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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收养评估办法》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2021 年《民法典》施行后，从国家法律层面确立了收养评

估制度，同时民政部制定实施《收养评估办法（试行）》，进一

步对收养评估定义、评估机构、评估内容、评估流程等作了统

一和规范。据此，我省于 2021 年 5 月 28 印发《山东省收养

评估办法》（鲁民〔2021〕43 号），为各地依法依规开展收养

评估提供了制度遵循。近年来，有收养意向的家庭逐年增加，

从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和各地实践情况看，也为给有

收养意愿的家庭提供更多参与收养评估的机会，需要进一步修

改完善部分评估参考指标。 

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5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3.《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4.《民政部关于印发收养评估办法（试行）的通知》（民发

〔2020〕144 号）； 

5.《民政部关于规范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和社

会散居孤儿收养工作的意见》（民发〔2014〕2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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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7.《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三、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办法》共分八章三十五条，对评估机构和人员、

评估流程、评估标准、融合期调查、评估报告、监督管理等进

行细化，使收养评估流程、评估指标体系更为系统科学，评估

打分更具可操作性。 

（一）调整评估指标。对《收养能力参考指标》的部分评

估指标进行调整，如将对收养人的年龄打分调整为根据收养人

与被收养的年龄差距打分，将经济条件由评估近一年调整为评

估近三年。增加部分评估指标，如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是否有

不正常的中断，其他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状况，支持情况等。

新增 5种情况的加分标准：1.子女被评为烈士或子女因公牺牲，

2.因公或见义勇为导致不孕不育家庭，现/退役军人家庭因常年

异地服役未孕育家庭，3.失独家庭，4.获得过县级以上综合性

表彰、系统表彰或者获得先进个人、家庭荣誉的家庭，5.具备

较强的抚育专业知识和能力或者接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家庭。 

（二）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规定有九种情形之

一且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收养能力评估不合格。一是

弄虚作假，伪造、变造相关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的；二是参

加非法组织、邪教组织的；三是买卖、性侵、虐待或者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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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送养未成年人，及其他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四是有

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的；五是有故意犯罪行为，判处或

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六是患有精神类疾病、传染

性疾病、重度残疾或者智力残疾、重大疾病的；七是存在吸毒、

酗酒、赌博、嫖娼等恶习的；八是故意或者过失导致正与其进

行融合的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九是有

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行为的。 

（三）优化收养结构。由各市民政部门负责可送养儿童信

息公示、收养家庭的筛选和评估。可送养儿童的的健康状况、

就学情况、性格特点等因素由各市儿童福利院精准掌握，各市

筛选的几组家庭也更为科学，收养评估也更有针对性。 

（四）拓宽申请范围。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体现优

中选优。有收养意向的人可以向有关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各

个市之间互不排斥（如申请人在济南市提交申请，不影响申请

人同样向青岛市提出申请），这样为各个儿童福利院提供了更多

可选择合适家庭，也为申请人提供了更多参与评估的机会。 

四、特色亮点 

（一）优化评估比例。对儿童福利机构作为送养人的，明

确被送养人和收养申请人原则上按照不少于 1:3 的比例开展收

养评估，帮助被送养人筛选最合适家庭。 

（二）充实评估队伍。明确市级民政部门可选派工作人员

组成评估队伍，指导支持县级民政部门开展收养评估。同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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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吉林、四川等省做法，规定送养人为儿童福利机构的，评估

人员中应当含一名该机构工作人员。 

（三）丰富评估指标。坚持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对收

养申请人基本情况、收养动机和准备、道德品行、健康状况、

经济与住房条件、婚姻家庭关系、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意见及情

况、抚育计划和能力、亲属邻里关系、社区环境等评估内容进

行细化完善，使评分标准更可量化、可操作，方便评估人员操

作。此外，对子女被评为烈士或因公牺牲家庭，失独家庭等收

养申请人家庭，在评估时予以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