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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袁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尧家
庭因素和自身素质的综合制约袁使得女性劳动力非农化转
移滞后于男性袁妇女留守农村的现象十分普遍袁农村妇女逐
渐成为生产发展和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力遥

为研究农村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袁笔者
于 2006年 11月进行了问卷调查袁样本覆盖河北省 11个市袁
涉及 87个县渊 市尧区冤的 254个行政村袁共发放问卷 300份袁
回收问卷 289份袁其中有效问卷 286份遥调查显示袁55.9 %
的农村家庭农活由夫妻一起干袁有 28.2 %的家庭农活主要
由妻子一人承担袁 只有 15.9 %的家庭农活主要由丈夫干遥
在生产之余袁广大农村妇女在家庭和睦尧邻里团结和遵纪守
法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袁为现代文明新风尚的建立
作出了积极贡献遥但目前存在着一些限制性因素袁制约了农
村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袁同时也不利于农村
妇女自身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遥
1 农村妇女地位低

一方面袁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低遥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但经济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将农村妇女从
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遥调查显示袁60.9 %的农村家庭
主要由妻子承担家务遥但在种什么或养什么尧购买农机具尧
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运用尧技能培训 4个方面袁由妻子决策的
比例均小于丈夫渊 图 1冤遥传统观念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根深
蒂固袁在家庭内部事务的处理上袁妇女的决定总是不能得到
充分的重视袁使农村妇女争取自己在家庭中的权益尧参与
并决定家庭事务的主观愿望逐渐淡化[1]遥

另一方面袁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低袁普遍不愿参与村
务遥她们顾虑重重袁或担心自己在村子里知名度不高袁没人
给自己投票曰或担心家里农活尧家务尧老人和孩子没人照顾曰
还有的不愿意出头露面袁觉得不好意思遥女性和男性在农村
中发展机会不均等袁导致农村中缺乏有威信尧有能力的妇女
成为致富带头人袁也使妇女这一弱势群体在农村社会中受
到尊重和保护更加困难遥

2 文化程度低

在被调查的农村妇女中袁文化程度为高中或高中以下
的占 74.9 %袁且大部分没有受到过农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
训袁这对农村妇女和农业的发展都非常不利遥首先袁她们对
现代农业科技领悟能力差袁接受新事物尧新技术慢袁阻碍了
农业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遥其次袁她们也不重视农业科学技术
对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袁其文化活动正反映了我国农村妇
女普遍安于现状袁在农业生产上没有较高的追求遥虽然很多
妇女反映村子里基本没有组织过各类文化活动和技能培

训袁并表示希望接受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培训袁但实际上她
们却往往忽视电视这一大众媒介所提供的农业科技知识节

目遥在农村妇女喜欢的电视节目调查中袁喜欢看农业技术知
识节目的只有 21.2 %袁在提供的各个选项中仅排在第 5位
渊 图 2冤遥另外袁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低限制了农村妇女自身
的发展袁使她们在社会分工中总是处于较低的层次袁自主意识
和竞争意识不强袁难以突破目前的生活状态袁很多农村妇女
只能消极地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遥
3 信息获得难

大多数农村妇女认为农业信息的缺乏是农业发展的主

要障碍之一遥有 51.65 %的农村妇女野 不知道到哪里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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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农村建设中袁受社会地位低尧文化程度低尧缺乏资金技术和农业信息等因素的限制袁农村妇女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遥深入
分析其原因后提出了相关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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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strictive Factors of Rural Women i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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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that rural women did not play full function were the restrictions of low status, low
level of education, lacking of funding, lacking of technical information on agriculture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reasons were analyzed
deeply and some advice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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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夫妻双方决定生产事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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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袁而调水将水源区汉江与受水沿线的 44座城市相连袁与
首都尧天津人民共引一江水袁野 饮水思源冶游势必会给湖北旅
游经济带来又一次发展机遇遥

渊 7冤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袁为湖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
的环境遥本着野 南北两利尧南北双赢冶尧野 先节水后调水袁先治
污后通水袁先环保后用水冶的原则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院
淤丹江口库区及汉江上游地区袁通过水污染防治袁水土保
持袁生态示范县建设及源头地区生态保护区建设等措施袁保
障丹江口库区水体水质安全遥 于对于汉江中下游各种生态
环境的影响袁规划建立汉江平原生态农业示范区袁建立污染
防治区袁控制城市与工业污染遥对排污进行总量控制袁坚决
淘汰一些高资源消耗尧高污染排放的企业遥

渊 8冤综合利用两江水资源袁促进湖北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遥引江济汉工程将连通长江和汉江袁加强湖北经济区域间
的联系遥应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契机袁进行水资源综合规
划袁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遥树立节水观念袁
建立节水型社会袁发展节水型产业曰推行清洁生产袁实施水环
境监测曰推进水权制度创新袁规范用水行为曰整治阻碍航道

的河段袁保证汉江航道运输曰打造以野 水冶为媒的区域品牌遥
4 结语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袁 是推动湖北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历史机遇袁仅一期工程袁国家在其的直接投资就超
过 150亿元遥湖北省应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野 统筹城
乡发展尧统筹区域发展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尧统筹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冶的要求袁抓住机遇袁迎
接挑战袁科学合理综合利用长江尧汉江两江水资源袁构筑汉
江流域新的水文生态平衡袁优化产业结构袁保护生态环境袁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袁进而带动湖北
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袁 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
伐袁真正做到野 南北两利袁南北双赢冶袁促进湖北野 中部崛起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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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冶袁这成为限制她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因素袁说明基层信
息服务场所比较少袁农民无处获取信息曰34.80 %的农村妇
女选择了野 个人文化素质不高冶袁33.70 %选择了野 害怕假信
息冶袁由于农村妇女个人文化素质的限制袁使她们对各种信
息的辨别能力较低遥此外袁农业信息资源的立法保护工作严
重滞后袁信息市场缺乏监管袁使信息服务部门提供信息的精
确度较差袁质量难以保证遥

野 信息不及时冶和野 个人经济条件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着农村妇女对信息的获取遥当前信息服务工作在信息的加
工和传递上存在很多不足袁农业信息传输渠道不畅袁信息交
流方式落后袁传递速度慢袁缺乏切实可行的办法使农业信息
及时尧有效地传递到农户手中遥通过某些渠道获取信息的成
本过高袁也成为限制农村妇女获取信息的又一重要因素[2]遥
4 缺乏资金和技术

河北省农业生产资金尧技术相当匮乏遥52.7 %的农村妇

女认为生产中缺资金袁51.3 %的农村妇女认为生产中缺技
术遥这是和农村家庭现有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的院2005年
有 42.8 %的农村家庭收支相抵袁有 18.3 %的家庭入不敷出袁
这 2种家庭基本不会在生产上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遥另
外 38.8 %的家庭虽然有盈余袁但是也因为害怕承担风险和
抱有攒钱养老看病的想法选择了储蓄而非投资遥 资金和技
术投入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袁在农业发达国
家中袁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普遍较高遥缺乏资金和
技术是实现野 生产发展冶这一目标的最主要障碍袁虽然大多
数农村妇女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袁但是她们很难以自己的力
量谋求改变遥
5 建议

渊 1冤加强公共服务建设遥建立农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
并落实支农惠农政策袁对农村学生实行学费减免等优惠政
策袁使农村妇女摆脱沉重的经济负担遥

渊 2冤加大对农村妇女的教育力度遥通过培训普及科教知
识袁提高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袁关键是文化素质尧心理素质
和法律素质 [3]袁培养有文化尧懂技术尧会经营的新型女农民袁
帮助农村妇女解放思想袁加大法律宣传和教育力度袁增强农
村妇女的维权意识遥

渊 3冤引导农村妇女开发致富项目遥由妇联或政府引导农
村妇女拓展致富空间曰大力发展多种模式的小额信贷制
度袁给予农民公平的融资机会袁缓解贫困农户对资金缺口的
需求曰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信息发布渠道袁促进农业信息市场
健康发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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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村妇女喜欢看的电视节目
Fig. 2 TV programs which rural women like to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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