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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河南省心智障碍者家庭的基本社会特征及其面临的公共服务供给现

状，调研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郑州、洛阳、焦作等 9地市对心智障

碍者基本情况、照料者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成长环境、照料者亲职压

力与支持状况，以及家庭需求状况等进行调查，并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

合的方式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调查发现，在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方面，处于学龄阶段的心智障碍者有一半在

普校或特殊学校上学，超出学龄期的心智障碍者大部分选择在家，外出就业的比

例极低。不同年龄段的心智障碍者状态分布有明显差异，0-6 岁选择康复的比例

最高，7-18 岁多数在上学。心智障碍家庭的照料者通常是父母与祖辈，女性是

心智障碍者的主要照料者。大部分的调研对象都是初婚家庭，很多夫妻在克服大

的困难后会变得更加亲密。大部分的调研对象处于无业状态，年均收入水平较低，

心智障碍者处于康复状态下的家庭承担了更大的经济压力。调研对象的受教育水

平为本科/大专的占比较大，其次是初中及以下，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

很低。学历水平高的家长相对来说更愿意参加家长组织活动。

在家庭教养环境方面，大多数家长可以培育心智障碍者比较基础的吃饭、穿

衣、如厕方面的自理能力，比较注重心智障碍者学习能力的培育和对心智障碍者

的教养与引导方式，愿意带心智障碍者多融入周围环境，但同时大部分家长对心

智障碍者的性教育是不足的。家长对心智障碍者的就业期待不尽相同，希望心智

障碍者能够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家长不足 30%。家长对心智障碍者就业最担忧

的问题是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如果有合适的工作机会，86.1%的家长愿意心智

障碍者就业。大部分被调查者对残疾人相关就业政策法规的了解程度较低，对心

智障碍者的就业期待也因此受到影响。

在亲职压力与自我效能感方面，大多数家长的亲职压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不同维度的压力水平从高到底依次为亲职愁苦、社会认可压力和亲子互动失调。

不同状态的心智障碍者，照料者的压力水平有显著差异，居家、康复以及工作的

心智障碍者照料者压力整体较大，而普校就读、半学半康复以及特殊学校（育智

学校）的心智障碍者照料者压力整体较低。不同学历和不同工作状态的照料者亲

职压力水平有显著差异，照料者的学历水平越高，亲职压力水平越低。无业、兼



职工作和退休的照料者压力水平较高。心智障碍照料者整体自我效能感较高，心

智障碍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学习能力、照料者的康复技能掌握水平和家长的沟通

引导能力均影响着照料者的自我效能感。

在家庭需求和支持状况方面，心智障碍者家庭对物质性需求偏高，技能性需

求居中，服务性需求偏低，越是关系心智障碍者成长切身利益且相对容易实现的

服务类型，家庭的需求程度越高。对增加家庭补贴的需求程度与家庭经济状况之

间有着显著相关性，但凡家庭能够维持日常开销，对增加家庭补贴的需求程度就

会降低。无论家庭经济水平如何，心智障碍者家庭对减免康复费用的需求普遍较

为强烈。在公共服务需求方面，家庭对于协助解决心智障碍者的教育问题和就医

问题需求程度相对较高。心智障碍者家庭的主要支持来源是夫妻恋人、父母和兄

弟姐妹，其次是叔伯姑嫂等其他家庭成员和社会机构、团体等非官方组织，最后

是邻居、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党团工会等官方组织。

在政策现状方面，河南省心智障碍者相关政策相对比较基础、全面。一部分

政策能够在各地市全面落实，也有一部分政策受各地市经济水平与实施标准的影

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所调查的九个地市在心智障碍者相关政策落实方面有

较大差异。其中，郑州市、洛阳市、鹤壁市、平顶山市和驻马店市各项政策落实

较好。郑州市各项补贴类型较为全面、种类多样，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较高，低

保政策落实较好。洛阳市在托养服务方面走在其他地市前列。鹤壁市“小而美”，

政策覆盖度较高，大部分心智障碍者家庭都能享受到相关的政策支持。平顶山市

和驻马店市政策类型较为多样，但具体实施中覆盖度较低。焦作市、安阳市和南

阳市在康复救助方面保障较好，低保和两项补贴申领方面覆盖度较低。

针对心智障碍者家庭的生存现状与公共服务需求，建议政府与社会相关部门

采取措施提升融合教育和特殊教育质量，规范康复机构运行，提供并优化机构托

养服务，提高适龄心智障碍青年的就业率，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就业支持，简化心

智障碍者相关福利政策申请流程，营造包容、友爱的社会氛围，为照料者提供更

多的社会支持，同时建议家庭从不同的方面提升对心智障碍者的教养水平，营造

更好的家庭教养环境。

关键词：河南省 心智障碍者 家庭现状 公共服务需求



第一部分 调研设计

（一）调研目标

第一，描述河南省心智障碍者家庭的基本社会特征，以及心智障碍者及家庭

所面临的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形成家庭社会支持、养育压力、应对策略与生活质

量的图像。

第二，基于调查数据，为社会服务提供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家长提出相应的

建议。

（二）调研内容

1.心智障碍者基本情况

对心智障碍者的性别、年龄、障碍类型、障碍程度、教育现状等进行调查，

分析呈现心智障碍者的基本人口学特征。

2.心智障碍家庭照料者基本情况

对心智障碍家庭照料者的性别、年龄、工作状态、婚姻状态等进行调查，分

析呈现心智障碍家庭照料者的基本人口学特征。

3.心智障碍者家庭基本情况

对心智障碍者家庭的收入、开支和经济状况、主要照料者和家长参加家长组

织活动的频率进行调查，分析呈现目前心智障碍者家庭的经济状况，主要照料者

的支持情况以及参与活动的频率高低。

4.心智障碍者家庭成长环境

对心智障碍者家庭教育中的生活自理能力培育、情绪疏导、性教育、社会融

入情况和整体养育水平调查，分析呈现心智障碍者家庭养育的现状。

对调研对象及其他家庭成员对康复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康复认知以及与

康复机构专业人员的配合程度进行调查，分析呈现家庭康复现状。

对心智障碍者家长的就业期待、就业意愿、就业担忧以及对就业相关法规的

了解进行调查分析，呈现调研对象的就业观念。



5.心智障碍家庭照料者亲职压力与支持状况

对调研对象的亲职压力状况描述、对自己是否称职的认知及相关影响因素进

行调查，分析呈现心智障碍家庭照料者的亲职压力状况以及自我价值感。

通过对心智障碍者家庭互动状况，大家庭成员、朋友之间和组织的支持状况

调查，分析呈现心智障碍者家庭的支持状况。

6.心智障碍者家庭需求状况

通过对心智障碍者家庭技能性、物质性、服务性三个不同维度的需求调查，

分析呈现心智障碍者家庭需求状况。

（三）调研方法

1. 资料收集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线上问卷星调查与线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其中线下

访谈包括一对一结构式面谈与一对多、多对多半结构式座谈两种形式。样本选择

以各地市家长组织为依托进行滚雪球抽样和偶遇抽样。线上问卷主要在各地市家

长组织微信群进行发放。线下访谈依托家长组织招募被访谈者，由调查人员进行

一对一访谈或一对多、多对多座谈。

2. 资料分析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定量统计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应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收集的问卷资料进行定量描述统计、交叉分析和相

关分析，应用质性研究方式对结构式面谈和半结构式座谈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在

分析过程中，注重不同地区、不同特征群体间的比较研究。

（四）调研地点

本次调研集中于河南省郑州市、洛阳市、焦作市、鹤壁市、安阳市、平顶山

市、信阳市、南阳市、驻马店市 9个地市。各地市调研时间及有效样本量如表

1-1 所示。

表1-1 调研时间、地点与样本量

序号 调研时间 地点 家长组织 样本量



1 20220627 郑州市 郑州市皆福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137

2 20220628 洛阳市 洛阳市身心智障碍者关爱协会 179

3 20220705 焦作市 焦作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87

4 20220706 鹤壁市 鹤壁市繁星特殊孩子家长互助组织 55

5 20220707 安阳市 安阳市星冉家长互助中心 101

6 20220726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阳光家长互助中心 107

7 20220727 信阳市 信阳慢跑蜗牛特需儿童家长互助协会 63

8 20220728 南阳市 南阳皆福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59

9 202207 驻马店市 驻马店新起点家长互助中心 59

10 202207 其他 17

（五）资料收集情况

本次调研共收集线上问卷 783 份，各地市问卷数量及比例如图 1-1（问卷星

数据截图）所示。线下结构式访谈 81 份，线下座谈会 3场（安阳、信阳、南阳），

线上座谈会 1场（驻马店）。有效问卷回收量 864 份，访谈记录 15.7 万字。

图 1-1 各地市线上问卷数量及比例截图



（六）调研局限性

本次调研依托各地市家长组织进行，由于家长组织的活动基本上是在城市里

开展，因此调查对象多集中于城镇地区。如表 1-2 所示，本次调研对象的 75.2%

来自于城镇，24.8%来自于农村，对农村地区心智障碍者的家庭情况与服务需求

代表性不足。来自于农村的家庭也多是迫于为心智障碍者寻找更好的康复、生活

等资源而来到城镇。

表 1-2 调研对象居住地（%）

本次调研的主要目标是描述河南省心智障碍家庭的基本社会特征和心智障

碍者家庭面临的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形成家庭支持、养育压力、应对策略以及生

活质量的图像，并基于调查数据为社会服务提供者、政策制定者及家长提供相应

的建议。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心智障碍者基本情况、照料者基本情况、心智障碍者

家庭基本情况、心智障碍者家庭成长环境、心智障碍家庭照料者亲职压力与支持

情况以及心智障碍者家庭需求状况六个部分，主要通过线上问卷星和线下访谈的

方式，集中在郑州、洛阳、焦作、鹤壁、安阳、平顶山、信阳、南阳、驻马店 9

个地市收集资料，共有问卷资料 864 份，访谈资料 81 份，座谈会 3场，并采用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在调研过程中，

因资料收集主要依托各地市的家长组织，而家长组织基本上只存在于城市，调查

对象多集中于城镇地区，对于农村地区的资料收集较少，因此对于农村地区心智

障碍家庭的基本情况与服务需求的代表性不足。

居住地 频率 百分比

农村 214 24.8

城镇 650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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