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守儿童：被中国经济奇迹丢下的孤儿 

北京——2015 年春，13岁的小黄刚刚跳了一级，她从五年级升

到了七年级，前途一片光明。然后，她离家出走了。在写给父母的

一封信中，她解释了离开的原因：她感觉自己无人疼爱。 

小黄在贵州省风景如画的季刀村长大，这里是中国最不发达的

省份之一。在信中，她向父母提起，他们在她刚满一岁时就把她留

给了一个阿姨。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的父母每年都有四个月

外出在广东省砍甘蔗，他们会把她留给不同的亲戚，她十分憎恶这

样的安排。 

“我感觉就像一只流浪狗，”她在沿海城市温州告诉我说，她

现在和男朋友还有几只他们从街上收养的流浪狗一起在这个城市生

活。 

一月时，王福满那张被风刮得通红的脸点亮了全世界的社交媒

体，这个在云南一座偏远村庄里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八岁男孩，每

天都要跋涉将近三公里上学。一天早上，他顶着结满了霜的头发出

现在了教室里，一位老师拍下了他的照片放上了网，就这样传开

了。这张照片，让人们开始关注许多没有父母陪伴、在农村长大的

中国儿童的困境。 

在过去的 30年中，为了找工作，2.8 亿中国人离开了自己的村

庄来到繁华的城市，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这数百

万民工虽然能通过收入更丰厚的工作为家人找到一个更好的长远未



来，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农村——有的与家人住在一起，

有的只能自力更生。 

在中国很难找到可靠的数据。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13 年

的一份报告，没有父母陪伴、在农村生活的儿童有 3000万人——占

中国儿童总数的 10%以上——他们往往由亲戚照看。2016年的一份

政府报告称，这些儿童至少有 36 万人是彻底的独自留守，没有家人

照料。 

父母有很多充分的理由把孩子留在家中：城市高昂的生活成

本、远离家乡没有稳定就业，还有被称为“户口”的户籍制度的限

制，将公民的出生地与福利和就学权利捆绑在了一起。 

在农村，留给大家庭的成员——通常是从事繁重工作，没有受

过教育甚至不识字的祖父母——照看的孩子面临得不到足够照顾的

风险。往往也缺乏管教。上了年纪的监护人也许未能送年幼的孩子

上幼儿园，或无法辅导年龄较大的孩子的家庭作业。农村儿童缺乏

父母的照顾与儿童的情绪和发育问题有关系。 

近几十年来，城市儿童在学业上发展迅速，但他们的农村同龄

人却并非如此，尤其是留守儿童。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与中国学

者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农村孩子上完高中的可能性要小得

多。父母都进城务工的孩子的学习成绩明显比父母一方在身边的孩

子差，并且男孩比女孩受的影响更大。 



中国农村地区学业成就低还有其他原因，尤其是农村学校落后

的教学水平和设施，以及高得让人望而却步的学费（只有九年的学

校教育是免费的）。但关键因素是父母的缺席。 

即使农村的孩子和父母一起搬到城市，他们也不太可能获得良

好的教育。近年来，对进城务工人员的限制一直在放宽。但在大部

分城市，农民工父母依然很难把子女送进当地的好学校，因为它们

需要居住证、劳动和租房合同、纳税证明等文件。 

近年来，几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引起了人们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

注。其中，2015 年 6 月，贵州省四名留守兄妹吞服农药自杀。 

对此，政府 2016 年呼吁改善社会服务，以保护这些儿童。但我

最近几次去农村采访孩子和父母时，发现要做的明显还有很多。农

村教育和村一级社会服务依然落后。必须允许民工把孩子送进他们

所工作的城镇地区的好学校，而不是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不合格的

临时学校。 

不有效解决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满足农村年轻人的需求，被

大肆宣传的“中国梦”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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