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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部分地区农村≤7岁留守儿童的看护人
看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罗家有李曼丽 曾嵘 张少军 尹逊强 龚雯洁

【摘要】 目的探讨中国部分地区农村≤7岁留守儿童看护人看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随机选择的7585名≤7岁农村留守儿童看护人进行问卷

调查，并采用多因素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看护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单亲外出组

看护人看护意愿为非常愿意、愿意、不愿意的比例分别为41．1％、55．4％和3．5％，双亲外出组分别为

19．5％、71．4％和9．1％。多因素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看护人年龄、家庭年人均收入、社

会关系和母亲外出务T时间、抚养费以及留守儿童年龄、生活方式、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外出务

工时留守儿童年龄等与看护意愿有关。结论留守儿童看护人看护意愿有待提高，应关注其影响

因素，必要时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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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explore the willingness of care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aregivers of those‘1eft at hometown’children under 7 years in Chinese rul'al areas．

Methods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survey caregivers(n=7585)who were identified by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Multi-factor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scr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willingness of cage among them．Results The percentage on

‘very willing’．‘willing’，‘unwilling’on those‘left at home’children were 41．1％，55．4％and

3．5％respectively in the group with single parent while 1 9．5％．71．4％and 9．1％respectively in the

grouD of both parents having left home．Data from the multi．factor ordinal logl‘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actors including the age of the caregiver．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for caregivers’

families。social connections and the length of children’S mother being absent。amount of fees for

living provided by parent／parents，and the child’S age and Iifestyle，being the only child or not，and

the age of the child when the parent／parents Ieft the residence etc．were related to the willingness of

care of the givers．Conclusion Willingness of care cails for attention and urgent improve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when necessary．

【Key words】Left-behind children；Caregivers；Care willing；Influencing factors；Rural areas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孩子

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

的儿童n]。留守儿童的抚养者称为留守儿童看护

人。近年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突出。有关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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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儿童教育、营养与健康、心理与行为等问题，国内

已有较多的文献报道呛刊，其中也有涉及对留守看护

人的研究陋^7|。本研究探讨我国部分地区农村≤7

岁留守儿童的看护人看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

留守儿童看护质量，促进其健康成长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为农村47岁留守儿童的看护

人。本次调查的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其中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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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目前为在外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在外连续务工时

间到调查时为止达到或超过6个月，儿童在当地居

住时间达到或超过6个月，年龄为≤7岁的儿童(领

养儿童除外)。看护人的定义为每周>5 d、每天>

8 h照顾留守儿童的看护者。

2．样本的选择：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方法。首先，参照我国留守儿童地区分布资料‘81，在

全国留守儿童相对集中的四川、重庆、贵州、江西、湖

南、湖北、广东、海南、福建、浙江、江苏、河南、安徽

13个省(市)中，按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分层，随机

选择湖南、湖北、贵州、河南、安徽、汀西、四川7个具

有代表性的省作为本次调查的项目省；然后，以经济

发展水平作为分层依据，在好、中、差三类县(市)中

各随机抽取1个县(市)；最后，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

分层依据，在好、中、差三类乡(镇)中各随机抽取1

个乡(镇)，共21个县63个乡(镇)。被抽取的乡

(镇)先进行村摸底调查，编写各村≤7岁儿童的名

单，并注明年龄、性别、父母外出务工等情况。然后

从留守儿童名单中随机抽取120名(原则上是以村

为单位抽样，满足调查人数即可)，每名留守儿童选

择一名看护人作为调查对象。

3．调查内容与方法：调查表所涉及的问题及答

案均通过专家讨论、预涮查确定。内容包括看护人

社会人口学特征、看护意愿、留守儿童／对照组儿童

基本情况及家庭特征等。采用面对面询问方法，由

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人户询问调查，调查表由调

查员填写。在预调查基础上修改与完善调查表。正

式调查前，对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严格

按人组标准选择iI{j查对象。调查过程中调查员在填

写完原始问卷后，认真核查，对错填、漏填项及时纠

正。按回收调查表5％的比例进行复查，所有调查栏

目误差不能超过10％。

4．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

库，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看护人的看护意愿采用f

检验，看护意愿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有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结 果

1．社会人口学特征：本次调查共获得看护人有

效问卷7585份。其中单亲外出组(单亲组)2707份

(35．7％)，双亲外出组(双亲组)4878份(64．3％)；两

组看护人均以女性为主(单亲组91．1％，双亲组

81．8％)；单亲组看护人平均年龄(39．17±12．712)岁，

双亲组平均年龄(56．83±6．996)岁；双亲组看护人文

化程度为文盲／半文盲者占50％以上，家庭人均年收

入普遍偏低(85．5％在4000元以下)，98．1％的看护人

为祖父(母)／夕r祖父(母)。见表1。

表1我国部分地区农村≤7岁留守儿童看护人

社会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 单亲组 双亲组 C值／t值P值

性别 1 19．491 0．000

男 241(8．9)889(18．2)

女 2465(91．1)3985(81．8)

平均年龄(岁) 39．17 56．83 —66．858‘0．000

年龄组(岁)4073．412 O．000

<30 817(24．4) 20(0．3)

30— 1006(41．1) 53(o．9)

40～ 21 5(7．8) 602(8．3)

50～470(17．3)2986(57．6)

>160 196(9．3) 1217(32．9)

文化程度 977．955 0．000

文盲，半文盲 591(21．8)2475(50．8)

小学 989(36．5)1764(36．2)

初中 1014(37．5) 541(11．1)

高中及以上 113(4．2) 98(2．o)

职业0．027 O．868

农民 2636(97．4)4747(97．3)

其他 71(2．6) 131(2．7)

家庭年人均收入(元) 13 271．30 14 559．81 —6．632。O．000

人均年收入(元) 4．113 0．250

一<2000 52 1(1 9．2)1 730(35．5)

2001—490(18．1)2435(50．O)

4001— 1117(41．2)483(9．9)

>一6000 579(21．4) 230(4．7)

社会关系4323．884 0．000

父(母)亲 1876(69．3) o(o．o)

祖父(母)／外祖父(母)830(30．7)4784(98．1)

伯父(母)懒崩移￡(鼢 o(o．0)81(1．7)

邻居、朋友或其他 o(o．0) 13(0．3)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值

2．看护人的看护意愿：单亲组看护人非常愿意、

愿意、不愿意的比例分别为41．1％、55．4％和3．5％，双

亲组分别为19．5％、71．4％和9．1％，单亲组的看护意

愿好于双亲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529．774，P=

O．000)。在调查的湖北、安徽、江西地区看护人的看

护意愿相对较强，而湖南、贵州、河南、四川地区相对

较弱(表2)。

3．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看护人的看护意愿：对

两组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看护人的看护意愿分别进

行Z检验，单亲组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社会关

系的看护人，其看护意愿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双亲

组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年人均收

入、社会关系的看护人，其看护意愿的差异也有统计

学意义(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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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我国部分地区农村≤7岁留守儿童看护人的
看护意愿比较

鱼盐!!!!坚!：12 1111笠!：坐!!竺：兰鉴坐!!：兰!!：!!!!：尘竺兰竺：12
注：同表1

4．看护人看护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

中影响看护人看护意愿的因素包括看护人性别、年

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年人均收入、社会关系、留

守儿童陛别、年龄、生活方式、居住时间、是否独生子

女、母亲外出务工时间、父亲外出务工时间、抚养费、

父母外出务工时留守儿童年龄，将这15个因素作为

自变量，以看护意愿作为应变量，进行多因素有序多

·967·

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看护人年龄、家庭年人

均收入、社会关系、母亲外出务工时间、抚养费、留守

儿童年龄、生活方式、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外出务

工时留守儿童年龄9个因素与看护人看护意愿有关

(表4)。

讨 论

留守儿童看护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承

担起抚养留守儿童的社会责任。看护人的看护意愿

影响其看护行为归]，并对留守儿童牛活照顾、膳食营

养、学习辅导与教育等各方面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最终影响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因此，研究留守

儿童看护人看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农村留

守儿童看护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调查结果显示，不论单亲组，还是双亲组，看

护人表示非常愿意照顾留守儿童的比例并不高(单

亲组41．1％，双亲组19．5％)，而明确表示不愿意照顾

留守儿童的看护人，单亲组为3．5％，双亲组达到

表3两组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看护人的看护意愿

因 素
单亲组

非常愿意 愿意 不愿意
f值 P值

双亲组

非常愿意 愿意 不愿意
f值 P值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30

30～

40—

50一

≥60

职业

农民

其他

文化程度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家庭年人均收Jk(元)

≤2000

2001—

4001～

≥6000

社会关系

母(父)亲

祖父(母)／夕h祖父(母)

伯父(母)／叔(婶)^姨父(母)

邻居、朋友或其他

66(27．4)158(65．6)17(7．O)

1045(42．4)1339(54．4)78(3．2)

404(49．41

480(47．81

65(30．21

120(25．61

41(20．91

402(49．21

515(51．31

133(61．91

3]7(67．61

129(65．8、

1i(1．4、

9(o．91

17(7．91

32(6．81

z6(13．31

1076(40．9)1464(55．6)93(3．5)

35(50．O) 33(47．1) 2(2．9)

167(28．3)378(64．1)

400(40．5)556(56．3)

485(47．9)51 3(50．6)

59(52．2) 50(44．3)

lO(27．O) z5(67．6)

22(36．1) 33(54．1)

93(46．7) 97(48．8)

984(41．1)1334(55．7)

91 o(48．6)94 1(50．2)

201(24．2)556(67．1)

O 0

O O

45(7．6、

31(3．2)

15(1．5、

4(3．5、

2(5．钔

6(9．8、

9(4．5)

77(3．21

23(1．21

72(8．7)

O

0

26．490 0．Ooo

214．544 0．000

2．353 0．093

93．839 0．000

14．870 0．062

207．024 0．Ooo

195(21．9、

755(18．9)

9(45．01

7(13．2、

132(21．91

608(20．4、

193(15．9、

604(68．们

2875(72．2)

10(50．们

40(75．51

422(70．n

2112(71．01

889(73．01

90(10．1)

354(8．91

1(5．01

6(11．3)

48(8．0、

254(8．61

]35(11．1)

915(19．3)3390(71．5)437(9．2)

35(26．7)89(67．9) 7(5．4)

406(16．4、

374(21．2、

1 37(25．31

33(33．7)

13(16．7、

32(25．4、

97(23．9、

804(19．O、

0

946(19．8、

4(5．O、

o(o．01

1801(71．91

1252(71．01

367(67．9、

59(60．21

56(71．81

74(58．7)

271(66．71

3050(72．21

0

3410(71．3)

59(72．8、

1 O(76．91

163(1 O．刀

1 38(7．81

37(6．81

6(6．1)

901．51

2005．9、

38(9．41

372(8．趴

O

423(8．91

1 8(12．21

3(23．11

6．357 0．021

29．074 0．000

5．925 0．010

51．174 0．000

18．777 0．003

49．812 O．Ooo

注：单亲组中，父亲外出务工2459人，母亲外出务工2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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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看护人看护意愿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9．1％。提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看护人的看护意愿

有待提高，尤其是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看护人”。进

一步的结果分析显示：男性、年龄较大、低文化程度、

低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关系低亲密程度者，其看护意

愿更低，这些看护人可能是需要进行干预，以提高其

看护意愿的重点人群。

留守儿童看护人看护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多因素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

析显示，看护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

个方面：

首先，看护人自身的因素，如看护人

年龄、家庭年人均收入、与留守儿童的社

会关系。国外已有文献报道¨¨2‘，看护

负担一方面加重了祖辈看护者的健康问

题，如疲劳、精疲力竭、焦虑、抑郁、睡眠

障碍、生活质量降低等；另一方面，看护

人因看护儿童减少劳动工作时间，影响

经济收入，造成家庭经济负担““13 J。在我

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看护人(尤其是双亲

组)大多为年龄大、自身健康较差、家庭

年人均收入低的祖辈，这些情况势必会

引起对看护留守儿童的担忧。

其次，留守儿童家庭的因素，如母

亲外出务工时间、抚养费等。国外文献

报道：大多数祖辈看护人从儿童父母、

社区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4‘，且社会支

持具有中介效应，对祖辈看护人的身心

健康、应对看护负担的方式等产生负面

影响n5‘。本次调查也有类似发现，如母

亲外出时间越长、儿童父母支付的抚养

费越少，留守儿童看护人的看护意愿程

度越低。在我国农村，大多数留守儿童

看护人年龄较大、自身健康状况较差、生

活负担较重，如何建立社会支持体系仍

有待研究。

最后，看护意愿与被照顾对象有关，

如留守儿童年龄、生活方式、是否独生子

女、父母外出时儿童年龄等。众所周知，

留守儿童年龄越小或父母外出时儿童年

龄越小、散居、非独生子女(或同时看护

多名儿童)，看护负担越重，因此，看护意

愿程度相对较低。

本次调查还发现，43．3％的留守儿

童看护人表达了“照顾留守儿童负担重，

感到吃力”的感受。在回答“抚养留守儿童主要困

难”的问题时，认为“农活、家务事多，时间上有困难”

者占43．5％，“经济负担过重”者占35．2％，“教育、学

习辅导困难”者占26．2％，“纠正儿童偏食挑食困难”

者占15．8％，“对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感到棘手”

者占6．1％。由此可见，对农村留守儿童看护人而

言，照顾与抚养留守儿童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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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与抚养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困难与问

题，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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