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1,26(9):277-290
Journalof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http:∥zgnydxxb.ijournals.cn
DOI:10.11841/j.issn.1007-4333.2021.09.28

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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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我国特有的发展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和公众关注。但是,已有关于留守与农

村儿童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者的短期关系,考察“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研究相对鲜见。事实

上,留守不仅对儿童期的短期影响产生作用,同时也将对其成年后的长期发展发挥长远影响,而后者与个体的生活

与就业质量、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回顾了留守经历与农村儿童发展的基本逻辑,然

后系统梳理了留守经历对学业成就、精神健康、就业质量、主观幸福感等长期影响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之上,本

研究指出了现有研究在结果变量、时间维度、群体差异上可能存在的不足。本研究认为,未来相关研究还需纳入城

市留守儿童、扩展童年期经历,以及聚焦子女随迁政策转向。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本研究将为

留守儿童长期发展问题的化解和促进农村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积累提供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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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theimpactofleft-behindexperienc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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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auniquedevelopmentissueinourcountry,theproblemofleft-behindchildreninruralareashaslong
attractedattentionsfromtheacademiccirclesandpublic.However,theexistingresearchonthedevelopmentofleft-
behindruralchildrenmainlyfocusesontheshort-termimpact,anditisrelativelyraretoinvestigatetheimpactofleft-
behindexperienceonthelong-termdevelopmentofruralchildren.Infact,leftbehindnotonlyhasashort-termimpact
onchildhood,butalsohasalong-termimpactonthedevelopmentintheiradulthood.Thelatteriscloselyrelatedtothe

qualityofindividuallifeandemployment,andthecountry’s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Basedonthis,this
studyfirstreviewsthebasiclogicofleft-behindexperienceandthedevelopmentofruralchildren,andthen
systematicallycombstheresearch progress ofthelong-term effects of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academic
achievement,mentalhealth,employmentquality,andsubjectivewell-being.Onthisbasis,thisstudypointsoutthe

possibledeficienciesoftheexistingresearchinoutcomevariables,timedimensions,andgroupdifferences.Itis
believedthatinthefuture,relevantresearchneedstoinclude urbanleft-behind children,expand childhood
experiences,andfocusontheshiftofchildren’smigrationpolicies.Inthecontextofpromotingnewurbanizationand
ruralrevitalization.Thisstudyprovidesreferencesforresolvingthelong-termdevelopmentofleft-behindchildrenand

promotingtheaccumulationofhumancapitalofruralleft-behind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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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

注,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

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规模为6972.75万,其中

农村留守儿童为6102.55万[1]。截至2018年8月

底,现有父母均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虽然

相比2016年的902万有所下降,但是数量依然很庞

大[2]。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俨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

会问题,这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2019年2月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的意见》指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阶段问题,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公共

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刻反映”。
然而,在短时期内,以现代化和城市化为目标的发展

追求不可能戛然而止,大量的农村家庭还难以在农

村依靠土地和其他生计方式实现家庭生活的富足。
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还存在“二元”分割的壁垒,大
量农村劳动力仍然需要继续向城市转移,但同时无

法将自己的子女、配偶或老人带到城市一起生活。
因此,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可能仍将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存在[3]。
自留守儿童概念在1994年首次提出以来[4],近

二十多年,学术界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热度一直

不减,其中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留守对农村儿童人力

资本发展的短期影响,即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

儿童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作用[5-7],而关注留守经历对

农村儿童发展的长期影响相对较少。虽然留守与儿

童短期人力资本发展的关系无疑是重要的,但是相

比短期影响,儿童期的留守经历与个体成年期的人

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关系,对于减少贫

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更加直接和具有政策启示

意义[8-10]。从这方面来讲,研究留守经历对农村儿

童长期发展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仍未对留守经历与农村儿童长

期发展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阐

述留守经历与农村儿童长期发展的基本逻辑,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系统梳理留守经历与儿童成年后的学业

成就、精神健康、就业质量、主观幸福感和其他方面的

长期影响,通过对现有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进行评

述,展望未来关于留守经历长期影响的研究方向,以
期为应对留守经历带来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留守经历与农村儿童长期发展的基本逻辑

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其内在逻

辑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桥梁链接的。具体的讲,
留守经历将首先影响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其次,儿
童的人力资本水平将进一步影响个体各类技能的存

量;最后个体在这些方面能力的存量将影响成年后劳

动力市场表现和社会生活福利等多个方面(图1)。

资料来源:Heckman等 [11]。

Source:Heckmanetal.[11].
图1 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逻辑

Fig.1 Long-termimpactlogicofleft-behind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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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留守经历与儿童人力资本积累

留守经历与儿童人力资本积累密切相关,已有

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农村儿童留守

对其人力资本的多个维度均有重要影响[12-18]。人力

资本包含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健康三个维度,人
力资本的积累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

作用[19]。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积累

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实现,而最终的影响结果

则由二者综合作用产生。一是收入效应,父母外出

务工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家庭消费的约束,一方

面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形成正向的教育回报率期望

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儿童伙食,提升儿童营养对

儿童人力资本积累有正向影响。二是照料效应,父
母外出无疑会造成对孩子照顾和监督的缺失,这对

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健康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会有

负面影响。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积累

的“净影响”取决于上述两个途径的综合影响。一般

来说,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带来的影响往往是

照料缺失带来的负向效应先到,收入增加带来的正

向效应后到[20]。这是因为,父母外出后会直接造成

对留守儿童学习监督和生活照料的缺失,虽然留守

儿童可以由其他监护人如祖父母等代为照顾,但不

能替代父母给留守儿童带来的照料质量,包括安全

感和情感支持。因此,短期来看父母外出的负面效

应更明显。从长期来看,一方面,父母外出一段时

间后通过向家中汇款可以为留守儿童接受教育提

供必要经济支撑,并减轻留守子女的劳动压力。
另一方面,由于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机会,父母也

将提高对教育回报率的预期,从而有助于增加对

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投资,进而提升儿童的学习

表现。与此同时,留守对儿童的负面效应也将产

生时间积累,因此,父母外出时间较长带来的效应

并不明确。

1.2 儿童人力资本积累与长期发展

在一个个体的生命周期中,早期的留守经历会

对其产生重要的长期影响,而这种留守经历造成的

早期人力资本积累的缺失往往是个体生命后期投资

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这一点通过赫克曼曲线可以

明确体现(图2)。赫克曼曲线的含义是:在一个给

定能力的个体的生命周期中,假定每个年龄段实施

同样的投资,“那么在其余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早期

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始终高于晚期”[21]。

资料来源:郭磊等[22]。

Source:Guoetal.[22].
图2 年龄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赫克曼曲线

Fig.2 Heckmancurvebetweenageandreturnoninvestimentinhumancapitial

  儿童人力资本积累的三个维度,非认知能力、认
知能力、健康一起决定了儿童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

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决策和表现,例如就业决策、收
入决定、失业决策、退休决策、不良社会行为以及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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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决策等,甚至还影响人的寿命[19]。

1)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进入决策。人力资本

积累 影 响 个 体 进 入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职 业 选 择。

Heckman等发现非认知能力和认知能力会显著影

响劳动者的职业选择,处于中等水平非认知能力的

个体选择白领工作的概率是低水平非认知能力群体

的5倍多,处于中等水平认知技能的个体选择白领

工作的概率是低水平认知技能群体的2倍多[23]。

2)人力资本与劳动者收入。以能力为核心的人

力资本对收入的作用机制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影响

个体的教育选择,教育表现和教育回报率间接影响

个体收入;二是人力资本直接决定劳动者的收入水

平。Glewwe等[24]发现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每增

加一个标准差,学生留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分

别会增加83%和95%,并且人力资本能够通过影响

教育影响个体收入。

3)人力资本与失业。失业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

一种重要状态,同样受到人力资本的影响。有研究

表明,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受教育水平进而影响

个体失业和再就业概率。研究证明教育水平较低的

人更有可能失业,且再就业概率更低并面临收益损

失的风险。Nilsson等[25]利用瑞典全人口数据研究

非认知能力对个体失业概率的影响,发现非认知能

力的劣势会使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长期失业,
即非认知能力每下降一个等级,失业者获得就业的

概率降低40%。

4)人力资本与不良社会行为。人力资本不仅会

作用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也会对个体社

会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聂衍刚等[26]在对中学生

的大五人格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

发现,神经质与大部分不良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而
开放性、严谨性、外倾性、宜人性与大部分不良社会

行为显著负相关。此外,非认知能力对个体社会行

为的作用还体现在青少年网络成瘾、打架、不良性行

为、饮 酒、吸 烟、吸 毒、犯 罪 等 危 险 行 为 方 面。

Heckman等[23]通过研究人力资本对抽烟、吸食大

麻、监禁、非法活动、单亲妈妈情况等危险行为的影

响发现,非认知能力比认知能力缺陷更容易诱发个

体危险行为。

5)人力资本与婚育、迁移决策。个体的婚育行

为同样受到人力资本特别是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总

体来讲,宜人性和外向性对婚育行为有正向效应,而
尽责性、神经质和开放性却恰恰相反。即宜人性得

分较高的个体初婚初育的年龄更小,拥有孩子个数

更多且对婚姻质量的满意度更高,而高开放性个体

通常会更晚的初育,也更倾向于推迟或者放弃婚

姻[27]。此外,人力资本还会对移民行为产生影响。

Butikofer等[28]发现适应能力和认知能力与移民倾

向之间显著正相关,即认知能力每提高一个标准差,
在1980年前个体永久移民的概率增加5%,并将其

中的影响机制阐释为认知能力增加了有关迁移的货

币收益。

6)人力资本与退休决策。人力资本还会对个体

退出劳动力市场决策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非认知

能力能有效评估提前退休的概率,而认知能力较高

的人有更大可能延迟退休[29],例如责任心较强的人

认为自己工作表现不如意时是不能适应工作要求的

特征,从而选择提前退休[30]。

7)人力资本与寿命。在个体进入生命周期后期

时,人力资本可以与社会因素、生物学因素共同预测

老年人的寿命,相比生物学因素非认知能力能更好

的预测老年人的寿命[31-32]。非认知能力对寿命的影

响机制有三种途径:一是行为途径,即非认知能力通

过影响社交网络和危险行为影响寿命[33];二是应激

行为反应,即应对应激事件的态度;三是自我治愈,
即非 认 知 能 力 通 过 对 自 我 调 节 能 力 影 响 个 体

寿命[34]。

2 留守经历对儿童长期影响的研究进展与

评述

  农村儿童父母外出务工会造成子女的留守,童
年期的留守经历不仅对儿童短期的健康和行为产生

影响,而且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对其生命周期各个

阶段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其成年后劳动力市场表

现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现有文献关于留守经历对

儿童发展的长期影响研究主要是通过调查成年人群

体,通过回溯性问卷调查的方法来研究留守经历对

儿童发展的长期作用。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将留守

经历对儿童发展的长期影响分为五个方面,即留守

经历对儿童成年后精神健康、就业质量、学业成就、
主观幸福感和其他方面的影响。以下本研究将对各

个方面的影响逐一展开讨论。

2.1 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学业成就的影响

留守对儿童短期学习成绩的效应,以往研究关

注于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作用。一些研

究发现,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显著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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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12-15]。但也有研究发现可能不 存 在 负 面 影

响[35],甚至还有研究指出,父母外出寄回家的汇款

改善了留守子女的学习条件,从而对其学习成绩起

了积极作用[36]。这些研究结论之间的差异一方面

是因为不同学者所用分析方法和数据的不同,另一

方面是因为他们对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之

间影响机制的不同理解。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受

教育情况的研究近些年已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留守经历往往负向影响儿童成年后的教育

水平。

1)留守经历会负面影响儿童成年后进入大学的

概率和层次。例如,刘成斌[37]发现父母均外出的留

守儿童滑入犯罪的概率很高,而上大学的概率很低。
胡建国等[38]研究发现留守经历会影响儿童成年后

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留守发生的阶段越晚越不利

于儿童成年后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留守经历一方

面会使得儿童成年后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下降,另
一方面即使接受高等教育留守经历也会影响儿童成

年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

2)留守经历会负面影响大学生的学业水平。举

例来说,Zhang等[39]发现与没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

相比,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学习成绩普遍要低。贾

勇宏等[40]研究通过对8所高校4596名本科生的调

查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低于

其他大学生群体,也明显低于其他普通农村大学生。
上述研究表明童年期的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学业成

就具有持续性的负面影响。

3)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有负面影

响。譬如,郭亚平[41]研究表明留守经历显著负面影

响大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其中高中阶段留守的大学

生其非认知能力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其次是小学

前阶段留守。
总体来看,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学业成就的

影响是负面的,无论是进入大学的概率和层次、学业

水平还是非认知能力。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留守经

历对大学生群体学业成就的影响,却很少关注高职

生群体的学业成就,这在研究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

后学业成就的影响方面还不够完整。

2.2 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精神健康的影响

对于留守儿童精神健康短期影响的研究,已有

对中国的研究大多从家庭分离的视角,得出的研究

结论大多是有负面影响。比如,刘靖[42]运用中国多

年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母亲照料可

能更适合儿童的生长发育。她的研究发现母亲外出

务工时间增加对留守子女健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

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的精神健康同样带来了负

效应。

1)留守经历会负面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

康。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是1980年之后出生、具有

农业户口、在城市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民工[43]。一般

研究结论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

会产生负面情绪、社交焦虑和自尊心低等心理健康

问题[44-47]。有留守经历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同龄人相

比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48]。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早
期留守经历会影响个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等,从
而导致有无留守经历者之间事件归因,行为模式,反
应方式等的差异,从而间接影响其精神健康。留守

效应会受个人特征、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监护类型

的差异产生异质性。留守的个人特征差异体现在受

教育年限越高其精神健康高危的可能性增加,同时

会因其身体状况良好而降低;留守的时长差异体现

在有过两阶段或以上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处于精神健

康高危状态的风险低,而仅有一段时期的留守经历

者的可能性反而更高;留守的阶段差异体现在小学

期间的留守不如初中阶段的留守对精神健康的影响

大;监护类型的差异体现在祖辈监护、亲友监护、自
我监护对其精神健康影响不那么显著,而同辈监护

对其精神健康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9]。

2)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影响是负向

的,而且不同的留守经历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

影响存在差异[49-50]。研究普遍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

生其安全感更低,他们的抑郁风险、自杀意念显著高

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51-53]。多数研究表明有留守经

历的大学生心理韧性水平较低,因此可能会有较高

的心理疾病患病风险[54-56]。和没有留守经历的大学

生相比,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攻击性显著较高,这与

其较低的安全感和自卑感有关[57-59]。此外,研究对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5种积极心理品质的测评中,
大学生表现出快乐品质最低[60]。

3)留守经历负面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除了

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群体,现有文献还有针对青

少年,比如中职学生、高职生心理健康的研究,但是

这方面的文献较少。有研究认为儿童期的留守经历

是影响城乡儿童在挫折求助类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之一[61]。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行为

18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1年 第26卷 

表现要比其他青少年差,这使得他们有更高的犯罪

倾向[62]。而且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有相当高的自

我伤害发生概率,且有反复发作风险[63]。

4)留守经历损害了留守儿童成年后情感激励的

发展,却提高了其抗逆力。除了上述负面影响外,留
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精神健康的影响也有一些积极

意义。有学者研究表示,留守经历对个体存在长期

影响,但是并不必然导致负面影响,而是受到自身心

理弹性和适应力以及同伴支 持 的 调 节[64-65]。李

旭[67]发现在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中,感恩可以缓解

负面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体验的影响,而在无留守

经历大学生中则不能[66]。也有研究说有留守经历

的大学生有较高的心理韧性,虽然留守经历损害了

留守儿童情感激励的发展,但是提高了其抗逆力。
总体而言,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精神健康的

影响是负向的,尽管有的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对儿童

成年后的精神健康方面的影响是受到自身心理弹性

和适应力以及同伴支持的调节[64-65],但是绝大多数

研究都表明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的各个群体,中
职学生、高职学生、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都产生了

负面影响,这说明童年期的留守经历深刻影响着儿

童成年后的精神健康,且带来了负面影响。

2.3 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就业质量的影响

留守经历不仅会影响个体学业成就和精神健

康,同时对成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产生作用,
前面提到,由于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回溯性问卷,为了

便宜获得含有留守经历人群的样本,劳动力市场上

的表现调查对象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留守经

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体现在工作稳定

性和就业表现两个方面。

1)留守经历会负面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稳

定性。研究普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同龄人工作

更不稳定,换工作频率更高[65,68]。汪建华等[69]认为

父母外出务工与亲子分离阻碍了亲子关系的培养,
这会影响留守儿童长大后外出务工适应高强度劳动

的能力和对家庭的责任感,由此导致相比同龄人更

频繁的工作流动。纪韶[8]认为大多数有留守经历的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加上老人的溺

爱,使他们产生了许多负面情绪;抗压能力弱,所以

导致频繁的工作流动,进而影响就业工资。谢东

虹[70]的研究不仅调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每

份工作持续时间只占老一代农民工的1/3;还发现

男工的工作流动性大于女工的工作流动性。而有研

究表明,留守经历会导致留守女孩必须承担一些生

产劳动,而留守男孩却受到宠溺很少参加劳动,这种

留守期间形成的劳动习惯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性

别分化奠定了基础[71]。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男工

比女工工作流动性更大,更不能吃苦的原因。

2)留守经历会负面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

量。吕利丹[72]发现留守经历显著负面影响新生代

农民工的收入。唐宁等[10]和Liu等[73]研究都发现

留守经历显著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早
期留守经历时间越长,成年后的就业质量越差。此

外,唐宁等[10]还发现0~6岁发生的留守经历对新生

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在幼

儿阶段的留守状态对个体成年后的影响更值得关注。
上述研究在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就业方面的

影响主要集中于工作稳定性和就业质量。近期的研

究主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因为相比其他就业

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大的可能性曾经有过留守

经历,大多数研究者为了识别出留守经历,又加上多

数研究多采用回溯性问卷而不是追踪调查,所以关

于就业方面的研究就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总

体来看,大多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留

守经历会负面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就

业质量。而上述研究也表明留守经历是通过影响新

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进而影响就业质量[73]。

2.4 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留守经历对成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有文

献主要集中在大学生、高职生群体,且发现影响大多

是负面的。
第一、留守经历显著负面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

福感。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较

多,且大多数研究结论一致,即留守经历会对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造成消极影响。例如,王玉花[74]发现有

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其消极情感高于一般大学生,在
主观幸福感方面的表现也显著低于其他普通大学

生。周春燕等[75]研究中表明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

感受到父亲情感温暖及主观幸福感要明显低于其他

普通大学生。姚远等[76]研究发现留守经历显著降

低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并且留守时间越长,大学

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
第二、留守经历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

显著。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结论不同,已有的研究

表明,高职生群体中有无留守经历并不影响其主观

幸福感。例如,杨小青等[77]对488名高职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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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有留守经历的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有无留守经历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差异不显著。张娜[78]对814名高职生采用“总体幸

福感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问卷”和“积极心理资本问

卷”调查发现有留守经历高职生和其他普通高职生

在主观幸福感上差异不显著。
总的来看,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出现了群体分化。一方面,大多数研究认为

留守经历显著负面影响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另一

方面,一些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并不影响高职生的主

观幸福感。有研究表明,在中学阶段,留守经历对其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负面的[79],那么为什么在成年

后的学业阶段出现了群体差异? 究其分歧的原因本

研究认为在于城乡差异在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特

征。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大学生群体普遍出现

户籍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分化,且近些年大学生群体

中来自城市的比例要远高于来自农村的,这说明相

比城里的大学生农村来的与其存在家庭经济基础、
综合素质培养不同等多方面差距,这种城乡差距造

成了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的幸福感差距,而有

留守经历大学生更是农村大学生群体中各方面条件

较差的群体,所以他们与其他普通大学生相比幸福

感会更低。而高职生群体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同大

学生群体不同城乡差异在这里并不显著,因此有无

留守经历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此外留守

经历对儿童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

缺乏对就业群体,比如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

2.5 留守经历的其他长期影响

留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的影响除了上述四个方

面,还有一些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群体的研究,
但是这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在文献梳理时,本
研究将其归为其他。

1)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的研究还包括

居留意愿、育儿选择、情感补偿与代际效益、早期生

活机会等方面。谢东虹[70]发现留守经历显著正向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而且不同留守

形式和留守时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居留意愿存在显

著的异质性,女性相比男性受到的留守经历影响更

大。刘志军[80]在研究中提到,父母缺席的家庭生活

环境,让童年期的孩子饱受亲情缺失的痛苦,这使得

他们成年后更倾向于同父母团聚,以实现儿时难以

实现的愿望,弥补童年期的缺憾。不仅新生代农民

工渴望同自己的父母团聚,同时他们也更希望照顾

好下一代,与刘志军研究类似的,刘凌等[43]通过对

20名童年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父母由于童年经历了与父母分离的生

活状态,主观上均不愿意让孩子有类似的经历,都会

选择在城镇,以高质量的陪伴和兼顾来抚养下一代。
这体现的是留守经历对个体生命历程的深远影响。
刘玉兰[49]将留守经历和流动经历都归为童年期迁

移经历,其在研究中表明,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新生

代农民工同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

比,推迟了结婚和育儿年龄,有了更高的受教育程

度,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水平更高,竞争处于更好

的位置。相比童年期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

群体,童年期迁移经历有积极作用,较早的迁移影响

越积极,而且随父母一起迁移的流动经历比父母单

独迁移的留守经历对孩子的发展更好。

2)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存在明显的代

际差异,且问题更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守经历来

源于童年与父母两地分离的状态,城乡关系的割裂

性,家庭结构的变动,“家”意义的丧失,乡村的衰落

以及农村孩子向上层流动渠道的变窄,推动了他们

脱离了乡村社会[81]。这种留守经历深刻的影响了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也使得他们同老一代农民工存

在许多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脱离了乡村同时也

难以融入城市,这与老一代农民工还可以回乡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的回乡意愿很低,这种“双重脱嵌”使
得新生 代 农 民 工 长 期 处 于 漂 泊 状 态,归 属 感 更

低[82]。留守经历显著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集群

行为参与,想较于老一代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

有可能参与集群行为,而且同未成年期随父母流动

到城市的农民工相比,未成年期留守家中的新生代

农民工参与集群行为的概率更大[83]。此外,新生代

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还表现在,近些

年外出农民工群体犯罪率高于其他群体,其中新生

代农民工罪犯的暴力犯罪率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罪

犯,但留守经历缓解了暴力犯罪的程度[84]。

3)留守经历负面影响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唐胜蓝等[85]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人际现

状更不和谐,留守时长,留守所处的年龄阶段也显著

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

2.6 留守经历对儿童长期影响的简要评述

从以上研究来看,留守经历对儿童长期发展影

响在学界已达成共识,即留守经历会负面影响儿童

成年后的各个方面。这种长期影响不仅较具研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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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性,而且同样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在这一类研

究中,学者们最先关注到的是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

民工和大学生的影响。尽管多数研究结果显示留守

经历会负面影响儿童成年后的各个方面,但也有学

者发现留守经历也有可能带来正向的作用。对该分

歧的一个的解释是,这些正面影响均来自于留守经

历带给个体负面影响的衍生行为,实质上还是负面

影响的一种体现。并且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

进,留守经历在不同时期和群体中存在异质性的

表现。
仔细研读既往文献,可以发现留守经历也会带

来一些正面影响,不过这些正面影响均来自于留守

经历带给个体负面影响的衍生行为。比如,留守经

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这
是由于留守经历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了巨大的城

乡差异,所以才更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居住,实质上是

留守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衍生行为。又如,父母

缺席的家庭生活环境,让农村儿童受到亲情缺失的

痛苦,这使得他们成年后更倾向于同父母团聚,以实

现儿时难以实现的愿望,弥补童年期的缺憾,这种对

下一代的情感补偿也来源于留守经历负面影响的衍

生行为。此外,留守经历负面影响了大学生的主观

幸福感但是对高职生却没有影响,这是因为不同群

体城乡差异体现不同,留守经历在不同群体存在异

质性。
此外,个别文献将流动经历和留守经历,依据父

母单独迁移和孩子随父母一起迁移合并成一类,都
归为迁移经历,本研究认为是不甚合理的。因为,流
动儿童和父母在一起,可以得到父母一定的照顾抚

育,而留守儿童则缺少父母的照料,二者对成年后早

期生活机会的影响可能是相反的,其可能因为样本

中流动经历群体占比较大,而得出的积极影响效果

很可能存在混淆因素,结论有效性与适用性存疑。

3 结论与展望

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有着重要

的政策含义[8-10]。但是以往研究关注留守的短期效

应的较多,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研究较少。而且现

有研究还未对留守经历与儿童长期发展逻辑与文献

进行系统梳理。基于此,本研究从实证研究视角系

统梳理了留守经历长期效果的主要文献,从留守经

历与儿童长期发展的基本逻辑切入,综合展现了留

守经历对儿童成年后学业成就、精神健康、就业质

量、主观幸福感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并根据梳理

分析得出基本结论,即留守经历对个体带来的情感

缺失创伤,会在成年后展现出诸方面的负面表现,在
不同时期和群体中存在异质性。同时,进一步从研

究对象、内容、数据、方法等方面探讨了已有研究得

出不同结论的可能原因,为完善此类实证研究提供

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已有关于留守经历对儿童长期影响仍存在以下

几方面问题:一是长期影响的结果变量维度除了精

神健康、学业成就、就业质量,还缺乏对不平等、幸福

感、婚姻匹配、生育等的研究,正如本研究所述的基

本逻辑 所 指,这 些 方 面 也 可 能 受 到 留 守 经 历 影

响[27-33]。这说明现有研究涉及的面仍然不够充分,
还需更加全面地评估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二是长

期影响的时间维度除了工作时长,换工作频率,生命

周期中后期的影响的研究还很少。例如幼时留守经

历对成年人幸福、认知能力、慢性病、死亡率等的研

究还很缺乏。三是群体差异分析不足。不同的职

业,不同的留守经历特征,留守时的年龄、留守的时

长、父母双方或一方、父母外出距离、回乡频率、子女

与父母通讯频率、留守时主要抚养人、家庭社会经济

状况等特征差异都有可能导致结果不同,这些差异

性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同时对于这一问题的

深入研究也能够让我们对留守经历带来的长期影响

问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有助于更具针对性地

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
就现有研究的梳理和总结可以看出,留守经历

对儿童长期发展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未来研究的方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群

体丰富上要与时俱进,将城市留守儿童纳入留守儿

童关注范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快,城市留守儿

童逐年增多,这一部分群体的研究值得关注。二是

增加对童年期经历的扩展。例如增加对童年期虐

待、随迁经历对儿童长期发展影响的研究。三是政

策聚焦点的转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城乡发展不

平衡的问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子女随父母迁移至

城市的可能性加大。未来研究也应加大对随迁子女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行性的论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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