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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理念
上升为国家行动

周末去哪儿“遛娃”？在不

少城市，这个问题有了越来越

多新答案：上海市徐汇区在滨

江沿线设置儿童攀岩墙、篮球

场、滑板广场等体育设施，打造

主题鲜明的儿童滨水空间；浙

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建成全市首

个儿童友好商圈，将儿童剧院、

阅读区、益智游戏区等融入到

商场布局，成为当地“宝妈”的

热门打卡点；湖南省长沙市马

栏山片区成立全市首个“儿童

友好工作站”，在马栏山鸭嘴公

园建设马栏山气象站、水位雨

量观测站，并配套户外儿童游

乐区、沙池等设施。

这些体现儿童友好元素的

城市，如今都在开展一个共同行

动：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何

谓儿童友好？为什么要从国家层

面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看概念。1989年联合国《儿
童权利公约》提出儿童具有生存

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四大权利。儿童友好城市正是从

儿童视角出发，以儿童需求为导

向，为儿童成长发展提供适宜的

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保障儿

童四大权利的城市。

看现实。中国是儿童人口大

国，当前约有 0-17 周岁儿童 3
亿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五分

之一，世界儿童人口的八分之

一。广大家庭“急难愁盼”尤为突

出地反映在儿童公共服务领域，

比如托育方面，相较超过三成的

婴幼儿家庭托育需求，即使当前

全部托位投入使用，也只能满足

15%的家庭入托需求，而当前全
国实际入托率仅为 7.86%，托位
空置率近 50%，一线城市供需矛
盾更为突出。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

所副研究员魏义方分析，推进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承载着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近年来，

一些城市先行先试，探索将儿童

优先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和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各环

节，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

儿童公共服务体系覆盖面不足、

社会力量多方参与不够等问题。

从国家层面推进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全面开展各领域儿童友好

行动，有利于推动儿童友好理念

成为全社会普遍共识，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培育时代新人。

从发展理念上升为国家行

动，这一转变如何实现？国家发

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刘明

表示，2021年，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

要》。同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 23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中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正式拉

开序幕。根据意见，到 2025年，
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100 个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推动儿

童友好理念深入人心，儿童友好

要求在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

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

方面充分体现。

近三分之一地级以上城市
参与试点

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各

地进展如何？

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

发展司组织发布《中国儿童友好

城市发展报告（2023）》，这是中国
首次编辑出版关于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情况的发展报告。今年，

这一报告继续发布，突出反映

2024年最新进展，并在去年基础
上，进一步指引发展方向、突出

工作重点、交流创新实践、完善

推进机制。

根据报告，继 2022年全国公
布首批 14个建设国家儿童友好
城市名单以来，2023 年、2024 年
分别增加 40个、39个，累计已有
93个城市入选，占全国地级以上
城市比重近三分之一。截至 2023

年年底，超 130 个城市（含直辖
市城区）编制了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实施方案、行动计划等，一揽

子提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任务

举措和政策清单；90余个城市将
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

划和各类部门专项规划。其中，

不少城市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有

益经验。

“窗上贴些小动物图案，让

我们的阅读室更温馨”“希望咱

这里的儿童场所再多一些卡通

娱乐元素”……在江苏省苏州市

相城区漕湖街道，永昌泾社区近

来组织的“小小规划师”项目、

DIY汉堡、儿童观察团主题讨论
等特色活动吸引不少儿童参与。

永昌泾社区妇联主席金贺慧说，

作为苏州市儿童友好社区，永昌

泾社区将辖区内 0 到 18 岁近
1200人划分为 4个年龄段，基于
年龄特点和发展情况，量身定制

寓教于乐的服务或活动，目前已

重点打造了 7个主场景和 15个
子场景，覆盖教育、医疗健康、玩

耍娱乐、人文参与、自然生态等

诸多方面。

此次发布的报告显示，苏州

市近年来突出儿童友好空间建

设，依托公园、幼儿园、中小学周

边空间，因地制宜开展适儿化改

造，截至 2023年底全市共建成
市级儿童友好社区 52个、公园
40个、场馆及街区 5个，开展 119
个校园及周边交通适儿化改造，

儿童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此外，上海市从社会政策

层面出台《推进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三 年行 动方 案（2023—
2025 年）》，提出构建“15 分钟
儿童生活圈”；安徽省合肥市在

公共服务方面为超 60 所新建
幼儿园配上家长等候区、小游

园和公厕等儿童友好“三件

套”；聚焦权益保障，河南省郑

州市近 3 年提供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服务 1.38万人次，四川省
成都市将中度、重度失能学生

儿童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

围；山东省青岛市设计推出 10

个儿童友好图书馆，年接待儿

童读者约 50 万人次，打造向全
市儿童免费开放的公益绘本

馆，拓展儿童人文参与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

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彭福伟介

绍，3年来，中国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强化系统集成、动员多方参

与，全面推进社会政策友好、公

共服务友好、权利保障友好、成

长空间友好和发展环境友好，逐

步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道路。

让家长放心舒心野遛娃冶

让城市多些“1米视角”，还
面临哪些挑战？

“当前，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城市存在儿

童需求考虑不充分、设施品质有

待提升、配套服务不够完善等问

题。”江苏省南京市博物总馆副

馆长宋燕说，例如有的博物馆展

板展柜的高度、展厅内灯光和色

彩的设计等没有充分考虑到儿

童参观群体的需求，应采取针对

性措施加以解决。

此次报告也提到，目前，城

市公共空间在适儿化方面不同

程度存在设施不充足、布局不平

衡、空间不友好、功能不完善等

现象，影响了儿童的使用体验和

设施的利用率。儿童在城市成长

不同程度面临“自然缺失”问题，

一些城市规划建设未能注重生

产生活生态功能的统筹布局和

有机融合，街道和社区绿地配置

不足，公园和街区缺乏儿童游憩

设施，减少了孩子们与大自然接

触的机会。

彭福伟认为，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要以儿童友好空间为

载体，让儿童友好更加可感、具

象化。城市政府可有计划有步

骤地重点推进城市市政公园

（含社区口袋公园）、学校周边

道路空间适儿化改造，让广大

家长享有更加放心舒心的“遛

娃”环境；结合实际制定儿童友

好学校、医院、公园、社区等分

领域建设指引，确保公共空间

和设施规划、建设、设计、适儿

化改造统一标准、规范建设；通

过绘制儿童友好地图等形式，

串联辖区内公园、绿地、博物

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

各类儿童友好空间资源。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3 部门
此前编制印发了《城市儿童友好

空间建设导则（试行）》，从适儿

化改造、校外活动场所和游憩设

施建设等多个方面提出具体指

引，包括提出博物馆、音乐厅等

展示与艺术表演设施要推进适

儿化改造，展陈设施和儿童互动

设备设施应符合儿童行为尺度，

观众座席宜配备增高坐垫；推进

郊野型公园适儿化改造，鼓励建

设自然露营地等多功能活动驿

站，建设与自然融合的儿童游玩

空间等。

另据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儿

童隔代抚育比例较高，城市 3岁
以下婴幼儿由祖辈参与照顾的

比例超过 60%。对此，专家认为，
在适儿化改造的同时也要注重

适老化改造，积极探索“老小结

合”的空间融合模式。鼓励公共

服务设施综合设置、复合利用、

错时利用，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居

民服务需求。

魏义方认为，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应

鼓励企事业单位丰富扩大面向

儿童的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积

极培育为儿童服务的基金会、社

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营造

儿童友好的社区环境，完善支持

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

刘明表示，中国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已经从先行先试迈向

全面推进，未来需更加注重常

态化长效化推进，推动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以点带面、以城带

乡，推动儿童友好理念向更多

城市覆盖、向农村延伸，推动儿

童友好行动落地见效、儿童友

好事业行稳致远。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海外版冤

中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启动 3年来，已有 93 个城市开展试点———

让城市多些野1米视角冶
儿童友好城市什么样？你所在的城市是儿童友好城市吗？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和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发布《中国儿

童友好城市发展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个城市进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范围，覆盖 个省区市，越来越多的地方开

始注重从“ 米高度”视角制定实施社会政策、健全完善公共服务。

为什么要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接下来还将从哪些方面发力？记者采访了国

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有关负责人和相关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