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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流浪儿童救助体系的思考

付 慧
(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

甘肃 兰州 73 005 田

口商 要 ] 我 国 的流浪儿童问题是伴 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
,

经济政治体 制 的转型 而逐步严重 的
。

市场 经济的 改革破坏 了原来的社会福利

制度
,

使得 大量 的儿童流落街头
。

本文主要通过 两个面 来探讨关 于 完善 流浪儿童救助体 系
: 一是通过 构建适合我 国 实际 国情的 儿童社

会福利保障制度
,

从根本上解决 流浪 儿童 的 问题
。

二是有效利 用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救助中的重要作用
,

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 对流

浪儿童的救助中的优 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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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流浪儿童的含义 个严密的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安全网
。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我国学者安怀世将流浪儿童的类型分为
:
一是与家人分 示

,

20 13 年中国 内生产总值为 5 6 88 45亿元
。

如此高的 C D P
,

是

离后独自生活的儿童 ; 二是与家人分离后与群体生活的儿童 时候该为孩子们建立一套全面的福利制度
,

构建我国 自己的

( 以上 两 类儿童 可能 受成人操纵或剥 削 ;可能都在街头 工作 ;) 三 儿童福利制度了
。

是与家人同住
,

但在街头谋生的儿童 ;四是与家人同住
,

但在 以日本为例
,

日本的《儿童福利法 》涵盖 了所有未满 18 岁

街头游荡的儿童
。

( 以上两 类儿童可能都 未上学 )这种分类较为 的少年儿童
,

并将国 家和监护人共同视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全面的概括了我国流浪儿童的各种形式
。

的责任人
。

日本的社会性养护
,

是在为家庭无法接受良好的养

二
、

我国 目前流浪儿童救助体系中主要存在的两个方面 育的儿童提供一个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并形成良好人格的

问题 场所
,

使其将来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并能自立的社会人生活

( 一 )制度方面
。

我国目前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主要依据的是 于社会中
。

这种社会性的养护正是我国 目前所需要的
。

父母作

20 03 年国务院通过的《救助管理办法》以及 20 03 年民政部通过的 为第一监护人
,

能力参差不齐
,

需要国家制度化的支持
。

我国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这两部 需要先构建 自己的 《儿童福利法 》
,

为需要援助的儿童和家庭

法规
。

救助的方式由从原来的强制救助制度转变为当前的自愿 予以切实的经济性援助和服务支持
,

用法律保障少年儿童的

救助制度
,

这是人权上的一种进步
,

体现了对每个个体生命的尊 基本权利
。

重
。

但相应的问题随之而来
,

一些流浪儿童由于某些原因或者习 (二 )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
。

现代治理理念中
,

公共

惯了流浪所带来的
“

自由
”

生活的儿童并不愿意受助
。

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
,

除政府与市场外
,

社会组织是另一重要

现行流浪儿童救助制度的救助内容仅限于生活保 障和安 的治理主体 ; 良性的治理结构
,

需要各治理主体合理分工
、

合

全保障
,

这种临时性的救助形式难以长效的保障流浪儿童的 作
,

且不同主体间要形成良性的
“

伙伴关系
” 。

非政府组织作为

权益
。

在社会上长期游荡的流浪儿童
,

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 一支极具生命力的新生力量
,

具有很多的优势
,

弥补了政府救

中生存下来并实现了 自我的成长与发展
。

这使得他们意识不 助的不足之处
,

是完善我国对流浪儿童救助体系的必然选择
。

到这样长期的流浪生活会给他们未来的生活和自身的发展带 政府在救助过程中多为直接性救助
,

非政府组织的救助方

来何等严重的消极后果
。

因此
,

在很多的救助中
,

救助机构将 式更具灵活性
。

政府在与非政府组织在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这些儿童送回 家后
,

他们又 选择重新流浪
,

形成
“

流浪
、

救助
、

时
,

政府应适当让权给非政府组织
。

政府的
“

指挥
”

地位不利于

送回
、

再流浪
”

的恶性循环
,

这样不仅浪费社会资源而且也不 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灵活性
。

非政府组织不同于政府组织的文化

能解决流浪儿童问题
。

知识和工作思路
,

在救助中更具有
“

人情味
”

而不是简单的按制

( 二 ) 资源的利用方面
。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
,

公 民福利的 度程序救助
。

政府要为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

实现主要依赖于单位
,

大部分公 民通过就业就可以社会保障
。

支持其合法化的发展
。

因为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

孤残儿童则由民政部门举办的儿童福利院抚养
。

市场经济的 拨款和社会捐助
,

只有具备合法性的地位
,

才能被社会
、

企业
、

改革破坏了原来的社会福利制度
,

使得大量的儿童流落街头
。

公民所认可
,

才能获得多方资金的支持
。

同时
,

非政府组织应加

因而社会救助是我国是未来完善救助体系的主攻方向
。

由于 强对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

加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

扩大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

导致很多非政府组织很难取得 其国际影响力度
,

为自己的发展谋求更为广阔的天地
。

有效的合法身份
,

组织活动运行受到各种限制
。

非政府组织多

以公益性的美好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

然而很多非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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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传统的家庭育儿功能失灵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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