），使得侵害案件无法被受理，责任主体报告的积极性降低。

• 在响应环节，接受调研的9 个区县共有 4 个区县的民政、妇联或社区工作人员表达过心理干
预资源不足的情况，强制报告的后续服务供给不足。

• 调查结果提示：
• 强制报告制度普及知晓度不高和对政策理解不足是影响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的突出问题，当务

之急是组织开展培训。

• 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同样存在较大挑战，除培训之外，未来仍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推动制度
发挥作用。如通过设置“一站式”救助保护中心，还可以在学校和医院建立联络员机制、完
善报告热线和平台、建立和完善临时安置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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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保护体系建设指南 （英文）

参考资料

https://www.unicef.cn/media/16346/file/%E5%85%A8%E9%9D%A2%E6%9E%84%E5%BB%BA%E6%96%B0%E6%97%B6%E4%BB%A3%E4%B8%AD%E5%9B%BD%E7%89%B9%E8%89%B2%E7%8E%B0%E4%BB%A3%E5%8C%96%E5%84%BF%E7%AB%A5%E7%A6%8F%E5%88%A9%E4%BF%9D%E6%8A%A4%E4%BD%93%E7%B3%BB.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3499/9241594365_chi.pdf?sequence=2&amp;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65900/WHO_HSC_PVI_99.1.pdf?sequence=1&amp;isAllowed=y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child-maltreatment
https://mp.weixin.qq.com/s/E5Sjv50BVDBMWZxlU_d-5w
https://mp.weixin.qq.com/s/qAhRSifkGbdwrSYeyD9nOg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8/content_5552113.htm
https://mp.weixin.qq.com/s/GRltEcHJ5XgEaVblPxY6Dw
https://www.jianguoyun.com/p/Dd4IvMkQrLvFBxiCm4YE
https://www.jianguoyun.com/p/DYVMN4sQrLvFBxiIm4YE
https://www.jianguoyun.com/p/Df89uG4QrLvFBxiMm4YE
http://www.yiku.org.cn/index.php/Home/Article/details/id/26795
http://www.bnu1.org/list_25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5k93De5kR8Gzp0To4NtTjQ
https://www.unicef.cn/what-we-do/child-protection
https://www.unicef.cn/media/17506/file/%E8%B4%AB%E5%9B%B0%E5%9C%B0%E5%8C%BA%E5%84%BF%E7%AB%A5%E4%BF%9D%E6%8A%A4%E5%85%9C%E5%BA%95%E6%9C%8D%E5%8A%A1%E9%A1%B9%E7%9B%AE2020%E5%B9%B4%E5%BA%A6%E6%8A%A5%E5%91%8A.pdf
http://savethechildren.org.cn/working-project-15
https://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net/library/strengthening-child-protection-systems-guidance-country-offices


资助者圆桌论坛（CDR）
资助者圆桌论坛，是深圳市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的品牌项目，是中国资助机构朋辈共学和共创平台。我们
与中国资助机构一起探索公益战略、项目以及机构治理管
理的有效模式与方法，助力中国资助机构为推动社会问题
解决做出独特的贡献。
cdr4impact.org.cn


	儿童保护议题概览（2021年9月版本）替换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儿童保护议题概览（2021年9月版本）
	Slide Number 1
	目录
	1.1 儿童保护的界定-我国政策语境
	1.2 儿童保护的界定-风险视角
	1.3 儿童虐待的事实与后果
	Slide Number 6
	3. 2010年至今我国儿童保护的相关政策（1/2）
	3. 2010年至今我国儿童保护的相关政策（2/2）
	Slide Number 9
	3.2 新未保法六大主体章节热点（1/3）
	3.2 新未保法六大主体章节热点（2/3）
	3.2 新未保法六大主体章节热点（3/3）
	4. 国内关注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的�常见策略
	4.1 探索社会保护体系（1/3）
	4.1 探索社会保护体系（2/3）
	4.1 探索社会保护体系（3/3）
	4.2 提供专业化社会服务
	4.3 研究/倡导
	5. 我国儿童保护领域的现存问题
	6. 我国儿童保护服务的潜在机会
	6.1 以强制报告为例
	Slide Number 22
	Slide Number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