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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是的国家政策福利性基础，

随着大量流动人口从个人的流动逐渐变化为家庭的流动，

意味着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开始变多，他们跟随父母来

到城市，由于户籍和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原因，使得随

迁子女在教育方面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由于随迁子女

大多都是青少年，因此上学也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要

让他们平等享受国家的义务教育，这也是在教育因素方

面需要探讨的问题。1

作为随迁子女教育责任者的流入地政府，一直在进

行政策创新，比如在义务教育阶段进行积分入学制。积

分入学政策来源于流动人口积分制，后者包括入户和入

学。最早实行的城市是广东省中山市，2009 年 10 月，中

山市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出台《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

管理暂行规定》，在全国率先探索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制

度，这种尝试在制度层面打破了以户籍为标准来决定是

否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体制壁垒 [1]。这一政策更倾向于

在经济发展比较好、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城市，是一条正

规的随迁子女的入学的途径，也会相应的减少送礼、“找

关系”这种灰色手段，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增加

了公平性。

本研究借鉴张小劲、陈波对积分入户制度重构的认

知框架，将积分入学的指标进行分类，分别为五项一级

指标：个人禀赋指标、基本累积指标、子女相关指标、

社会贡献指标、扣减淘汰指标 [2]。其中，“个人禀赋指

标”包括文化程度、职业资格、荣誉奖励、投资纳税、

个体工商、紧缺人才，这些指标考察的是申请人（随迁

子女父母）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基本累积指标”包含居

住就业年限、缴纳社会保险类别及年限、住房情况，主

要考察申请人对该城市的忠诚度；“子女相关指标”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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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入学独有的，包括计划生育、子女基础教育和疾病预

防 [3]；“社会贡献指标”包括流动人口捐款献血情况，以

及是否在城市中的特殊艰苦岗位工作，这类指标对申请

人能力无过高要求设置门槛较低，考量申请人对流入地

城市归属感；随着计分标准的完善，说明了积分制政策

在不断的扩散。由于现在很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带子女流

动，子女的教育问题就随之而来，并且子女随迁会对流

动人口在城市居留产生较大的推力 [4]。

在积分制中，不仅可以积分制入学还可以积分制入

户 [5]，那么积分制入户是指可以通过积分制取得本地户

籍，享受该城市的基础设施服务以及福利政策。因此流

动人口积分达到积分入户的要求，那么就可以申请入户，

享受该城市的福利。当流动人口获得本地的户籍时，流

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可以进去本地公办学校就读，享受和

本地居民孩子一样的教育资源。从积分制的指标来看，

父母一方的文化程度、技术职称、服务年限、社保年限、

投资纳税、社会服务等内容都可以进行累计加分 [6]。

人口的流动方式由“个体流动”向“家庭化迁移”

的转变进程加快，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是随着家庭的流动

进入城市，随迁子女父母的社会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

着随迁子女是否能够平等的受到义务教育。积分制是与

父母的社会地位相挂钩，是以社会地位以及能力来排序

（依据市场的需求定位），也可以说人的价值与商品一样

被市场的需求所规定。在流动人口中有两种形式的流动，

一种是城乡流动，另一种是城与城之间的流动。在城乡

流动中，流动人口一般学历比较低，职业技能比较低，

那么相对应社会中的地位就会低，他们的随迁子女在教

育问题上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在城与城的流动中，

流动人口的整体的素质会高一些，这样在随迁子女的教

育上也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在此问题上，积分制也对两

种情况给出了应对的举措。在针对农民工群体来说，不

是以文化程度、职业资格、紧缺人才为标准进行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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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对城市的贡献、长期在此城市生活、缴纳保险等

进行积分。这样更加具有公平性，使得农民工群体的随

迁子女的上学得到了一定的保障。那么对于社会精英流

动群体来说，还是以文化程度、职业资格、荣誉奖励、

投资纳税、紧缺人才这些指标来进行考察。因此在这一

制度下既能本能的吸引人才的需求，又能保障一般流动

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受到平等权力。

积分制政策作为地方政府管理手段精细化的体现，

使得流动人口可以通过积分制享受福利，而不是只通过

户籍带来福利。积分制可以促进父母提升自己的个人能

力以及对城市的贡献，给随迁子女带来好的教育，正面

促使流动人口在流动城市的居住时间。推动了流动人口

在城市中的融合，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7]。在城乡二元体

制下，流动人口可能会受到社会排斥，他们在经济、工

作、生活质量不如当地人口，就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

导致出现社会心理排斥，很容易会沦为城市中的边缘群

体。在出现社会心理排斥之后，继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

问题，导致青少年出现越轨行为，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

谐。由于改革开放的步伐迅速加快，社会排斥问题越

来越显著，矛盾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为对抗。因此，笔

者认为流动人口以及他们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是非常

重要的 [8]。

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大多都是青少年，他们的社会

认知不够成熟，在成长的关键阶段所经历的会形成以后

的价值观。友谊对青少年的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流

动人口的随迁子女以一种新的身份进去一个新的环境之

中，难免会出现自卑、焦虑、消极的心理状态。这时本

地学生可能会出现内群体偏好，并且更容易出现刻板印

象，这会对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由于人口的流动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就已经开始，因此

在这一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很多随

迁子女从小或者有些出生的城市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已

经区别与上一代，这样会更有利于从心理上的社会融合。

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是相互对应的，社会融合是在一个

彼此渗透的过程中，某类群体受到共享环境的影响，会

不断的积累并发展针对对外群体的记忆与感情，最终各

个群体相互适应，融汇为一个体系。

在积分制中的积分入户中是实现流动人口稳定在城

市之中，户籍进入城市之中，去公平享受公共资源与服

务，流动人口才会从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才

能真正的实现社会融合。在这三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

社会排斥，对于外来人口而言，在融入新的城市的过程

中，由于所享受到的住房、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社会

保障、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会影响

到流动人口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所以要用积分制来缓

解子女教育的问题，是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很好的解决措

施。

对策：

1. 教育方面应该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创造更好的教

育条件，将积分制继续完善，深化制度改革，要加大对

随迁子女的教育的投入，可以专门为随迁子女建立学校，

更大范围的让随迁子女享受平等的教育的机会。在一些

公立学校也可以适当的降低对随迁子女的门槛，使他们

很好的融入社会。

2. 由于积分制是规定父母文化水平以及对流入地城

市的贡献等进行累计加分，因此父母要提高自身的文化

水平以及缴纳社保等行为进行加分，尽可能的为随迁子

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并且要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引

导随迁子女正确的看待身边事物。

3.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心理融合才是最终与这座城

市融合。首先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可以先进行文化融入，

让他们与本地人口一起生活，直接性的去接触本地居民

的文化和价值观等，从而慢慢感受到他们生活在这座城

市里，是城市的一份子，然后在心理融合，只有外来人

口在心理层面上认为自己融入了这座城市，与当地人口

实现平等和谐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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