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终期统计监测报告

（一）
儿童与健康

1. 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高。《纲要》实施以来，儿童
医疗保健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出生缺陷防治取得明显成
效，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儿童健康水平明显提升。严
重致残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从2010年的17.47/万下降至
2020年的10.40/万，下降幅度超过40%。全国婴儿死亡
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2013年实现《纲要》“低于
10‰和13‰”目标的基础上，连续7年持续下降，2020年
分别为5.4‰和7.5‰，分别比2010年下降7.7个和8.9个
千分点。

2010—2020年全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儿童疾病防治成效显著。《纲要》实施以来，覆盖国
家、省、市、县四级的免疫规划监测管理体系逐步健全，
县、乡、村三级预防接种服务网络逐步建立，国家免疫规
划疫苗接种率保持较高水平，儿童重点传染病得到有效
控制。2020年，适龄儿童各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
接种率均接近或超过99%。2020年，麻疹发病率和流行
性乙脑发病率分别降到0.06/10万和0.02/10万。全国
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持续保持在1‰以下。2012年，经
世界卫生组织认证，我国已实现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
标。

2020年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率

3.儿童生长发育持续改善。《纲要》实施以来，扎实推
进儿童营养改善行动，更加注重婴幼儿科学喂养，儿童
尤其是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持续改善。2020年，全国
儿童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为3.25%，实现《纲要》“低于4%”
的目标。5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生长迟缓率和低体
重率分别为4.51%、0.99%和1.19%，分别比2010年下降
0.87个、0.13个和 0.36个百分点，均实现《纲要》“低于
12%”“低于7%”和“低于5%”的目标。

4.儿童伤害得到有力控制。《纲要》实施以来，儿童伤

害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儿童伤害预防工作网络不断完
善，主动预防儿童伤害的意识明显提升，儿童伤害死亡
率大幅下降。18岁以下儿童伤害死亡率从2010年的
22.41/10万下降至2020年的11.06/10万，下降50.6%，
实现《纲要》“下降1/6”的目标。

（二）
儿童与教育

1.学前教育加快发展。《纲要》实施以来，连续实施三
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提升
保育教育质量，目前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
率为85.2%，比2010年提高28.6个百分点，远高于《纲
要》“达到70%”的目标。全国共有幼儿园29.2万所，其
中公办幼儿园12.4万所，民办幼儿园16.8万所，分别是
2010年的1.9倍、2.6倍和1.6倍。全国共有幼儿园专任
教师291.3万人，是2010年的2.5倍。

2010—2020年幼儿园数及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2.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纲要》实施以来，九年义务教
育改革不断深化，义务教育实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持续推进，义务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2020年，
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2%，比2010年提高4.1
个百分点，实现《纲要》“达到95%”的目标。2010年以
来，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保持在99.7%以上，小学升学
率保持在98%以上。2020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 21.1 万所；专任教师 1029.5 万人，比 2010 年增长
12.6%；在校生 1.56 亿人，比 2010 年增长 2.8%。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1429.7万人，占在校生比重为9.1%，比2010年提高1.5
个百分点。

3.高中阶段教育迈上新台阶。《纲要》实施以来，随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的
颁布实施，高中阶段教育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
稳步提升，总体取得较大发展。2020年，全国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为91.2%，比2010年提高8.7个百分点，实现
《纲要》“达到90%”的目标。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
校24457所，其中中等职业教育9896所；高中阶段教育
招生1521.1万人，在校生4163万人，其中中等职业教育
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为644.7万人和1663.4万人，分
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2.4%和40.0%。

4.特殊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纲要》实施以来，先后实
施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残疾人受教育机会不断扩
大，普及水平明显提高。2020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

校 2244 所，专任教师 6.6 万人，分别比 2010 年增长
31.5%和 66.9%；通过各种形式招收特殊教育学生14.9
万人，在校生 88.1 万人，分别是 2010年的 2.3 倍和 2.1
倍。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在校学生86.4万人，是
2010年的2.1倍。

（三）
儿童与福利

1.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建设稳步推进。《纲要》
实施以来，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建设
不断加强，机构数量稳中有升，为开展儿童福利保护服
务提供了有力保障。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儿童福利
和救助保护机构760个，比2010年底增加280个；机构
共有床位10.1万张，比2010年底增加4.5万张。其中，
儿童福利机构508个，床位9.1万张；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中心252个，床位1.0万张。2020年，全年共救助流浪未
成年人3.1万人次。

2010年和2020年全国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数

2.孤儿生活状况明显改善。《纲要》实施以来，全面落
实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
的意见》，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补助各地发放孤儿基
本生活费，孤儿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遗弃儿童现象
大幅减少，孤儿数量连续8年持续下降。截至2020年
底，全国共有孤儿19.3万人；其中，集中养育孤儿和社会
散居孤儿分别为5.9万人和13.4万人。2020年，集中养
育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
准分别为 1611.3 元和 1184.3 元，分别比 2016 年提高
467.6元和391.4元。2020年，全国办理家庭收养登记
1.1万件，占孤儿总数的5.7%。

3.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纲要》实施以
来，国家先后实施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目前全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体系、
工作体系和服务网络全面建立，为开展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提供了有力保障。截至2020年底，全国开展残疾
儿童康复的残疾人康复机构10440个，比2011年增加
7300个。2020年，全国共有 23.7 万名 0—6岁残疾儿
童接受了基本康复服务，比2016年增加8.7万人，接受
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人中 0—6 岁残疾儿童比重为
2.2%。

开展残疾儿童康复的残疾人康复机构

（四）
儿童与社会环境

1.儿童生活环境逐步改善。《纲要》实施以来，随着
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和全民生态环保意识的不断

增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儿童生存生活环境更为
健康。2020年，全国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8平方
米，比2010年增加 3.6 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
别为 42.1%、97.5%和 99.7%，分别比 2010 年提高 3.5
个、15.2个和21.8个百分点。农村集中式供水受益人口
比重达88.0%，比2010年提高30个百分点。

2.儿童社会环境不断优化。《纲要》实施以来，城乡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依托城乡社区设立的儿童之
家成为守护儿童健康成长的“第二家”。截至2020年底，
全国共有社区服务中心（站）44.8万个，是2010年的7.9
倍；共有儿童之家（或儿童中心）32.1万个，是2012年的
6.7倍；基层组织中持有证书的专业社会工作者7.1万人，
是2010年的7.8倍。

2010—2020年社区服务中心（站）数和基层组织中持
有证书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人数

3.儿童文化产品供给日益丰富。《纲要》实施以来，面
向青少年儿童的优质文化产品不断增加，青少年儿童日
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逐步得到满足。2020年，全国出版初
中及以下少年儿童图书4.3万种9.0亿册（张），出版初中
及以下少年儿童期刊209种3.3亿册。全国3212个公共
图书馆共有少儿文献1.5亿册，是2011年的4.9倍。全国
少儿广播节目、少儿电视节目、电视动画节目播出时间
分别为28.8万小时、63.1万小时和44.6万小时，分别是
2011年的2.1倍、1.7倍和1.6倍。全国未成年人参观博
物馆1.2亿人次。

（五）
儿童与法律保护

1.儿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更加完善。《纲要》实
施以来，我国儿童权益保护体系建设不断推进，以宪法
为根本和基础，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义务教育法等特别法为主体，民法、刑法等一般法为重
要保障的儿童权益法律保护体系基本形成，儿童权益保
护意识不断提升，儿童权益保护法治化取得重要进展。

2.打击针对儿童的违法犯罪成效明显。《纲要》实施
以来，持续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查找失踪被
拐儿童，打击、防范侵害儿童合法权益违法犯罪的水平
不断提高，拐卖儿童犯罪发案数大幅下降，保护儿童合
法权益成效明显提升。2016年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
平台建成以来，共发布儿童失踪信息4930条，成功找回
4858名儿童，找回率达98%。

3.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能力持续提升。《纲要》实施以
来，积极推进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申请渠
道更加畅通，法律援助范围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质量不
断提高。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得到法律机构援助共计
12 万人次，比 2010 年增加 3.3 万人次，增长 37.7%。
2020年，县级以上妇联组织受理妇女儿童投诉件次数超
过18.8万件次。

4.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取得成效。《纲要》实施以来，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机制不断健全，未成年人犯罪数量
持续下降，未成年人犯罪率大幅降低。2020年，全国未
成年人犯罪人数为3.4万人，比2010年减少50.5%；未成
年人犯罪人数占同期犯罪人数的比重为2.21%，比2010
年下降4.57个百分点。

为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我国于2011年颁布实施《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近期，国家统计局根据
《纲要》监测指标数据和相关资料，对《纲要》在健康、教育、福利、环境和法律保护等五个领域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终期统计监测。结果显示：十年间，
《纲要》主要目标如期实现，儿童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福利水平稳步提升，成长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保护儿童的法规体系和
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但儿童发展的城乡区域差距依然明显，相关领域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仍需加强。

《纲要》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乡、地区间儿童健康水平差异较为明显

2010年以来，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明显提升，但是城乡、地区间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2020年，农村婴儿死亡率和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6.2‰和8.9‰，高于城市3.6‰和4.4‰的水平。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分别为7.9‰和10.6‰，高于中部地区4.7‰和6.6‰的水平、东部地区2.7‰和4.1‰的水平。

2.儿童之家建设有待加强

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力推进城乡社区儿童之家建设，儿童之家数量大幅增加，但距《纲要》目标仍有差距。截至2020
年底，全国建有儿童之家（或儿童中心）32.1万个，未实现《纲要》目标。中西部地区儿童之家建设相对滞后问题较为明
显，部分地区建有儿童之家的社区占比偏低，个别省份不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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