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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农村弱势群体法律服务水平，确保“三留守”即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

群体的法律权益，是推进农村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题中之义。当前，落实农村地区弱势群体法律权

益主要存在弱势群体相关立法分散、专门性法律阙如、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不完善等问题。聚焦弱势群体

面临的多重发展困境，要确保农村弱势群体法律权益落实到位，还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优化农村公共

法律服务，开展普法教育等方式予以完善。进而提高农村弱势群体立法针对性，增强弱势群体法律服务

精准性，强化法律意识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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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legal service level of rural vulnerable groups and ensuring the legal rights and in-
terests of the “three left behind” groups, namely left behind children, left behind women, left be-
hind elderly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them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rule of law. At present, there are mainly problems in implementing the lega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40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40
https://www.hanspub.org/


周欣倩 
 

 

DOI: 10.12677/ojls.2023.114440 3084 法学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ulnerable groups in rural areas, such as scattered legislation related to 
vulnerable groups, lack of specialized laws, and incomplete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Focusing on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vulnerable group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vulnerable groups are fully implemente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m-
prove relevant laws, optimize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carry out legal education, and other me-
thods to enhance the targeted legislation of rural vulnerable groups,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legal 
services for vulnerable groups, an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leg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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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8 年首次提出“建设法治乡村”到 2020 年颁布《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加强法治

乡村建设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任务。聚焦农村发展现状，由于经济结构转变及社会快速发

展，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三留守”即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和残疾人发展问

题十分严峻，这使得农村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任务较之以往更加任重而道远。因此，如何落实好农村弱

势群体法律权益，提升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法律帮助，是推进农村法治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 保障农村弱势群体法律权益的必要性 

2.1. 弱势群体概念 

“弱势”本意是指“力量薄弱”或身处于不利形势中。现阶段，弱势者的“薄弱”并不局限于“力

量薄弱”这一单一层面，而是多层面、多领域中劣势地位的重叠。从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来看，弱势群

体可以分为自然性、物质性、社会性三类弱势群体。自然性弱势群体是指例如未成年人、老年人、精神

病人等，由于个人生存能力、社会参与能力先天不足，且无法通过后天弥补而导致的社会群体；物质性

弱势群体是由于经济发展差距不同而处于竞争劣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是由于社会认同、

社会参与机会、权利义务意识等社会性资源欠缺而导致的。这表明，弱势群体的形成既有客观因素，如

恶劣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先天或后天导致的生理健康状况底下等，还包括主观因素如对女性性别歧视、

农民工刻板印象等等。在民法意义上，弱势群体是指在民事权利能力平等的前提下，由于诸多主客观原

因相对缺失行使权利的能力，在实现民事权利方面难以与一般民事主体保持平等地位的特殊民事主体[1]。
现阶段，农村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大量留守儿童、生活贫困且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残疾人以及留守老年人

等。这些群体作为特殊民事主体，其在法律意识、寻求法律援助、行使法定权利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

这使得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任务较过去更加任重而道远。 

2.2. 保障农村弱势群体法律权益的必要性 

2.2.1. 我国法律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能够保障弱势群体法律权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整体构想。回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历程，无不彰显着我国法律鲜明的人民性。自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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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通过 1978 年宪法，到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

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七个重要法律[2]，这在总体上初步保障了法为

民立、人民有法可依。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进一步明确了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更体现了对人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生活幸福、

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这表明，必须围绕宪法，建立人民主体在权利义务上、程序上完整

的法律体系。 
我国法律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保障弱势群体相应的法律权利时，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统一性，既能够保障其自身发展权利，又能促进社会公平。《民法典》的颁布，进一步丰富了弱

势群体民事权利，如保障低收入人群居住权益的租赁权和居住权、保障农民财产收益的可流转土地经营

权；加强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与救济，如引入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等。相关法律向

弱势群体倾斜，进一步落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是法律效果的延申，其更多是大众从传

统道德、社会观念、文化等角度对司法活动所作出的主观评价。弱势群体由于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

大多人持有同情、怜悯的态度。因此在保障弱势群体法律权益时，尤其要注意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例如有人认为法律向弱势群体的倾斜，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破坏。这既不利于提升弱势群体法

律保护效果，更不利于其后续的社会发展[3]。我国法律既注重法律结果的公平性，同时也尽可能积极回

应社会反响，这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能够保障弱势群体自身发展权利。 

2.2.2. 弱势群体本身具有特殊性，亟待法律保护 
如前所述，弱势群体的“弱势”往往存在多层面、多领域中的劣势重叠。就现阶段来看，弱势群体

存在经济弱势、知识弱势、精神弱势等，且通常同时具有两种或三种以上情况。这些不同领域的弱势导

致其在法律意识、权利与义务、寻求法律援助等方面，更容易处于不利地位，进而无法保障自身权利。 
首先是法律意识薄弱。就农村现有的弱势群体来看，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的比例较高。而农村

教育基础设施及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很多地区教育资金投入不足、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学历水平偏低，

“知识弱势”凸显。这导致其能够学习到的法律知识非常有限。同时，这很大程度影响了对新推出法律

的解读，以及新型典型案例的讲解。进而难以养成正确、科学的法律意识。 
其次是法律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权利与义务相伴而

行。中国农村地区的留守群体无论是妇女儿童还是老年人、残疾人，其更容易受到伤害。根据相关数据

显示，在抢劫盗窃、侮辱、虐待、拐卖等犯罪中，受害者多为女性、儿童、老年人等，其概率明显高于

成年男性[4]。但是遭受侵害时，他们鲜少选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不了解

法律权利有哪些，进而出现“不知道被侵害哪些权利”“去哪儿维权”的困境。另一方面，是未能正确

理解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弱势群体虽然在多领域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其履行了相应的法律义务，就拥

有行使法律权利的自由。缺乏对权利义务一致性的正确认识，导致很多弱势群体不会、不愿意甚至不敢

走法律途径维权，这进一步给弱势群体自我保护带来了困难。 
最后是寻求法律援助的局限性。法律援助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法律

援助主要针对弱势群体，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农村地区 
法律援助途径单一、经费不足、需求不对口等情况，使得弱势群体能够通过法律援助得到的帮助极

其有限[5]。 

3. 落实农村弱势群体法律权益的现状与问题 

3.1. 农村弱势群体立法分散，专门性法律阙如 

首先，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体系化、制度化不完善。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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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变，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失业人员等不断增多，如何保障好、落实好“弱势群体”法律权

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有法可依，是落实法律保护的第一步。就目前立

法发展状况来看，我国法律在保护“弱势群体”法律权利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家庭暴力法》规定了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遭受家庭暴力时，有权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寻求司法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明确规定了有关拐卖妇女、儿童罪；《民法典》中多项法律条例

提及“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严重精神损害”“监护”等词汇，

这进一步体现了对残疾人群体倾斜性保障。但是，这同样也反映出，不论在民法还是刑法中，涉及弱势群

体的法律条例都相对分散。并且“弱势群体”这一概念至今未被纳入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理论与实践范畴，

缺少以“弱势群体”为核心的法律，进而对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体系化、制度化不完善。 
其次，农村弱势群体作为弱势群体的一个分支，其更是缺少针对性法律保护。涉及对农村弱势群体

的法律保护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物权法》中对失地农民的相关保护法律、《农民权益保护

法》等，都基本涉及农民在经济发展领域的问题、以及对农村地区相关工作的法律规定。而关于农村特

有的“弱势群体”如农村老年人、儿童及“三留守”人员，其很多条款的不够清晰、缺乏针对性保护[6]。
并且，农村地区“非正式法律渊源问题”显著，立法水平较低。农村地区由于长期保持着村规民约、传

统习俗等社会规范，其作为“非正式法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实际作用。此前推进法制农村建设，

主要在于提升村规民约法治化程度，保障村规民约合乎法律。但是，很多乡村习俗、村民约定等尚未表

现为书面形式，也不具有法律效力，难以实现对农村妇女、儿童及老年人的法律保护[7]。 

3.2.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不完善，弱势群体权益难保障 

公共法律服务是指司法行政机关的统筹领导下协同社会力量，向村民提供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

律咨询、司法公证与鉴定、法治宣传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有机系统。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法律服务

相比，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法律服务主要依靠政府提供，公共性特征显著[8]。但是，由于农村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的建设环境的特殊性即“半熟人社会”，严重限制了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发展。就目前来看，农

村公共法律服务提升对农村弱势群体的保障，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 
一是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互动不足。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多重价值的彰显

离不开社会组织、乡村民众等的广泛参与和有效协同[9]。近年来，最然已有许多高校与附近乡村建立了

法律援助互助组、更有律师事务所下乡普法宣传、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等多种方式助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

但是，在实际的发展中，政府与民众、社会组织之间缺乏有效互动机制。这导致，公共法律服务与真正

大众需求难以对接。特别是弱势群体本身信息闭塞，文化水平较低，其更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公共法律服

务，也无法通过互动来有效解决自身发展问题。二是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主体单一，资源配置亟待提升。

农村的公共法律服务，主要是各乡镇的司法所或各乡镇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而弱势群体面临的法律纠

纷具有复杂性，其不止是基本权利、还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机会、身心健康等多方面的问题重叠。这需

要专业性、综合性法律从业者来解决。对弱势群体的公共法律服务不仅要保障其法律权益，更要注重心

理疏导、积极引导。三是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资金配置不足。前面提及由于公共法律服务主体单一，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范围很有限。而缺乏充裕的资金投入，是导致无法进一步提升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最

直接的原因。 

4. 进一步落实农村弱势群体法律权益的建议与对策 

4.1. 完善相关法律，提升立法质量 

从有法可依，到实现良法之治，强调的是立法与立法质量的紧密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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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前者的重要标准。要落实农村弱势群体的法律权益，就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提升对农村弱势群体

法律权益保障的完整性、针对性。 
首先就要坚持一般性与特殊性原则，加快完善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的相关法律，在确保弱势群体有法

可依的前提下，进一步细化弱势群体法律、法规针对性。弱势群体与广大人民群体之间是特殊与一般的

关系，尽管我国刑法、民法典中都多次提及关于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法律权益的规定，但是

这些往往只适用于一般的情形。而大多弱势群体面临的法律困境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例如农村弱势群体

中，留守儿童问题显著；城市弱势群体中，空巢老人、残疾人问题较多。这表明，在完善立法时，要从

整体上把握弱势群体特殊性，并对分散的法规、法条加以整合。同时，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农村弱势群体

的特殊情况，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针对性。例如，2016 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在《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

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提出构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这是落实农村留守

儿童保护的省域典范，体现了坚持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原则。 
其次，要处理好“非正式法律”渊源与正式法律之间的关系。农村地区由于长期保持村规民约的发

展习惯，在推进农村法制化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农村村规、风俗习惯及其法律化的关系。一方面，由

于村规民约的长期存在，影响了农民合法表达自己的法律诉求。并受当地风俗习惯的影响，习惯性将自

己置于“义务人”而非“权利人”的地位。这表明首先要以法律作为引导，加快推进农村村规向法律的

转化，形成法律发展大环境。另一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吸收“非正式”法律中的积极因素，

清除落后的传统观念。 

4.2. 优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提高服务精准化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0 年 1 月，我国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取得了突出成绩，全国 65
万个村(社区)配备法律顾问，覆盖率达到 99.9% [10]。法律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弱势群体能否得

到有效法律帮助。有法律顾问还不够，还需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首先，农村地区公共法律服

务发展整体较慢，而充裕的物质投入、资金投入是加快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最直接的方式。其次，

要壮大公共法律服务队伍。专业人才的完备性是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保障。弱势群体的特殊性，决

定了其法律需求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吸收更多专业人才加入到基层服务工作队伍中，是进一步提升农村

法制化水平的重要保障。此外，要提升弱势群体公共法律服务的精准化，精准化就是要锚定弱势群体需

求，提升法律服务质量[11]。 

4.3. 开展针对性普法教育，强化法律意识 

履行法律义务、行使法律权利，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必要时积极寻求法律援助。这一

系列的流程真正落实于实践中，有赖于法律意识的养成及不断强化。当前，农村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尚

在完善阶段，还需进一步区分主体、加强普法教育及宣传。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首先应该加强思想政治

及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理解，这是养成法律意识的前提。其次，应结合具体的法律案例，将法律知识融入

案例讲解，提升对法律知识的应用性学习；对农村老年人的普法教育要采取通俗易懂、人民喜闻乐见的

方式。农村老年人大多知识水平较低，在进行普法宣传时，要贴近生活，以普遍的法律案例引入，例如

老年人易遇到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贷”、敲诈勒索等。对残疾人的普法教育，要结合其本身发展需

要，配备特殊教育专业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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