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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寄养：现实困境和完善对策

赵川芳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摘 要]就家庭寄养这一儿童福利的社会化提供形式，无论是农村寄养或是城市寄养，其积
极意义值得肯定。但是，家庭寄养实践至今，其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如家庭寄养与儿童福利其他

政策缺乏衔接机制、寄养的临时性特征不利于寄养儿童及家庭亲情的建立、民间力量在家庭寄养中

介入空间有限、寄养儿童教育权落实不易等，成为阻碍寄养儿童各项权益实现的障碍。须通过树立

“国家亲权”的法律原则、扩大寄养对象范围、加强民间寄养组织支持力度、建立孤残儿童医疗补

助金制度和寄养家庭寄养评估机制、完善残障儿童福利保障制度等措施，以保障寄养儿童最大利

益，促使其教育权、参与权、发展权等各项权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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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庭寄养，根据 2014年 9月民政部颁布的《家庭寄养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54号 )，是指经
过规定的程序，将民政部门监护的儿童委托在符合条件的家庭中养育的照料模式。[1]家庭寄养实施主体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寄养对象是监护权在民政福利机构的不满 18周岁
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需要长期依靠技术性照料的重度残疾儿童不在寄养之列，家庭寄
养服务提供者则是经过遴选符合一定条件的普通家庭。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全国家庭寄养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家庭寄养监督管理工作。

一、家庭寄养 :儿童福利社会化的有效模式

2000年 4月中旬，民政部在广东省召开了全国社会福利社会化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社会福利社
会化”，就是在倡导、组织、支持和必要的资助下，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福利设施，开展社会福利
服务，满足社会对福利服务的需求。2000年 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
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0]19号），提出“儿童福利机构在今后一段时期仍以政府管理为主，
也可吸纳社会资金合办，同时通过收养、寄养、助养和接受捐赠等多种形式，走社会化发展的路子。”家
庭寄养作为儿童福利社会化的一种福利提供模式，在我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其积极意义逐步得到证实。

从家庭寄养理念导向而言，开展家庭寄养，与儿童成长相关理论诸如心理依恋理论、社会化理论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