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儿 童 现 状 分 析

吴 军

中国有三亿多儿童
,

为了加强儿童工作
,

为儿童健康地成长发育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和

社会环境
,

本文依据 1 9 87年九省
、

区① 抽样调查资料和有关资料
,

分析中国儿童的现状
,

探

讨提高儿童素质的对策和措施
。

一
、

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逐步落实
,

儿宜占总人 口的比重下降
,

儿宜性别比略高
,

独

生子女率逐年上升

1 9 8 7年九省
、

区儿童抽样调查
,

共调查 1 9
.

2 3万 户
, 8 1

。

1 8 万 人 口
, 0一 14 岁 儿童 为

2 3
.

4 7万人
,

儿童 占总人 口的比重 2 8
。

9 %
,

比 1 9 8 2年人 口普查的 3 3
。

5 %下降 4
.

6个百分点
,

比

1 9 8 3年抽样调查的 3 1
。

4 %下降 2
。

5个百分点
。

中国儿童 占总人口的比重
,

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要低
,

比一些发达国家要高
。

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
,

出现明显的下降
儿宜占总人口的比重 ( % ) 艳执 裕 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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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从这次调查资料看
,

O一 4 岁组

占儿童的比重为 32
。

6 %
,

比 1 9 82年人 口普查

的2 8
.

1 %上升 4
.

5个百分点 , 比 1 9 8 3年抽样

调查的 2 9
.

1 %上升 3
。

5 个百分点
,

出现了在

儿童年龄结构上低龄儿童上升的情况
。

造成

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

六十年代生育高峰

出生的人 口
,

进入八十年代后陆续进入生育

期
,

形成了一个新的生育高峰
。

这对计划生

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就是要制订一系

列有效措施
,

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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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杜绝计划外生育的政策
,

以便压低这个生育高峰
。

压低这个生育高峰
,

对今后控制人口

增长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

这次调查的2 3
。

4 7万名儿童中
,

男性为 1 2 2 0 7 9人
,

女性为 1 1 2 5 8 0人
,

性别比 (女 = 1 0 0 )

1 0 8
.

4 ,

比 1 9 8 3年抽样调查 的 1 07
。

4上 升 1 个 百 分 点
。

分 年 龄 段看
,

O一 4 岁为 1 09
。

5,

5一 9岁为 1 0 8
.

6 ,

10 一 14 岁为 10 了
.

3 ,

随着年龄的增长性别比逐渐趋于正常
。

我国儿童性别

比略高
,

虽然有其历史传统及民族特点等因素影响
,

但也反映了 目前还存在重男轻女的旧思

想
,

尤其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时
,

有的人在妊娠期间就采用各种方法
,

进行

性别选择
,

甚至个别人违法溺弃女婴
,

人为造成性别比略高的情况
。

① 九省区为内蒙古
、

黑龙江
、

浙江
、

山东
、

糊北
、

广东
、

四川
、

云南
、

宁X
。



在这次调查的 2 3
.

4 7万名儿童中
,

独生子女有4 6 8 2 9人
,

占20 %
。

其中
,

男性为 2 5 4 8 6人

占1 0
.

9 %
,

女性为 2 1 3 4 3人占 9
.

1 %
。

按年龄及城乡划分的情况见下表
:

按年龄
、

城乡分独生子女占儿宜的比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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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明显看 出
,

不论城市还是农村
,

年龄越小独生子女率越高
,

这充分说明了近

几年来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 的成绩
。

同时也

看出
,

城乡差别比较显著
,

城市独生 子女 率

为 4 3
.

3 %
,

农村为14 %
,

城乡之间相差 2 9
.

3个

百分点
。

年龄越小
,

城乡之间差距越大
,

其

中 。 岁城乡之间相差 32
.

6个百分点
,

而州岁

仅相差 3 个百分点
。

这是与我国城乡经济
、

社会
、

文化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别紧密

相关的
。

城市经济
、

社会
、

文化发展水平较

高
,

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为有利

的条件
。

如交通方便
,

宣传工作就 比 较 深

入
,

计划生育所必备的医疗条件
、

药品等均

有一定的保证
。

因此
,

居住在城市的居 民较

容易接受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

并享有较为

有利的物质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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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还表明
,

家长文化程度越高
,

独生子女率越高
。

不难看 出
,

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家长
,

知识面较宽
,

对控制人 口增长作为我国基本国策

的重大意义和提倡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理解较深
,

所以执行较好
。

随着控制人 口增长的基本国策的贯彻
,

独生子女在中国儿童中的比重将 会 逐 渐 增

长
,

进而在总人 口中占到一定的比重
。

这就

需要考虑我国传统观念与习惯
,

总结当前培

养
、

教育独生子女的经验
、

教训
,

根据独生

子女的特点
,

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
、

有道

德
、

有文化
、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 四化 ”

建

家 长 文 化 程 度 独生子女率 ( % )

`工月产n88713334349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设的后备力量
。

这不仅是许多家庭面临的新问题
,

也是学校
、

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

从一定

意义上说
,

对独生子女的培养
、

教育
,

不仅影响我国未来人 口的素质
,

而且将影响社会主义

“ 四化
”
建设的进程

。

二
、

多数儿童生活在健全
、

和睦的家庭中
,

家庭物质条件有所改善
,

父母文化素质影

响儿宣的健康成长
。

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启蒙老师
,

家庭是孩子步入社会的第一课堂
。

因此
,

儿童生活在父母

身边
,

在健全
、

和睦的家庭里享受到父母的关怀
、

培养
,

可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打下 良好的

基础
。

在这次调查的 2 3
.

47 万名儿童中
,

父母健在的儿童有 2 2
。

8 2万人
,

占 9 7
.

2 % ; 因父母一方

去世等原因
,

仪有父或母一方的为 6 0 5 0人
,

占2
.

5 % ; 孤儿为 44 4 人
,

占0
.

2 %
,

从实地调查



情况看
,

这些孤儿均能受到民政部 门以及村 (居 ) 委会的救济和照顾
,

并能得到受教育的机

会
。

父母均健在而又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为 2 1
.

7 4万人
,

占全部 儿 童的 92
.

6 %
,

占父母均健

在的儿童的 9 5
.

3 %
,

因父母学习或工作等原因
,

仅能和父母一方生活的占3
.

5 %
,

有 1
。

2 %的

J L童因种种原因只能和其他亲属甚至非亲属生活在一起
,

但他们仍有一个健全的家庭
。

在我们对 14 岁儿童家长的意向调查中
,

家长对子女能耐心教育的占7 8
.

7 %
,

注意培养子

女独立生活能力的占82
.

5 %
。

对 14 岁儿童的意 向调查中
,

认为家长对自己有帮助或很有帮助

的占8 6
。

2 %
,

由于家庭不和睦而使 自己感到最苦恼的仅占2
.

2 %
。

家庭的经济条件
,

一般地说是儿童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
。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

调查
,

1 9 8 7年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为 4 63 元
,

比 1 9 7 8年增长 近 2
.

5 倍
,

比 1 9 8 5年增长 16
.

3 %
。

1 9 8 7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9 16 元
,

比 1 9 7 8年增长近 1
。

9倍
,

比 1 9 8 5年增长 1 1
.

6 %
。

近十年

来
,

不仅收入增加
,

而且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
,

人均居住面积 1 9 8 7年农村为 16
.

1 平 方 米
,

比 1 9了8年的 8
。

1平方米增长近一倍
;
城镇为 8

。

5平方米
,

比 1 9 7 8年的 4
.

2 平 方米也增长 一 倍

多
。

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
,

致使每个家庭中拥有的有利于儿童智力开发的家用电器有了较大

幅度的增长
。

1 9 8 7年每百户农民拥有收音机 53 台
,

比 1 9 7 8年增长 2倍 , 1 9 7 8年农村还没有电

视机
,

而 1 9 8 7年 已拥有 2 4
.

4台
。 1 9 87年城 镇 每 百 户 拥 有 录 音机为 5 7

.

4台
,

比 1 9 8 5年增长

39
.

3 %
,

彩色电视机 3 4
.

6台
,

比 1 9 8 5年增长 1 倍
。

据家庭收支调查
, 1 9 87年城镇每户用于文

娱用品
、

书报杂志的开支占生活费开支的6
。

44 %
,

比 1 9 8 2年的 5
。

5 % 提 高近 l 个百分点
。

药

品及医疗用 品的开支 1 9 87年为 1 %
,

比 1 9 8 2年的 0
.

6 %提高0
.

4个百分点
。

农村 1 9 87年文娱用

品
、

书报杂志开支为 2
。

95 %
,

医药卫生用品为 1
.

81 %
。

虽然近十年来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

但是中国仍是

发展 中国家
,

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在由温饱向小康过渡
,

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限的
。

据国家统

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
, 1 9 8 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月生活费用在 35 元以下的户数占4

.

24 %
,

生活费在 35 一 50 元的占 1 1
。

7 %
。

在农村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在 2 00 元以下的 户 数为 8
.

24 %
,

在 2 00 一 30 0元的为 1 7
.

5 %
。

按照中国生活水平
,

城镇平均每人月生活费在 35 元 以下
,

农村年

纯收入在 2 00 元 以下
,

生活是比较贫困的 ; 城镇平均每人月生活 费 在 3 5一 50 元
,

农村纯收入

在 2 00 ~ 3 00 元
,

也就仅能维持生活
。

1 9 87 年这两类户数在城镇占1 5
.

94 %
,

在农村占到 2 5
.

75 %
。

生活在这两类家庭中的儿童
,

其各方面的发展
,

必然受到经济上的影响
。

根据这 次 调 查
,

7一 14 岁儿童未能在校学习的原因中
,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休退 学 的占 1 5
.

1 %
,

其中城 市 占
6

.

6 %
,

农村占1 5
.

7 %
。

因帮助家里劳动而休退学 的占 30 %
,

其 中 城市 占 1 4
.

8 %
,

农村占

31 %
。

当然
,

有的家庭经济并不算困难
,

但因家长目光短浅
,

让孩 子过早停学
、

退学
,

帮助

家庭干活赚钱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

儿童和双亲生适在一起
、

并有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
,

这无疑是家庭培育的重要基础
。

但

是
,

父母的文化
、

思想
、

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对于儿童喂养方法是否科学
、

儿童在家庭中是否

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次调查资料表明
,

儿童的父母文化素质亚待提高
。

详见下页表
。

该表说明
,

父亲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小学
,

父亲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
,

在城市占2 9
.

1 %
,

在农村仅占10
.

9 % ;
父亲为文盲

、

半文盲的
,

在农村占 16
.

8 %
,

在城市 仍 有 5
.

9 %
。

母亲的

文化程度就更低 了
,

多数为文盲
、

半文盲
。

母亲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
,

在城市为 22 %
,

农

村仅占 3
.

9 % , 母亲为文盲
、

半文盲的
,

在农村高达 47 %
,

城市也达 到 1 5
。

5 %
。

调查资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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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父母的文化素质对儿童健康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

尤其是母亲
。

以下着重分析母亲的文

化程度与儿童健康成长的关系
。

1
.

。一 1 岁儿童在 O一 3 个月时母乳喂养率与母亲文化程度成反比
。

O一 3个月儿宜各类喂养率 ( % )

母 亲 文 化 程 度 母 乳 喂 养 混 合 喂 养 人 工 喂 养

月仲哎J内̀3咋山
..

…
22
月峪O矛目、ù

口l

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7 3
。

8

7 0
.

1

68
.

8

盯
。

4

35
.

8

2 3
。

4

2 6
。

9

2 6
.

7

3 3
.

1

49
。

O

上述资料说明
J
母乳喂养是随着母亲的文化程度增高而下降

。

这与我国社会
、

经济状况

是有密切关系的
,

母亲文化程度高
,

就业率就高
,

在业的母亲受各方面的影响
,

母乳不足或者

为了减轻负担 (当然也有为了保持自己的体型 )
,

而 以棍合喂养为主
。

为了提高我国母乳喂

养率
,

必须大力宣传母乳喂养是科学喂养的重要内容和对婴儿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
。

同时要

认真贯彻国家对妇女在哺乳期间有关保健规定
,

为母乳喂养创造条件
。

2
。

0 一 l 岁儿童的四种食物添加率与母亲文化程度成正比
。

四种食物添加率 ( % )

母 亲 文 化 程 度 }
一

; 厂二
物

’

J
|
…lù

文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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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大专

一

、二曹落一}
。 物 蛋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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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

4

39
。

5

48
0

2

6 3
。

6

7 3
。

0

1 5
。

1

1弓
。

4

1 8
.

9

2 7
。

9

3 7
。

7

3 8
。

9

40
。

5

48
.

2

62
。

1

7 7
。

0

6 5
。

7

60
。

7

63
。

,

6 6
。

6

7 3
。

6

4
。

见下页 )

5
。

0一 3岁儿童预防接种率与母亲的文化程度成正比 (表见下页 )
。

两周内患有急性呼吸道感染和急性感染性腹泻的治疗率与母亲文化程度成正比 (表

6一 14 岁儿童接受教育程度与母亲文化程度的关系见下页表
,

5另
-



O一 3岁儿宜预防接种率 ( % )

母 亲 文 化 程 度 已 种 卡 介 苗 已服小儿麻痹搪丸 !已种百
、

白
、

破三联针 已种麻疹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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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亲 文 化 程 度 有病未治疗所占比重 ( % ) 母 亲 文 化 程 度 在 校 率 (拓 )

曰了八八斤 J直斗 J仲 66”7 91 8 90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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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2 6
。

4

2 0
。

0

1 1
。

7

7
。

9

3
。

8

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 1 ) 6一14 岁儿童在校率与母亲文化程度成正比 ( 见右上表 )

( 2 ) 6一14 岁儿童休退学率与母亲文化程度成反比
:

6一 14 岁儿童各类未在校率 ( % )

母 亲 文 化 程 度 学龄儿童从未上过学 小 学 休 退 学 小学毕业未上初中 初 中 休 退 学

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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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料表明
,

母亲的文化程度越高
,

学龄儿童在校率也越高
。

这充分说明
,

家长的文

化程度
、

特别是母亲的文化程度在一定的范围内影响和制约着儿童接受教育的程度
。

6
。

儿童对人生的看法与家长文化程度的关系
:

1 4岁儿宜对人生目的的反映 ( % )

家 长 文 化 程 度 为
“
四化

”

做贡献 } 努 力 工 作 多 挣 钱 不 知 道

哎é月峪0

…
7
几JZnù丹」

..
d

.

月̀0

3八̀̀工
口

七021肋292741834
月了nù515659“引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1 1
.

8

8
.

9

1弓
一

1

1 0
。

6

我们把
“
为四化做贡献

” 、 “
努力工作

”
作为明确

、

正确的人生 目的
,

那么相应地母亲

文化程度为文盲
、

半文盲的孩子占7 3
.

1%
,

小学的占8 0
.

5 %
,

初 中 的 占 8 8
.

5%
,

高中的占

9 4
.

3 %
,

大专及以上占98 %
。

我国悠久的民族传统
,

使得家庭结构比较稳固
,

家庭成员之间不仅有血缘关系
,

而且还

健 万寻
,



有传统的伦理道德所形成的特殊牢固的关系
。

刚出生的孩 子是一个幼小无知的生命
,

主要依

赖父母的喂养
、

教育才能健康地成长
,

才能
“
懂世事

” 。

资料表明
,

儿童多数是生活在健全
、

和睦并有一定物质保障的幸福家庭中
,

有些家长能较好地承担科学喂养和正确教育儿童的职

责
。

但是
,

还有相当数量 的家长是按照 自己的经验
、

习惯
、

喜好和要求对儿童进行喂养和教

育
。

如母乳喂养是科学喂养的重要内容
,

但因种种原因目前母乳喂养率仅为 6 8
.

6 %
。

对 14 岁

儿童家长的意向调查中
,

对子女存在的缺点
,

采用训斥办法的家长占1 8
.

1 %
,

放任自流的占
2

.

2 %
,

对孩子学习不太过问的占2 4
.

4 %
,

不过问的占3
.

3 %
。

《义务教育法 》 规定
,

儿童要

接受九年学校教育
,

这是国家
、

社会给予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
,

而我们一些家长由于不懂教

育法以及其他原因
,

随意让孩子休退学
。

这些都说明他们在喂养和教育儿童时带有盲目性和

随意性
,

还达不到科学喂养的程度
,

还没有依据国家和社会的要求承担起教育的责任
。

三
、

杜会教育事业有所发展
,

儿童在校率进一步提离
,

学龄儿童在校率城乡差距缩小
,

学校布局不够合理
,

教师素质重待提高

国民经济的发展
,

为教育事业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 1 9 8 7 年 国 家教委统计教育经费

2 7 4
.

6亿元
,

比 1 9 8 5年增长 2 2
.

4纬
,

比 1 9 7 5年增长 2
.

6倍
。

儿童的学前教育近几年发展较快
。

据国家教委 1 9 8 7年统计
,

全国幼儿园 (所 ) 达 1 7
.

68 万

个
,

比 1 9 7 8年增长 7
.

8 %
。

由于总的幼儿园 (所 ) 有所增加
,

入 托 儿童也有增加
。

这次调查

O一 6 岁儿童入托率为1 6
.

7 %
,

比 1 9 8 3年抽样调查的 1 1
.

3 %提高 5
.

4个百分 点
。

分城乡看
,

城市 。 一 6 岁儿童入托率为 42
.

3 %
,

比 1 9 8 3年抽样调查的34
.

4 %提高7
.

9个百分点
,

其中 3 一

6 岁儿童入托率为 6 0
.

9 %
,

比 1 9 8 3年的 5 0
.

2 %提高 10
.

7个百分点
,
农 村 入托率为9

.

9 %
,

比

1 9 8 3年的6
.

0 %提高 3
.

9个百分点
,

其中 3 一 6 岁儿童入托率为 1 7
.

2 %
,

比 1 9 8 3年的 9
.

7 %提

高7
。

5个百分点
。

虽然近些年来学前教育有所发展
、

托儿机构有了一定程 度 的增加
,

但仍难

适应托儿事业发展的需要
, “

入托难
”
仍是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

。

这次调查在家托养的 。 一

6 岁儿童 中
,

因无托儿所或因托儿所离家太远而没能入 托 的 占 7 4
.

6 %
,

其 中 3 一 6 岁的占

8 3
.

5 %
。

这不仅对儿童的早期教育
、

智力开发不利
,

同时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家长生产积极性

的发挥
。

学龄儿童在校情况
,

这次调查 6一 14 岁学龄儿童在校率为 7 6
.

7 %
,

城市为 8 5
.

0 %
,

农村

7 4
.

6 %
。

由于各地具体条件不同
,

有的地区还未普遍实行 6 岁入学制
,

我们着重分析 7 一 14

岁儿童的情况
。

7 一 14 岁儿童 的在校率为 83
.

9 %
,

比 1 9 8 3年抽样调查 的8 1
.

4 % 提高 2
.

5个百

分点
。

其中城市为 93
。

2 %
,

比 1 9 8 3年提高0
.

1个百分点
,

农村为 81 %
,

比 1 9 8 3年提高2
.

8个百

分点
。

7一 14 岁儿童城乡在校率的差距由 1 9 8 3年 1 4
.

3个百分点下降为 1 1
.

6个百分点
,

差距缩

小 2
.

7个百分点
。

这次抽中的 1 0 6 2个村 (居 ) 委会教育设施的情况
,

有完全小 学 的 7 96 个
,

占75 个% , 仅

有初级小学的村 (居 ) 委会 1 70 个
,

占16 % ; 没有教育设施的 96 个
,

占 9 %
。

分城乡看
,

城

市居委会 2 26 个
,

有完全小学的 2 02 个
,

占8 9
.

4 % ; 仅有初级小学的 3 个
,

占 1
.

3 % ; 无教育

设施的 21 个
,

占.9 3 %
。

农村 8 36 个村委会
,

有完全小学的5 94 个
,

占71 % ; 仅有初级小 学的

16 7个
,

占20 % ; 无教育设施的75 个
,

占 9 %
,

农村中山区或高 原 村无教育设施的村委会 48

个
,

为无教育设施的村 (居 ) 委会 96 个的 50 %
。

7 一 14岁儿童居住在有完全小学的村 (居 ) 委会地区的占80 %
,

居住在仅有初级小学地



区的占 13
.

3 %
,

居住在无教育设施地区的占6
.

7 %
。

调查表明
,

儿童居住地区有无教育设施
,

对儿童在校率影响是较大的
。

7一 14 岁儿童居住在有教育设施地区的在校率为 8 5
.

8%
,

居住

在无教育设施地区的为 6 6
.

6 %
,

相差 1 9
.

2个百分点
。

在对 7一 14 岁儿童未在校的原因调查中
,

因居住地区无学校或学校离家太远而没有在校

学习的占 1 1
.

4 %
。

其中 7 一 9 岁的儿童占2 4
.

8写
,

也就是 7 一 9 岁未在校儿童中
,
有近四分

之一是因为学校离家太远
,

而未能入校学习
。

居住在无教育设施的村 (居 ) 委会 中的儿童
,

上学要走 3 公里以上的占 1 2
.

4 %
,

走 3 公里的占87
.

6 %
,

致使 7 岁儿童的在校率仅为 6
.

5 %
。

对 14 岁儿童的意向调查中
,

有 1 5
.

8 %的儿童将学校离家太远认为是 自 己 最 感苦恼的事
。

看

来
,

小学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到儿童年龄小
、

体力以及独立生活能力较弱等特点
,

为学龄儿童

都能入校学习创造 良好的条件
。

社会不仅要为儿童创造入校学习的条件
,

而且应该尽最大可能为他们创造安全
、

敞亮
、

卫生的校舍环境
。

据国家教委提供的资料
, 1 9 8 8年平均每个小 学生 占有可 利用校舍面积为

3
.

12 平方米
,

比 1 9 8 5年增长 20 %
。

校舍中危房面积 1 9 8 8年 为 6
.

2 %
,

比 1 9 8 5年的 8
.

6 %下降

2
.

4个百分点
。

1 9 8 8年的危房面积虽然呈下降的趋势
,

但是仍然高于普 通 中学
、

中等专业学

校
、

高等学校
。

小学的建筑并不复杂
,

建筑标准也不是很高
,

需要的基建投资费用并不多
,

这个问题应该是能得到解决的
。

国家教委 1 9 8 8年统计
,

全国小学教师为 5 5 0
.

1万人
,

比 1 9 7 8年增 加 2 7
。

5万 人
。

按 国家有

关各级学校教师应具备的学历规定
,

小学教师 中达不到任教学历的占3 1
.

9 %
。

据有关部 门统

计
,

目前全国农村的小学教师中
,

约有 49 %为民办教师
,

民办教师学历不符合任教标准的比

例就更大
。

有些教师虽具备学历资格
,

但缺乏教育专业知识
,

也影响教学质量
。

山区农村缺

乏教师的情况更为严重
,

一个教师教多个年级
、

多门课程的现象依然存在
。

副课课程任教老

师不足的情况较为普遍
, 1 9 8 7年全国小学和初中音乐教师缺额 1 2

.

8万人
,

美术教师缺额 1 3
.

7

万人
。

农村副课专业老师缺编的情况就更为严重
。

由于没有任课教师而不能开设这些课程
,

致使儿童在体育
、

美育开发的重要阶段难以得到全面发展
。

四
、

妇幼保健事业不断发展
,

儿童健康状况进一步提高
,

农村医疗保健工作仍是 比较

薄弱的环节

建国以来
,

妇幼保建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
,

尤其在 1 9 7 8年以来发展得更快
。

1 9 8 8年全国

妇幼保健所
、

站 2 7 9 3个
,

比 1 9 7 5年增长士3
.

6蛤 ; 床位数 3 0 2 2 6张
,

比 1 9 7 8年增长近 2
.

5倍
,

远

远超过同时期全国床位数 3 6
.

9 %的增长速度
。

1 9 8 5年全国拥有儿科床 位 数 9 7 7 3 0张
,

比 1 9 7 8

年增长 3 6
.

7 %
,

高于全国同时期床位数增长 2 1
.

8 %的 14
.

9个百分点
。

1 9 8 5年全国有儿科西医

师 3 6 1 6 2人
,

比 1 9 7 8年增长 86
。

1 %
,

高于同时期全国西医师增长 68 %的 1 8 , 1个百分点
。

这次抽样调查的 1 0 6 2个村 (居 ) 委会
,

有医院或诊所的有 6 12 个
,

占 5 7
.

6 %
,

有乡医或

卫生员的 3 18 个
,

占30 % ; 没有医疗
、

保健设施
,

也没有乡医或卫生员的 1 32 个
,

占1 2
.

4 %
。

这表明
, 8 7

.

6 % 的村 (居 ) 委会具有一定的医疗保健设施和条件
,

其 中城市有医疗设施和条

件的居委会占8 8
.

5 %
,

农村占87
.

3%
,

城乡差距不大
,

但医疗设施条件相差甚远
,

其中城市

中有医院或诊所 的居委会 占91
.

5 %
,

而农村仅占 58
。

3 %
。

0一 14 岁儿童居住在有医院
、

诊所地区的占6 2
。

4 %
,

其中城市占7 8
.

7 %
,

农村占5 2
.

1 %
。

居住在只有乡医或卫生员地区的占28
.

9 %
,

其中城市为 8
.

9 %
,

农村为 3 4
.

1 %
。

居住在无医



疗设施及条件地区占1 2
。

4 %
。

中国卫生部门积极推广新法接生
。 1 8 8 9

年新法接生占接生总次数的 95
.

5%
,

比 1 9 7 8

年的 8 8
.

9 %提高 6
.

6个百分点
。

城市新 法 接

生已占到 9 8
.

6 %
,

农村为 9 6
.

1 %
。

住院分娩

率 1 9 8 8年为 5 0
。

3 %
,

比 1 9 8 5年 的 4 3
。

7 % 提

高 6
.

6个百分点
。

其中
,

城市住院分娩 率 为

7 5
。

6 %
,

比 1 9 8 5年提高 O
。

7个百分点 , 农 村

为 44
.

3 %
,

比 1 9 8 5年提高7
.

9个百分点
。

儿童的免疫接种率不断提高
。

这次调查

情况见右上表
。

上述资料表明
,

四种疫苗接种情况
,

城

乡差距较大
。 1 9 8 7年城市已有三项超过了儿

童免疫接种率 85 %的第一期 目标
,

农村四种

疫苗的接种率并不理想
,

这与农村的医疗水

平较低有着密切的关系
。

调查情况见右表
。

O一 3岁儿宜四种夜苗预防情况 ( % )

卡介苗
小 JL , 痹。 丸

{
百

、

白
、

破三联针
麻疹疫苗

7Z
。

1

9 0
。

0

6 7
。

5

` 8
·

3

}
s6

· `

88
·

7
} ” 5

·
9

63
·

。 } 曰
t

s

9
t. J1

岛8249计市村城农总

医疗保偏设施的设里与四种

痊苗的接种情况 (写 )

有有医疗
、

保健设施施 无医疗
、

保健设施施

合合 计计 其中
:
吞拼寸寸 合 计计 其中

:
农村村

已已种卡介苗 52 .999 47
。

333 48
0

000 3 1
。

666

已已服小儿麻痹糖丸 72
.

888 68
。

999 幻
。

000 5 2
一

000

已已种百
、

白
、

破三联针 66
.

444 韶
,

333 5 6
。

777 4 4
。

444

已已种麻疹疫苗 6 2
.

222 犯
。

555 5 2
。

444 4 1
。

SSS

上述资料表明
,

无医疗保健 设 施 的 农村
,

免疫接种率比有医疗保健设施的低 16 一 18 个

百分点
。

要提高免疫接种率
,

就要从加强农村医疗保建设施入手
。

按年龄分儿宜健康情况 ( % )

年年 龄龄 双眼视力在在 血色素在在 拘楼病患率率 无 龋 齿 率率

.11111 0及以上上 1 1克以王王王王

总总计计 8 7
。

666 犯
。

777 1 5
。

999 52
,

333 13
一

333 3
一

777

00000 8弓
一

000 28
。

555 2 3
。

333 40
0

777 2 1
。

000 1 1
。

111

11111 8 8
。

111 3 7
。

999 3 2
。

000 3 ,
。

000 2 5
.

444 9
。

666

22222 89
。

999 40
。

000 2 4
一

888 3 7
。

111 2 1
。

777 6
一

333

33333 9 0
。

777 43
。

444 1 0
。

111 38
。

111 1 8
。

222 4
。
弓弓

44444 9 0
.

333 46
。

333 4
.

000 44
。

666 1 6
。

222 3
。

222

55555 8 9
一

333 49
,

222 1
。

999 56
。

111 1 5
。

000 2
。

444

66666 8 7
。

777 53
。

44444 64
。

666 1 3
。

222 2
。

111

77777 8弓
。

888 5 6
。

11111 的
。

999 1 2
。

000 1
.

888

88888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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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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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2
。

000

9999999 63
。
弓弓弓弓 9

0

777 2
一

000

11100000 6 5
。

5555555 8
。

666 2
。

111

111 11111 68
。

0000000 7
。

888 1
.

888

111 22222 7 0
一

0000000 7
。

666 2
.

222

11133333 7 2
。

5555555 7
。

888 2
一

000

11144444444444 7
。

000 2
。

111

这次调查体检的 。一 14 岁儿童中
,

无残疾儿童为 9 8
。

4 % , 心
、 脾未见异常 的达 99 % 以

上
;
肺未见异常的为 98

.

9 % , 肝未见异常的为 97
.

3% , 双眼视力在 1
. O及以上的为 87

。

6% ,

J证色素在 9一 10 克的占4 1
。

9纬
, 在 n 克以上的占52

.

7 %
,

血色 素 均值为 1 0
.

9克 , 拘楼病患

者为 1 5
.

9 % , 两周内患急性呼吸道感染占1 3 ,
3% ,

的儿童健康情况见下页表
。

患急性感染性腹泻的占3 ,
7 %

。

分年龄组

肠
.



这次调查表明
,

中国儿童体格发育基本正常
,

儿童身高
、

体重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符合一般的生长发育规律
。

各年龄组城市儿童的身高
、

体重均比农村要高
、

要重
。

城市儿童

生活在经济
、

文化
、

医疗条件等较为优越的环境中
,

体格发育比农村要健壮一些
。

儿童的身高
、

体重是分析儿童营养状 况的重要数据
。

有关专家根据这次调查资料进行计

算
,

轻度营养不 良为 1 9
.

0 %
,

严重营养不 良为。
.

5 %
,

其 中 5 岁以下儿童轻度营养不良1 5
.

3 %
,

重度营养不 良。
.

5 %
。

说明中国儿童营养状况进一步提高
,

总的情况 良好
,

并明显优于一些

发展中国家家
,

如印度
、

菲律宾
、

泰国等
。

按年龄分 , L

” 高
、

体重情况 (藉 黔 )

下下耳〔下万宾燕专江

一
.

57
.



由于政府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了一定的医疗保健条件
,

提高儿童的身体素质就有了物

质保障
。

这次调查
,

婴儿死亡率为 3 4
。

9编
,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45 编
。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与国际对比

别 }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从 ) 别 }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编 )

朽343011201387国鲜联中朝苏

保加利亚

国国典本美英日瑞

30420015212098列朽61阿 富 汗

尼 泊 尔

印 度

印度尼西亚

甸朗宾古

律

缅伊菲蒙

资料来源
: 《 1 98 9年世界儿童状况 》

这次调查还看出
,

儿童的死亡情况与儿童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是否具有一定医疗卫生水平

有密切关系
。

情况见下表
:

O一 14 岁儿童按有无医疗保健设施分死亡率 (编 )

…
: 计

…
城

一
:

市

!
’

“ 村

总 计 …
3

·
,

{
`

·

,

}
4

·
,

有医院设华 … 2
·

o
}

1
·

1
}

2
·

8

有医疗诊所 1 ”
·

9
{

“
·

3
}

4
·

1

.

无医厅设施
.

{ .82 !
:

.69 }
:

.88

上述资料说明
,

儿童 死亡率农村高于城市 ; 无医疗设施高于有医疗设施的
; 在有医疗设

施中
,

诊所又高于医院
。

五
、

提高中国儿宜紊质的建议

根据本文上面对儿童现状的分析
,

结合中国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特点
,

对提高儿童素

质提出以下建议
:

(一 ) 要把关心儿童事业的发展
、

提高儿童 素质作为全国人民和全社会共同关心的一件

大事来抓
。

儿童时代是人生的起点
,

是处在生理上不断生长发育的阶段
,

也是思维
、

行为规 _

范
、

文化知识等各方面逐步形成的阶段
。

现在的儿童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就是劳动者
,

当他们

成为劳动者时
,

就反映我国劳动者的素质
,

进而影响我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发展 ; 当他们

组成家庭
、

成为父母时
,

又哺育和影响下一代的成长
。

社会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和发

展
。

我国 “ 四化
”
建设和远大 目标的实现需要几代人甚至若干代人的艰苦奋斗 才 能 实现

。

“ 十年树木
,

百年树人
” ,

祖国未来的接班人
,

一定要从儿童抓起
。

关心儿童
、

热爱儿童
,

照

顾和满足儿童健康成长的各种需要
,

就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有

纪律的祖国未来的接班人
。

因此
,

应充分认识到保护儿童
、

促进儿童事业的发展
,

不仅是提

高人 口素质
、

劳动者素质的百年大计
,

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远大连想的重大战略

问题
。

(二 ) 提高儿童素质
,

必须以优生为基础
,

在严格控制数 量 的 同 时
,

十分强调提高质



量
。

要千方百计减少先天畸形和低智儿出世
。

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
,

禁绝近亲婚姻或生育
。

有关部门要为婚前调查
、

孕期保健
、

产前诊断等制订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

并为其贯彻执行创

造必要 的条件
。

要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
,

对那些实行计划生育
、

优生
、

优育
、

优教的父母

应给予更多的奖励
。

同时应根据我国计划生育的要求
,

在医学的科学研究中
,

把优生学
、

遗

传学的研究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

及时推广和普及研究成果
,

广泛开展优生的宣传
,

让大家明

白优生对家庭对社会的好处
,

使优生的科学知识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

这样才能为我国儿童以

至人 口素质的提高
,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

(三 ) 要明确并强调家庭应担负起科学哺育和正确教育儿童的双重职责
。

家庭是社会的

细胞
,

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

这次调查 0 一 1 4 J L童中 9 2
.

6 %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

是在家庭中

哺育成长
。

为此
,

在喂养方面要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和随意性 ; 在教育方面要克服和防止
“
只

养不教
” 、 “

重养轻教
” 的偏向

,

增强
“
养教并重

” 、 “
养教结合

”
的自觉性

。

家庭教育有其特点
。

首先
,

教育内容十分广泛
、

无所不包
,

如智力开发
、

健康卫生
、

文

化知识
、

思想道德品质等
,

而又以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为主
。

其次
,

在教育的方法上
,

又是

通过家长的言论
、

行为
、

道德
、

情操
,

以一种参与和潜移默化的方式
,

对儿童起着启发
、

诱

导
、

示范为主的教育作用
。

这就要求家长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思想修养
。

调查资料表明
,

有些家长的文化素质和思想修养还不能适应这双重职责
,

均函待提高
。

因此
,

必须重视和发展成人教育
,

要根据成人教育的特点
,

开办多层次
、

多形式的扫盲班
、

提高班
、

培训班
、

函授大学
、

电视大学
,

尽快地提高家长的文化素质
,

在对他们的教育中适

当增加科学育儿和法律知识的内容
,

以利儿童在家庭中就得到初步 文 化 卫 生知识
、

道德规

范
、

行为规范以及正确人生观的教育
。

由于母亲在育儿
、

教儿中的特殊作用
,

要采取更为有

力的措施尽快扫盲
,

并进一步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水平
。

此外
,

要广泛
、

深入地宣传 《义务

教育法 》
,

做到家喻户晓
,

使每个家庭成员都了解
,

国家对儿童有实施九年学校教育的法律

规定
,

家长要克服目光浅近的短期行为
,

积极创造条件
,

切实保障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
,

促

使我国人 口素质一代比一代高
,

形成良性的循环
。

(四 ) 学校是儿童教育的重要阵地
。

要为儿童成才打下坚实基础
,

一

必须加强基础教育
,

更好地贯彻
“
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

智育
、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

有文化的劳动者
” 的教育方针

,

做到德
、

智
、

体全面育人
。

积极改善办学条件
,

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
。

一是要提高基础教育的投入
。

调查资料表明
,

目前一些地区小学校教学设施不足
,

校址布局又不尽合理
,

校舍紧张且质量不高
,

危房率占到 6
.

2 %
,

个别地区高达 20 % 以上
。

因

此
,

要增加投入
,

改善办学条件
。

二是要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
。

在中
、

小学教师

中对那些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并取得优异成绩的要予以表扬鼓励
,

推广其先进经验 ; 对那些达

不到学历要求的
,

教育部门要尽量为他们进修学习创造条件
,

对不具备教育专业知识的要办

培训班
,

补上这一课
。

并要定期对中小学教师进行轮训
,

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
。

三是要提高

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
,

巩 固和发展师资队伍
。

要大力宣扬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

师
,

广泛介绍教师的先进事迹
,

使尊敬教师
、

热爱教育事业成为社会的 良好风气
。

同时
,

要

看到广大教师为培养祖国下一代呕心沥血
、

生活清苦
,

有关部门则耍合情合理地提高他们的

生活待遇
。

这样不仅有利于他们的健康
,

也是对他们勤勤恳恳献身教育事业 的鼓励
。

此外
,

在一定意义上
,

社会是个大学校
,

也是儿童的大课堂
。

要适应治理
、

整顿的新形

势
,

根据儿童特点
,

充分 利用广播
、

电视
、

书刊等多种形式对儿童进行正确的引导
,

积极抵



制和清理一切消极因素
,

为儿童提供一个
“
清洁

”
的

、

良好的社会环境
。

(五 ) 加强儿童卫生保健工作
。

调查资料表明
,

农村医疗 卫 生 工 作仍是比较薄弱的环

节
,

而 80 % 以上的儿童又分布在农村
。

提高农村儿童的身体素质
,

有利于推动全局
。

为此
,

必

须在进一步完善城市卫生工作的基础上
,

将重点放到农村
,

以城市带动农村
,

以农村促进城

市
。

要尽快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

大力增加农村医疗设施
,

提高农村卫生保健人员的业务

水平
,

合理地提高农村卫生保健人员的报酬和其他生活待遇
,

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

促

使儿童卫生保健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
。

总之
,

要在各级政府的积极领导下
、

在全社会的关心支持下
,

进一步提高对儿童工作的

认识
,

发扬成绩
,

总结经验
,

立足现实
,

放眼未来
,

)tJ 实抓好提高儿童素质的各个主要环节
,

使儿童在美好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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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社会学学会 1 9 8 9年理论讨论会综述

江西省社会学学会 19 8 9年理论讨论会于 11 月 n 日至 12 日在南昌召开
。

会议的主题是
“
振

兴江西的社会学思考
” 。

有6 2位会员参加了讨论会
,

会议收到论文 43 篇
。

与会同志围绕以下

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

一
、

关于农民
、

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
。

有作者认为
,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民间题

首先表现在农村经济以其低水平的生产力和疲软的经济力量
,

构成了社会经济体系内的巨大

凹陷
,

农村经济板块和工业经济板块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 , 其次表现在我国最大的社会间

题— 人 口问题的肿瘤在农村
;
再次表现在农民阶级是由工人

、

农民
、

知识分子三大阶级阶

层构成的社会人口三角架中的一 根
“
软柱

” ,

使农村社会成了社会整体倾斜的一角
。

有作者

提出
: 当前我国农 民的思想意识

、

价值取向
、

行为方式有以下 10 种主要倾向
:
自我 意 识 增

强
、

自立能力较差
;
市场意识增强

,

风险行为胆怯 , 时效观念增强
,

短期行为较多 , 都市意

识增强
,

消费结构失调 , 交往意识增强
,

流动问题不少 ; 求知意识增强
,

封建文化残存 ; 优

生意识增强
,

生育心理矛盾 , 公平意识增强
,

组织观念淡漠 ; 法律意识增强
,

道 德 水 准 下

降
, 民主意识增强

,

信仰出现动摇
。

还有人认为
,

近期深化农村改革应立足于一个
“
稳

” 字
,

要克服拨苗助长的急躁情绪
。

另有作者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
、

干群关系
、

科技兴农
、

生态环

境和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农村发展问题
。

二
、

老区建设问题
。

在会上有代表提出
,

应该从三个方面对扶贫观念加深认识
,

一是在

增长与发展问题上
,

不能只看经济指标的增长
,

而忽视社会经济实际发展状况 ; 二是在经常

性扶贫与开发式扶贫问题上
,

要分清两种扶贫的区别与联系 , 三是应明确扶贫开发与老区总

体开发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

还有提出人应该综合利用老区社会发展战略
。

还有人提出有必

要建立一门
“
老区社会学

” ,

并论证了其理由和提出了它的体系框架
。

此外
,

会上还就人 口间题
、

职业教育
、

劳动就业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江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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