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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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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对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现状及可能影响其体质健康的因素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

通过建立 Ordered Logistic 计量模型 ,定量分析了各因素对儿童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父亲外出

务工会对留守儿童的体质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且其外出这一行为本身对儿童营养状况的负面影响显著 ;家

庭特征层面上 ,父亲的体质状况会对儿童营养健康产生正面影响 ,且影响显著 ;食肉频率、锻炼频率及营养

知识得分等变量对子女的体质都会产生影响 ,且在模型中显著 ;由于地区间存在差异 ,地区变量对儿童的

体质状况也会产生影响。最后 ,依据分析结果 ,从家庭、学校和国家 3 个层面提出了改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

体质状况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留守儿童 ;体质健康 ;人力资本 ;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 :C91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9) 07 - 0121 - 07

收稿日期 :2009 - 04 - 17

基金项目 :安徽省软科学重大项目“科技促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大问题研究”(08030503007)阶段成果 ;中央级公
益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吴蓓蓓 (1983 —)女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 ;栾敬东 (1963 —) ,男 ,安
徽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会员登记号 :

I031200610S ;吕开宇 (1975 —) ,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人口与资源
环境经济。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宏观经济发展背

景下 ,由于受到户籍等社会管理制度羁绊 ,大规模农

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同时 ,却将其子女留在

原居住地生活学习 ,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留守儿童”

问题[ 1 - 2 ] ,这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农村留守儿

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原居

住地农村 ,并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

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3 ] 。大量研究表明 ,健康和教

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其收入

产生作用[4 - 5 ] 。但如果在第一代人口迁移过程中 ,

第二代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因迁移活动本身而受到

负面影响 ,那么迁移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就

值得我们重新进行评估 ,以期最大程度上减小这种

迁移活动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本文以 2007 年 6 月对安徽省三县 (肥东县、无

为县和涡阳县)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问卷调查数据

资料为基础 ,探讨城镇化进程中留守儿童的体质健

康问题。通过控制不同层面 (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

征变量、学校特征变量、社区特征变量、地区虚拟变

量)的因素 ,分析比较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之间在

健康营养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父母外出形态 (父

亲一人外出、母亲一人外出、父母同时外出以及非留

守组)对瘦弱子女健康的影响情况 ,着重关注其影响

的方向和程度 ,力图使处于人生成长关键时期的农

村留守儿童能够和其他正常家庭的儿童一样健康成

长。

1 　数据来源和健康衡量指标

111 　调查方案及数据基本情况

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特征和外出就业劳动力分布

的基本情况 ,我们选取了安徽省肥东县、无为县和涡

阳县 3 个劳务输出大县作为调查样本县。其中 ,肥

东县是合肥市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郊区县 ;无

为县是地处沿江的农业和人口大县 ,也是历史上有

名的劳务输出县 ,无为保姆在北京富有盛名 ;涡阳县

是淮北地区传统农业和人口大县 ,也是近年来外出

劳动力增长较快的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分别设计

了针对调查样本县儿童本人、家庭、校长和村长的 4

份调查访谈问卷 ,对抽样儿童 (留守和非留守儿童)

及其家庭、学校和所在农村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和问

卷访谈。

为了确保调研的效度和信度 ,我们在每个调查

县内根据经济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差异选取 2 个镇

作为具体调查点 ,每个镇选择 3 所学校 (镇初中、镇

中心小学、村完全小学) 作为具体调查对象 ,每个所

学校分别抽取 3 个年级 (小学选取四、五、六 3 个年

级 ,中学选取初一、初二、初三 3 个年级) ,每个年级

随机抽取 1 个班 ,每个班确定 8 名学生作为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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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查的儿童样本 ,共计获得 432 个儿童样本及相

应的农户家庭样本。

样本儿童的年龄分布在 8 岁～18 岁之间 ,其

中 ,男生占 4717 % ,女生占 5213 % ;留守儿童和非留

守儿童的比例分别为 57187 %和 42113 % ;单留守与

双留守儿童的人数分别为 112 人和 138 人 ,占调查

总样本的 25193 %和 31194 % (见表 1) 。调查的样

本儿童分布在 71 个村 (或镇社区) ,其中 ,非留守儿

童基本分布在 48 个村 (或镇社区) ,留守儿童普遍分

布在 57 个村 (或镇社区) 。
表 1 　抽样家庭父母外出情况

父母外出形态 频数 (个) 占比 ( %) 累计占比 ( %)
父母未外出 182 421 13 421 13
父亲一人外出 99 221 92 651 05
母亲一人外出 13 3101 681 06
父母都外出 138 311 94 1001 00

总计 432 100100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计算。

　　我们将主要依据上述调查样本数据对留守儿童

健康与营养状况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研究 ,并根据

分析结果提出改善建议。

112 　健康衡量指标

在对安徽省 3 县的留守儿童进行调查时 ,我们

对每个抽样儿童都进行了身高和体重测量 ,派生出

一个 BMI ( body mass index) 指数值。BMI 指数表

示身高单位面积中所含的体重值 ,主要反映儿童体

格发育状况和营养水平 ,能较敏感地反映体型的胖

瘦程度。该指数在童年期及青春早期随年龄增大而

上升 ,在青春中、晚期及成年期相对稳定[ 6 ] 。计算公

式为 :BMI 指数 = 体重 ( kg) / 身高的平方 ( m2 ) 。当

我们需要比较分析一个人的体重对于不同高度的人

所带来的健康影响时 ,BMI 值是一个中立而可靠的

衡量指标。

2 　实证模型及变量

为便于与 2000 年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测定结果

进行比较 ,本文仍然采用 1985 年“中国学生身高标

准体重”评判学生营养状况 ,以 2000 年中国学生体

质健康研究组对学生营养状况评价标准的修改意见

为依据 ,并按季成叶[7 ] 的分析对标准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营养状况分为 6 类[8 ] : ①BMI < P80 (1 -

30 %) ,中度及以上营养不良 ; ②BMI < P80 ( 1 -

20 %) ,轻度营养不良 ; ③BMI < P80 (1 - 10 %) ,低体

重 ; ④P80 (1 - 10 %) < BMI < P80 (1 + 10 %) ,正常

体重 ; ⑤BMI > P80 (1 + 10 %) ,超重 ; ⑥BMI > P80 (1

+ 20 %) ,肥胖①。

本调查在此分类基础上将具体划分为 3 类 (见表

2)来考察 : ①BMI < P80 (1 - 10 %) ,营养不良 ; ②P80 (1

- 10 %) < BMI < P80 (1 + 10 %) ,营养正常 ; ③BMI >

P80(1 + 10 %) ,营养超常。由表 2 可知 ,营养不良的人

数比较多 ,有 278 人 ,占抽样总数的 64135 %;营养正常

和超常的分别有 136 人和 18 人 ,抽样地区儿童肥胖率

较低。由于抽取样本中肥胖的人数仅占总样本的

4117 % ,因此在本文中将不做重点分析。本文将重点

放在营养分类的前两类 ,即在与非留守儿童形成对比

组的情况下 ,分析父母外出对营养正常和营养不良儿

童的体质健康是否会产生影响。

表 2 　儿童体质健康的状况( BMI指数)

营养等级 样本量 (人)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营养不良 278 1611281 115700 1114784 1913835

营养正常 136 1819631 113339 1512588 2117784

营养超常 18 22. 8638 2. 1681 1915300 2616389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计算。

211 　实证模型建立

本文需要估计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儿童体质

健康 (正常及以下)指标 = F (是否参与外出务工、个

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学校特征变量、地区虚

拟变量、扰动因素) 。影响儿童健康的因素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影响儿童健康的因素分析表

影响儿童健康的因素

其他控制变量

家庭因素 :父母外出打工状态

　　　父母体质状况

　　　母亲文化水平

　　　家庭经济状况

个人因素 :饮食、生活时间分配、锻炼习惯

学校因素 :是否喜欢学校体育课

地区因素 :虚拟变量

人口特征 :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

健康状况 :

BM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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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80 为 1985 年的标准中儿童体质正常与不良的临界值。



　　我们所选择应用的是 Ordered logit 模型形式 ,

主要处理方法是对营养不良的人群按照国家发布的

标准进行细分化 ,以便对儿童的体质状况有更明确

的等级分析。

212 　变量定义及统计结果描述

本文主要对模型使用的相关变量作详细定义 ,

并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对重点解释变量

进行方向预测 (见表 4) 。
表 4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其作用方向预期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定义 单位 方向

关键解释变量

都外出务工 2006 年父母是否都外出务工 ,虚拟变量 ,是 = 1 -

父亲外出务工 2006 年父亲是否外出务工 ,虚拟变量 ,是 = 1 -

母亲外出务工 2006 年母亲是否外出务工 ,虚拟变量 ,是 = 1 -

家庭特征变量

父亲体质 父亲的体质指数 ,连续变量 +

母亲体质 母亲的体质指数 ,连续变量 +

母亲文化程度 包括 :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以上。采用连续变量 ,取值分别为 1～5。 +

家庭消费 家庭每月总消费 ,连续变量 元 +

学校特征变量 体育课 儿童是否喜欢学校体育课 ,虚拟变量 ,是 = 1 +

个人特征变量

食肉频率 儿童一个月可以吃几次肉 ,连续变量 次 +

是否吃早饭 儿童每天是否吃早饭 ,虚拟变量 ,是 = 1 +

锻炼频率 儿童一周锻炼次数 ,连续变量 次 +

睡眠时间 儿童每天睡眠时间 ,连续变量 小时 ?

　　为了进一步分析外出务工与儿童体质健康之间

的关系 ,我们运用现代经济计量方法控制可能影响

儿童体质健康的其他因素。简单来说 ,主要从 4 个

层面对影响儿童体质健康的可能因素加以控制 :儿

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学校特征 ,同时还进一步控

制了县城宏观层面可能对儿童健康产生的影响。表

5 列出了这些变量以及各个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 5 　主要变量统计特征

变量类型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关键解释变量

都外出务工 01 3194 014668 0 1

父亲外出务工 01 2292 014208 0 1

母亲外出务工 01 0301 011710 0 1

家庭特征变量

父亲体质 2217874 216352 1517808 3214074

母亲体质 2210711 216007 1610231 3311633

母亲文化程度 11 9051 018632 1 5

家庭消费 71117096 55619353 60 5000

学校特征变量 体育课 01 9074 012902 0 1

个人特征变量

食肉频率 71 5856 717688 0 50

是否吃早饭 01 7523 014322 0 1

锻炼频率 21 4954 217154 0 20

睡眠时间 81 3238 111963 5 12

营养知识得分 31 0231 019558 0 4

县虚拟变量 县变量 略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计算。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 ,家庭背景条件、儿童日常生
活方式、学校基础设施及地区发展情况对儿童营养

状况都存在一定影响 ,但为了进一步分析所有这些
因素对儿童营养状况的综合影响作用情况 ,特别是
本文所关注的父母外出情况是否会影响儿童的体质

健康状况 ,我们采用对比方法 ,将样本分为 4 组 ,即
留守儿童 (父母单方外出及父母都外出)的对象组和

非留守儿童 (父母双方都没有外出)的参照组。采用
Ordered Logistic 模型研究父母外出对瘦弱子女体

质的影响 ,设因变量 Y 为儿童的 BMI 指数。

由于儿童的健康状况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父母外出对子女健康营

养状况的影响 ,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 ,将影响营

养状况的因素逐一纳入模型中 ,依次考察。为此 ,我

们构造以下 4 个模型 :

模型 1 :B M I i =α+δM I Gi - βj i at i ngi +ωi ;

模型 2 :B M I i =α+δM I Giβj i at i ng i +γgereni +

ωi ;

模型 3 :B M I i =α+δM I Giβj i at i ng i +γgereni +

λx uex i aoi +ωi ;

模型 4 :B M I i =α+δM I Giβj i at i ng i +γgereni +

λx uex i aoi +ηdiqui +ω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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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研究父母外出对瘦弱子女体质影响

时 ,我们都采用以下步骤 :第一步引入模型的是关键

解释变量父母是否外出以及其他反映家庭层面的因

素 ;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 ,引入反映个人生活方

式及营养常识的变量 ;第三步再引入学校层面因素 ,

即学校体育课变量 ;第四步在第三步的基础上 ,再引

入反映地理位置的地区因素。

311 　父母外出对瘦弱子女健康状况的影响

由于我们主要研究儿童体质在正常状况以下的

家庭父母外出对其体质的影响 ,因此 ,先从 432 个样

本中剔除肥胖儿童的数据 ,同时按照国家颁布的标

准 ,将剩余的数据划分为营养正常、轻度营养不良、

中度营养不良和高度营养不良 4 个等级 ,并分别赋

值为 0～3 ,运用 Ordered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分析

父母外出对瘦弱子女的体质健康的影响。此外 ,其

他会影响儿童健康的因素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设因变量 Y 为儿童营养正常及以下 ,为多分类

虚拟变量 ,按照营养等级由高到低分别赋值为 0、1、

2、3。自变量为各社会环境因素 ,包括家庭、个人、学

校和地区因素。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健康状况影响

的有序 Logistic 逐步回归结果见表 6。

表 6 　父母外出对瘦弱子女健康状况的影响

变量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边际影响 发生比率

都外出务工
- 01 0206

(01 2108)

010507

(012238)

01 0547

(01 2234)

01 0742

(01 2241)
010116 11 0771

父亲外出务工
019144 3 3 3

(01 2516)

01 9183 3 3 3

(012643)

019084 3 3 3

(01 2655)

017640 3 3 3

(01 2908)
011236 21 1469

母亲外出务工
01 3178

(01 4401)

012226

(014552)

01 2162

(01 4597)

01 1530

(01 4823)
010243 11 1654

父亲体质
- 010876 3 3

(01 0371)

- 01 0742 3

(010384)

- 010747 3

(01 0385)

- 01 0690 3

(01 0396)
- 010107 01 9333

母亲体质
- 01 0388

(01 0366)

- 010320

(010362)

- 010300

(01 0364)

- 01 0399

(01 0380)
- 010062 01 9608

母亲文化程度
- 01 1067

(01 1060)

- 010753

(011068)

- 010743

(01 1070)

- 01 0941

(01 1066)
- 010146 01 9102

家庭消费
01 0002

(01 0002)

010003

(010002)

01 0003

(01 0002)

01 0002

(01 0002)
010001 11 0002

食肉频率
- 01 0369 3 3 3

(010128)

- 01 0366 3 3 3

(01 0128)

- 010316 3 3

(01 0127)
- 010049 01 9689

是否吃早饭
011766

(012356)

01 1841

(01 2355)

01 2793

(01 2351)
010422 11 3221

锻炼频率
- 01 0705 3 3

(010347)

- 010672 3

(01 0346)

- 010757 3 3

(01 0354)
- 010117 01 9271

睡眠时间
- 010796

(010749)

- 010781

(01 0748)

- 01 0801

(01 0804)
- 010124 01 9230

营养知识得分
01 2157 3 3

(011040)

012131 3 3

(01 1037)

01 2111 3 3

(01 1048)
010327 11 2350

体育课
- 011767

(01 3232)

- 01 0469

(01 3320)
- 010073 01 9542

肥东
01 5823 3 3

(01 2569)
010924 11 7901

涡阳
01 2698

(01 2552)
010424 11 3097

样本 432

P 值 01 0009 010001 01 0001 01 0000

Pseudo R2 01 0270 010451 01 0454 01 0507

　　注 :回归使用的是稳健估计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 ;“3 ”、“3 3 ”、“3 3 3 ”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虚拟变量的边际影响

反映了该变量从 0 到 1 所产生的离散变化。

31111 　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

　　方案一仅考虑家庭因素对子女的影响 ,包括本

文关键解释变量父母外出的形态 (即留守组的 3 种

形态与对比组父母都未外出组) 、父母亲的体质状

况、母亲文化程度以及家庭每月总消费水平等因素 ,

结果发现 ,父亲外出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中大于

零 ,说明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父亲外出的子女营养健

康比较差 ,父亲外出与子女体质健康之间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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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向关系 ,且这种负向影响作用在 1 %的水平上

显著。由此可见 ,父亲外出务工对孩子身心健康在

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影响 ,是导致孩子体质下降

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 ,父亲体质的回归系数为负 ,

说明父亲体质与其子女之间有着一种积极的、正向

的关系 ,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 ,父亲的

体质指数与孩子的营养状况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性

意义 ,子女的营养状况随着父亲体质指数的升高而

升高[ 9 ] 。

其他变量 ,如父母都外出、母亲外出务工、母亲

体质、母亲文化程度及家庭的消费水平等 ,对儿童的

营养健康状况作用不显著。其中 ,母亲外出务工、母

亲体质、母亲文化程度在模型中回归系数符号的方

向与预期一致 ;而父母都外出务工和家庭消费的回

归系数符号方向与预期相反。在只考虑家庭因素方

面时 ,父母都外出变量对子女健康状况并无负面影

响。这可能是因为在仅考虑家庭方面对儿童体质健

康的影响时 ,父母都外出务工会将孩子托付给监护

人 ,监护人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尽力照顾好孩子的日

常起居及饮食 ,这与单留守儿童不同 ,单留守只有父

母中的一人在家 ,在本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或承担

家务劳累了一天的同时 ,可能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照

顾孩子。

一般来说 ,我们会认为家庭消费对儿童的体质

健康状况将产生正面影响。家庭的消费能力提高 ,

可能会更有能力给孩子提供宽敞干净的生活环境、

高质量的卫生的食品及良好的医疗保障措施 ,同时

家庭也有实力去关心孩子的健康营养问题。然而结

果却是儿童营养正常率随着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而

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带来了膳食结

构的不科学和不合理[10 ] 。

31112 　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

方案二中我们引入的是儿童个人层面的影响因

素 ,如吃肉类的频率、是否吃早饭、一周锻炼频率、睡

眠时间以及营养知识掌握的情况。从模型的回归结

果来看 ,食肉频率、锻炼频率及营养知识得分变量对

子女的体质都会产生影响 ,且在模型中显著。每月

食肉频率对子女体质健康的影响具有正向性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儿童锻炼频率对其体质状况也

会产生正向影响 ,也就是越积极锻炼的儿童其体质

状况越好 ,且变量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营养知识

得分变量在 5 %的水平上也显著 ,但其回归系数符

号方向与预期相反 ,也就是说掌握营养常识较多的

儿童的体质健康状况不如常识得分较少的学生 ,分

析原因可能是儿童可能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消化知

识 ,再者 ,我们调查地区的儿童营养水平确实比较

差 ,达到营养正常的人数只占 31148 % ,体质状况不

容乐观。

而是否吃早饭及睡眠时间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意

义。是否吃早饭对被调查者体质的影响是负的 ,与

我们预期的符号相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抽样地区

是乡镇 ,大家的生活水平比较低 ,没有经济条件去购

买有营养价值的食物 ;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调查

地点样本儿童的日常饮食非常简单 ,主要有白菜、黄

瓜、豆角等 ,食品种类比较单一。睡眠时间与儿童体

质状况之间呈现正向关系 ,适当的休息可以使身体

的疲劳得到缓解 ,促进儿童健康体质的发展。

在我们引入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后 ,可以发现

在家庭背景因素和个人生活方式因素共同作用的情

况下 ,原模型中显著的变量仍然具有显著性意义 ,只

是父亲体质变量对儿童营养状况的影响作用被削

弱 ,在 1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原模型中父亲外出

务工对子女健康体质的影响作用基本没有发生变

化 ,说明父亲外出家庭变量的作用比较稳定。

31113 　学校因素的影响

在方案二的基础上 ,方案三引入的是反映学校

体育锻炼情况的变量 ,即儿童是否喜欢学校体育课

情况。该变量与儿童体质状况呈现正向关系 ,但不

具有显著性。

在引入学校层面的因素后 ,原模型中显著变量

对子女体质健康状况的影响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仍

具有显著意义。只有儿童每周锻炼频率这个变量的

影响作用减弱了 ,也就是说 ,儿童进行适当的体育锻

炼 ,会有益于健康状况的改善 ,增强体质[11 ] 。

31114 　地区因素的影响

模型最后引入的是地区变量。在中国的多数地

区 ,无论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各种保障制度 ,还是微

观的家庭生活方式、生活水平以及个体日常生活方

式都存在着较大差别 ,因此 ,地区差异也是本文的一

个控制变量。我们按照地理位置从南向北选择了安

徽省在地理环境方面存在差异的 3 个不同区域 :无

为县、肥东县和涡阳县。因为南方和北方在饮食方

面的差异比较大 (如南方偏爱大米 ,北方喜好面粉) ,

加上经济水平、生活习惯上等可能都存有差异 ,因此

这里的地区变量在更大意义上代表了地区在地理位

置方面的差异。

研究结果发现 ,生活在南部区域的儿童营养正

常的可能性高 ,生活在北部地区的儿童营养不良的

可能性大。与无为县相比 ,肥东县儿童营养不良的

可能性比较大 ,且在 5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

涡阳县儿童的体质状况也不如无为县 ,但不具有显

著性。在加入地区变量后 ,原模型中大多数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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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对因变量的影响 ,这表明模型比较稳定。

312 　结论

在我们纳入所有层面的变量、综合考虑这些因

素对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的影响时 ,所有包含父亲外

出务工家庭背景变量的模型中 ,这一变量对子女营

养健康的影响作用始终是显著的 ,且作用程度的变

化基本保持不变 ,在 1 %的水平上极其显著。说明

父亲外出务工对儿童的营养健康具有非常稳定的负

向影响 ,因为稳定 ,所以其影响作用也非常重要。与

非留守儿童相比 ,父亲外出务工组的儿童营养不良

发生的可能性为前者的 2115 倍 ,其边际效用为

0112。

此外 ,虽然父母都外出务工及母亲外出务工组

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但这些家庭儿童营养不

良的发生比率分别是非留守儿童组的 1108 倍和

1117 倍 ,由此可见 ,父母外出务工对其子女的体质

健康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家庭特征对儿童营养状况的影响还主要体现在

父亲的体质上。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 ,父亲体

质变量对儿童体质状况影响显著。当父亲体质指数

每增加一个单位 ,其子女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将降低

1107 % ;从发生比率来看 ,父亲体质指数增加 ,其子

女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将为原来的 93 %。

在影响健康的后天环境因素中 ,最活跃最能动

的因素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的遗传与环境因素

虽然存在个体差异 ,但已成定式 ,对个体而言 ,最活

跃最能动的因素是人的生活方式。在本文的个人生

活方式因素中 ,食肉频率、锻炼频率及营养知识得分

成为稳定的影响儿童体质健康的变量。适当摄入肉

类、鱼虾类食品可以增加营养 ,而营养对增强体质很

重要 ,体质的增强又可防止疾病发生 ,并对儿童健康

起重要作用[12 ] 。儿童的肉类食物摄入量每增加一

个单位 ,其营养不良的发生比率将会是原先的

97 % ,也就是说 ,合理摄入肉类食物会增加儿童的体

质健康。

儿童的锻炼情况也会影响到其体质发展。锻炼

频率直接影响到儿童体质。如果儿童锻炼频率每增

加一个单位 ,其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将降低 1117 %。

睡眠时间也会直接影响儿童体质健康情况 ,虽然表

6 中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但从睡眠时间对儿童体

质健康影响程度的发生比来看 ,睡眠时间合理增加

1 个小时 ,儿童营养不良率为原来的 92 %。

同样 ,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 ,地区变量对儿童的

体质状况也会产生影响。涡阳县儿童营养不良发生

比率约为无为县的 1131 倍 ;而肥东县儿童营养不良

的可能性更高 ,是无为县的 1179 倍 ,且对子女营养

状况的影响效果显著。

由此可以看出 ,父亲外出务工与其他社会环境

因素对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作

用。总体来说 ,农村地区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都

是粗茶淡饭 ,种类比较单一 ,监护人很少注意儿童的

饮食搭配是否合理、营养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无

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非留守儿童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生

活。部分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 ,缺乏有效监

管 ,喜欢躺着看书 ,或是坐姿不端正。而只有父母言

传身教 ,才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儿童良好的

生活习惯和言行很大程度上与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榜

样作用有关。多数农村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基本的

健康和营养常识 ,需要父母和老师正确的引导和教

育。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需要各个层面的关注。

4 　政策建议

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

题 ,能否很好解决这一问题 ,将影响到国家的稳定与

发展。综上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

首先 ,从家庭层面来看 ,关怀与沟通是促使儿童

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一方面 ,父母应该主动

承担起教育孩子的重任。虽然孩子在农村由监护人

看管 ,但并不能取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对父母来

讲 ,应该通过书信、电话、电脑网络等多种形式 ,增进

与孩子的交流及沟通 ,让他们感受到父母就在身边 ,

感觉到亲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作为留守儿童的

家长或是代理监护人 ,要经常加强与儿童之间面对

面的沟通。除此之外 ,对学生家长及监护人普及健

康营养的基本常识将有助于儿童身体健康的成长。

其次 ,从学校层面来看 ,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

学校度过 ,因此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对于儿童的健康

成长至关重要。学校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保证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 ①建立完整的留守儿童个人

档案 ,收集基本情况 ,以便于对其管理。同时 ,通过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赏识教育 ,使学校成为留守儿

童健康成长的乐园。②采取多种途径强化家长与学

校、家长与儿童或代理监护人与儿童以及儿童与儿

童之间的交流和配合 ,用多方的关注填补留守儿童

心中的情感缺失。教师应该爱护每一位学生 ,不歧

视任何一个人。③注重课外学习 ,开展多类有益活

动 ,娱教相长 ,丰富孩子的营养常识。针对学生家庭

教育监管的不力 ,可以通过各种互助制度以及激励

机制保证学生的基本常识学习。

最后 ,从国家层面来看 ,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

整个社会的问题 ,因此政府应当通过采取以下措施

保证留守儿童健康的成长 : ①调整基础教育投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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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根据不同地区的现实情况 ,加强基础教育设施建

设以及贫困农村的师资力量配备 ,争取使所有学生

享有同等的教育及生活环境。譬如 ,在有条件且有

必要的地方改扩建一批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 ,解

决留守儿童无人照看、健康营养和安全得不到保障

等问题 ,从而解除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②进城

务工人员没有把子女带进城市 ,最主要的原因是经

济困难。从时间上来讲 ,也不允许将孩子带到城市

生活与学习。当务之急 ,应该尽可能地提高进城务

工人员待遇 ,在物质上逐步保障农村留守儿童进城 ,

与父母生活在一起。③城市应该多渠道办学 ,不论

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都应该敞开校门 ,保证想随父

母一起外出上学的留守儿童到城市接受教育 ,满足

他们的上学需求。当地政府要大力扶持农民工子弟

学校 ,改善其办学条件 ,让这些学生也能够享受良好

的教育。④加大对留守儿童关爱的宣传力度 ,培养

全社会关注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从制度上保证每

个留守儿童均有人照看 ,保证他们在遇到问题时能

够及时与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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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Health Status of Left2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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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field survey for healt h status of left2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Anhui ,t 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 he factors influencing physical healt h of left2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1 The result s show :1) fat her going out to

work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s on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 h ;2) t 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 her’s healt h status and

children’s nut ritional status ;3) food intake ,regular exercise and nut rition knowledg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s on children’s physical status ;4) re2
gional difference is anot her factor influencing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 h1 Finally ,it put 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 he physical

healt h status of left2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China1

Key words : urbanization ;left2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 ;physical healt h ;human capital ;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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