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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市为例  

 

                                                                      人口所 

林宝 

     

    近年来,尽管各城市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一

问题的形势仍然严峻。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在北京市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为

6.8万人，比重较大，而且这些学校的软硬件设施都相对较差。经调查，影响这部分流

动儿童进入北京市正规义务教育体系的因素除公共教育资源有限之外，还存在以下几个

主要的制约因素。 

     一、来自正规学校的限制 

     1．各种高昂的收费是限制流动人口子女进入正规义务教育体系的首要因素。各项

调查都表明，流动人口子女进入本地学校要交纳各种费用，如借读费、择校费、赞助费

等。除此之外，还有学校不愿吐露具体数额的共建费以及各学校普遍收取的校服费（一

般在200元左右）。 

     2．繁琐的各种证件和手续成为制约流动人口子女进入正规学校的又一因素。根据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关于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暂行

办法的通知（2002年3月颁布）”中第六条规定：流动儿童少年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的,

由其父母持申请借读者户籍所在地乡（镇）级人民政府出具的该儿童、少年及其父母的

户籍证明；其父母的身份证、在本市的暂住证和外来人员就业证等证明材料向暂住地所

在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上述主管部门经核准同意后,为其开具

‘在京借读批准书’”。流动儿童少年可持“在京借读批准书”和原就读学校出具的学

籍证明,到暂住地附近学校联系借读,经学校同意后即可入学。实际上，对于流动人口而

言，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流程，他们往往因为在某一环节卡壳无法让子女入学。 

     3．其他的人为障碍。目前，北京市的很多学校在招收流动子女入学时还设置了一

些门槛，如对流动人口子女进行各种各样的考试，然后以考试不合格为由将流动人口子

女拒之门外。此外，招生已满和名额不足也是某些学校拒绝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常见借

口。 

     二、流动人口的自身因素制约其子女进入正规学校 

     1．流动人口的经济能力是制约其子女进入正规学校的主要因素。在调查中，我们

发现几乎所有的流动人口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受教育环境，但往往由于经济能

力有限无法把子女送入北京市正规学校。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北京市正规学校收费较

高，另一方面也因为流动人口自身经济能力较差。大多数流动人口的收入较低，较低的

收入水平导致用于孩子教育的投资非常有限，即便让他们和北京的孩子交纳同样的费

用，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无力负担，更何况他们还要交纳诸多其他费用。 

     2．流动人口的流动性特征也制约着其子女进入正规学校。与本地人口不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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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居住地经常随其工作地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当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要实

现随到随上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流动人口只能寻求比

较灵活的打工子弟学校。 

     3．流动人口的其他考虑。方便与否（是否离工作地较近，是否有校车接送等）以

及教材问题也是困扰流动人口为子女选择哪种学校的重要因素。 

     三、流动人口选择打工子弟学校的决择分析 

     调查发现，流动人口选择让子女进入打工子弟学校，大多是对现实的妥协，是无

奈的选择。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流动人口对子女的教育有很高的期望，也深知公立学

校具有的诸多优点和打工子弟学校的种种不足，但最终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只能

把孩子送进了条件较差的打工子弟学校。 

     流动人口对子女教育问题的艰难抉择贯穿于其子女入学的整个过程。当孩子到入

学年龄时，第一个抉择就开始了：回家上学还是留在北京上学？此时他们会综合考虑自

己的经济能力、家乡和北京教学质量的对比、家里有无人员照顾孩子上学等诸多因素，

综合考虑的结果是部分流动人口放弃了孩子在北京上学的打算，进入家乡的国家义务教

育体系接受教育。另一部分流动人口则选择让子女留在北京上学，他们有的是因为家里

没人照顾孩子，有的是向往北京的教育条件，不一而足，总之他们有的主动有的被动把

孩子留在北京。于是，第二个抉择不期而至：让孩子进入何种学校读书———北京市公

立学校还是打工子弟学校？除了极少数的流动人口，调查发现，大多数流动人口出于对

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期望，他们首先都希望孩子进入北京市公立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并且很多流动人口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一旦确定了进入北京市公立学校的目标，流动人

口一般会选择离自己居住或工作地比较近的学校进行咨询，在对学校的咨询中，收费是

流动人口关注的首要问题，当所咨询学校的收费超过了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或心理预期

时，流动人口就会放弃让子女进入这一学校的努力，转而寻找另一所学校，当附近学校

的收费都无法满足流动人口的条件时，他就会改变其选择，让子女进入就近的打工子弟

学校就读。如果附近某所公立学校的收费让流动人口觉得可接受时，流动人口就会为其

子女进入这所学校做进一步的努力，这时他面临进入公立学校借读所必须的各项手续和

程序，部分流动人口由于无法办齐所有手续而放弃努力，还有部分流动人口基于机会成

本的考虑（如回老家办学籍证明需要花路费和时间）而止步，即便闯过这项关口，流动

人口也可能出于教材差异等考虑而放弃努力，还有的可能因为学校的考试而功败垂成，

最后他们还要受到北京市公立学校招生名额有限的硬约束，以及面临信息不灵所带来的

迟到风险。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每一个关口实际上都存在一个“推力”将其子女推到正

规的义务教育体系之外。 

     当然，流动人口对子女入学进行决择的整个过程中，在承受来自公立学校的“推

力”的同时，也有来自打工子弟学校的“拉力”。收费低廉是打工子弟学校吸引流动人

口子女入学的最有效工具。目前北京市的众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收费大多在每学期300~40

0元左右，相比较北京市公立学校动辄上千元的收费，吸引力不言自明；打工子弟学校

针对需求的灵活反应也是公立学校无法比拟的，如很多打工子弟学校针对流动人口大多

没有时间接送孩子的情况购置了校车，将孩子送到离家较近的地点，解除了流动人口的

一项后顾之忧，还有的针对部分流动人口经济困难的情况，允许他们分期交纳学费，此

外在接受转学、插班学生方面以及在招生方面手续简单、操作灵活。但是，我们在关注

这些“拉力”时，看到的并不是教学的内容本身，这让我们更加体味到了流动人口的无

奈。 

     在“推力”和“拉力”的双重作用之下，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就处在一个尴尬的

位置，尽管有着良好的期望，但他们最终却不得不选择———打工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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