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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

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是在问卷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它为我们在新形势下了解妇女状况，把
握妇女需求，有针对性地帮助妇女提高素质、增收致富，带领妇女在构建和谐农村中发挥积极作用奠
定了基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新时期的
重大历史任务。妇女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为深入
了解中国农村妇女的生产生活状况及发展诉求，把握妇女发展新规律和新特点，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
性和服务的有效性，全国妇联对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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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农村妇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一 妇女在农村生产生活中的贡献与作用二 妇女反映的农
村新变化三 妇女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认知和参与四 妇女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与期盼五 思考与建
议万名农村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问卷调查数据报告一 样本总体概况二 家庭基本状况三 妇女参与新农
村建设四 农村妇女与妇联工作西部5000农村妇女发展状况问卷调查一 妇女的生存发展现状二 妇女的
生存发展诉求三 妇女对政府和妇联工作的认知与期盼四 思考与建议西部5000农村女性发展状况问卷调
查数据报告一 基本情况二 专项分析千名进城务工妇女问卷调查一 样本概况二 进城务工妇女的工作生
活状况三 对进城务工后生活的评价与期望四 调研建议千名进城务工妇女问卷调查数据报告一 被调查
者的基本情况二 进城务工妇女的工作生活状况三 对进城务工后生活的评价与期望31名进城务工妇女访
谈录31名进城务工妇女访谈综述31名进城务工妇女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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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村妇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万名农村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问卷调查　　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全国妇联始终把推动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
中之重，着力动员组织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农村经济建设。为深入了解农村妇女的生产生活状况及发展
诉求，研究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有针对性地帮助妇女提高素质、增收致富，带领妇女在构建和谐农村
中发挥积极作用，2006年3～6月，全国妇联在河北、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四川、
云南和甘肃10省万名农村妇女中进行了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问卷在10省、50个县市区、100个村的
万名成年妇女中发放，选择省份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从回收
的9457份有效问卷中，共获得63万多个原始数据，内容涉及农村妇女的基本状况、妇女在农村生产生
活中的贡献与作用，以及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期盼与需求。　　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显示：50岁以
下占90.5％，其中30岁以下占21.6％，31～40岁占43.1％，41～50岁占25.8％；51～60岁占8.1％；60岁以
上占1.4％。受教育状况是：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最高，占50.6％；其次是“小学”占25.9％
；“高中及中专”占16.1％；“没上过学”占6.3％；“大专及以上”占1.2％。民族状况是：以汉族居
多，占95.7％，少数民族占4.3％。婚姻状况是：已婚占94.2％，未婚占4.1％，离异占0.3％，丧偶占1.4
％。　　以下是对问卷数据的初步分析。　　一　妇女在农村生产生活中的贡献与作用　　本次调查
显示，在农业生产中，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比例达74.7％；在家庭经济收入中，大部分家庭夫妻共挑
经济大梁，妇女个人创造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近一半；在家庭经济管理中，八成以上由妇女单独或与
丈夫共同管理；在生产生活中，妇女是重要决策者，也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表明：妇女是农
村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在推动“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半边天作用。　　（
一）74.7％的农村妇女参加农业劳动，成为农业生产建设的生力军　　调查数据显示，家里的农活由
“夫妻一起干”的占54％，由妇女“单独承担”的占20.7％，由“丈夫承担”的占14％。“夫妻一起
干”与妇女“单独承担”农活的两项相加，有74.7％的农村妇女参与农业生产劳动。　　（二）61.3％
的妇女和丈夫一起创造家庭收人，夫妻共挑家庭经济大梁　　在问到“你家的钱主要是谁挣的”时，
回答“两口子一起挣的”比重最高，为61.3％，其中吉林高达81.2％。2005年，被访妇女个人人均年收
入为7794.65元，占家庭年均收入的49.01％，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本
次调查显示，2005年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5900.33元，如减去生产成本，按家庭人口平均，大体相当
于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的水平。东部、中部、西部省份的农村家庭年收入水平存在明显
差异。最高的是浙江，为26028.23元；其次是江苏，为25297.33元；最低的是云南和甘肃，分别
为8808.03元和7690.58元。　　（三）半数以上家庭夫妻共掌财权，四成家庭夫妻共同决策生产大事　
　调查结果显示，56.8％的妇女和丈夫共同管理家庭经济，25.6％的妇女单独管理家庭经济。除甘肃外
，有9省的妇女掌握财权的比重大于其丈夫。在家庭生产决策时，“两口子一起决定”是主流模式。
而在非两口子共同决策中，除了“参加农技培训”这一项由妻子做主（占20.5％）外，其余多由丈夫
说了算。这一组数据，显示出农村家庭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　　（四）89.6％的农村妇女承担家务
劳动，四成家庭家务劳动夫妻共同承担　　从调查结果看，家务劳动由妇女承担的占49.2％，夫妻共
同承担的占40.4％。可以看出，妇女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可喜的是，有40.4％家庭的家务劳动
是由夫妻共同承担。　　二妇女反映的农村新变化　　党和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推动了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步伐，带来农民家庭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
化，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民家庭收入中，非农收入比重加大；家庭消费结构中，耐用消费品普
及率和教育投入提高；农民家庭收入略有节余，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农村显现。　　
（一）89.3％的妇女表示已经享受到免征农业税政策　　调查结果显示，国家出台的重大涉农政策—
—免征农业税，已使绝大多数农村家庭受惠，89.3％的妇女表示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　　（二
）2005年半数以上农村家庭收入略有节余　　尽管东西部农村家庭收入存在明显差异，但总体上看，
大多数农村家庭生活有了改善。56.6％的妇女表示自己家2005年收入“有节余”，节余在3000元以下的
占20.5％；节余在3000～10000元的占25.2％；节余在10000元以上的占10.9％。有32.8％的家庭收入“刚
刚够开销”，有10.6％的家庭“欠了债”。其中欠债比重最高的是甘肃省，为21.8％；云南省为18.4％
；而浙江、河北也有10％左右的农村家庭“欠了债”。欠债原因为因病致贫、盖房、子女上大学等。
　　（三）“打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第二来源　　77.3％的妇女认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种
粮食”。在农村家庭的10项收入来源中，种粮收入在9省（浙江除外）均占第一位；比较而言，种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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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例较低的是浙江（47.0％）、江苏（56.6％）、河北（61.8％）。68.3％的家庭收入的第二项来源
是“在本镇或外出打工”，说明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的普遍选择。数据显示在本地打工比例最高的是
浙江（61％），其次是四川（56.6％）和江苏（48.4％），大大超过平均比例34％。外出打工较多的省
份依次是江西（68.6％）、四川（61.1％）和甘肃（44.6％）。　　（四）97％以上农村家庭拥有电视
机，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家庭拥有不同种类的家用电器，其中
拥有最多的是电视机，占97％以上，表明电视机在农村家庭的信息获取、休闲娱乐方面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第二位的是洗衣机，除湖南略低些（57.2％）外，其他各省拥有率均在60％以上。第三位的
是DVD／VCD机，除河南略低些（39.9％）外，其他各省均在40％以上。随着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
家用电器快速、普遍进入家庭，对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减轻妇女家务劳动负担，拉动国
内消费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半数样本家庭用上了自来水和卫生厕所　　调查显示，自来水和
井水是农村家庭的主要饮用水源，其中用自来水的农村家庭占54.8％，用井水的家庭为39.3％，到外面
挑水的占5.3％，用存储雨水的占0.7％。另外，52％农村家庭厕所的卫生条件得到改善。　　（六）柴
草、煤气和煤是农村家庭的主要燃料，清洁能源亟待推广　　以柴草、煤气、煤为主要燃料的分别
占47.1％、23.5％、21.6％，以沼气为燃料的只占6.2％。江苏、浙江、河北三省以煤气为燃料的占三分
之一以上，使用沼气相对多一点的为河北、四川和云南。可见，推广使用沼气等清洁燃料的任务仍很
艰巨。　　（七）76.7％的农村妇女闲暇时间最爱看电视　　在问及闲暇时间都干什么（多选题）时
，有多达76.7％的妇女喜欢看电视；排序占第二位的是“做家务”，为70.1％；并列第三位的是“看书
报”和“聊天”，都约为20％；有14.2％的妇女选择在闲暇时间“锻炼身体”。这些数据反映出农村
妇女业余生活趋向多元，生活质量逐步提高，也说明农村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看电视成为工余饭后的
主要休闲方式。有关部门应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和引导。　　（八）74.8％的村庄
有集体文化活动，四分之一的村经常组织活动　　农村的集体文化活动是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个载体。
调查数据显示，74.8％的村有集体文化活动，其中“经常组织”的占25％，“偶尔组织”的占49.8％，
“从来没组织过”的占20.7％。　　（九）60％以上的农村妇女有幸福感，80％的妇女对未来生活有
信心　　幸福感反映对生活的满意度。在问到“你觉得幸福吗”时，有24.5％的农村妇女回答“非常
幸福”，38.2％回答“比较幸福”，两者相加占62.7％。回答“一般”的占32.1％，回答“不太幸福”
和“很不幸福”的只有3.9％和1.3％。在回答“你觉得两年后你的生活会怎么样”时，80.1％的妇女对
未来生活有信心。　　三　妇女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认知和参与　　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统
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
拥护和期待。本次调查显示，农村妇女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晓率较高，在认知方面具有地域特征，凶此
，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一）妇女对“新农村建设”的知晓率为77.6％　　知晓率高于平均
水平的有吉林（94.1％）、四川（89.9％）和江苏（88.9％）。另外，文化程度越高，对新农村建设的
关注度越高。　　（二）电视是农村妇女了解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渠道　　57％的农村妇女主要是通过
电视了解新农村建设的有关信息的；村干部的宣传也是农村妇女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37.4％）；报
刊和宣传画对信息传播也起到一定作用（10.8％和10.5％）。这说明：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在农村政策宣
传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渠道不可替代的，而农村干部的信息传递作用，也是政策宣传至关重要的一环
。　　（三）近四成妇女知道新农村建设的五项内容　　从调查结果看，知道新农村建设五项内容的
比例占36.9％。农村妇女对新农村建设的关注重点依次是：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生产发
展、管理民主。　　（四）四成以上妇女对新农村建设的期待是改善居住环境、获得致富渠道和增加
收入　　可以看出，农村妇女更加关注增加收入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值得重视的是，有四分之一的妇
女对文化生活有较大需求。　　（五）妇女对“乡风文明”内容的认知度较高　　在农村妇女心目中
，“乡风文明”首先体现在“夫妻和睦”上，占74.3％。其他依次为“邻里友好”（73.9％）、“尊老
爱幼”（69.5％）、“没有打架斗殴”（61.8％）。大家认为，“乡风文明”还包括村容整洁、没有偷
盗、没有黄赌毒和管理民主。可喜的是，有31.8％的妇女认为还应该包括没有污染。　　（六）多数
妇女认为村里最不好的风气是“红白喜事大操大办”　　其中河北、河南妇女对此选择率最高，说明
此类不良风气，已给当地妇女带来很大负担。其次是“赌博现象比较普遍”，应引起重视。江苏39.8
％的妇女认为当地“没什么不好的风气”。　　（七）84.8％的妇女崇尚“勤俭节约”　　绝大多数
农村妇女认为自己做到了“勤俭节约”，其他做到的依次是“邻里和睦”、“遵纪守法”、“不沾黄
赌毒”、“反对封建迷信”。　　（八）妇女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村里组织的
各项环境治理活动中，妇女参加“改路”的比例达到了63.3％，其他依次是“改水”、“改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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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污水垃圾”。　　（九）农村妇女受益较多的活动是“双学双比”和“五好文明家庭”创建　　
认为在妇联开展的活动中得到实惠的是“学文化、学科技，比发展、比贡献”的“双学双比”活动，
以及该活动延伸出的技能培训、小额信贷等项目，其次是“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十
）78.6％的妇女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　　是否积极参加投票，对“管理民主”的实现至关重要，从调
查结果看，从不去投票的妇女只占5.8％。不同文化程度的妇女参与民主选举的热情存在差异，其中表
示“去”的比例，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在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样本中，不再呈现差异
。　　（十一）近半数妇女愿意参加村委会干部竞选　　妇女参加民主竞选的意愿，直接关系到基层
民主建设。调查显示，46.9％的妇女对参加村委会竞选有较高的热情，表示“不一定”的占23.9％，明
确表示“不愿意”的占25.6％。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愿意参加竞选。　　（十二）妇女最关心
“村民选举”和“医疗卫生”　　在村里的各项公共事务中，45.7％的妇女最关心的是“村民选举”
，其次是“医疗卫生”（33.9％）。其他依次是计划生育、村庄规划、扶贫济困、财务收支状况、集
体福利、科学教育、治安管理和环境治理、村庄文化建设、纠纷调解。　　（十三）81％的妇女认为
在新农村建设中自己首先能做到家庭和睦、孝敬公婆、搞好邻里关系　　在新农村建设中，81％的妇
女认为自己首先能做到的是家庭和睦、孝敬公婆、搞好邻里关系，其次是改善村容村貌、搞好环境卫
生，而对“生产发展”的选项率则较低。可能是在学习新技术和发展生产方面更需要外界的帮助。　
　四　妇女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与期盼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
问题。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切实的问题人手，推进和谐农村的建设。被调查妇女提出“
资金”、“技术”和“致富门路”是自己的迫切需求。这为制定政策措施，科学谋划工作提供了一定
的依据。　　（一）“缺资金”是农村妇女生产中的最大困难　　农村妇女生产中的最大困难是“缺
资金”，其次是“缺技术”和“致富门路”（项目）。可以看出，资金、技术、项目对农村妇女发展
生产至关重要。　　（二）“实用信息服务”是农村妇女最希望得到的帮助　　农村妇女最希望得到
的帮助是“致富、销售等实用信息服务”，其次是“实用技术指导”，及如何买到优质的化肥和种子
、如何将生产出的东西快速卖出去。　　（三）“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是影响农村妇女外出打工的主
要原因　　35.9％的农村妇女有打工经历，离城返乡的第一原因是“要照顾孩子”；其他依次是“挣
不到钱”、“要照顾父母”等。在家妇女没去打工的主要原因也是照顾老人和孩子，占31.7％。即
有67.6％的妇女想外出打工，但因家庭的负担出不去。所以，需要大力发展就地转移项目。　　（四
）“盖房子”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费”是最大的支出　　农村妇女有了钱，最想做的事是“盖房子”
，占51.3％；其次是“支付子女的教育费”，占44.9％。在调查的样本中，98.8％的家庭有子女在读书
，其中61.1％的家庭有1个正在读书的子女，34.4％的家庭有2个正在读书的子女。60.3％的妇女表示供
孩子上学有困难，其中感觉“有点困难”的占46.5％，感觉“很困难”的占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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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微子.  转载请注明本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invokey)。与其谩骂，不如写点有意思的东西
吧，自从读过著名的《中国农村XXX研究》以后，也就对人文学者能够有多大的科学素养不报很高期
望。这本书至少是提供一些数据。只是如果我们要从这些数据中得到一些结论的话最好充分的小心，
——我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些数据是否被调校过，但是有些不是很直接就可以被常识理解的现象的
确存在。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做一些数据的Benford's Law检验看看是不是真的。比如在第二页，
作者声称54%的农村妇女认为家里的“农活”是“夫妻一起干”的。但是我们的常识是在收集数据
的2006年，农村的主要青壮劳力已经外出打工了（遗憾的是我没有数据来说明多少是“主要”，这里
依据我在湖南农村实地观测而臆测应该大于50%），那么怎么可能还有54%的妇女夫妻一起干农活呢
？ 有两个可能的解释， 1. 地域差异，比如湖南，四川，河南，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可能有更低的比率
，而其他省比如江浙会更高。 可是在书的p36, 作者给出了分省的数据，数据显示和我们期望的结果没
有大的相关，并且还有难以解释吉林，云南两省高达70%的比率。这说明不是地域经济差异造成的。
另一个解释是数据本身的限制，比如调查的对象仅来自留守的妇女。但是这个解释仍然无法解释只有
大约1%的回答是“其他人”（p36）。下面就我感兴趣的一些数据做一些笔记式的说明，所有的结论
都不靠谱，列为看官，读过路过，一笑了之。P24:  老有所养问题。%7.9的51~60的妇女，%5.8的 60岁
以上妇女“没有和丈夫在一起，他在外打工”。目前给我办公室打扫卫生的阿姨已经60多了，每月工
资使得她每月只吃一两次肉，这样她可以攒一些钱寄回去给刚刚出生的“外孙”。P29:  教育和增收问
题。表2-3显示不同学历的家庭年收入中。当然学历越高收入越高，这不值得强调。有意思的是收入的
跳跃点发生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从“没上学”到“上过小学”，第二个是“高中及中专”及“大专以
上”.假定数据可靠的话（如果未加特别说明，本文下面都基于这一假定），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初等
教育对农村妇女的生存能力提高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初，高中的教育。这其实也是农村儿童失学问
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大量的教育投资并不能显著的提高他们的日后生活水平。这也是我一直以
来主张的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要有区别，要更实用化。并且要改革高考的城市农村一刀切，分别对待
以保证对上大学门槛的公平性。（注：这里我说的“显著”不是基于统计检验，只是目测的数量上的
相对剧烈的变化和跳跃。下文同。）另一方面，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的确大幅度的提高了收入——我
不想说这是高等教育的成功，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学都教给孩子们什么东西——我认为是城市生活带来
的开阔视野为农村妇女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该结论需要更多数据的支持）。同时，这个数据也
说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呵呵。P30. 两极分化问题。通过表2-4. 我很高兴的看到，作者也注意到
了农村家庭收入两极分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发达地区更加明显。这是一个不妙的信号，如果让土地
流转起来，只会加速这个进程，那么千百年来反复发生的一幕也许又将在中华大地上重演。P37. 湖南
姑娘。在湖南省 约7%的农村妇女声称“家务由我丈夫”完成，约7%的妇女声称“家务由父母”完成
。这两项都远远高于各兄弟省份。哈哈，湖南的老公们很给力，湖南的爹妈们都很苦逼。找老公，找
湖南gg!!   当然啦，湖南mm也很给力 ：“50%”自己做家务，也是全国领先水平。P38: 云南的家庭完
全失学率为0%， 全国唯一!!!!!难以置信。P40: 有意思的生活style. 1. 河北农村有和江苏浙江一样高的空
调、冰箱普及率。 2. 云南/四川有和江苏浙江相比拟的 热水器保有率。3. 河北农村具有和江苏浙江相
比拟的 电脑保有率，远高于其他省份，其次是江西农村。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现象。P42: 甘肃严重
缺水（依赖井水和挑水），貌似也严重缺燃料，他们有60%的仍然使用木材。P56: 婆媳关系的问题，
这是最难以接受的数据。在所有的省份，大于一半 （最低的甘肃51%,最高的江苏71%）农村妇女认为
婆媳关系“很好”。我只能说要么是答题的人言不由衷，要么是统计的人言不由衷了。P63: 建设新农
村中的经济问题。表4-2 生产中的最大困难，给出的困难有“缺资金”“缺技术”“缺致富门路”“
缺销售信息”。这个表格设计本身有重要的问题：1. “缺技术”和“缺致富的门路”这两项是高度相
关的（表格最好能够正交化）。2.前三项都是关于生产的，而关于渠道和销售的仅仅只占一项。这反
映了我们的调查者本身没有弄清楚当前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依然停留在如何扩大提高生产能
力的水平上。也就是和他们的调查对象还在同一个认知水平：从数据上来看大部分的人认为困难在于
“缺资金”（40%~70%）“缺技术”（12%~28%）“缺致富门路”（9%~28%），而“缺销售信息”
仅占（1-5%）。拜托，我们入世都快十年了。我们的大豆，棉花都已经全面崩溃了，你们这些锦衣玉
食者还活在1840年以前的时代里面。真正是一个巨大的悲剧！P71. 基层民主。 “最关心的村公事物”
依次是：村民选举，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以上是本书相对比较精华的第一部分，虽然没有什

Page 7



《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

么太多分析，但是至少数据大部分还可以speak for itself.第二部分“西部5000”农村女性发展状况报告
，就更加不知所云了，没有做任何分析，堆砌了垃圾数据。随便举一个例子p109: 不幸福的原因 a.没钱
，b.生病, c.文化低, d.没有致富能力，e.婆媳关系紧张⋯⋯.数据我就懒得抄了。 看到最后，执笔的只是
一个项目助理。不知道各位看到了什么，我倒是看到很多。第三部分 “千名进城务工妇女问卷调查”
。这一部分我倒是挺期望的，当然也如愿以偿的深深地失望了。倒是最后附属的一些具体的访谈文本
，还可读一读，虽然经过了美化，仍然可以透过迷雾，看到些许酸甜苦辣。中国的农村问题很多很多
，千头万绪，貌似完全无从解决。但是，我仍然从这本书中看到了希望，虽然有怨声和眼泪，但是她
们都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如果这一切都是作者刻意修饰的结果，那么我祝贺作者，你们成功了，大巧
若拙般的成功了。作者: 甄砚isbn: 7509700442书名: 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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