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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已达3.7582亿人，占全国

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流动儿童占全部儿童比例为23.9%，也就是说平均每4

名儿童中，就有1名是流动儿童。其中，0-17岁流动儿童7109万人（其中0-14周岁5319

万人），大约是2010年的2倍，呈现出数量大、增速快的特点。

再看北京地区数据，2020年北京市流动人口规模841.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8.5%，

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9.5%。其中，流动儿童规模69.7万人，占全市儿童人数的

24.23%，与2010年相比，增长9.01%。2020年，北京市流动儿童全部为跨省迁移，其中

57.02万人居住在城区、6.0万人居住在乡镇、6.68万人居住在乡村。本文所指流动儿童主

要是指从事职业层次较低且收入相对较低的流动人口子女。

公益机构参与流动儿童服务
的主要原因和优势分析

公益机构参与流动儿童

服务的主要原因包括如下几

个方面：一是包括流动儿童在

内的流动人口服务一直被排

斥在社会政策和具体行动之

外，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歧视

和社会不平等，这给了公益机

构较大参与空间；二是儿童照

顾和保护不同于其他社会议

题，其更容易引起公益慈善和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关注和

支持；三是流动儿童所面临的

问题和需求比较多元甚至部

分问题具有一定复杂性，非常

需要具有一定专业服务能力

的人员和组织不断参与和介

入；四是公益机构作为第三

部门有着其对社会问题和民

生议题的天然敏感度，对于

突出社会问题的干预和预

防，是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和

使命担当的重要体现。当然，

流动儿童群体能够被深度看

见和得到优质服务也关乎“人

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寻”的

基本实现和社会服务高质量

发展。

公益机构参与流动儿童服

务的优势分析概括为以下几

点：一是公益机构十分注重自

下而上的服务思维，不只关注

社会政策，而且更加切实地注

重服务对象的实际问题和需

求回应，并将其视为服务开启

的起点和根本，比如站在流动

儿童角度进行问题研判和需

求分析；二是公益机构的资源

获取多来自基金会资助、企业

支持和社会捐赠，其资源支持

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相比于政

府资金来讲，其资金使用具有

相对灵活性特点，这有助于根

据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资金

使用的适切调整；三是更先进

的价值主张和理念支撑，助人

并非易事，而其背后的价值主

张则起到决定性作用，绝大多

数公益机构都不简单地把流

动儿童等服务对象视为简单

的服务接受者，而是坚信助人

自助、服务对象与各类环境的

相互影响、服务对象拥有改变

的潜能与能力等价值取向并

将其深入实践；四是公益机构

更注重运用参与式方式方法

开展服务，强调服务供给的系

统性和专业性，并在此过程中

培育服务社区的内生力量，同

步增强服务的相对持续性，这

也是公益机构服务流动儿童

的突出特质和优势；五是注

重依托同一资助计划构建同

一或相近服务的互助交流网

络，这是近几年来不断涌现出

来的一种好做法，其能够使得

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优秀项

目或整体方案得以推广和拓

展，让更多服务对象受益，同

时有助于公益机构共同体的

建设和发展。

公益机构参与流动儿童服务
的基本样态

经过初步梳理，我们发现

参与流动儿童服务是国内公

益机构自觉主动应对城镇化

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

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北京八

家公益机构的长期实践为基

础，从资源、策略和内容等维

度来大致呈现公益机构参与

流动儿童服务的实践样态。

第一，资源视角：以公益慈

善资源支持为主。

由于这八家公益机构大

都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传承着

真正意涵的公益精神，切实关

注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和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政府

还未将包括流动儿童在内的

流动人口服务在具体行动中

纳入在地公共服务和社区服

务之中。

因此，这些公益机构的绝

大部分资源支持来自社会责

任感较为浓烈且关注人口流

动和儿童发展的公益基金会、

企业以及社会筹集，比如南都

基金会、心和公益基金会、乐

高集团等，也有部分机构通过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或公益创

投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主要来

自民政部门的福彩公益金支

持。这种资源来源结构确保了

公益机构社会性的基本属性，

同时资源使用除了规范有效

外，还具有项目资助支持相对

持续性和资金使用灵活性的

特点。

第二，策略视角：更加注重

基于服务空间的持续性服务。

无论是从时间线上纵向

考察，还是从当下现状上横向

观察，面向社区或学校的流动

式服务和构建儿童友好服务

空间及服务网络构成了公益

机构参与流动儿童服务的两

大行动路径和服务策略。在这

两大策略中，当前又以后者为

主，即以流动儿童服务空间建

设与运维为基础，扎根下来开

展系列服务，这是基于服务在

地性、持续性和深入性的三重

考虑。

比如“活力未来”依托某

城乡结合部“活力亲子园”面

向 0-3 周岁幼龄流动儿童开
展早期教育和家长支持服

务，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

服务中心（新公民计划）依托

“微澜图书馆”为打工子弟学

校学生和社区流动儿童提供

基于阅读的系列服务，常青

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依托

“在城长生活馆”推展流动儿

童服务以及儿童友好社区实

践，以及同心互惠社工服务

中心依托儿童友好空间开展

服务活动。

部分公益机构还依托全

国性资助计划，初步构建形成

了流动儿童服务网络共同体，

推展规模化服务的实践探

索。比如北京东隅儿童济困

服务中心（新公民计划）在乐

高集团支持下持续开展的乐

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活

力未来”深耕探索的“活力亲

子园”流动儿童早期亲子教育

项目。

第三，内容视角：以多样化

的发展性教育议题为主。

以各类教育议题作为公

益机构参与流动儿童服务的

重要切入点和核心内容，既与

流动儿童家庭的核心关切紧

密相关，又饱含了公益机构对

社会问题的深度剖析和儿童

发展议题的深切用情。公益机

构参与流动儿童教育服务具

有鲜明的多样化特点，我们可

以大致将其分为几下方面：

一是学前流动儿童（包括

婴幼儿）早期教育和家长支

持，“活力未来”和“四环游戏

小组”是这一教育干预服务的

典型组织。这一探索不仅让流

动儿童及其家庭直接受益，还

注重流动儿童家长作为受益

者的直接参与和互助网络建

设，而且其填补了我国社会化

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的空白

并提供了参考借鉴。

二是基于打工子弟学校

和社区的流动儿童课外阅读

服务，以此促进流动儿童的品

德培养和人格塑造，北京三知

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新公

民计划）的“微澜图书馆”项目

是这类服务的典型代表，北京

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的童缘计划也有相关的服务

内容。

三是流动儿童艺术教育，

北京音画梦想社工事务所是

该类服务方向的先行者，常青

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也开展

了相关实践。该机构从流动儿

童特点出发研发设计艺术综

合课程（包括绘画、手工、泥塑

等），通过体验式的艺术教育

提升流动儿童的积极心态、情

感表达和创造性思维，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流动儿童艺术

教育的不足。

四是基于服务空间运维

的流动儿童综合性发展性教

育服务，包括课业辅导、兴趣

培养、各类游戏、阅读成长、

户外体验式学习和团体活动

等，北京同心互惠社工服务中

心“同心儿童友好空间”、协作

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童

缘”计划、常青藤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的“在城长生活馆”都

是很有代表性的公益机构及

其项目。

除此以外，困难救助和城

市融入也是公益机构参与流

动儿童服务的内容关切，比如

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面

向流动儿童持续开展的助康

计划和助学计划，北京东隅儿

童济困服务中心（新公民计

划）开展多年的“玩转城市”流

动儿童城市融入项目，以及北

京同心互惠社工服务中心开

展的城市公益游学。

公益机构参与流动儿童服务
的再思考

虽然流动儿童及其家庭

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常被政

策忽视或相关政策未能有效

落地，但是不少公益机构在回

应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服务需

求的过程中，不断摸索服务经

验和灵活调整服务策略，积

累了不少的实践智慧。公益

机构已成为北京乃至我国流

动儿童服务的关键主体力

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但是公益机构参与流动儿

童服务在服务范围上也都有

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流动儿童

及其家庭服务政策还亟待完

善和落地。

因此，一方面我们倡导政

府更加深入地正视新时代背

景下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服务

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以及由此

带来的连带性问题。我们特别

建议借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的意见》等政策制度，研

制出台流动儿童服务的专项

政策制度，支持城乡社区组

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志

愿力量等积极参与其中。另一

方面，希望更多公益慈善资源

关注和支持流动儿童及其家

庭服务议题，并推动公益机构

不断积累服务流动儿童及其

家庭的经验智慧，进而助力构

建流动儿童服务组织网络建

设，让更多流动儿童及其家庭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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