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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技术缓解“留守儿童”难题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赵延东  石长慧 
 

 
    正月一过，进城打工的人们又将踏上旅程，“留守儿童”问题依然复杂。据全国妇联 2013年
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共有 18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 6103万人，每 3个农村儿童中就有 1个留守
儿童。在返乡就业与随迁进城短期内都还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民生科技或许能成为缓解问题的选

择。 
    1.“随迁进城”与“返乡就业”，短期内难以实行 
    有研究表明，在安全方面，留守儿童遭遇烫伤、车祸、溺水、触电等意外伤害的比例均高于
非留守儿童；在心理方面，留守儿童的消极心态（烦乱度和迷茫度）更为强烈，孤独感、自卑感

和心理性格缺陷问题较为突出；在学习方面，留守儿童对学习的兴趣和学习成绩均低于非留守儿

童。 
    导致留守儿童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由于父母外出导致的家庭关爱和教育缺失无
疑是最为关键的原因。调查数据显示，有 15.1%的留守儿童（近 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包括春
节）都见不到父母，有一半以上的农村留守儿童每年与父母见面的次数少于 5次。 
    进一步研究表明，与父母联系次数越少，留守儿童的愉悦度越低，烦乱度越高，出现各种身
心问题的可能性越大。哪怕父母每周能保持与孩子一两次电话联系，也能使孩子的烦乱度明显下

降。 
    面对日益严峻的留守儿童问题，专家们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有一种方案是让留守儿童随父
母进城，实现家庭团聚。这一方案的问题在于，许多农民工居无定所，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而

且不少人的收入并不足以维持全家在城市的生活。再者，在相关制度未完善之前，简单地让农村

“留守儿童”变成城市“流动儿童”，可能引发许多新的问题。 
    还有一种方案是呼吁农民工群体返乡回到子女身边，这更加不切实际，目前我国的城市和农
民工群体可以说形成了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赖关系，城市离开农民工群体将无法运转，

而农民工离开城市则几乎会丧失经济来源。正因为如此，面对留守儿童，农民工父母才陷入“抱

起砖头就无法抱你，放下砖头就没法养你”的窘境。 
    2.信息技术促进交流的现实可行性 
    对多数留守儿童家庭而言，骨肉分离在短时间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电话或互联网
等通信工具进行亲子交流，是缓解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个现实而可行的方案。 
    但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据调查，近 44%左右的留守儿童每年与父母通话的频率在 4次及以
下，有 4%（近 260 万）的孩子一年甚至接不到父母一次电话。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
研究团队近年来对贫困地区留守儿童进行的系列调查研究发现，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拥有手机的

比例很低，即使有手机，高昂的通话费也使得这些贫困的孩子在拨打父母电话时踌躇再三。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科技部门可以发挥“民生科技”工作的优势，通过信息技术应用，为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与其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之间的交流创造条件。具体而言，就是利用留守儿童所

在社区或学校的互联网设施，定期组织留守儿童与其父母通过互联网进行音频或视频对话，为留

守儿童的家庭成员建立一个在互联网上“在线团聚”的虚拟空间，从而增强亲子交流、缓解留守

儿童心理问题，同时达到缩减城乡儿童之间数字鸿沟的目的。 
    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留守儿童的亲子交流不仅有很强的必要性，也具备了相当的可行性。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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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我国科技和信息工作的推进，已经为缓解留守儿童难题奠定了良好的软硬件基础。 
    首先，农村信息化建设工作为留守儿童家庭实现在线虚拟团聚奠定了硬件基础。长期以来，
科技部联合工信部、农业部等部门，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 2014 年
底，我国已全面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在村一级，通电话自然村和通宽带行政村占

总体的比重已分别达到 95.8%和 93.5%。在中小学方面，截至 2015年 9月，全国中小学网络接入
率已经达到 85%，有望很快实现所有学校互联网全覆盖。 
    其次，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留守儿童家庭实现在线虚拟团聚提供了软件条件。截至
2015年 12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达 13.06亿户，每百人普及率已达到 95.5部，18岁以上
人口的平均手机拥有量已经超过人手一部。同时，中国网民规模已达 6.8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50.3%；手机网民规模 6.2亿人，占比达到 90.1%。手机和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得包括农民工群
体在内的广大城乡居民都能够方便快捷地使用互联网，农民工普遍具有使用互联网实现家庭在线

虚拟团聚的能力。 
    最后，科技特派员队伍规模庞大、覆盖面广，能够为组织留守儿童的活动提供人力和技术保
障。自 2002年科技特派员制度试点以来，科技特派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国 90%的县（市、区），有
72.9万名科技特派员长期活跃在农村基层。他们除了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等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活
动之外，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技术优势，为留守儿童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设备维修、科

学普及甚至心理咨询、医疗卫生等服务和指导。 
    3.“治本”同时，采取“治标”措施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提升人民生活水
平。但在致力于这些“治本”之策的同时，采取一些“治标”的措施仍是有必要的。在当前完全

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的一些积极举措，为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沟通交流创造出有利条件。 
    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条件，依托中小学和社区等形成固定场所，利用农村信息化工程
建设的软硬件设施，依靠教师、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等定期组织留守儿童与父母“在线团聚”。此

外，政府可不定期地组织科技人员（特别是农村科技特派员）为此提供技术支持、设备维修等服

务。 
    二是鼓励和支持科技企业研发并生产适用于留守儿童家庭的价格低廉、操作简便、经久耐用
的软硬件产品。例如开发专用于亲子在线视频交流的无线终端设备，通过政府采购或补贴等方式，

低价或免费发放给留守儿童及其父母。同时鼓励电信运营商低价或免费提供设备互联所需的数据

流量，减轻留守儿童家庭在线交流的经济负担。 
    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除了依靠教师、社区干部、科技特派员和社区志
愿者等力量之外，建议政府广泛动员社区居民、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等，

为留守儿童家庭开展在线虚拟团聚活动以及为留守儿童开展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安全教育等服

务提供资金、场地、技术和智力等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