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

沪府发 〔２０２５〕１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上海市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为残疾儿童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现就加强我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建设提出实施意见如下:

一、明确救助范围

(一)救助对象

具有我市户籍,未满１８周岁,持类别为视力、听力、言语、肢

体、智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持我市“阳光宝宝卡”或

经我市孤独症儿童康复救助诊断机构诊断为孤独症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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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我市居住证,未满１８周岁,持类别为视力、听力、言语、肢

体、智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经我市孤独症儿童康复

救助诊断机构诊断为孤独症的儿童,其父母双方(或监护人)持我

市居住证连续满１年以上,且未享受外省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

策的,可参照执行.

(二)救助内容

以减轻功能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

力为目的的康复医疗、康复训练和辅助器具服务等.具体内容由

市残联另行规定.

(三)康复服务机构

我市各类依法登记设立,具备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和

孤独症等康复服务能力,符合卫生健康、教育、民政、市场监管等相

关设立条件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和其他康复服务机构等社会组

织和企事业单位.

二、加强政策支持

(一)增强公共服务效能

确立、公布各类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及救助条件,保障有需

求的残疾儿童能获得适合的康复服务.推进儿童康复机构发展,

持续增加公办康复机构服务供给和保障能力,引导鼓励各类社会

组织和经营主体参与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提升医疗康复、教育康

复、工程康复等能力水平,充分发挥市级综合性残疾儿童康复机构

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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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加强儿童康复医学发展,畅通医疗机构与康复机构之间的双

向转诊系统,确保残疾儿童的筛查、诊断与康复服务有效对接,鼓

励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儿童医疗康复和心理健康服务.完善覆盖残

疾儿童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分布.加大基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专业人

员培养力度,吸引优秀人才投身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事业.

(三)促进康复与教育融合

持续完善特殊教育服务体系,提升学校康复服务能力.通过

“医教结合”方式,为不同类型和障碍程度的残疾儿童提供个性化

的教育、康复和保健服务.完善市、区两级特殊教育评估机制,提

升基础教育阶段在校残疾儿童医教结合评估质效,增强康复服务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鼓励高校加强特殊教育相关专业建设.

(四)提升辅助器具服务

丰富创新型、智能化辅助器具产品供给,不断满足残疾儿童生

活、医疗、教育等方面需求,拓展辅助器具指导目录,提高精准适配

服务水平.推动更多基本治疗性康复器具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范

围,加大特殊教育学习辅具和教具研发力度,在医疗、教育、康复及

儿童社会福利等机构中普及便捷、安全的辅助器具.

(五)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为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儿童

生活环境,增强独立自主生活能力.将无障碍理念纳入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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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开展无障碍体验活动等方式,培育学生尊重和

帮助有无障碍需求社会成员的理念,加强教育场所无障碍设施的

建设和改造,为残疾儿童适宜融合、参加考试等提供便利.

(六)强化家庭康复支持

为残疾儿童提供家庭康复指导和社会支持.帮助残疾儿童家

庭成员掌握康复知识和技能,探索为残疾儿童家庭提供心理疏导、

自助互助等服务,减轻家庭照料负担.建立家庭康复指导长效机

制,探索将家庭康复教育纳入社区教育平台.

(七)发展社区康复服务

科学规划残疾儿童康复服务网络布局,加大康复设施设备资

源整合与升级投入力度.依托社区服务机构,提供便捷的康复指

导、照料护理、文化体育等服务.支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残疾

儿童康复训练,通过医联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措施,保障

残疾儿童尤其孤独症儿童就近便利获得康复服务.加强公办儿童

福利机构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功能,为孤残儿童提供完善的康复服

务保障.鼓励和支持各类慈善机构、公益组织参与残疾儿童救助

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对残疾儿童的重视程度.

(八)加强残疾预防

普及儿童发育行为科学知识和健康教育,引导全社会了解各

类儿童致残风险和防治措施.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存

在先天发育缺陷、遗传疾病或功能受损等高致残风险的儿童实施

早期干预,开展动态评估等残疾预防工作,进一步降低我市儿童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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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发生率.

(九)创新科技助残体系

制定完善科技助残政策措施,提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

加强自主研发残疾儿童无障碍产品和技术的示范应用,依托人工

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探索实现远程诊疗、智能康复等高效

服务,为残疾儿童康复提供精准化的辅助解决方案,提高残疾儿童

的生活品质与自立能力.

三、强化组织保障

建立由市、区两级残联、卫生健康、教育、民政、医保、市场监

管、财政等部门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残联负责做好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和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儿童.卫生健

康部门负责残疾儿童医疗康复服务及健康管理,对相关医疗机构

的指导与监督管理.教育部门负责健全特殊教育体系,提高特殊

教育发展水平.民政部门负责残疾儿童社会救助,牵头开展孤独

症儿童关爱.医保部门负责完善覆盖残疾儿童的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政策,扩大康复服务范围.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依法维护残

疾儿童及其家庭合法权益,做好营利性康复服务机构登记.财政

部门负责落实经费保障,确保救助工作顺利实施.市、区两级卫生

健康、教育、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商残联组织共同做好康复服务

机构监督管理.各区政府负责组织、协调属地部门开展残疾儿童

康复工作和落实各项措施.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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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持“阳光宝宝卡”和“经我

市孤独症儿童康复救助诊断机构诊断为孤独症”的儿童康复救助

实施细则由市残联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

施意见»(沪府规〔２０１８〕２２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延长‹关于本市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有效期的通知»(沪府

〔２０２３〕５０号),自本实施意见施行之日起同时废止.

本实施意见自２０２５年５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３０年４

月３０日.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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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

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８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