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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民政部、公安部关于开展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

的通知 

吉民发〔2015〕53 号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最佳环境，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的要求以及国务院办公厅《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 年）》

（国办发〔2013〕19 号）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打拐解救儿童安置渠道，使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能够通过收养回归家庭中健康、快乐成长，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现就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打拐解救儿童收养问题通知如下： 

  一、全力查找打拐解救儿童生父母 

  儿童失踪后，其监护人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接到儿童失踪

报警后，应当立即出警处置并立案侦查，迅速启动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充

分调动警务资源，第一时间组织查找，并及时免费采集失踪儿童父母血样录入

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 

  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儿童后，对于查找到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应当及
时送还。对于暂时查找不到生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应当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或

者救助保护机构抚养，并签发打拐解救儿童临时照料通知书（附件 1），由社

会福利机构或者救助保护机构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同时，公安机关要一律采集

打拐解救儿童血样，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比对，寻找儿童的生父

母。公安机关经查找，1 个月内未找到儿童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应当为社

会福利机构或者救助保护机构出具暂时未查找到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证明

（附件 2）。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救助保护机构在接收打拐解救儿童后，应当在

报纸和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上发布儿童寻亲公告。公告满 30 日，儿

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在 7 日内将儿童及相

关材料移交当地社会福利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尽快为儿童办理入院手续并

申报落户手续，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办理落户手续。 



  从儿童被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救助保护机构之日起满 12 个月，公安机关

未能查找到儿童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应当向社会福利机构出具查找不到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证明（附件 3）。 

  打拐解救儿童在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救助保护机构期间，如有人主张其为被

公告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上述机构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
安机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公安机关经调查确认找到打拐解救儿童生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的，应当出具打拐解救儿童送还通知书（附件 4），由社会福利机构

或者救助保护机构配合该儿童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将儿童接回。 

  二、依法开展收养登记工作 

  社会福利机构收到查找不到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证明后，对于符合收养

条件的儿童，应当及时进行国内送养，使儿童能够尽快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 

  办理收养登记前，社会福利机构应当与收养家庭签订收养协议（附件

5）。 

  收养人应当填写收养申请书并向有管辖权的收养登记机关提交下列证件、

证明材料： 

  （一）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二）婚姻登记证或者离婚判决书、离婚调解书； 

  （三）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疾病

的身体健康检查证明； 

  收养登记机关应当对收养人进行收养能力评估。收养能力评估可以通过委

托第三方等方式开展。收养能力评估应当包括收养人收养动机、职业和经济状

况、受教育程度、身体情况、道德品质、家庭关系等内容。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向收养登记机关提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社会福利机构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 

  （二）被收养人照片、指纹、DNA 信息和情况说明； 

  （三）被收养人进入社会福利机构的原始记录和查找不到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的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被收养人有残疾或者患有重病的，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同时提交县级以上医

疗机构出具的残疾证明或者患病证明。 

  被收养人年满 8 周岁的，收养登记机关还应就收养登记事项单独征得其本

人同意。 



  收养登记机关在收到收养登记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后，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打拐解救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

收养登记机关应当为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

登记并对当事人说明理由。 

  三、妥善处理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关系解除问题 

  打拐解救儿童被收养后，公安机关查找到其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或者其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又查找到该儿童的，如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求解

除收养关系，且经公安机关确认该儿童确属于被盗抢、被拐骗或者走失的，收
养人应当与社会福利机构共同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儿童的生父母双方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出卖或者故意遗弃儿童行为的，应当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已成立的合法收养关系不受影响。 

  四、扎实抓好政策落实工作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从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被拐卖

受害人的救助、安置、康复和回归社会工作有关要求的高度充分认识此项工作

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打击整治拐卖儿童犯罪买方市

场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好。各地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要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形成
工作合力，细化职责分工，将好事办好。要做好督促检查工作，确保此项工作

尽快落实。 

  （二）尽快解决历史问题。各地要优先解决已经在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救助

保护机构长期生活的打拐解救儿童的落户和收养问题。对于社会福利机构或者

救助保护机构内尚未采集血样的打拐解救儿童，当地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采集

DNA 信息入库比对查找其生父母，相关费用由公安机关承担，社会福利机构应

当协助配合。对于采集了 DNA 信息、并在本通知实行前已经查找其生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满 12 个月的儿童，公安机关应当直接向社会福利机构出具查找不到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证明。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及时在报纸和

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上发布寻亲公告，公告期满后救助保护机构应

当在 7 日内将儿童及相关材料移交当地社会福利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在公

安机关配合下尽快办理落户等手续，对于符合收养条件的儿童，按照本通知要

求及时送养。 

  （三）着力做好宣传引导。各地要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特别是做好与新闻媒体的沟通，使群众充分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和打拐解救儿童

的生活状况，知晓办理收养登记对于保护打拐解救儿童权益和打击拐卖儿童犯

罪的重要意义，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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