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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发展的最新研究实践 

及对中国的启示 

内容摘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2012 年 10 月举办了第三

届反贫困和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探讨了儿童发展的政策实践及

研究成果。与会外方代表认为，儿童发展是消除贫困、保障社会

公平的重要手段。采取科学的综合性儿童发展策略能够提升未来

的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可观的经济回报。他

们建议中国将儿童发展方面的权威研究成果纳入政策制订，将综

合性儿童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采用预分配策略保障人

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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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发展的最新研究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儿童发展的投资和制度建

设。为了促进与国际组织、外方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发

展研究基金会于 2012 年 10 月举办了第三届反贫困和儿童发展国际研

讨会，邀请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国内外研究机构及非政府组织

（NGO）的一百八十余名代表，共同探讨儿童发展与反贫困、儿童早

期营养干预、学前教育和学校供餐等重要议题。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教授和阿玛蒂亚˙森教授等介绍了关于儿童

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国促进儿童发展的现状及进展，为中国

进一步提升儿童发展项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一、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成果 

1、儿童早期发展为个人的能力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忽略儿童早

期发展造成的损失将不可逆 

近年来，脑科学和神经科学已经证实，胚胎期至 2 岁是大脑发育

的关键期，也是进行干预措施的机会窗。儿童的视觉、听力等感官能

力的发育在刚刚出生后达到高峰，语言能力和大脑的发育顶点分别是

出生后 6~9 个月和 1 岁左右。 

在儿童营养干预方面，从母亲怀孕起，胚胎所能获得的营养、母

亲的健康、营养和压力程度等因素就开始影响儿童基因的表达方式，

进而影响幼儿大脑的结构与功能。David Barker（1998）的研究表明，

如果胎儿在发育过程中食物匮乏或营养摄入不足，那么这与胎儿成年

后患冠心病、中风、2 型糖尿病及高血压的产生机率相关。联合国儿

基会（UNICEF）的研究证实，儿童营养不良会降低儿童的智力水平

和学习能力，如碘缺乏导致儿童的智商下降 10~12 分，缺铁性贫血导

致智商下降 5~8 分，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导致智商下降 10~15 分。 

除了营养之外，正确的幼儿养育和刺激（stimulation）也是保障

儿童正常发育的重要因素。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婴儿出生后，它的早

期经历和外界环境刺激不断强化经常使用的神经回路，“修剪”掉使用

较少的神经回路，使神经回路的结构和功能最终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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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教授和阿玛蒂亚˙森教

授均从能力的角度出发探究了儿童早期发展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

森教授认为，可行能力是人们做自己想做的事以及实现自己想实现的

状态的能力。可行能力的迥异是导致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海克曼教授依据森教授的可行能力理论以及最新的神经科学和经济

学研究成果，具体关注了个体能力。他认为人们要想取得成功，需要

具备认知和非认知等多维度能力。这些能力于不同阶段形成，前一个

阶段的能力促进下一个阶段的能力形成。所以，人的发展是先天与后

天动态互动的过程，且这个过程始于儿童的胚胎期。 

由此，海克曼教授认为，成年人的成功和失败都能追溯到其儿童

早期发展阶段。个人的能力发展受限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辍学、

犯罪、健康状况糟糕、低收入等，所以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均取决于

核心能力的发展。个体能力之间的差距在儿童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显

现出来，且儿童早期发展的缺陷不可逆，如果等到儿童上学甚至青少

年、成年期再开始弥补儿童早期发展阶段的差距，往往代价高昂且收

效甚微。 

2、综合性儿童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显著 

刺激和营养本身都能促进儿童发展，但是二者结合时产生的效果

更加显著。牙买加对分别接受刺激和营养补充的儿童进行了长期追踪

研究，结果表明前者的智商和认知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仍然低于

发育正常的中产阶段儿童；后者的智商和认知能力未能提高，其它效

果也不具备持续性。因此，成功的儿童发展干预措施往往将营养和教

育结合起来，关注儿童的整体发育，同时根据生命周期的规律对不同

的发展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即，在儿童胎儿期到两岁期间，以

大脑发育最需要的营养和健康干预为主，同时辅以环境和经历刺激；

在儿童 2~6 岁时，除了健康和营养干预外，还加入行为刺激来促使其

发育；儿童入学后（即在 6~15 岁之间），通过学校供餐等健康和营养

项目继续对他们的健康和营养进行干预，以提高教育成果，由此构成

完整的儿童发展干预周期。 

海克曼教授认为在人们发展核心能力的过程中，会经历“敏感时

期”和“关键时期”，前者指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极高的时期，后者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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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可或缺的时期。如果能持续不断地在这两个重要时期干预儿童

发 展， 那么 就可 以提 高个 体的 认知 能力 和社 会情 绪能 力

（socioemotional capability）。1他的研究显示，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资

回报明显高于其它阶段的人力投资，推迟人力资本投资会导致投资成

本不断上升，且回报率持续下降。他还测算了高质量的美国早期干预

项目，发现它的年度经济回报率高于历史上证券市场的年度回报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调查也支持了海克曼教授的研

究成果。其调查结果表明，参加过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项目的儿童顺

利从小学毕业的比率更高，收益率显著。 

3、弱势儿童从儿童发展干预中获得的益处最多，有利于切断贫

困代际传递 

无论是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还是学校供餐项目，它们给最贫困和最

弱势儿童带来的益处都最显著，促进了起点公平。由于受到经济发展

不平等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儿童在营养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差距日益拉大。UNICEF 和中国的官方数据显示，贫困农村 5 岁以下

儿童的发育不良率高达 20%，而且在越贫困的农村地区，儿童低体重

率和发育不良的比率就越高。农村儿童参加学前教育的比率比城市儿

童低 30%左右，且学前教育往往只有一年，与城市儿童早在 2~3 岁就

开始接受学前教育形成鲜明对比。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调查发现，64%

的 6 岁农村儿童样本未能通过入学准备度测试，而绝大多数六岁城市

儿童样本都能通过该测试。 

在儿童发展阶段的营养不良和教育缺失会严重阻碍儿童的身心

及大脑发育，造成不可弥补、不可逆的损失，最终损害儿童的学习能

力，阻碍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而且，弱势儿童和贫困儿童往往更难

获得高质量的早期营养干预和早期教育，陷入双重不平等的困境。 

高质量的儿童早期干预项目和学校供餐项目可以保障儿童健康

发展，使他们拥有更多可行能力，有效提高儿童成年后的工资水平、

经济生产率和经济回报率。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调查结果表明，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以及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推行学校供餐等

学校健康和营养项目后，儿童的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经济回报率达
                                                        
1 海克曼教授认为，“社会情绪能力”有时又被称作“性格特点”或“个性特征”，它包括：动机、自律、

社交性、自尊、注意力、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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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2%，而亚洲的经济回报率为 1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家的回报率为 7.5%。由此可见，儿童早期干预和学校供餐项目在本

质上具有亲贫性。投资于最弱势的儿童，必然会产生可观的回报。 

4、家庭对儿童发展的作用不可或缺 

许多研究表明，家庭不平等会导致学业成绩等出现不平等，但目

前的干预措施多基于学校和卫生部门，未能关注家庭。外方代表均表

示，家庭是刺激儿童发育、保障起点公平的重要场所。海克曼教授强

调说，能有效提高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父母的育儿知识和技巧，而

不是收入本身。 

在营养方面，牙买加的研究证明，从妇女怀孕起就利用营养补充

来预防儿童营养不良，其效果要强于儿童成长后再采取相应措施。同

时母乳喂养、科学辅食添加、新生儿微量元素干预等基于家庭的干预

措施都有助于保障充足的营养摄入，为儿童的大脑和身体发育奠定生

理基础。 

在早期教育方面，美国“开端计划”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22000 名

儿童进行大规模评估后，发现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对开发儿童的

读写能力非常重要，而且其效果与家庭收入水平和种族等无关。只要

家庭环境能经常适度地刺激儿童，如给他们读书、唱歌、讲故事等，

就可以积极提高儿童的读写能力。1994 年美国启动 “早期开端教育项

目”时将下属的 17 个子项目大致分类为：基于儿童保育中心的项目；

基于家庭的项目；混合型项目。起初这几类项目的数量基本持平，但

到了 1997 年，它根据评估结果对项目进行了调整，基于家庭的项目

提升到 7 个，基于中心的项目下降至 4 个，混合型项目变为 6 个，由

此反映出家庭干预对促进儿童发展卓有成效。 

二、对中国儿童发展政策的启示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努力解决弱势儿童健康

和发育不平等的问题。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强调“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并“重点发展农村

学前教育”。2011 年，国务院决定为 680 个县、约 2600 万在校生提供

营养膳食补助。2012 年，中央投入 1 亿人民币改善 100 个贫困县的

儿童营养。“十二五”规划也针对农村地区的妇女儿童及反贫困制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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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将最弱势群体作为儿童早期发展的优先服务对象。 

外方与会代表盛赞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和行动。森教授指出，“中

国在解决总体的人类剥夺（特别是儿童剥夺）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

有很多东西可供其他国家学习”。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高级顾问杨

一鸣认为，“中国领导人非常有先见之明。他们着力提升全体公民的

人力资本质量，为儿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的举动向全球工业

化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表明：我们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缩小贫困

差距。” 世界粮食计划署政策、规划和战略部部长称，“中国的学校

供餐项目卓有成效。其它国家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成功的经验”。与此

同时，外方代表根据自己及本国/机构的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对中国

提出了以下建议： 

1、将儿童发展政策纳入全国性政策和法律框架 

儿童发展项目非常复杂,包含了儿童保育、营养、教育和刺激等诸

多内容，而且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它的经济效益，所以中央政府必须将

它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全国层面统筹教育、卫生、计划、财政

和反贫困等多个部门来保障它的资金、管理和执行，方能确保它的质

量和长期影响。 

亚太各国近年来的经验表明，制定全国性儿童发展纲要或进行相

关立法对于全面提高儿童发展的质量至关重要，印度还将保障儿童早

期发展写入宪法。为了协调各部门工作，许多国家还明确了项目的执

行主体。目前的执行主体主要分三类：现有职能部门（如，越南指定

教育培训部负责儿童发展）、专设的儿童发展部门（如印度的全国性

“儿童综合发展服务项目”）和跨部门协调机构。 

2、对儿童发展采取预分配策略，制定和完善综合性儿童发展战

略 

海克曼教授等外方代表建议将儿童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在

公共政策中。第一，对儿童发展提供预分配，而不是采取传统的再分

配。比起儿童成长后的补救措施和再分配策略，对儿童发展采取预防

措施更具成本效益，它提高了社会经济的公平性和流动性，促进社会

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第二，根据成本收益分析，从生命周期的规律出

发规划投入，理清各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先后顺序。这意味着政府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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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投资重点放在儿童发展早期，而不是现在传统的学校教育和补救性

项目。同时设计儿童发展干预项目时使其具备尽早干预、经常干预和

有效干预的特点，同时将贫困儿童、残疾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等弱势

群体作为人力投资的重点，以最大化其经济和社会回报。第三，制定

健康和教育并重的综合性战略，推进儿童全面发展。传统政策往往以

解决具体问题为主要目标，而且只关注了认知能力等有限的几项能

力，所以很容易各自为政，成本效益不高。高质量的儿童发展战略应

认识到人的能力具有多维性，坚持教育和营养干预并行的策略，从人

类发展的角度出发推动儿童的全面发展，以提高社会流动性和生产

率、降低社会不平等。 

3、重视基于家庭的儿童发展干预 

政府制订儿童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时应该意识到家庭和父母的

核心作用，为缺少营养保障、育儿知识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提供必

要的资源，如在提供儿童营养干预和早教服务的同时利用家访等项目

提供父母教育和帮扶、早期刺激、营养和喂养服务、预防性卫生保健、

早期教育等服务，使父母掌握科学的育儿知识和技巧，从而在投资儿

童的同时投资父母，帮助困难家庭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4、制定质量标准，并加强科学评估 

中国不应一味照搬其它国家的现有方案，而应根据本国国情，因

地制宜地设计儿童发展干预措施。譬如，在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等基

础设施尚不完善的地区，尽量利用现有设施，推行基于家庭、成本低

廉的非正规儿童发展项目。在中国现有的妇幼保健体系可以覆盖的地

区，以它为平台推行婴儿早期营养和孕妇营养补充项目。在计生体系

可以覆盖的地区，将它的传统功能转变为帮扶家庭，教育父母，使他

们掌握科学的育儿方式。 

为此，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制订儿童发展的质量标准和

评价机制，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需求和条件推进儿童发展，同时建

立科学评估体系，利用评估结果提升对儿童发展的认识，不断完善儿

童发展项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刁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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