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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深圳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 年）》
统计监测报告

为全面反映《深圳市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 年）》（以

下简称《儿童规划》）的实施进程，深圳市统计局根据《儿童规

划》监测指标体系和妇女儿童发展状况统计制度，对儿童健康、

安全、教育、福利、家庭、环境、法律保护七个领域的实施进展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数据显示：深圳市《儿童规划》实施总体进

展顺利，儿童事业发展平稳，儿童健康、受教育、福利保障水平

持续提升，法律保护机制不断健全，成长环境日益优化，儿童规

划各领域发展水平呈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

一、儿童与健康

（一）儿童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加强儿童保健服务体系

建设，标准化建设市、区两级妇幼保健机构。2023 年，全市共

有妇幼保健机构 11 家，床位 4497 张。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床位

数为 2.57 张，分别比 2020、2021、2022 年提高 0.66、0.73、0.68

张。

（二）出生缺陷综合防控体系进一步健全。建立多部门联动

防治出生缺陷的工作机制，健全出生缺陷防治网络，落实出生缺

陷三级防治措施，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2023

年，全市产前筛查率、重度地贫儿产前干预率分别为 98.37%、

100%，分别比 2022 年提高 1.05、2.33 个百分点，均达到规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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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新生儿听力筛查率、新生儿

访视率分别为 99.47%、99.69%、97.75%，均达到规划目标。

（三）儿童死亡率保持较低水平。2023 年，全市新生儿死

亡率、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 0.52‰、1.00‰、

1.35‰，与 2020、2021、2022 年基本持平，三者均达到规划目

标。

（四）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扎实推进。持续实施适龄儿童免费

疫苗接种等健康促进项目，维持较高水平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

率。2023 年，全市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为 98.82%，达到规划目标，其中卡介苗、脊灰、百白

破、含麻疹成分、乙肝、乙脑、流脑等 8 种疫苗接种率全部达到

98%以上。

（五）儿童健康管理和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扎实开展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工作，推进多类残疾为重点的 0—6 岁儿童残疾

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提升儿童保健服务

的质量。2023 年，全市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7 岁以下儿童

健康管理率分别为 95.13%、98.79%，分别比 2022 年提高 1.78、

0.43 百分点，均达到规划目标。6 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

78.07%，与 2022 年基本持平，达到规划目标。0—6 岁儿童眼保

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为 98.74%，比 2022 年提高 0.81 个百分点，

达到规划目标。5 岁以下儿童贫血率、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

分别为 5.88%、1.85%，与 2022 年基本持平，达到规划目标。



3

（六）儿童身心健康保护工作力度加大。关注儿童身心健康

发展，增强儿童体质，完善学生健康体检和体质监测制度。2023

年，全市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到优良的比例为

60.25%，比 2022 年提高 4.52 个百分点，首次达到规划目标。增

强儿童心理健康服务能力，提升儿童心理健康水平。2023 年，

全市小学、中学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学校比例为 100%，

首次实现全覆盖，分别比 2022 年提高 0.85、2.28 个百分点。中

小学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开课率、中学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和性

教育相关课程和活动的学校比例、社区儿童心理服务覆盖率连续

2 年均为 100%。

二、儿童与安全

（一）儿童伤害防控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多部门联动进一步

加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儿童伤害防

控，有效防范和处置溺水等伤亡事故，改善儿童安全成长环境。

（二）儿童用品和大型游乐设施质量得到有效保障。全面提

升儿童食品、药品、用品和大型游乐设施质量与安全监管，加大

抽查监测和不合格产品处罚力度，预防和减少由此引发的儿童伤

害。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连续 3 年均为 100%。

儿童用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测合格率连续 3 年均为 100%，达到

规划目标。2023 年，儿童药品质量抽检合格率为 99.9%，达到规

划目标。儿童用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率为 9.95‰，分别比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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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降低 8.36、7.71、提高 0.09 个千分点。公共场所

搜寻走失未成年人安全警报系统设置率为 100%，达到规划目标。

三、儿童与教育

（一）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优化学前教育结构，为市民

提供普惠服务与多样化选择。2023 年，全市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达 100%，达到规划目标。全市共有幼儿园 1973 所，在园幼儿 55.51

万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 89.63%，比上年提高 1.12 个百分

点，达到规划目标。

（二）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大公共财政对基础教育的

投入，增加优质义务教育学位供给，逐步缩小班额，降低生师比，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23 年，全市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1]、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初中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连续 3 年均为

100%。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标准班额达标率为 64.06%，分

别比 2020、2021、2022 年提高 12.04、11.46、3.90 个百分点，

达到规划目标。随迁子女上学得到保障，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

在校生就读公办学校比例为 47.37%，分别比 2020、2021、2022

年提高 1.79、1.51、0.36 个百分点。

（三）高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2]。加快公办高中建设，增

加公办普通高中学位，提高公办普通高中录取率。2023 年，全

市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 100%，达到规划目标。健全“双元”

育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通中等职业教育[3]与高等教育贯通的

机制，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2023 年，全市共有中等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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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 9.23 万人，比 2022 年增加 0.36 万人。

（四）特殊教育进一步加强。保障特殊儿童群体受教育权利，

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推进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全覆盖。

2023 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在校学生 0.57 万人，分别比

2020、2021、2022 年增加0.25、0.11、0.05 万人。

四、儿童与福利

（一）儿童福利机构和工作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完善市、区、

街道、社区四级儿童保护机制，构建家庭保护、司法保护、社会

保护的儿童保护体系，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儿童保护和服务工

作。2023 年，全市共有儿童福利机构 3 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机构 85 个；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覆盖率为 100%，达到规划

目标；城乡社区儿童之家 740 个，比 2022 年增加 69 个；全市共

配备儿童督导员 74 人，配备专（兼）职儿童督导员的街道覆盖

率为 100%，达到规划目标。儿童主任 810 人，比 2022 年增加 134

人。

（二）儿童医疗保障更加巩固。保障儿童按规定享有多层次

医疗保障待遇，通过制度间互相衔接、梯次减轻深圳儿童看病就

医负担。2023 年，儿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 280.19

万人，分别比 2020、2021、2022 年增加 39.31、21.08、9.98 万

人。

（三）儿童福利保障和救助制度不断强化。构建困境儿童保

障工作机制，完善儿童福利政策，创新儿童福利制度，提高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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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标准。合理制定低保标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和孤儿基

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提升儿童生活质量。

完善儿童关爱服务，打造“全国儿童关爱服务先行示范区”。2023

年，集中养育孤儿[4]、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保障标准和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5]每人每月保障标准均为 2540 元，比 2022 年增加 86

元。全市共有 17877 名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救助，分别比 2020、

2021、2022 年增加 9000、6383、3808 人。

五、儿童与家庭

（一）儿童家庭教育服务体系逐渐完善。构建覆盖城乡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相关经

费列入财政预算。2023 年，全市妇联组织参与建设的城市社区

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为 677 个，分别比 2020、2021、

2022 年增加 16、9、6 个。

（二）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建设逐渐加速。多渠道、多模

式加快托位建设，完善生育和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2023 年，

我市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 2.47 个，目前托位

数稳步增长，预期可达标。

六、儿童与环境

（一）儿童社会实践和活动场所不断增加。先行示范打造国

家儿童友好城市，推进儿童友好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完善各类儿

童友好空间与设施规划建设标准，优化公共空间设计，加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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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和场地适儿化改造，推进儿童活动场所无障碍建设和改

造。2023 年，全市建有儿童友好公园 54 个，比 2022 年增加 18

个；建有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151 个，比 2022 年增加 15 个；共

有儿童友好社区 276 个，儿童校外活动场所 318 个，社区少先队

实践教育营地（基地）13 个。全市青少年参加科普宣讲活动、

未成年人参观博物馆分别为 30 万人次、341.36 万人次，其中参

观博物馆人数大幅增长，比 2022 年增加 270.72 万人次。

（二）面向儿童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制作和传播

适合儿童的精神文化产品，培育儿童文化品牌。2023 年，全市

公共图书馆共有少儿文献 723.04 万册，比 2022 年增加 114.27

万册；少儿阅览室坐席共有 13891 个，比上年增加 3839 个；设

置了儿童阅览专区或阅读空间的公共图书馆有 12 个。全市少儿

广播节目播出时间为 152.50 小时；少儿电视节目、电视动画片

播出时间分别为 3423.52 小时、3369.08 小时。

七、儿童与法律保护

（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不断健全。健全未成年人司法

工作体系，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集合多部门，打造

集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智慧化保护平台，实现帮教、援助、

维权、执法与监督等全方位精准保护。2023 年，全市共设家事

少年专门审判机构及团队共11个，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12个。

区级儿童法律援助专业团队建立率达 100%，全市未成年人得到

法律援助 1433 人次，比 2022 年增加 390 人次；220 名儿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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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提供的司法救助。

（二）侵害儿童违法犯罪行为得到依法严惩。依法严惩侵害

儿童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治和预防犯罪教育，落

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干预制度，依法采取教育矫治措施，及

时发现、制止、管教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严厉打击侵犯儿童合法

权益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2023 年，全市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

同期犯罪人数的比例为 1.06%，比 2022 年降低 0.67 个百分点。

全年查处侵犯儿童权益的违法违规网站平台 22 起，处置网上危

害儿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18.5 万条，比 2022 年增加 5.5 万条。

注：

[1] 指初中毕业班学生数占该年级入小学一年级时学生数的百分比。

[2] 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附设中职班、

技工学校和国家开放大学中职部。

[3] 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附设中职班和技工学校。

[4] 孤儿是指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由地方县级以上民政

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和条件认定的、并已经领取了孤儿基本生活费的未成年人。其中集

中养育孤儿是指社会福利机构抚养或寄养的孤儿；社会散居孤儿是指在社会上分散供

养，由其法定监护人承担抚养义务、履行监护职责的孤儿。

[5]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

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

等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

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

逐）出境等情形之一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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