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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贫困与儿童发展 

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带来的挑战 

1978-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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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贫困与儿童发展 

2003-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较 



中国农村不同年龄组人群贫困发生率，1998年，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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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贫困与儿童发展 



一、反贫困与儿童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CKMAN教授指出： 

    “包括中国和美国的许多国家，家庭条件优越儿童和处境不
利的儿童在早期家庭环境质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儿童发展资源
，教育、卫生等相对缺乏造成了持续的代际不平等现象。” 

    “以收入不平等为例，在丹麦、美国和中国，父亲与儿子两
代人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15、0.47和0.6，中国这里代际
收入弹性在近年来不断扩大。”代际收入弹性是指两代人收入差
异的关联程度。如，代际收入弹性为0.6，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
一个父亲的收入比另一个父亲高100%，那么高收入父亲的儿子比
低收入父亲的儿子收入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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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代际传递 



一、反贫困与儿童发展 

    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反贫困与儿童的全面发展，改
革开放以来通过针对性的扶贫开发，中国贫困人口总量和
相应的贫困儿童的数量都在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不断加
大对儿童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入，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改
善了儿童的教育和营养健康状况，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范（2014-2020年） 

 



一、反贫困与儿童发展 

投资儿童发展，为了每个孩子的阳光起点 
     联合国最新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到2030年全球

消除极端贫困，其中涵盖了多项儿童发展目标。 
    国际共识--重视儿童发展是投资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人力
资本，儿童时期是个体能力发展的黄金期，全球跟踪研究显
示，儿童发展的早期投入，未来可获得4—9倍的人力资本回

报，儿童发展投入越早成本越低回报越高。 
    中国提出：儿童是世界可持续发展宝贵的资源，儿童发
展尤其是早期的干预，是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和突破口，为贫
困地区培养好下一代，就抓住了减贫脱贫的关键，是托底性
的深度扶贫，也是全球减贫事业中最有成效和最具根本性的
重大举措。 

 



二、保障儿童营养的重要意义 

• 2007年世界银行提出：儿童营养是儿童发展的基础，是世

界发展的重要议题，应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 

• 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关系着国家命运。青少年是人身体发育

和心智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一阶段营养不良，将影响

孩子们体格和智力的正常发育。他们是2020-2030年的劳动

生力军，营养状况关系着整个民族素质的养成和提升。 

• 儿童营养就是生产力。国际上，儿童营养是世界发展的重

要议题。研究指出，人的平均身高每降低1厘米，社会的

生产率就将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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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儿童营养的重要意义 

• 保障儿童营养可以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既是

教育扶贫也是健康扶贫。这项计划能够让下一代身体健康、心

理健康，学习好，成长好，不再陷入贫困之中，也是2020年我

国全面实现小康的重要措施。 

 

• 传递关爱与正能量。中国现有6100万留守儿童。四川农村大概

有50%的留守儿童，贵州是40%。这些儿童缺少父母关爱和家庭

照顾。有两个方面特别让人担心，一是营养状况，二是心理状

况。营养改善，不是简单的吃饭问题，而是传递国家关爱和正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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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政策过程中的参与模式 

    基金会以致力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为宗旨，

通过营养、教育干预等措施，服务贫困地区儿童健康发展。 

    基金会与政府部门关于政策过程的互动模式： 

 

11 
政策评估与监督 

政策参考与建议 

实验结果评估 

探索与社会实验 

 具体项目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改善项目 

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 

山村幼儿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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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开展学生营养改善项目前（2006）：广西寄宿制
小学生午餐主要以盐水黄豆、干粮为主 

都安县13岁男孩平均
身高仅相当于城市10

岁男孩的平均身高。 



 2007年，广西都安县和河北崇礼县，寄宿
制小学学生营养干预 

每天每名学生提供2.5元和5元的午餐补贴 

制定营养食谱，改造和配备学校食堂 

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改善”项目 



“贫困地区寄宿制小学学生营养改善”项目效果 

• 试点学校学生的身高、体重较对照组有明显提高。营养不良

率有所下降。 

• 肺活量增加值是对照组学生的3倍，增长率接近4倍。 

• 学生精神面貌的变化。与对照学校学生相比试点学校学生要

热情、活泼、精力充沛。他们乐于与外界交流，见到来学校

访问的客人都会主动打招呼。他们对社会抱有感恩心理，与

城市中学校食堂不同，他们每天的饭菜都会吃得干干净净，

无论在食堂还是教室都看不到丢弃的剩饭菜。营养补助培养

起来的对待社会的积极态度将是他们一生的财富。 

 

 



三、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政策过程中的参与模式 

• 基金会的工作得到国务院、教育部、全国营养办的认可
与支持。 

•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全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
提出“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  

•     2011年11月,国务院正式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旨在改善贫困农村学生营养不良状况
,增强学生体质，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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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前（2009）：多个
西部省份学生自带干粮上学、午间自己生火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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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后（2014） 



三、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政策过程中的参与模式 

•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评估 

    2010年，启动“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学生生活补贴政
策定点评估”项目。 

    2010-2011年，基金会完成两次定点、快速评估。 

     2012年，基金会受全国营养计划改善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委托，开展独立第三方评估。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营养改善计划覆盖的22个试点省，680个国家试点县进
行全面评估。 

    评估结果得到各方认可与好评，并与教育部、全国营
养办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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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起 

    基金会的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的教育、健康现状
令人堪忧，仅凭基金会的试点实验无法根本解决现实困难。唯
有形成政策，瞄准受益群体，配有财政投入才能有效解决。 

    基金会根据实验项目成果起草了《关于制定“贫困地区儿
童发展规划”的政策建议》，并上报中央。 

• 目标 

    针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4400万0-14岁儿童; 
    全程关注营养和教育； 
    实现贫困地区“新生儿出生健康，婴幼儿营养正常，学前
三年教育基本普及，中小学生营养保障”。 
 

 

关于制定“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的政策建议 



• 国务院颁布《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 

    《规划》由教育部牵头，包括卫计委、发改委、财政
部、妇联等在内的8个有个部位联合签发。 

    《规划》从营养、健康、教育、安全等多个方面制定
政策措施，保障0-15岁贫困地区儿童的基本发展权利。 

• 监督与评估 

    根据《规划》要求，基金会将于2016年启动《贫困地
区儿童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效果的综合评估。 

 

 

关于制定“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的政策建议 



 

“看了这份关于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的材料，
感到所提建议颇有价值，做好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有关方面已作有益探索，投入不大，成
效明显，关键是要加大统筹协调和政策扶持力度，
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人口计
生委等部门要在现有经验基础上，采取针对性、可
操作性强的措施，抓紧实施，扎实推进，促进农村
贫困地区儿童发展” 

2013年2月6日 
 

 

习近平主席对《建议》的批示 



四、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阳光校餐：基金会关于政策评估的突破性创新 

• 2015年，在全国营养办的支持、委托下，基金会开展了
“阳光校餐”项目。 

• “阳光校餐”是我国首个通过手机、网络、大数据公开
发布政策执行信息、对民生政策进行实时绩效评估的项
目，是营养改善计划的展示、监督、科研、教育、公益
平台。 

• “阳光校餐”寓意健康、公开、温暖、正能量，基金会
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真正带给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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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阳光校餐 

• 目的： 

    一是展示、沟通。通过这个窗口，告诉各界，国内、
国际，以前那些孩子上学吃不上饭的情况已经过去。现在
不仅多数孩子有热饭菜吃，而且吃得还不错。 

    二是规范，通过“阳光校餐”，最终实现每个县、每
个学校的规范执行。 

    三是切实改善学生营养，至2020年，把农村学生营养
不良率从现在的17%左右，降至5%以下。完成国家政策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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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阳光校餐 

• 运行机制： 

    阳光校餐项目现为试点运行。 

    项目由手机APP、互联网、大数据三个功能部分组
成。   

    试点学校派教师专门负责，每日通过手机APP上传
照片、营养改善计划执行信息等数据，通过大数据进行
综合分析，同时，通过互联网展示并接受各界评议、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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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阳光校餐 

• 试点运行情况： 

    14个试点省；101个试点县；9557所试点学校；覆盖
379万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其中父母双方外出打工
的比例约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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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阳光校餐前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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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阳光校餐学校上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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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     中央膳食补助资金使用：是不是都吃到学生嘴
里、花得合理不合理； 

•     营养保障：钱花的有没有实效，每一个学生每
一顿营养餐吃没吃饱，吃没吃好，吃没吃营养； 

•     效果：营养改善计划有没有效果，孩子的身体
素质是否有所改善，怎么能让有限的补助获得最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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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一，营养改善计划让孩子们实实在在受益，阳光、积极、笑容
绽放； 

二，食堂供餐（早餐、午餐）已成为主要供餐形式，比例达到
81%，其中午餐66%，早餐14%，早餐+午餐肉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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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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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三，膳食补助资金基本得到有效使用，但仍需加强日常规范。 
 
 
 
 
 
 
 
 

 
 

图1：部分省10月份营养餐每周生均价格（单位：元/餐） 31 

3.82 
3.88 

3.91 
3.95 

3.78 
3.73 

3.83 

3.97 

3.7 

3.59 

3.88 

4.08 4.08 4.08 4.09 
4.05 

4.63 

4.7 

4.81 
4.87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宁夏 



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平均情况很好，具体到每一个县、每一个学校、每一顿营养餐
，还需要加强规范管理。 
 
 
 
 
 
 
 
 

 
 

图2：宁夏各区县10月份第一周营养餐日均价格（单位：元/餐） 
32 



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图3：宁夏一个县各试点学校10月一天的营养餐价格（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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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四、主要营养基本保障，要重视微量元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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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肉类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保障。 

 

 

 

 

 

 

 

 
 

各试点学校肉类摄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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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食堂供早餐的形式需要特别注意食物搭配，保证早餐营养与食
物丰富性。 

 

 

 

 

 

 

 

 
各类早餐所含的营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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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钙、钠等微量元素的摄入关系营养餐质量和孩子未来的健康。 

 

 

 

 

 

 

 

 
 

营养餐中钙不足，钠超标情况比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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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五、监测食品采购，保障资金安全。 
    营养改善计划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经计算，人均膳食补助的约60%用
于本地农产品采购。食品采购价格过高会影响营养餐的内容和质量，过低可能会
存在安全隐患。但是，部分地区部分食品采购单价明显高于全国同期农产品价格
。有的甚至是农业部发布价格的2倍，这样采购，就会吃不起。 

 

 

 

 

 

 
部分省份10月份部分食品采购价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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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携手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大数据分析结果 

六、营养改善计划效果。 
    受益学生身体素质的变化是效果的重要衡量指标。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
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身高、体重明显增加，但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金会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对受益学生进行体检，包括身高、体
重、贫血状况、体能等，监测改善效果，努力实现政策目标。 

 

 

 

 

 

 
宁夏同心县受益学生身高、体重分析结果（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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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下一阶段主要任务： 
     改善学生营养现状，降低营养不良率。 

    一、制定五年工作计划，根据《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
要》（2014-2020）要求，至2020年，将贫困地区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不良率降至5%一下； 

    二、成立“阳光校餐”专家委员会，形成专家委员会长
效工作机制，为营养改善计划的规范、科学落实服务； 

    三，科学制定监测、评估方案，与世界银行、WFP、中
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等组织合作，以2015年为基线，进行
科学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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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阳光工程，温暖贫困地区儿童 

下一阶段主要任务: 
    改善学生营养现状，降低营养不良率。 

    四、建立合作伙伴长效沟通机制，将阳光校餐项目情
况、营养改善计划监测结果与各利益相关方定期沟通，互
惠互利，互相促进。 

    五、动员社会参与，开展“我为孩子加个菜”公益行
动，不仅让孩子们吃饱，更让他们吃好，吃营养。 

    六、加强部委、企业合作，整合有效资源，服务贫困
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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