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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报告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政策内容分析法，梳理了欧美国家在社会福

利实务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残障者家庭政策的价值观、理念、政策内容和服务

递送模式；对我国涉及残障者家庭支持的政策，从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三个

政策层面，进行了深描。特别地，结合深圳市的实际情况，全面剖析了我国与

残障人士家庭支持相关的经济资助、医疗救助、住房保障、康复支持、发展性

支持、家庭照料、残障儿童养育支持等政策支持状况。进一步地，研究探讨了

我国残障人士家庭政策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最后，研究讨论了促进我国残障家

庭政策发展的建议。 

研究发现与残障者家庭支持相关的政策散落在不同的法律、规章制度、福利

方案和通知中，具体涉及经济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支持、康复支持、住房保

障、家庭就业创业支持、居家照护服务、残疾预防、居家无障碍改造、家庭文

化娱乐服务等。这些政策不成体系，针对家庭福祉的目标也相当含糊，相当部

分政策仅仅是在资格审查时以家庭为单位，资助的却仅仅是残障者个人。相关

政策安排往往也只关注到残障群体的某一特殊需求，而忽略作为残障者家庭的

一般需求。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门的残障家庭政策来有效整合各种残障家庭服

务，而是更多停留在兜底性救助层面。 

研究指出，对残障者的政策支持和社会服务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上以残障者

个体为中心的视角，而应该引入以家庭为中心的视角，发展独立、成体系的残

障家庭政策，关注残障者家庭整体福利以及家庭成员的福利，最终促进残障者

及其家庭均能独立生活。 

研究发现，我国残障者家庭政策存在范围狭窄、支持不足、目标含糊、碎片

化等问题和挑战：（1）政策价值观上缺乏以家庭为中心的视角；（2）政策模

式上呈鲜明的补缺型特征，适用的家庭有限；（3）政策内容上重经济支持、重

教育、重残障儿童，轻服务、无视照顾者的需要；（3）零散、碎片化的残障家

庭支持政策力度有限；（4）政策的“家庭”概念是狭义的直系血亲，缺乏对其

他类别家庭成员的支持；（5）家庭支持服务匮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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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最后在从政策价值观、责任主体、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和具体措施等方

面对如何推进和发展残障者家庭政策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1）确立清晰明

确的政策价值观，将权利视角纳入家庭支持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残障者

家庭支持政策体系；（2）加大政府在涉及残障家庭成员重大利益事项中的支持

力度，重视家庭的权力结构对政策获益的影响；（3）扩面提标，建立分层级资

助的残障者家庭津贴制度，加大对残障者家庭的经济资助力度；（4）残障家庭

政策应有性别视角和文化敏感，保障在家庭权利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残障者

家庭成员的权益；（5）大力发展家庭支持服务，提升残障者家庭的抚养能力和

抗压力，释放家庭劳动力；（6）大力发展喘息服务；（7）将家庭支持服务与

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建立官方运营的残障家庭支持服务资源中心，以个案管理

统领服务；（8）改进政策安排，保护残障者家庭的隐私；（9）改革成年监护

制度，保障残障成人的自主决策权；（10）发展和完善残障儿童的寄养、收养

制度；（11）推行残障家庭参与的决策程序，发展残障家庭成员自主决策的支

持服务；（12）增加对作为照护者的兄弟姐妹和扩展家庭的支持政策；（13）

为残障者家庭提供政策和服务咨询，填补资讯鸿沟。。 

 

关键词：残障 家庭政策 权利 社会政策 家庭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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