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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

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

吴惠芳 　叶敬忠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研究视角 ，可分析农村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影

响及其原因 。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有较大的生活压力感 ；两地分居的婚姻状态也导致她们处于性压抑状

态 ，且具有强烈的孤单感 ；她们的不良情绪如烦躁 、压抑等在丈夫外出务工后明显加剧 ；不安全生活事件 、

性骚扰以及对丈夫的担心导致她们的安全感很低 。这种丈夫流动 、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使得农村婚姻和

家庭的情感满足功能大大削弱 。为了缓解留守妇女承受的负面心理影响 ，在外务工的丈夫应尽量为妻子

提供情感支持和慰藉 ；农村社区应组织留守妇女互助小组 ，丰富社区文化生活 ，健全社区治安防范体系 。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留守妇女 ；心理影响

Analysis on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Husbands摧Migration
on the Women Left at Home in Rural China

Wu Huifang 　 Ye Jingzhong
（College o f H 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 gricultural University ，

Bei j ing １００１９３ ，China）

Abstract ：By adopting a micro‐sociolog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 community study methodology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rural husbands摧 labour migration on their left‐behind
wives and the in‐depth causes ．It reveals that most left‐behind women have perceived high mental stress ，
and the separated marital life have put women in sexual suppression and thus have a strong feeling of
loneliness ．Meanwhile ， after the husbands摧 migration ， women have obviously increased negative
emotions ．Endangering accidents ，sexual harassments and worries about husbands lead to a very low
sense of safety on the part of left‐behind women ．As a family strategy ，the marital relation of a floating



husband and left‐behind wife weakens considerably the role of affectionate satisfaction in rural marriages ．
To reduce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impacts on left‐behind women ， the paper recommends that
husbands shall make efforts to provide more affectionate supports and comforts for their wives ，and rural
communities shall organize mutual help groups among women ，enrich public cultural life and enhance
community security ．
Key words ：labour migration ；lef t‐behind women ；psychological impacts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 ，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流向城市 ，然而 ，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下 ，

城市并没有给农民工提供“举家迁移”的条件 ，他们也很难靠自己的努力突破体制局限而实现整个

家庭的转移 ，因此出现了农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 ———丈夫在外务工 、妻子留守农村的现象 。农村劳

动力流动问题一度备受学术界关注 ，相关研究不计其数 ，但农村留守妇女现象在最近几年才进入学

术研究的视野 。该群体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她们所承担的“三座山” ，精神负担重和安全感低是其

中的两座（另一座是劳动强度高）
［１］

，由此可见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之大 。

有学者认为 ，丈夫外出之后 ，留守妇女劳动强度的加大和多种角色责任的承担对她们的身心健

康产生了负面影响［２ ３］
。还有学者提出留守妇女的性压抑现象可能对其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消极

影响［４ ５］
。心理学研究者采用量化的心理量表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

示 ，留守妇女在躯体化症状（即由心理不健康引起的生理不健康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焦虑和抑郁

几个因子上的分值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表现突出 ，说明她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当严重［６］
。

与以上研究不同 ，本研究立足于以社区研究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研究视角 ，通过留守妇女心理

感受的自我评价 、话语以及个案的呈现 ，描述她们的生活压力感 、孤单感 、不良情绪和安全感 ，借此

揭示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 ，并探讨她们的一些心理特点及其成因 。

一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选取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五个省 ———安徽 、河南 、湖南 、江西和四川进行

实地调查 。每个省选取 １个县 ，每个县选取 ２个乡（镇） ，每个乡（镇）选取 １个行政村 ，共计 １０个行政

村作为研究社区 。调查地点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以跨省流动为主 ，流入区域集中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

劳动力需求较高的北京和东南沿海省份 ，以从事建筑业 、加工制造业 、服务业和个体工商业为主 。

表 1 　留守妇女调查样本的区域 、年龄 、文化程度及职业类型分布（％ ）

省份

年龄分布

≤ ２５ 刎２６ — ３５ G３６ — ４５ 墘４６ — ５５ 换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及以上

职 　 　业

务农 兼业 非农业
只做
家务

安徽 １ d．３ ２２ 浇．５ ７１ �．３ ５ (．０ ４２ 亖．５ ５０ 侣．０ ６ 祆．３ １ .．３ ０ o．０ ７７ 乔．５ １１  ．３ １ 3．３ １０ 悙．０

河南 ２ d．５ ２２ 浇．５ ６２ �．５ １２ (．５ ３２ 亖．５ ３６ 侣．３ ２３ 祆．８ ６ .．３ １ o．３ ７７ 乔．５ １１  ．３ ０ 3．０ １１ 悙．３

湖南 ８ d．８ ２３ 浇．８ ５３ �．８ １３ (．８ ２ 亖．５ ３５ 侣．０ ５５ 祆．０ ６ .．３ １ o．３ ６１ 乔．３ ７  ．５ ３ 3．８ ２７ 悙．５

江西 １５ d．０ ４０ 浇．０ ３１ �．３ １３ (．８ ３５ 亖．０ ４７ 侣．５ １７ 祆．５ ０ .．０ ０ o．０ ７５ 乔．０ １  ．３ １ 3．３ ２２ 悙．５

四川 ５ d．０ ３６ 浇．３ ５５ �．０ ３ (．８ ２ 亖．５ ５３ 侣．８ ４３ 祆．８ ０ .．０ ０ o．０ ８８ 乔．８ ５  ．０ １ 3．３ ５ 悙．０

总体 ６ d．５ ２９ 浇．０ ５４ �．８ ９ (．８ ２３ 亖．０ ４４ 侣．５ ２９ 祆．３ ２ .．８ ０ o．５ ７６ 乔．０ ７  ．３ １ 3．５ １５ 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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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以调查员和留守妇女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 ，每个社区的调查样本量如下 ：留守妇

女 ４０名 、非留守妇女 ２０名 。为了获取留守妇女生活中相关角色群体的认知 ，本研究同时对她们的

子女和公婆 、本村男性村民 、村干部和县妇联进行了小组访谈或深入访谈 。留守妇女调查样本的区

域 、年龄 、文化程度及职业类型分布情况见表 １ 。

二 、留守妇女的生活压力感

虽然目前压力研究越来越多 ，但其学术重心仍表现为典型的心理学科性质 ，即着重从个体心理

过程研究压力诸问题 。本研究则采用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法 ，以被调查者自述的压力大小来分析

留守妇女所承担的生活压力 ，并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解释其压力源 。

从表 ２显示的统计数据来看 ，大多数留守妇女感到生活有压力（感到压力较大和有些压力的留

守妇女占 ７８ ．６％ ） 。从不同年龄段的统计数据来看 ，３６ — ４５岁的留守妇女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最大 。

按照家庭生命周期理论［７］２３０
，这个年龄段的留守妇女家庭正处于抚养和教育子女阶段 ，孩子的需要

既在家庭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也因而成为她们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 。一方面 ，子女的教育支出较高

导致家庭经济压力较大 ，因此她们常常面临家庭收入与支出不平衡的压力 ；另一方面 ，未婚成年子

女即将婚嫁 ，尤其是有未婚成年儿子的留守妇女感受到的压力更大 ，因为按照中国农村传统 ，儿子

结婚时父母要为其准备好房屋 、家具等 ，同时还要花费巨额资金筹备婚礼 ，这也加重了她们的生活

压力 。除此之外 ，这个年龄段留守妇女的公婆和父母年事已高 ，身体健康状况日益下降 ，同时为留

守妇女提供帮助的能力也较低 。总的来说 ，中年留守妇女上有老 、下有小 ，所以感受到的生活压力

最大 。

表 2 　留守妇女对生活压力的感受（％ ）

压力比较大 有些压力 没有压力

总 　体 ３５ Y．５ ４３ 沣．１ ２１ l．４

不同年龄段

≤ ２５ �１９ Y．２ ４６ 沣．２ ３４ l．６

２６ — ３５ V３２ Y．２ ４８ 沣．７ １９ l．１

３６ — ４５ V３９ Y．６ ４０ 沣．６ １９ l．８

４６ — ５５ V３３ Y．３ ３８ 沣．５ ２８ l．２

案例 １ ：W１ ，４２岁 ，安徽省太湖县毕岭村留守妇女 ，结婚 １９年 ，丈夫外出务工 ３年 ，在天

津做建筑工人 ，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三 ，一个读初三 。 W１患有三种疾病 ：风湿 、腰椎间盘突出和

坐骨神经痛 。她的婆婆七十多岁 ，需要人照顾 。对于家里的经济条件 ，她说 ：“他（丈夫）一个人

在外挣钱 ，两个孩子上学 ，家里困难 ，向别人借钱也难 ，因为别人怕你还不上 。”W１觉得在家最

大的困难就是累 ，干活累 ，心里也觉得累 。 “（农忙的时候）他每两天打一个电话回来 ，叫我少干

点活 ，他在外面打工也担心我在家里的情况 。我也很担心他的身体 ，他身体不好 。他每年来家

住十几天 ，看他身体虚弱的那个样子 ，我的眼睛都哭肿了 。平时生活压力太大 ，夜里睡不着觉 ，

什么事情都考虑 ：房子没有盖 ，孩子上学 ，活干不下去等等 ，就是困难 。”

如案例 １中 W１的表述 ，留守妇女的生活压力源是多种多样的 ，家庭结构 、经济条件 、子女抚育

等都是影响她们压力感受的重要因素 。首先 ，家庭经济压力是留守妇女的首要压力源 。留守妇女

在家经营农业生产 ，要时常面对种子 、化肥 、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花费大的问题 ，而农业生产的经济

收益相对较低 ；部分家庭丈夫务工收入甚至还不能满足家庭开支的需求 ，进而导致留守妇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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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很低 ；子女教育也需要很大的投资 ；再加上欠债 、医疗费用等问题 ，常常使她们感到苦恼万

分 。其次 ，家庭责任压力是留守妇女的第二大压力源 。 尽管丈夫在外务工挣钱 ，但其他家庭责

任几乎都压在妻子一人身上 ，无论家内家外 ，只要是在社区内部发生的事情 ，都需要留守妇女独

自面对 ，导致其思想负担过重 。此外 ，夫妻情感交流欠缺 、情感满足低等心理现象给留守妇女带

来了“雪上加霜”的压力 。再次 ，农业生产压力是留守妇女的第三大压力源 。 一方面是农业生产

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常使她们不堪重负 ，尤其是农忙时节 ，家庭承包经营土地较多的留守妇女感

觉“田里的活好像总也干不完”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技术问题 ，尤其是养殖技术 ，她们担心付出

很多劳动后却因为病虫害或家畜生病而一无所获 ，不仅没有经济收入 ，反而给家庭带来经济

损失 。

深受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性别规范影响的农村男女 ，一般认为男性应该承担起家庭的

重任 ，包括保证家庭收入 、担当家庭决策者等任务 ，但丈夫外出务工迫使留守妇女担当起除收入

保障以外的所有家庭责任 ，事无巨细都需要独立处理和决策 ，尽管可以通过电话与丈夫进行商

讨 ，但为了避免丈夫担心而影响工作 ，很多烦恼的事情却不能沟通 ，因而加重了留守妇女的心理

压力 。

三 、留守妇女的孤单感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 ，而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则是家庭关系中最主要的关系之一［８］２３
，夫妻关系

的维系与共同生活 、亲密沟通和互动密切相关 。但是 ，外出务工的丈夫大部分时间与妻子两地分

居 ，生活在迥然相异的环境中 ，为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努力 ，可以说她们的婚姻是非常态的 。夫妻双

方在分离的生活世界中无法实现面对面亲密的情感交流 ，所以他们从婚姻中获取的情感满足大大

减少［９］
。正因如此 ，本研究对留守妇女的孤单感体验有所关注 ，以讨论这种特殊的婚姻状态对她们

的影响 。

案例 ２ ：W２ ，４０岁 ，河南省固始县太平村留守妇女 ，丈夫外出务工 １２年 。每当遇到重活 ，

或自己不能做的事 ，或伤风感冒 ，在床上躺着 ，没人倒水 ，没人关心 ，就特别想念丈夫 ，觉得自己

孤孤单单一个人 ，没人理一样 。遇到不顺心的事 ，丈夫在电话里安慰她说 ：“别哭了 ，啥事做不

了就别做了 ，我给你寄钱 ，你好好的 ，找别人干 。你一哭 ，我干活也没劲了 。”W２ 说 ：“逢年过

节 ，看别人夫妻俩个 ，赶集逛街 ，我心里好羡慕 ，丈夫要是在家里多好 ！晚上 ，天气好 、心情也好

的时候 ，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想 ，今天有丈夫在 ，该多好 ！”“丈夫常年不在家 ，我们生活过得一片

空荡 ，但是他在外头赚钱 ，大家手里有钱 ，心里也安慰些 。如果两人都在家 ，心里不空荡 ，但是

生活上紧张 ，经济上就是一片空荡了 。”

案例 ２描述了一位留守妇女思念丈夫的一些场景 ，很多留守妇女使用“空荡” 、“冷清”这样的词

语描述自己的生活感受 。 “空荡”一词形象地表达了留守妇女对于分居的婚姻生活的感受 ：感情的

“空荡”和经济的“空荡”是她们和丈夫的两难选择 ，为了家庭整体利益 ，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情感

需求放在后面 。调查数据也显示 ，无论是丈夫外出务工前后的纵向比较 ，还是留守妇女和非留

守妇女的横向比较（见表 ３） ，留守妇女的“孤单”情绪变化都比较显著 ，纵向比较的变化尤其显

著 ，这说明丈夫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妇女更容易感到孤单 。 在小组访谈过程中 ，留守妇女也表示

丈夫外出务工给她们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强烈的孤单 ，“自己在家觉得孤单 ，丈夫一个人在外面打

工也孤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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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的孤单感

经常感到孤单（％ ）

留守妇女总体 　 ６３ 排．２

非留守妇女总体 １８ 排．５

丈夫外出务工后 ６６ 排．９

丈夫外出务工前 ３ 排．９

注 ：调查问卷中的一些问题涉及“丈夫外出务工前后留守妇女生活的比较” ，但由于一些留守妇女的丈夫在婚前就已开

始外出务工或务工 １０ 年以上 ，中间涉及诸多因素 ，很难进行比较 ，所以本研究确定这两种情况的调查样本不涉及

关于“丈夫外出务工前后比较”的题目 。 因此 ，本研究总体调查样本为 ４００ 名留守妇女 ，而“丈夫外出务工前后留守

妇女生活情况比较”的统计数据样本仅涉及其中 １５９ 名留守妇女 。 表 ４ 和表 ６ 同此 。

此外 ，留守儿童也注意到 ，因为父亲的外出 ，家里变得冷清 ，母亲感到孤独 ，时常心情不好 。尽

管自己或兄弟姐妹可以陪伴母亲 ，但也不能完全缓解母亲的孤单感 。留守家庭外部的人也注意到

了留守妇女的孤单感现象 。非留守妇女认为 ，留守妇女孤独感很强 ，她们白天忙着干活 ，与平常农

村妇女没什么两样 ，但是晚上或者清闲的时候会非常孤独 、寂寞 ，“干了一天活 ，晚上都没有人陪着

说个话” 。其他农村夫妻在一起的恩爱场景更加凸显她们生活的寂寞 。农村社区中其他人如男性

村民 、老人 、村干部等在评价留守妇女与其他农村妇女的区别时 ，几乎都用了“孤单”一词 。这种孤

单不仅指她们不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更是指她们独自承担起家庭的一切 ，做事没有依靠 、没人商

量 ，因此更加孤单和艰难 。

“婚姻”是男女两性之间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它具有使男女两性获得性满足的功能 。然而 ，留

守妇女和丈夫两地分离 ，共同生活的特点消失了 ，性的权利和义务也因空间距离而难以实现 。调查

中 ，由于涉及个人隐私 ，我们很难深入调查留守妇女的性压抑问题 ，但她们却用一种隐讳的方式暗

示了此问题 ，让我们从侧面有了一些认识 。案例 ２的妇女谈到“晚上 ，天气好 、心情也好的时候 ，一

个人躺在床上就想 ，今天有丈夫在 ，该多好” ，就是在表达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对丈夫的思念 。可

见 ，由于丈夫在外务工 ，一方面留守妇女的性需求没有合理的途径得以满足 ；另一方面 ，劳动负担过

重 、心理压力过大 ，某种程度上也掩盖或消耗了她们的生理需求 ，使她们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 。换

言之 ，她们的婚姻关系处于“低性满足”状态 ，婚姻本应具有的性需求满足功能在大部分时间是无法

实现的 。性生活对夫妻关系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 ，目前尚无定论 ，但它的确是稳定的 、和谐的夫妻

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是毋庸置疑的［１０］５１
。所以 ，可以肯定的是 ，因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夫妻分居

不仅给夫妻双方带来了孤单感 ，同时也造成夫妻双方的性压抑 ，这对婚姻关系的稳定构成了一定的

潜在威胁 。

四 、留守妇女的不良情绪

情绪是一种躯体和精神上的复杂的变化模式 ，包括生理唤醒 、感觉 、认知过程以及行为反应 ，是

人对直觉到的独特处境的反应［１１］３５２
。不良情绪主要指过度的情绪反应和持久的消极情绪 ，常常以

焦虑 、抑郁 、恐惧 、易激惹 、冷漠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产生不良情绪的原因错综复杂 ，既有个体的

生理状况和心理因素的影响 ，也有客观环境因素的作用 。丈夫外出务工之后 ，随着家庭结构和家庭

关系的变化 、劳动负担的变化 、生活环境的变化 ，留守妇女在情绪 、情感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

反应 。

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见表 ４）显示 ，除了烦躁情绪两者相当之外 ，留守妇女的其他不良情绪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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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多于非留守妇女 ；纵向比较结果也显示 ，丈夫外出务工后 ，留守妇女的不良情绪显著增加 ，这说

明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不良情绪是一个关键性影响因素 。

表 4 　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生活中经常感受到的不良情绪（％ ）

害怕
情绪
低落

烦躁 焦虑 压抑
其他

不良情绪
没有

不良情绪

留守妇女总体 　 ２３  ．７ ５４ ?．２ ６９ j．８ ５０ 晻．６ ３９ 览．０ ０ 栽．８ １２  ．１

非留守妇女总体 ６  ．５ ４０ ?．０ ６２ j．５ ４０ 晻．５ ２４ 览．５ ０ 栽．０ ２７  ．０

丈夫外出务工后 ２９  ．９ ５４ ?．１ ７０ j．７ ５２ 晻．２ ３８ 览．２ １ 栽．３ ９  ．６

丈夫外出务工前 ３  ．９ １４ ?．８ ３５ j．５ ２１ 晻．９ ８ 览．４ ０ 栽．６ ５６  ．１

很多留守妇女经常出现情绪低落 、烦躁焦虑 、压抑等不良情绪 ，其中烦躁情绪出现的频率最

高 ，占总体的 ６９ ．８％ ；丈夫外出务工后出现烦躁情绪的留守妇女比例翻了近一倍 。留守妇女在

日常生活中不仅要管理农田 ，还要教育孩子 ，照顾老人 ，处理好邻里关系 ，避免被骚扰等等 ，这使

她们的生活充斥了纷繁复杂的事务 ，在自己无法应对的时候 ，往往最先出现的就是烦躁不安的

情绪 。

案例 ３ ：W３ ，３９岁 ，湖南省岳阳县三友村留守妇女 ，丈夫在婚前就开始外出务工 。 夫妻

二人婚后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三四年 。因为父亲生病去世 、修建房屋 ，加上W３自己的

身体也不好 ，两个孩子上学 ，W３的家庭收入常常出现捉襟见肘的窘迫局面 ，因此别人借钱

的次数也较多 ，她觉得借钱是一件让自己感觉最难堪的事情 。想着家里这些事情 W３ 就觉

得很烦 、很无助 ，晚上睡不着觉 ，一个人在床上哭 。她认为 ，如果能在家里挣上钱 ，说什么也

不可能让她的丈夫出去打工 ，“一家人不团圆心里很不快活 ，要是一家人在一起的话喝汤喝

水都舒服” 。

在案例 ３中 ，留守妇女感到无助和压抑 ，家庭经济问题和教育孩子的问题成了其生活中最大的

难题 ，而丈夫只能承担务工挣钱的责任 ，其他一切都靠她自己想办法应对 ，在丈夫无法挣到足够的

收入且自己也应对不了的情况下 ，她们最容易产生不良情绪 。因此 ，W３才会产生“一家人不团圆

心里很不快活 ，一家人在一起喝汤喝水都舒服”的想法 。然而 ，“一家人在一起”本是家庭生活的最

低要求 ，却因为家庭生计的压力和社会环境的压力变得难以实现 。

案例 ４ ：W４ ，４９岁 ，江西省永丰县高家村留守妇女 ，丈夫外出打工已经 ９年 。两个儿子都

在外务工 ，她和大儿媳妇一起照顾未满周岁的孙子 。 W４对生活充满着厌倦的情绪 ，她经常头

痛 ，睡眠不好 ，患肾结石已经十多年 ，但却没有医治 。她说 ：“连吃都舍不得 ，哪还有钱去看病 。

儿子结婚欠了几万元债 ，现在花钱治病还不如不治 ，反正活着也没有什么乐趣 ，不如死了算了 。

死了一了百了 ，什么都好了 。”W４的丈夫因为赌博和她吵架后赌气外出务工 ，她认为丈夫在外

面打工虽然辛苦 ，却“拥有了自己的世界和自由” ，不太留恋家和妻子 ，因为他一两年才回一次

家 ，半年才给家里打一次电话 ，但 W４却非常依赖和想念丈夫 ，隔上三四天就会给丈夫打电话 ，

但丈夫却总是说上几句就挂电话 。

在调查中 ，如 W４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少数留守妇女出现极端不良情绪 ，如对生活失去信心 ，

甚至表现出明显的自杀倾向 。对于 W４来说 ，一方面是家庭巨额债务使其感觉到超出承受能力的

压力 ；另一方面则是丈夫对她的冷漠态度 。家庭经济和夫妻情感交流的两个问题导致她产生极度

消极的生活态度 。因此 ，对于已经承受巨大家庭负担和责任的留守妇女来说 ，一旦在外务工的丈夫

对妻子关心和体贴不够 ，很容易导致她们发展出极端不良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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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留守妇女的安全感

安全感是人们对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及自身的人身 、财产安全产生的信心 、安全和自由的感

觉［１２］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 ，安全感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 、安全

和自由的感觉 ，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
［１３］７６５

。这两种关于安全感的界

定放在留守妇女身上其实就是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家庭外部威胁因素的感受 ；二是对于家庭内部

不稳定因素的感受 ，如丈夫是否安全等 。所以 ，笔者从前文关于压力感 、不良情绪的论述以及留守

妇女对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主观感觉来考察她们的安全感状况 。

（一）留守妇女的低安全感

在农村社区中 ，由于没有专设的安全保障工作 ，而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 ，家庭中通常只剩下

老人 、妇女和儿童 ，甚至只有妇女和儿童（４７ ．０％ 的留守妇女和子女居住在一起） ，这样的家庭人口

结构和居住方式导致家庭的安全防范力量大大减弱 ，无形中增加了留守家庭的安全风险 。调查数

据显示（见表 ５） ，留守妇女在生活中感到害怕的比例为 ３６ ．３％ ，几乎是非留守妇女的两倍 ，说明她

们在生活中的安全感远远低于非留守妇女 。在丈夫外出务工后 ，３３ ．５％ 的留守妇女比之前更经常

感到害怕 ，“丈夫不在家 ，晚上妇女害怕这 、害怕那 ，睡觉还得操着心” ，也证明了丈夫外出务工确实

对她们的安全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 ，留守妇女对于人身安全和家庭财产安全的主观体验表

明她们的安全感较低 。

表 5 　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在生活中感到害怕的情况（％ ）

　 经常 有时 很少 从来不

留守妇女 　 ４ 哌．５ ２０ 潩．３ １１ D．５ ６３ Ζ．８

非留守妇女 ２ 哌．０ １０ 潩．０ ６ D．５ ８１ Ζ．５

此外 ，留守妇女生活压力感强烈 ，孤单 、烦躁 、压抑等情绪也是她们不安全感的外在表现 。对具

有安全感和不具有安全感的人的多方面对比显示 ，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会有孤独 、被遗忘 、威胁 、焦

虑和紧张的感觉 ，以及由紧张引起的疲劳 、神经质 、噩梦 、自我谴责倾向 、甚至自杀倾向等［１４］
。所以

说 ，留守妇女表现出来的这些明显的不良情绪 ，进一步说明她们的安全感较低 。前文已经对这些方

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这里不再赘述 。

（二）留守妇女低安全感产生的原因

１ ．家庭遭遇不安全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是造成心理应激的主要刺激物 ，主要是指可以造成个人的生活风格和行为方式改变 ，

并要求个体去适应或应对的社会生活情景和事件 。丈夫外出务工前后统计数据（见表 ６）对比显

示 ，丈夫外出务工后 ，留守妇女家庭遭遇的不安全事件有了明显增加 ；留守妇女也认为“他们（偷盗

者）就是看我家里丈夫不在家 ，来偷我家的东西” ，这说明丈夫外出是家庭遭遇不安全事件的重要因

素 。农村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 ，一个不安全事件既可以导致留守家庭的低安全感 ，也足以危及整个

社区人口对稳定公共秩序的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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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留守妇女家庭遭遇过的不安全事件（％ ）

被抢 被盗 被骗 被打 被辱骂 其他情况
没有遇到
不安全情况

总 　体 　 　 　 　 ０ �．３ ８ (．５ １ S．３ １ ~．５ ４ ┅．３ １ 栽．５ ８５  ．８

丈夫外出务工后 ０ �．０ ６ (．３ １ S．９ ０ ~．６ ３ ┅．１ １ 栽．３ ８９  ．３

丈夫外出务工前 ０ �．０ ４ (．４ ０ S．６ ０ ~．０ １ ┅．３ ０ 栽．０ ９４  ．３

大量流往农村的汇款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之一［１５］
，而这也恰恰是留守妇女家庭遭遇

盗窃类事件的根本起因 ，因此盗窃成为留守妇女家庭最常遭遇的不安全生活事件 ，一起盗窃事件可

能导致她们长达几年的低安全感 。此外 ，丈夫在家庭中的缺席导致留守妇女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在

遇到邻里纠纷 、农业生产活动或土地纠纷时 ，她们更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

２ ．留守妇女遭遇性骚扰

农村闲暇娱乐活动少 ，农民的社交活动范围也有限 ，留守妇女时常会面对和异性交往的情境 。

因此 ，在农村特有的熟人社会条件下 ，有的留守妇女会面临被异性骚扰的问题 ，甚至成为异性侵犯

的对象 ，这不仅降低了她们的安全感 ，也成为影响婚姻和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 。

案例 ５ ：W６ ，４５岁 ，某村留守妇女 ，她和丈夫刚结婚后丈夫就开始外出务工 ，每年只在春

节时回来 。 W６家和邻居家都在屋后建了厕所 ，但有时上厕所 W６会碰到邻居家的男人 ，为了

避嫌 ，自己在两个厕所中间垒了一堵墙 。结果 ，邻居家的男人有时就在 W６ 家的厨房后面小

便 。有一次 ，W６在家门前剥胡麻 ，邻居家的男人竟在她前面的树旁边小便 。 W６也没办法 ，端

着胡麻就回家了 。另有一次 ，W６ 跟那个男人吵起来 ：“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吗 ？”他说 ，

“就欺负你 ，怎么了 ？”“我也真是没办法 ，都是忍着 。”

在案例 ６中 ，留守妇女被邻居骚扰 ，邻居熟知她家的情况 ，故采取多种手段侮辱和欺负她 。深

受农村传统观念影响的留守妇女秉承“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 ，不敢向任何人求助 ，只能对骚扰者的

行为一忍再忍 ，因此担惊受怕 ，加重了她们的不安全感体验 。

３ ．留守妇女对丈夫的各种担心

团体归属感和稳定的依附关系对获得安全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６］
。留守妇女家庭结构和家

庭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远离家庭生活的丈夫在家庭的稳定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或者说 ，丈夫的

表现决定了留守妇女是否对婚姻和家庭关系有稳定的依附感 。然而 ，丈夫在外务工的生活恰恰充

满了多种风险 。 首先是工作安全或身体健康风险 。 ７８ ．４％ 的留守妇女担心丈夫的安全情况 ，

７７畅１％ 的留守妇女担心丈夫的健康状况 。对于留守妇女来说 ，丈夫是整个家庭的支柱 ，而农民工社

会保障的缺失 ，使他们一旦出现安全或健康问题就意味着失业且很难得到经济补偿和保障 ，也意味

着整个留守家庭将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衍生问题 ，如家庭生活压力 、夫妻关

系 、子女教育问题等 。其次是丈夫感情或行为出轨的风险 。 ４１ ．９％ 的留守妇女非常担心或有些担

心丈夫出轨 。据 ２００４年卫生部公布的数据 ，全国城市农民工中约有 ８０％ 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性

压抑 ，部分农民工通过性服务者或暂时性伴侣缓解压抑 ① 。丈夫务工地区大多人口结构复杂且流

动性大 ，加上各种非正式性服务的存在 ，因此出轨的概率也相对较高 。对丈夫的这些担心也加重了

留守妇女的不安全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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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马容枟被人所忽视农民工性饥渴和性压抑 　 成跨越欲望的泥沼枠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http ：／／www ．tianjindaily ．

com ．cn／tianjin／content／２００６ １２／０８／content＿７４０６１ ．htm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 。



六 、结论与建议

从微观层面看 ，丈夫外出务工 、妻子留守农村的分居婚姻模式是中国农村夫妇在现代化进程中

谋求家庭生计最优化的一项家庭策略 ，也是二元社会制度尤其是和户籍制度相关的一些制度环境

下形成的特殊安排 。这种安排构建了农村非常态的夫妻关系和不完整的家庭结构 ，因此对留守农

村的妇女造成了不良心理影响 。首先 ，留守妇女承担更多来自家庭生计 、家庭角色责任和农业生产

的压力 ，因而压力感较强 ，尤其是中年留守妇女 。其次 ，两地分居的婚姻生活导致留守妇女从中获

得的情感满足大大减少 ，所以经常感到孤单 ；同时两地分居也导致夫妻之间无法实现生理满足 ，使

留守妇女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 ，这也影响了其生理健康 。再次 ，家庭生活中丈夫的长期缺席 ，留守

妇女最信任的情感交流对象缺失 ，致使她们的不良情绪如烦躁 、压抑 、焦虑等情绪明显增加 ，少数留

守妇女甚至出现极端不良情绪 。最后 ，由丈夫外出务工引起的家庭不安全生活事件 、遭遇性骚扰以

及对丈夫的各种担心导致留守妇女安全感非常低 。这四个方面的心理影响也相互作用 ，如安全感

低可能增大压力感 ，孤单感可能导致更多或更频繁的不良情绪 ，而有些不良情绪则是安全感低的表

现 ，等等 。

从宏观层面看 ，由于劳动力进入城市 ，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准残缺家庭 ———核心家庭成员外出务

工导致的家庭结构不完整现象 ，不仅给农村留守妇女带来了负面心理影响 ，也使得其他留守人口

（儿童和老人）遭遇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这是农村人口为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所付出的社会

代价 。家庭结构的产生或变迁总是为了实现某种家庭功能 ，丈夫外出务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家庭生计问题 ，但他们却因空间距离而长期无法与妻子共同生活 ，因而减弱了夫妻之间的情感满

足和支持 ，并导致婚姻的情感满足功能进一步弱化 。

为了帮助留守妇女应对这些消极心理影响 ，家庭和社区应该共同行动 。在外务工的丈夫除了

完成自己的收入谋取角色外 ，应尽量通过各种方式为留守在家的妻子提供情感支持和慰藉 ，以弥补

夫妻无法共同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 。例如 ，丈夫回乡时给妻子带礼物就是一种很好的情感表达方

式 ，夫妻双方在礼物馈赠与接受中获得情感满足 ———丈夫借礼物表达了对妻子的思念和牵挂 ，妻子

收到礼物则是对长期分离造成的情感空白的一种补偿［１７］３５０ ３５１
。缓解留守妇女遭遇的各种心理影

响 ，农村社区可以采取三种措施 ：第一 ，组织留守妇女互助小组 ，互助小组成员可以互相帮忙照顾

孩子 ，换工做农活 ，交流农业信息 ，也可以借此组织实现有效的情感沟通 ，倾诉苦恼与心事 。第二 ，

丰富社区文化生活 ，留守妇女之间可以自发组织文化或文艺活动 ，社区可为其提供活动场所 。农村

妇女偏向于参加娱乐性强 、文艺性强的活动 ，对室外活动场所的需求也比较大 。在此基础上 ，留守

妇女之间的联系 、互助 、合作可以得到加强 ，也有助于更好地进行互助合作 。第三 ，健全社区治安防

范体系 ，有条件的社区可在村民小组内部组织小型治安联防队 ，农户代表轮流参加 ，互相帮助 、共同

受益 ，也有助于增强留守妇女的安全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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