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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报告以甘肃省七个地市（区、县）的心智障碍者家庭和照料者

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心智障碍者家庭现状及其社会支持和公共服务

状况，分析心智障碍者家庭面临的问题和需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

策及策略建议。 

调查发现，心智障碍者的家庭面临心理与生活压力大、专业康复

技术支持不足、缺乏喘息服务、心智障碍儿童入学困难、心智障碍青

年缺少就业扶持、信息资讯获取不充分、缺少社会包容等问题。心智

障碍者家庭的主要需求有：获得心理援助和拓展社交生活、获得特惠

性经济协助、心智障碍者康复教育和就业支持、完善托管服务和喘息

服务、加强专业康复技能培训和获取资讯等多样化需求。同时，还有

需要专业人员入户指导、申请廉租房、日间托养照护、在校配备陪读

老师以及应对突发状况时，希望有专业的指导和支持等个性化需求。 

针对心智障碍者家庭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各种需求，在问卷调查、

访谈和走访的基础上，结合甘肃省残疾人服务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

策建议。主要包括：推广康复救助项目、减轻家庭负担；创新多样化

康复路径、提高康复专业水平；加强特教师资队伍建设，促进融合教

育发展；落实残疾人就业政策，改善就业环境；完善社区日间照料服

务、帮助家庭获得喘息服务；加强心智障碍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关

注度；充分发挥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的作用等七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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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设计 

（一）调研背景及意义 

1.调研背景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我国目前

约有 1200 万名心智障碍人士（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涉及的家庭人口有 3000 多万，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每一个心智障碍

者的家庭的心酸和不堪。根据美国智能与发展障碍协会的定义，心智障碍者是指

在智力功能和适应行为方面有显著障碍和挑战的人，通常发生在个体 18岁以前。

心智障碍人士的康复之路是漫长且艰辛的，往往伴随一生，其背后的家庭由于长

期照顾心智障碍者，承担着各种压力，面临着多重困难。因此，了解心智障碍者

家庭现状和需求，提出可行性的意见或建议，能够为政府制定支持政策和实施社

会公共服务提供客观依据。 

2.调研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促进心智障碍者的家庭更全面的了解自身需求，

增强自主意识，构建良好的家庭康复环境。同时，有助于传播心智障碍相关知识，

增加对全社会对心智障碍者的家庭的理解和支持，促进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具

体而言： 

（1）对于家庭而言，有利于心智障碍者家庭更全面的了解自身需求，自主

采取措施，为心智障碍者更好的康复构建和谐的家庭环境。 

（2）对于社会而言，有利于向社会普及心智障碍相关知识，增加对心智障

碍者家庭的理解，构建相应的社会支持体系。 

（3）对于政府而言，家长需求是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和实施支持措施的依据，

有利于甘肃各地区相关部门制定支持性的各项政策。 

（二）调研目的及方法 

1.目的 

（1）通过此次调研促进心智障碍者家庭了解自身需求，为心智障碍者更好

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资讯与指导。 

（2）呼吁甘肃地区更多的社会人士增强对心智障碍者家庭需求的了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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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支持。 

（3）明确甘肃地区心智障碍者家庭现状和需求，就家长普遍关心、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形成报告或建议，为未来促进本地的心智障碍者及其家庭的支持服

务，以及相关政策提供有效、科学的数据，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2.调研方法 

本课题主要通过问卷法开展研究。课题组在参阅相关文献、分析国内外心智

障碍者家庭服务政策与经验的基础上，听取兰州德爱心智障碍者社会服务中心、

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专业人员的建议，编制了《甘肃地区心智障

碍者家庭生活现状与服务需求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括残心智障碍者信息、家

庭信息、家庭现状自评、社会支持与公共服务需求状况等四个部分。根据专家建

议、家长意见，对问卷内容、题目、选项设置等进行了多次修改。为了了解更详

细的信息，且保证家长把需求表述更加完善，问卷增设了开放式问题。 

针对问卷填写结果，问卷初稿完成后，课题组随机抽取 20 位心智障碍者家

庭的家长进行了试调查，根据反馈的意见进行了修订、完善，确保问卷的恰适有

效性。正式调查为期 2 个月，完成调查工作后，对问卷数据通过录入 SPSSAU软

件进行分析，形成调研报告初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三）调研内容 

本次调查选取甘肃省 7 个地市（县）的心智障碍者家庭，涉及的心智障碍者

包括智力发育迟缓、自闭症谱系障碍、唐氏综合征、脑瘫等伴有智力发育障碍的

人群。调查阶段从 2022 年 10 月开始至 2023 年 2 月底，历时 4 个月，通过在线

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资料，同时走访了甘肃省残联、兰州市安宁区残联、兰

州新区残联等相关部门，参访甘肃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国家辅助器具西北区域

中心以及甘肃省残联农艺疗法基地，旨在通过收集甘肃心智障碍者及家庭的相关

信息，了解心智障碍者家庭现状和需求，就家长普遍关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形成分析报告及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未来促进本地的心智障碍者及其家庭的支持

服务，以及相关政策提供有效、科学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