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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言 1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实现了 5 亿人脱贫的目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

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也以全球第二的速度步入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

家的行列。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巨大进步

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的发展对全球的人类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和贡献。

过去十年儿童早期发展的科学实证，以及全球各国的经验表明: 儿童早期是人生

发展的关键期，为整个生命历程打下关键性的基础。儿童早期发展是包括身体、心理、

情感、语言行为和社会能力等综合协调的发展。儿童早期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对智力、

性格及社会行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并将决定他们一生的健康和幸福。

通过与世界银行的全面合作，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份有关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

的研究报告，通过大量的文献整理，周密的实地调研以及科学的数据分析，为我们切

实推进儿童早期发展提供了主要的思路。

目前中国每年约有 1600 万新出生人口，0 ～ 3 岁的儿童总人数约5000 万左右。研

究表明，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战略。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

后，少儿人口绝对数量下降，儿童抚养比较低，非常有利于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投

入。尽管我国在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社会未形

成广泛共识、资源投入有限、覆盖面不足，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儿童获得早期发展和

教育的机会缺乏、儿童早期发展未纳入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

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是提高中国人口素质，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

重要一环，是中国实现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第一步。我由衷地希望，《中国

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 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与改善未来竞争力》这一报告，能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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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内外相关机构、组织、部门的支持与合作。中国人口方案将协调相关部门、政策

与社会资源，利用基层人口工作网络和公共服务平台，全面、系统、科学地推进以生

理、心理、行为习惯和社会适应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在扶贫开发

和家庭发展能力建设中，加大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投入与服务，以惠及社会和更

多的家庭。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

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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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 GDP增长超过 12 倍。按照 2000 年不变价格计

算，从 1978 年的人均约 165 美元提高到 2009 年的人均约2 206美元，让数亿人摆脱了

贫困。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加大。2009年，有 3 597 万人仍然生活

在绝对贫困之中，人均年收入不足 1 196 元人民币 ( 176 美元)，12 岁以下的儿童占该

部分人群的 18%左右。若想使全体中国人都能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需要经济增

长以外的措施消除绝对贫困以及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而保持广泛基础的发展，增

进社会和谐以及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等收入国家的目标，需要投资于健康、营

养和教育事业，并向贫困人群延伸这些服务。

中国已经普及了 9 年制义务教育并且迅速提高了后义务教育的入学率。目前，在

中国的人类发展战略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促进从孕前到出生后 6 岁间儿童的早

期发展和教育。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是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提高生产力及保

持未来长期竞争力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战略之一。

神经学家发现，在婴幼儿出生到 2 岁活跃的大脑发育阶段进行干预效果最为明显。

国际证据显示，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能够获得高的经济回报，因为早期学习比

后续的补救性的教育和培训更有成效，相对于其他投资而言，也更具成本效益。举例

来说，美国的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项目能够获得 7% ～18%的回报率，在哥伦比亚，参

加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儿童比其他儿童升入下一年级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在孟加拉，

儿童早期发展项目参与者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比其他学生要高出 58%。国际学生评

估项目 ( PISA) 对 15 岁学生的测试结果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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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一年或以上学前教育的儿童的成绩要高出许多。

尽管有诸多好处，但贫困人口常因无力支付而无法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服务; 儿童

早期发展领域投资回收时间跨度长的特征，也使这些服务的供应不足。这些情况要求

在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领域的出资方面，公共服务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来自世界

各地的经验提示，中国可以通过为贫困妇女提供产前护理和营养，以及为 0 ～ 6 岁儿童

提供健康干预、营养、父母育儿教育和学前教育，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促进未来

的增长。

这份报告的出版非常及时，对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应对不均等性的挑战的重

要目标，意义非凡。《中国的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 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改善未来竞

争力》是世界银行第一份关于中国的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报告，也为那些正在考虑

在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领域的投资以消除不均等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提供了

借鉴。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及首席经济学家

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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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 ( ECDE) 领域的神经科学研究及纵向跟踪研究都发现，产前护理和
生命中最初 6 年 ( 0 ～ 6 岁) 的经历会影响儿童的身体和大脑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人生后
续阶段的认知和社会情感发展。缺乏营养和保健、缺少激励性人际互动以及无法接受学前教育
等因素，都会造成较低的教育程度和事业成就，相应地降低终生收益，并可能导致潜在的社会
破坏性行为。对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投资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因为早期学习以及良好
习惯和社交能力的形成，其成果比后续的补偿性教育和培训要明显得多。对儿童早期发展和教
育计划的严格评估表明，其内部回报率在 7% ～18%之间，远远高于金融资本的回报率。因此，

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投资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策略之一，能够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能在
较长的时期内提高生产力和社会凝聚力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策略之一。

中国的目标是建立和谐社会，并提高其未来劳动人口的竞争力，克服人口结构老化的挑
战，并逐步向高收入社会转变，因而迫切需要识别其人类发展战略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差距。由
于中国已经普及了 9 年制义务教育，并且正在迅速提高义务教育结束后的入学率，目前主要的
差距是如何为 0 ～ 6 岁年龄组的人口提供服务。本政策短文旨在回顾 0 ～ 6 岁儿童的发展状况，

从公共投入和民间投入的角度评估获得公共服务机会的均等性，探讨如何为由于公共服务匮乏
或双亲无力支付而不能获得儿童早期发展和服务的人群制定政策选择。本短文以中国和国际性
数据为基准，衡量进展情况，并找出差距。本文在探讨政策选择时，使用了在湖南省入户调查
中所收集到的数据。

虽然中国在孕产妇和儿童保健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3 ～ 6 岁年龄组的毛入学率也达到
了 51%，但对农村儿童的服务仍然不足，特别是在极度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多变量分析发
现，幼儿园入学、健康体检、营养、看护人对信息的获取和良好的家庭育儿方法与 3 岁儿童的
体重、身高、社会及认知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这些领域的干预措施能够克服由于家庭
收入、母亲和看护人受教育水平、民族、农村居住和被外出务工双亲留在家乡等因素导致儿童
在发展上的差异。

本报告认为，极有必要在较长时期内普及针对 0 ～ 6 岁年龄组的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因
为它能够均衡机遇，并提高国家的未来竞争力。本报告的侧重点是中期目标，主张在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 ( 2011 ～ 2015 年) 期间实施双管齐下的扶贫办法。首先，扶贫计划应考虑为极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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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提供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服务，在贫困监测中应涵盖对儿童早期发展成果的监测。其次，

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成为主流化的社会服务。扩大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
在财政上是可行的，前提条件是: 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按照支持义务教育的力度补助中西
部地区的县一级支出。②在产前护理、育儿教育、儿童体格检查等方面采用基于社区和家庭
的、成本—效益为内容的干预措施和激励项目。在成本效益上以家庭和社区为单位在产前护
理、育儿教育、儿童体检和早期激励项目等方面进行干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或 “代金
券”也可以用来刺激此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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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 GDP 增长超过 12 倍。按照 2000 年不变价格计算，从 1978
年的人均约 165 美元提高到 2009 年的人均约 2 206 美元，让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是，城
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 ( 5 153 元人民币或 758 美元) 不足城市居民人
均年可支配收入的 1 /3 ( 17 175元人民币或 2 526 美元) 。2009 年，有 3 597 万人仍然生活在极端
贫困之中，人均年收入不足1 196元人民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9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低于世界银行以每天 1. 25 美元为标准的贫困线。12 岁以下的儿童占该
部分人群的 18%左右。在政策制定环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并不能减少极
端贫困和不均等，而投资于人类发展，增加获取公共服务的途径，才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
社会凝聚力。尽管中国已经普及了 9 年制义务教育，并且正在迅速提高义务教育结束后阶段的
入学率，但是其人类发展战略方面的最大不足是在 0 ～ 6 岁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 ( ECDE) 方面
的滞后。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验表明，对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投资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投
资策略之一，有助于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能在较长时期内提高生产力和社会凝聚力的最具
成本效益的投资策略之一。

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领域的神经科学研究及纵向跟踪研究都发现，产前护理和生命中最初
6 年的经验会影响儿童的身体和大脑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人生后续阶段的认知和社会情
感发展。缺乏营养和保健、缺乏激励性人际互动以及无法接受学前教育等因素都与较低的教育
程度和事业成就相关，其相应地降低了终生收益，并有可能形成潜在的社会破坏性行为。

2010 年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 PISA) 再次证实了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项目的重要
性。该项目旨在对各国 15 岁学生的数学、科学和阅读素养进行测试。研究发现，中国上海学
生取得的分数在 75 个参与评估的国家 ( 地区) 中名列第一。其中，接受过 1 年或 1 年以上学
前教育的学生的分数比没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高 60 分以上，即高出 10%。这就说明中国可
通过普及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服务提高人们的素质。这一发现也得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克曼
和他的合著者 ( 2003 年) 的印证，他们认为，对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投资可以获得最高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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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回报率，因为早期学习 ( 包括良好习惯的形成) ，其产出成果比后续的补救性教育和培训要
高得多。对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计划的严格评估表明，其内部回报率在 7% ～ 18%之间，远远
高于金融资本的平均回报率 ( 低于 7% ) 。

虽然中国在孕产妇和儿童保健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并普及了 9 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在
农村和城市之间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差距这一问题上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2008 年，在一般的
中国农村地区，6 个月婴儿的贫血率为 34%，3 岁龄儿童的生长迟缓率为 14. 9%。在贫困的农
村地区，3 岁龄儿童生长迟缓的比例可达到 21%。农村和城市儿童的身高和体重差距随着他们
的成长而有所扩大。统计数据表明，6 岁时，城市男孩的平均体重比农村男孩重 1. 7 公斤，城
市女孩平均体重比农村女孩重 2. 44 公斤; 身高方面，城市男孩平均身高比农村男孩高 2. 6 厘
米，城市女孩平均身高比农村女孩高 2. 4 厘米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 年) 。农村儿童
更容易缺乏维生素 A、钙、铁和锌。中国每年有 1 600 万新生儿，其中 61%生活在农村。中国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已经从 1991 年的 61 /1 000 降低至 2008 年的 18. 5 /1 000，远低于发展中国家
72 /1 000 的平均水平，但城乡之间仍然有差距，城市只有 8 /1 000，接近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
平，但农村地区目前尚在 23 /1 000 的水平，高出城市水平近 3 倍。中国在降低产妇死亡率方面
的努力卓有成效，从 1991 年以来已经从每 10 万人 80 例下降到 2008 年的每 10 万人 34 例，城
乡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体现出中国在缩小孕产妇保健服务的城乡差距上，探索出了成功的
道路。

各省间的差异也很大。全国产前检查的普及率为 90%，变化幅度从最高值北京市的 99%到
最低值西藏自治区的 67%不等。出生时体重低于 2 500 克的比例，其变化范围从北京的 0. 28%，

上海市的 0. 08%到江西、云南省的 4. 2%以及西藏自治区的 6. 5%不等。

据估计，农村地区有 1 /3 的儿童属于双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儿童通常是由他们的祖父
母辈照顾，而与他们的父母相比，老一辈的受教育程度往往较低，且有关营养、健康和教育的
知识不足。虽然幼儿园毛入学率从 1985 年的 21%提高到 2009 年的 51%，但农村儿童中只有
1 /3获得了早期儿童教育，而这些人中大约也只有 1 /3 参加了为期 1 年的学前班教育，而不是 3

年制的幼儿园。留守儿童在情感、社会和认知发展方面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压抑迹象。

二、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服务的政策和获取路径

中国早已认识到，国家的未来在于儿童。由全国妇女联合会、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教育部、民政部、卫生部、中央文明办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全国家
庭教育指导大纲》 ( 2010 年) 反映出国家对于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并把它看作国家建设的基
础。国务院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 ( 以下简称 《纲
要》) 规定，到 2015 年，3 年制幼儿园的毛入学率要从目前的 51%提高到 60% ; 2 年制幼儿园
的入学率从 65%提高至 70% ; 而 1 年制学前班的入学率则要从 74%提高至 85%。到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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