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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在“三农”问题中被摆在什么位置

梁 军 

2005-12-19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9亿农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克莱茵曾 

对中国的访问学者说过，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 

    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三农”问题，新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把“三农”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党和政府各项工

作的重中之重。 

    但在这里，我们想提的问题是：农村妇女在“三农”问题中被摆在什么位置？ 

    我们曾经选择不同类型的人群，用“头脑风暴”的方法作过一个小小的测试。提 

问者说：“我到一个村庄去调查，刚进村子，便迎面走来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请问，此时你的脑海里所浮现的这位农民，是男人还

是女人？”饶有趣味的是，在所有被测试的人群中，毫无例外的、百分之百的人都是一种回答：男的！ 

    这种测试结果是出于人们对“农民”的“刻板印象”。千百年来“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和“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把妇女定

位于家庭。在人们看来，农村妇女只是生活在农村一个个家庭中的“女人们”，她们的生存与发展、她们的问题与困惑完全可以由她

们家的男人们（或者父亲或者丈夫或者儿子）来代表，没有谁把她们和农业发展、农村建设的大政方针联系起来。 

    有研究者提出：刻板印象是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过分简单化的、滞后于现实变化的概括性看法。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具

有较高的稳定性，在很长的时间内难以改变。这种刻板印象对它所评价群体的发展常常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农民历来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农村妇女从未脱离过农业生产。尤其是建国以后，她们和男人一起

参加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她们与男性共担农业重担。如今，大多数男性农民外出打

工，她们又几乎完全接替了男性的农业劳动，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以至在当今农村形成了所谓的“男工女耕”的局面。有数据显

示，2001年全国3.2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妇女占了65.6%。但即使如此，人们在谈到“农民”时，却依然毫无愧色地忽视她们

的存在。这种忽视使人们尤其是决策者看不到长期存在的农村妇女问题的严重性，更看不到农村妇女问题对整个“三农”问题的影

响。  

 

    ◎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 

    在今天的农村，大多数农民依然要靠土地为生。失去土地，就没有了基本的生活来源。中国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农村的土地管理情

况。但由于在政策的制订中缺乏性别视角，使得一些看来是中性的、并没有明显歧视妇女条款的政策，却在实施过程中侵害了妇女的

合法权益。 

（这一问题比较复杂，仅仅用户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例如，政府承诺30年不变的新一轮土地承包政策，仍然是以“农户”为单位。不

可否认，这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促进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以及稳定民心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然而，这项“以户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政策，掩盖了“农户”内部的利益和权利关系。这样，妇女的权利，特别是她们

的土地权，常常就被以男性为中心的“农户”淹没了。 

    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在2001年的调查，全国各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侵害妇女土地权益问题。许

多农村妇女因为结婚、离婚、丧偶、农嫁非、男到女家等原因而失去责任田、口粮田和土地补偿金。同年，全国妇联的一项抽样调查

也显示，农村没有土地的人群中，妇女占了70%。农村无地妇女出现了身份危机，她们是“全职农民”，却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的

使用权和使用人分离开来。一旦婚姻有变，她们首先面临的就是失去土地的危险。 

    农村妇女失去土地会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她们个人和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家庭贫困又常常导致女童失学；妇女在家庭中的

决策权和地位降低，强化了她们对男性的依赖；土地权无保障使她们的精神压力很大，自卑感严重；土地资源的获得与否还关系到她

们的政治地位，使她们参与村务管理和决策受到影响。还有一点，就是人们看到了实际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阻碍了农村“重男轻

女”观念的改变，加大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所以，土地承包中的男女不平等，也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 农村妇女教育问题 

    2000年全国妇联第二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结果表明，与10年前相比，男女两性受教育的差距在总体上缩小，但农村妇女教育水

平与男性的差距依然很大。58.8%的农村妇女只有小学以下的受教育程度；女性文盲率比男性高9.6个百分点；初中以下程度的女性比

男性高21.9个百分点，初中以上程度的却比男性低20.8个百分点。全国8699万文盲人口中，70%是女性，绝大多数在农村。 

成年妇女受教育状况堪忧，女童教育也不容乐观。虽然近年来，由于政府和全社会不懈的努力，1994年以来女童的入学率一直保持增

长势头。但入学只是参与教育的开始，不能表明她们是否完成了学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告诉我们，10-14岁的辍学儿童

中，女童占57.9%；该年龄组没有上过学的人口中，60.7%是女童。全国妇联有一项最新统计，西部边远农村仍有300万适龄儿童没有



入学，其中4/5是女童。 

    我们总是把女童受教育水平低的罪责推卸给经济落后或传统观念，但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某些缺乏性别视角的政策与措施，

也给女童教育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教育部门在全国的农村地区采用集中办学的方法，合并或撤消了许多原来办

在农民家门口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如果从保证所谓的教育质量和规模方面来说，此举似乎无可厚非。然而学校办得远了，给儿童上学

带来不便。表面上看，这种影响对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但在实际生活中，谁都知道上学途中的安全问题，会对女童造成更大的威

胁。在一些边远地区，就是因为家长的担心与忧虑，导致部分女童的失学或辍学。 

    还有一个阻碍农民家庭支持女孩接受教育或较高层次教育的原因，就是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不利地位。家长们看到，女孩即使接

受了与男孩同等的教育，仍然得不到同等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回报，自然会把资源投给可以为家庭带来利益的男孩。 

教育水平会影响到妇女的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说，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是接受过大学教

育人的9倍。 

    教育也对妇女的社会、经济参与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她们只能从事低技术、低效益、粗加工、劳动密集

型的生产活动，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 农村妇女自杀问题 

    据世界银行疾病负担研究，1990年的中国自杀问题是第五个最重要的卫生问题，自杀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大于传染病、癌症和心脏

病。我国因自杀死亡的人口在全世界自杀死亡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惊人的。1990年我国的自杀死亡率是30.3/10万，而其它所有国家

平均数为10.7/10万。自杀率还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世界上男性的自杀率为17.2%，高于女性3.6个百分点；我国则恰恰相反，女

性自杀率18.4%，高于男性5.7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妇女自杀率为最，不仅高于城市妇女，也远远高于城市和农村的男性。从1990年

到1994年，农村妇女平均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17万人，还有更多的人自杀未遂，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妇女自杀比例最高。 

    在中国，自杀被视为一种没有退路情况下的逃脱痛苦的方法，是承受不了压力而崩溃的结果。农村妇女自杀，和她们面对的许多

实际困难有关，如土地问题、遭遇性强暴、家庭暴力问题、不能生育男孩、丈夫赌博或有外遇等等。这些问题使她们承受巨大压力，

却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便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来逃离痛苦。这种极端的自我伤害，使每年约有17万农村妇女失去生命——这是

任何办法都无法挽回的损失。同时也使她的家庭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父母失去女儿、丈夫失去妻子、子女失去母亲。尤其是她们

的孩子在人生的成长阶段失去了最不能失去的母爱，那种心灵的创伤和阴影将会影响他/她们的一生。 

    自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环境的不健康状况，以及该社会居民的精神、心理健康水平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社会研究者把自杀率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农村妇女惊人的高自杀率，应该唤起全社会对她们生存现状的

关注。 

 

    在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其中人口是关键。所以有人说，“三农”问题实际上是

“一农”问题，那就是农民问题，解决好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才会有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区的繁荣。 

9亿农村人口中，妇女占了一半；农业劳动力中，妇女已经超过了一半。她们不仅面对与男性农民同等的问题，还遭遇着因为“性

别”而带来的问题。除了我们以上所谈到的土地权、教育权、高自杀率问题之外，还有： 

—— 她们既要承担大田劳动，又要照顾家庭、养老抚幼、兼顾家庭副业，负担沉重，几乎没有休息与闲暇；更没有可以用来充实自

己、增强自己发展能力的时间和空间； 

—— 农业机械化进程中，她们遭受着“技术素质低”的斥责，却找不到专门为“女农民”设计的农机设备。拖拉机、收割机、播种

机、搅拌机、农用车等机械的设计全是从男性需要的角度出发，是以男性为中心的； 

—— 在非农转移中，由于家庭的拖累，她们难以外出，大大限制了她们在农业以外的选择； 

—— 她们在村民自治中处于边缘地位，面对激烈的竞争，既得不到上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又难以克服传统性别观念和家族势力的

干扰，以至在村两委班子中几近“出局”。这就使本来处于弱势的妇女群体因缺乏利益代言人而更加弱势； 

—— 为了避免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政府花大力气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农民家庭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妇

女的健康，尤其是女童和老年妇女的健康常常被忽视，使她们难以在新型的合作医疗中受惠。 

…… 

农村妇女面临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纳入“三农”政策的视野，将会直接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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