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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进入第三个年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儿童发展不平等
持续加剧。在粮食不安全、传染病蔓延、气候变化和人道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儿童面临着
日益增长的多维匮乏，其健康和福祉存在重大风险。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需进一
步采取战略行动，维护和保障儿童权利。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开展了国际儿童发展合作课
题研究，选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中国作为案例，分析国际儿童发展合作概况和特点，
结合儿童发展需求和挑战，提出中国优化儿童发展合作的政策建议。

引言

儿童发展的重要性

儿童发展是积累人力资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途径。儿童发展投入越早，其成本越低，
回报越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均具备推动作用。儿童发展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
个方面，倘若儿童权益没有得以维护，减贫、性别平等、和平、繁荣社会等可持续发展目
标将无法实现。在全球发展挑战严峻形势下，投资于儿童是促进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关键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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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国际儿童发展合作
概况和特点

报告通过文献回顾和访谈，指出了国际儿童发展合作的几个显著特点。

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

投资于儿童的溢出效应较强。

针对儿童发展的顶层设计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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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对投资于儿童的重要性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儿童发
展并非政治敏感话题。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
度认可，并与全球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不
让任何人掉队，并将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置于推进全球发展的
中心。国际儿童发展合作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改善
了人民生活，与受援国的发展优先事项相一致。

儿童发展具有跨领域性、交叉性，包括了健康、营养、水、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儿童保护和社会政策等多个不同领域。研
究表明，跨领域的发展也有助于反贫困、促增长。例如投资于
儿童教育的同时，营养、水安全、保护等方面也能得到相应发展。
这些溢出效应凸显了国际发展合作对儿童的深远积极影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儿童议题愈加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各国
进行了政策框架和战略上的顶层设计，以促进整合性、跨领域
的儿童发展。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已专门就国际儿童发
展合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并制定了儿童健康、基础教育、女童
发展、儿童营养等专项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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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儿童发展合作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演变。从双边援助过渡到多边和双
边援助相结合，并注重发挥多边组织在支持儿童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模式也从传统的
基础设施投资转变为基础设施建设同技术投资相结合，并更加重视儿童发展方面的技术
援助和能力建设。资金方面，中国从以对外援助资金为主过渡到资金形式多样化，其中
包括全球发展与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
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以及私营领域提供的资金。

中国尚未为儿童制定专门的对外援助政策或发展议程。向儿童提供的对外援助通常由受
援国提出，而不是由专门的政策或战略计划所驱动。此外，中国对儿童的对外援助的管
理由多个政府部委领导，没有专门机构负责以儿童为重点的项目。目前，基础设施建设
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占比较大，而能力建设等 " 软援助 " 方面的投资仍相对较少。与儿童
发展相关的卫生、教育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尚需进一步加强。

国际儿童发展合作重点多样化。

国际儿童发展合作伙伴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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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情和发展优势不同，各国儿童领域国际发展合作的重点
和战略不尽相同。例如，英国强调增强受援国基础教育和女童
教育，日本的教育援助则着重于使用国际平台来提高亚太地区
的教育水平。总体看，儿童发展合作的重点包括母婴健康、水
和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供给、民主治理等主题。

大部分国家通过多边和双边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国际儿童发展合
作，其中，联合国发展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是儿童发展多边合
作的主体。例如，德国积极同多边机构开展伙伴关系，并成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0 年的第二大捐赠国。

中国参与国际儿童发展合作的
特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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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儿童发展合作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为落脚点，聚焦妇幼卫生、教育、
人道主义等领域，提供医院、学校、紧急粮食援助、传染病应对、防灾减灾等受援国急需的
社会福利项目，受益直接、见效快。

同时，中国的国际儿童发展合作应从战略上加强，不仅停留在项目层面，并在长期、可持续
的战略项目规划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物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间的粘合度。目前的儿童援
助以双边形式为主，多边和民间援助尚未成规模，且具备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和经验尚未得到
充分挖掘和利用。

2021 年，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并为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
基本政策方向。结合新形势下儿童发展需求与挑战，报告为中国参与国际儿童发展合作提出
六点建议。

关于中国国际儿童发展合作的
建议

国际儿童发展合作研究概述

05

加快形成儿童发展政策主张，促进儿童议题在顶层设计中的
主流化。

增加多双边交流沟通，促进儿童发展战略对接。

应在顶层设计方面赋予儿童发展“主流化”角色，通过专门的政策引导
带动更有针对性的儿童投资。在项目设计和管理层面引入与妇女、儿童
相关的社会因素的考量也十分重要，例如，在基建领域中，加强能力建设，
提供注重妇幼、母婴和儿童的友好型服务。

加强与受援国的双边沟通，充分了解受援国民生发展规划体
系、理解地区 / 国家儿童发展诉求，保证项目符合当地需求。
加强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对接，重点考虑与联合国机构
的儿童保护、妇幼健康发展等战略规划对接。加强与美、日
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儿童方面的双
边对话与合作，汲取有益经验，增进儿童发展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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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儿童发展融资力度，凝聚各方资金力量。

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成熟技术产品支持儿童发展。

重视联合国发展机构优势，与中国对外援助相互借力。

进一步加强“软硬结合度”，提高援助综合效益。

与儿童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存在巨大资金缺口，增加融资力度迫在
眉睫。第一，现有的援助政策和资金应更多向儿童发展倾斜，在减贫、公共
卫生、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投入中，需优先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第二，
发挥援助的杠杆作用，调动更广泛的发展资源，这包括国际金融机构、中外
工商企业、非盈利基金会、与其他援助国开展三方合作等，以实现“聚沙成
塔、汇滴成海”效果。第三，加强政府在顶层的整体规划和引导作用，使各
界资源投入有方向、有重点、有合力。

中国儿童发展事业已衍生了一批国外可采用的经验、技术和产品，特别是在
妇幼健康、环境卫生设施、儿童营养、学前教育、安全饮用水等领域的技术
产品已凸显了援助有效性。应同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内的机构开展合作，
进行经验总结和因地制宜转化，进一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边机构在儿童发展领域具有独到的发展视角和专业
能力，可以有效弥补双边援助的短板。同时，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减贫
过程中积累了丰富鲜活经验，应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边机构加强儿童
知识分享和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合作，共同促进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应提升已建成的医院、学校等设施的利用率，特别是重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
建设、人文交流等软援助的需求。探索以项目为切入点，开展能力建设，提升援助
整体效益。以教育领域为例，可结合现有援建学校，加大提供教育规划咨询、教师
进修和培训、教育信息化建设、校园营养改善等软援助。此外，重视驻受援国的伙
伴关系建设，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对受援国开展需求评估、优化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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