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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大卫 

 

 

介  绍 

 

得到近乎全世界公认的“儿童权利公约”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保障儿童权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随着

公约出台，联合国儿童基金将在公约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制定计划和开展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制定的计

划有一项重大的变革，即帮助对象还应面向青少年，尤其是青年。由联合国儿童基金官员于1998年创办

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儿童权益培训基地验证了计划行动中有七个主要方面对保护儿童权益十分重要，青

少年就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研讨会认为，青少年计划对于防止他们不健康地成长和发展、避免代沟冲

突是至关重要的。计划开发工具的问世，如生活周期框架，可使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了解不同生活阶

层的儿童的需要和权利，并为他们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服务，同时，它也将促使联合国儿童基金更关

注青少年组织。艾滋病泛滥、侵犯少年儿童的权利如性剥削、贫困家庭的孩子失学等现象也同样推动了

联合国儿童基金、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支持青少年这一部分的工作。但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介人青

少年工作计划还处于学习阶段，还需循序渐进，因此，我们考虑将12至18岁年龄段的孩子列入少年计

划，将20-30岁的年龄段列人青年计划。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定型的计划，还有待于不断的完善。联合国

儿童基金在其他领域的工作得到了全世界的交口称赞，但在这一领域尚需努力学习。 

 

联合国儿童基金目前在中国支持青少年方面所做的工作 

 

除了培养、鼓励和采取行动让青少年重返社会、恢复正常生活以外，与中国的其他计划领域一样，

采取预防措施是开展青少年工作的主要策略。目前联合国资助的中国国家计划中没有具体的青少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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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但是，许多计划部门通过相应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正在实施的项目中已经涉及了青少年方面的工

作。通过对以往工作的总结，我们还加强合作，开展了少女和女青年方面的工作，以保护处境不利的群

体的利益。 

我们要强调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制定的主流计划，如基础教育、健康和营养等同样有助于青少年

的发展，它们可以帮助中国绝大多数儿童作为受教育的、健康的个体从少年迈入青年时代。这些计划对

青少年的幸福生活具有开拓性和预防性，为儿童健康地迈入少年及青年时代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跳板，它

们还起到了保护作用，防止大多数儿童陷入不利的境地，从而影响中国保护青少年权益工作的顺利开

展。从这个角度来讲，联合国儿童基金在保护婴幼儿、儿童和母亲方面所制定的主要计划首先是以预防

为主的，也是保护青少年权益的一个发展策略。然而，我今天所要讲的主要是那些能让青少年直接受益

的项目。 

 

联合国资助的中国青少年计划 

 

街童项目 

街童项目由民政部负责，旨在防止儿童离家出走，并让离家出走的儿童重返家园，重新恢复正常生

活。项目的服务对象大多在10-17岁之间。研究表明，儿童出走的原因各异，大部分儿童是由于一些类似

的原因被迫离家出走的，如家庭暴力、父母离异、学校压力、生活贫困以及向往都市生活等。 

该项目设立了街童保护中心，专门收留离家出走的儿童，并提供他们避护以及食物、简单的治疗、

非正式的识字识数教育、一两项生产技能培训、自我保护意识的宣传和各项咨询服务。大部分儿童在保

护中心住上一段时间以后都会回到父母或亲戚身边，回到当地学校继续上学，也有一些儿童会再次出

逃。一些城市创办了街头小饭桌项目，鼓励街童自觉自愿地来到设在火车站附近的街头小饭桌，在这

里，他们可以吃上一顿热饭，得到一些简单的治疗，还可以获得一大堆的同情和理解。虽然孩子们是受

到鼓励，自愿来到小饭桌的，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不会强迫他们到保护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孩

子最终还是决定来到保护中心。 

预防措施主要包括联合儿童出逃省份及收留儿童省份的官员，共同寻找他们的父母，并在社区进行

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告知社区居民们孩子出逃的原因，寻求他们的合作，以减少孩子露宿街头的现

象。 

在该项目的影响下，政府决定单独设立街童保护中心，这样的话，离家出走的儿童可以和被拘留的

成人区分开来。 

 

校外少女的教育 

联合国儿童基金通过中国的两个非政府组织，即中国科技协会和中国妇联，开展了两项活动，面向

贫困农村12－17岁之间的少女，且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 

活动宗旨是帮助这些少女继续扫盲学习，帮助她们学习生活技能，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熟知公约所

赋予的权益。中国科技协会主要负责生活技能培训、培养一部分同龄人，由他们组织新的活动群体、以



及鼓励青少年参加制定项目计划活动。全国妇联则负责实用技能方面的培训，如登录账目技能和少年健

康知识等。妇联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让女孩重新回到正规学校学习，包括春蕾学校。开展这两项活动，就

是要使女孩子们能够自立、自信和自爱，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在步入成年时代的时候正确行使参与经济

和社会建设的权益，并且凭自己的实力寻找和把握向上发展的机遇。 

 

对青年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教育 

云南和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共同发起了对青年人艾滋病预防和治疗活动，并且得到了由联合国儿童基

金资助、云南省政府负责实施的湄公河区域艾滋病项目的支持。红十字会的这项活动，主要是通过同龄

群体教育活动，向那些易受艾滋病感染的青年男女宣传有关艾滋病方面的信息及预防措施。研究表明，

知识本身并不能改变或推迟青年人的冒险行为。因此，提高青年人在决策和抵制同龄群体压力方面的能

力，并通过学习，培养安全的行为方式，远离艾滋病病毒，是本次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资助了IEC材料以及青年团体培训手册的设计和制作。1999年，儿童基金还赞助了云

南和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计划和主办的青年论坛，使云南和其他省份的青年共享有关艾滋病和团体教育方

面的经验和建议。200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还将支持云南和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共同创办的青年团体教育

活动延伸到云南腹地的6个乡村，这项活动是一个新的创举，值得中国的联合国艾滋病主题小组大力推

广。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项目 

近来，联合国儿童基金在青少年工作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消除贩卖妇女儿童现象。该项目于

1999年早些时候启动，由公安部负责实施。 

1949年以前，买卖妇女儿童在中国十分猖獗，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得到了彻底根除。70年代

末，这种现象再次抬头，到了80年代末期，公安部加大了打击力度，扼制了这种丑恶的行径。然而，自

90年代开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绑架犯罪集团，他们在劳务市场、车站和码头以招工或做生意为诱饵，

拐骗贩卖妇女。被拐妇女中有些还不足18岁，有些还被迫做了妓女。 

联合国儿童基金与公安部合作，力争减少妇女儿童被拐卖的数目，对获救妇女儿童全力保护，帮助

她们返回家园。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1999年，项目的前期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警官进行法制培训，学习儿童权益保护法及其他保护妇女儿童方面的国家法律，掌握知识和技

能，充分保护获救妇女儿童的权益。 

2、在妇女儿童被拐地区进行宣传、交流及社会动员活动，教育妇女儿童学会自我保护，识破人贩的

阴谋诡计；动员社区自发组织起来，防止妇女儿童被拐卖。在接收被拐妇女儿童的地区大力宣传禁止购

买妇女儿童方面的现行法律，以及这种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性质；采取措施，力争改变当地人买妻合法这

样的传统观念。 

项目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将帮助那些获救的妇女尽早康复。她们将得到咨询服务，生活技能培训如生

殖健康、妇女儿童权益等，以及给他们提供有收入的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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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积极参加推动农村卫生建设运动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负责的农村卫生项目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的资助，该项目已在安徽省动

员青年团员开展组织宣传活动，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场革命性的卫生运动。 

1998年中期，在省委副书记的带领下，包括村级团委在内的各级团组织的18-29岁青年团员宣誓将在

这次活动中充当带头人，动员每个家庭建造厕所，改变陋习。到1998年底，约有40000个村的团干部在自

己的家中建造了厕所，为村民们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在团员干部的带动下，安徽省已建成了140000个厕

所，1999年，这个项目还将继续开展下去，预计年内还将建成500000座厕所。 

作为变革的带头人，青年团员不仅仅局限于示范带头建厕所，他们还向村民们传授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的知识，号召大家共同维护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青年团将每年的11月份命名为卫生月，在卫生月

中，他们组织青年人进行家访，利用当地传媒进行宣传，推动家庭厕所及个人卫生建设，组织学校儿童

和少先队员监督厕所的使用情况以及保持家庭和环境清洁的情况等等。 

鉴于在联合国儿童基金资助的项目中所做出的贡献，安徽青年团获得了推动中国农村卫生建设国家

级奖章。 

 

未来的行动计划 

 

目前，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正在积极筹备新的合作计划。随着吸烟、艾滋病病毒、吸毒等不

良社会现象正越来越影响着青少年的生活，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和经济大潮中，他们十分脆弱，难以自

控。针对这种情况，新的国家行动计划将提出一个全面的青年策略，加强青少年在计划制定、实施和监

督中参与活动；培养带头人推动青年团体的变革；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及对青年有益的媒体宣传影响青少

年的生活方式；介人社区和家庭工作，帮助家庭生活条件较差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生活方向，使他们免

受更多的伤害。 

 

（该文为在1999年11月联合国青年主题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原载《青少年事务与政策研究报告——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2002]》，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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