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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流动与女性政治参与呈现相关性的原因分析 

作者：甘霖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0年5月14日 

  

(一)女性自身的外出经历影响其政治参与情况的原因探析 

其一，农民流动和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为女性打破家庭和社会的隔离，进入公共 

领域提供了可能性。 

传统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偏见是由这个社会的劳动分工、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生产

力发展水平、婚姻制度、教育制度、文化传统等等因素共同构成，它作为一个系统，自然地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

相对稳定的性别体系。它涉及到人们对于两性生理性别的理解、涉及到与性别相关的生产方式、法律制度、意识形

态、大众文化心理的方方面面，以及由此决定的，男女两性所有的行为方式。这就是说，所有这些要素都处在一个系

统之中，构成系统的平衡状态；每一种要素都因其它相关要素的存在而存在，并发挥作用；其间一种要素发生了改

变，会影响到其它要素，进而影响到整个系统原有的平衡。 

当前，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及追求更高经济利益的驱动，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加入到外出务工的队伍中来，进

入劳动力市场，现有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分工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不仅与男性

一样获得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由，她们的经济参与不再具有计划经济时期的外在强迫性，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

式。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分离出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的”与

“政治的”重叠的制度结构开始解体。女性独立自主的选择能力在这种“分离”中萌发。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城市，

成为自由劳动者；当她们作为自由劳动者，以独立的个人身份与雇主谈判，她们必须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表和雇主订立

“契约”，其身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她们在获得劳动报酬的同时，也获得自身劳动价值的真实体验，这是真切的

自我价值体验。逐渐地，当她们有意识地寻求用某种方式保护并增进自己的权利时，同时孕育出独立的政治要求。因

此，她们也把这种体验与感受带回家里，使其在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外 

出务工的女性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在城市务工的这种自由自主的“契约式”

经济行为。 

其二，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主要动机和目的还是经济利益，因此，当经济利益和政治利

益产生冲突需要进行取舍的时候，她们往往选择了前者。比如，在回答“您或您的爱人外出务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

么”一项时，在85名有过外出经历的调查对象中，有79名选择了“挣钱”，占所分析群体的92.9%。而对于没有参加

选举的主要原因，笔者在访谈中得知，大多数受访对象表示“她们在外务工，不知道选举，即使知道有选举，她们也

不会回来参加，一方面回家参加选举往返的路费是昂贵的，另一方面，她们不可能有时间回来参加选举，老板不会给

她们假期，除非不想在那里干了”。对外出务工的女性而言，她们所从事的行业的工作特点更加降低了她们回家参与

选举的可能性。因此，当她们自身独立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与她们的实际利益需求发生强烈的碰撞时，她们只

能选择后者，否则就与其当初选择外出务工的初衷相背离了。 

(二)男性的外出经历影响女性政治参与情况的原因探析 

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外出，留在农田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地是妇女和老人。与女性更多地留守农村相应，外出者

的性别比例是女性低于男性。对于女性非农转移的滞后性，有研究者提出了“第二蓄水池”的概念，意思是如果说农

村劳动力是整个社会工业劳动大军的蓄水池，那么农村妇女便是这蓄水池的蓄水池。如果肯定转移和外出是获得更多

发展资源的机会，那么可以认为在新的资源分配上，女性与男性相比，再一次地处在了不利的地位。而笔者却对此有

着不同的看法。 

据笔者调查所知，大部分选择留在家里照顾家人与管理农活的女性，一般都是出于自愿的选择。从她们的动机

看，几乎都出于家庭经济收入的考虑，以及对丈夫能力评估的结果。留在家里的女性认为，丈夫出去能挣更多的钱，

妻子留在家里能更好地照顾孩子与老人。多数女性选择留守是“自由自主”地把某种权利与义务委托给了丈夫，是自

己“同意”的。这与计划经济下女性“无选择”地被代理不同，那时女性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这种

“权利”。而“同意”后的选择则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同意，，转让权利是判断女性政治自主性的重要标准。在相

互平等的个人之间，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让一方自愿同意接受另一方的“统治”。一方面，女性决定留守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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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让丈夫代替行使主要的经济职责，自己选择了照顾家庭，这是一种“服从”，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从

属，“同意”的过程是平等的权利转让与委托，不管对农村女性来说，这种平等的程度有多高，至少她们在农村人口

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在知道自己也可以和男性一样走出家庭，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时，仍然选择了“留守”。另一

方面，男性在外出务工的情况下，把原本由自己主要享受的参与村庄公共活动的权力转交给了留守的女性。由于受地

域条件的限制，外出务工的男性非常自主的将自己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政治权力转让给了留守女性，而留守女性无论

是出于自己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还是受一种职责的约束，都把他们推向了公共领域的舞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们

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形式上的走进公共领域，还需要她们实质意义上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培养她们自主决策的

能力。 

(三)“外来妻子”在村庄政治参与率低的原因探析 

在传统社会，在父系夫权的家庭制度下，只要条件具备，从夫居是唯一的选择。到了现代社会，虽然法律上规定

了妇女作为个人的合法权益，但女儿出嫁后成为男方家的人，随男方家庭居住仍是农村社会通行的规范。在从夫居制

度下，女方嫁到男方后，进入男方原有的亲属网络，了解并适应新的关系网络。因此，对女性而言，婚后在拥有来自

家庭网络的资源方面，相对于男性处于劣势地位，使女性从属于她的丈夫及其家庭。在这个问题上，“外来妻子”更

是完全处于一种从属于她的丈夫的地位。 

据笔者调查，农村“外来妻子”的嫁入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途径是是经人介绍，如本次调查中的受访者刘DY，

她就是经其姐姐介绍而嫁入该村成为一名“外来妻子”；另一种途径也是近年来“外来妻子”嫁入的最主要一种途

径，就是在双方在外出务工地认识并结婚的，如本次调查中的18名“外来妻子”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嫁入该村的。 

一方面，因思想观念、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外来妻子”与居住地居民沟通交流困难，对

于留守农村的“外来妻子”来说，她们难以真正融合到当地生活当中。这种客观原因迫使她们游离于村庄公共政治生

活领域之外，只能按照丈夫的意愿来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甚至干脆由丈夫来全权代表自己，使自己游离于村庄公共政

治生活领域之外。另一方面，“外来妻子”对其嫁入的村庄缺乏一种归属感，由于“外来妻子，，大多是在外出务工

地与其丈夫相识结合，他们的主要生活地点是在务工地而不是在丈夫所属的村庄，对她们而言，丈夫所属的村庄只不

过是其过年回家居住的骚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此，对于村庄公共事务，她们从心理上就缺乏参与的主动

意愿，因而在参与行为上也是消极的。 

(四)农民流动影响男性对女性的认识和能力估计的原因探析 

在传统农村社会，“男尊女卑”的意识不仅已经深入男性的价值观，而且也深入到女性的人格结构中。在村民自

治的制度推动下，特别是随着近十几年来大规模的农民流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分工格局，女性自身经济地位的提升及

自主意识的增强，女性认识到自己和男性有同等的权利，然而，知道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实际履行民主权利之间仍然存

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而这个距离的填补还有赖于男性对女性认识和能力估计的提升。在原有相对封闭的村庄环境下，

狭窄的生存环境和社交范围限制了他们的眼界，男性总是希望女性承袭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随着近十几年来大

规模的农民流动，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和男性获得了平等的机会，无论是对于外出务工的女性还是选择留守农村的女

性，她们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都以更加显性的方式凸现出来。首先，对于丈夫外出而自己留守农村的女性而言，丈夫

的外出迫使其将处理整个家庭事务的担子承担下来，包括家庭的农务计划、孩子的教育、人情世故以及村庄公共生活

的参与等，这些都使男性看到了女性独立的一面，从而使他们对女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男性自身的外出经历也

使他们受到了城市现代文化和男女平等意识的熏陶，使他们体会到女性不仅能做“贤妻良母”，也能在公共生活中

“独挡一面”。其次，对于选择外出的女性而言，其自身的外出经历不仅使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量化了，同时也提升

了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的提升本身就是其获得与男性同等地位的重要筹码。最后，“精英女

性”的典型示范作用大大提高了村庄整个女性群体的地位，在整个村庄内形成一种“在公共生活领域，并不一定女性

就比男性差”的政治氛围，“精英女性”的典型示范效应对村庄男性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使他们对女性的政治能力

不得不认可。而无论是留守女性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独挡一面”，还是外出务工女性经济上的独立和在家庭经济地

位的提升，又或是村庄“精英女性”的典型示范作用，这些结果的产生无一不是在农民流动的这个大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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