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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
程度、成因与影响
——基于历史宏观截面数据的验证

文华成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74）

【摘 要】本文利用《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业卷）》、《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7）》及《中

国农业年鉴》等宏观截面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程度、成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

究。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确实存在，但并没有达到农业女性化的程度；农业劳动力女性化

表面上看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性别差异引起，其背后更深层次原因是农户经营土地规模的细碎化；农

业劳动力女性化对保持农业生产规模有积极影响，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

为，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和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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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有学者称农业女性化）是在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随着农业劳

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非均衡现象。这种现象的程度及其

对农业生产的实质性的影响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已有的文献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

围绕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程度、产生原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展开。

对于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大多数学者认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是基本事实，比如 Judd（1990）、

Tamara Jacka（1997）、Song & Jiggins（2002）分别用地区和一些村庄的数据证明了农业劳动力女性化

的存在性；［1-3］李旻、赵连阁（2009）利用辽宁省农调队2003~2006年的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证

明“辽宁省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且不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4］周丕东（2009）通过对贵州省长顺县凯佐乡的 6个自然村的资料得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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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为调查村寨所在地区呈现出农业生产女性化趋势；［5］何军、李庆、张姝弛（2010）通过江苏省408
份样本家庭的实证研究证明农业女性化的现象在江苏省具有普遍性。［6］但也有学者［7］提出了相反的

意见，认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并不成立。

对于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形成原因，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的滞后性被认为是主要原因，比

如刘晓昀、Terry Sicular和辛贤（2003）运用微观数据，用Probit模型证明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要比男性低24%；［8］

在此基础上，其他学者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比如高小贤（1994）认为，在妇女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结

构性障碍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主要原因；［9］程绍珍（1998）则认为女性人力资本的薄弱是主要原

因；［10］张凤华（2008）、杨小燕（2008）认为，当前我国出现的农业女性化趋势是性别歧视带来的必然结

果；［11-12］何军、李庆、张姝弛（2010）则认为是家庭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利润最大化决策的结果；［6］刘筱

红、姚德超（2012）认为农业比较效益低是导致农业女性化的根本原因，制度结构的约束与限制是农

业女性化的关键因素。［13］

对于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和农村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比如黄了（2006）认为，农业劳

动力的性别年龄结构将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以及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潜在问题。［14］李

旻、赵连阁（200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女性劳动力为主

的农户与“男女同耕”的农户相比，后者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4］周丕东（2009）认为，农业女性化趋

势对当地农业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5］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比如杜鹰等

（1997）就提出，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也可能成为农村生产要素重新整合、扩大规模、向专业化发展的契

机，从而也会带动一批农业专业人才的成长；［15］Zhang Linxiu等（2004）使用家庭数据，发现由妇女负责

的农场作物产量并没有下降；［16］金一虹（2000）也认为农业女性化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的说法是

错误的，因为人力资本具有多次开发的可能，只要改变旧的结构，女性就能真正成为生产的主力军。［17］

但现有的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定义没有形

成一致性的意见；二是对其分布、程度的宏观数据缺乏挖掘和分析；三是由于缺乏上述研究的支撑，

使得现有大多数对女性化成因分析的研究是建立在农业劳动力已经女性化这个假设基础之上，局限

于对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中女性劳动力滞后于男性的原因研究，而忽视了在农业生产上劳动力性别

配置自身特征的研究；四是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影响的研究，虽然不乏实证研究，但大多是对地区

和局部村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缺乏代表性。同时，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

目前比较少见。本文将致力于在以上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将以宏观统计数据分别对农业劳动

力女性化的地区分布、土地规模分布进行分析，从而对我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实际程度进行准确

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对形成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最后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从分布特征看我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

（一）我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分布特征

1. 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定义与指标确定

（1）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定义

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多数研究成果对什么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没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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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应有的重视，认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就是“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过程中女性劳动力

非农化转移滞后于男性，妇女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的现象。”［18］本文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出

于实证的需要，将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定义为：农业从业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超过男性劳动力的状态。

（2）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指标确定

根据已有的文献，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指标，有的学者使用女性和男性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计

算，也有的是按劳动力人数计算。本文根据所获得资料的局限性和分析的需要而采用劳动力人数作

为计算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基础数据，这里把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指标分为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

a.绝对指标（当该指标为正表示有女性化倾向，为负表示没有女性化现象）

女性劳动力超过男性劳动力人数=女性农业劳动力人数-男性农业劳动力人数

b.相对（程度）指标1（该指标为正表示有女性化倾向，为负表示没有女性化，比重越大表示女性

化程度越高）

女性劳动力超男性比重=（女性农业劳动力人数-男性农业劳动力人数）/男性农业劳动力人数

c.相对（程度）指标2（该指标大于1表示存在女性化，小于1表示不存在女性化）

女性农业劳动力与男性农业劳动力比=女性农业劳动力人数/男性农业劳动力人数

2. 我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总体情况与地区分布

本部分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经过上面的公式进行处理后得到农业

劳动力女性化的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从总体情况看，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超过男性劳动力的人数

为2 163.85万人，超过男性劳动力的比例为13.49%。从地区分布来看，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最高

的地区是江苏省，达 61%以上，云南省的女性化程度最低为 0.57%，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广

西、海南、新疆 7个省（自治区）表现出没有女性化。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省份占全部省份的比例为

77%，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程度（见图1）。

图1 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地区分布

3. 我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土地规模分布

本部分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业卷）》中的“全国按经营耕地规

模和性别分的家庭户农业从业人员数量”，通过整理得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相对指标，再按经营耕

地规模分类得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土地规模分布（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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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土地规模分布

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程度在0~0.9亩区间呈现出上升趋势，之后随着土地规模的扩大开始

逐渐下降，到15~15.9亩处女性化程度降到最低水平，之后男性比例开始超过女性。到100亩以上，

女性劳动力已经比男性劳动力低10个百分点。这说明土地经营规模对农业劳动力性别的分布有重

要影响。

（二）对2006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的判断

对2006年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的判断，是想要说明我国农业生产是否已经主要依靠女性劳

动力，很多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农业女性化”这样的描述。“农业女性化”如果存在，那就已经说明农业

生产主要依靠女性劳动力。但事实上，通过上述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地区分布和土地经营规模分

布的研究，我们发现2006年虽然在地区分布上占77%的省份都存在女性化现象，但从土地规模分布

来看，超过16亩以上的规模化经营，没有出现女性化现象。并且从农业的产品贡献来看，特别是从

粮食的供给来看，规模化经营正在成为一种主要力量。从不同规模土地经营户的种植业占农产品总

收入构成看，当户均土地规模在3亩以下时，种植业只占一半，当户均土地规模达到10亩时，种植业

占到70%以上，而规模在100亩以上时种植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90%以上（见图3），这说明当规模小

的时候，大多数农户采取了兼业化经营方式，而规模扩大后，专业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中国农业的

未来方向是现代化和专业化、规模化，所以从长远看，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不太可能演变为“农业女性

化”。

图3 土地规模与种植业占农产品总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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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成因分析

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成因，目前大多数的研究认为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引

起，从逻辑上来看，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女性农业劳动力超过男性）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引起：一

是农村人口的性别差异；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差异。从表1的数据看，我国乡村从业人员的

性别比例从1990~2010年一直是男性多于女性，所以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原因只可能是农业男性劳

动力外流大于女性劳动力引起。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差异形成的原因也有很多文献已经涉

及，比如何军、李庆、张姝弛（2010）认为是家庭分工引起的；［6］而杨小燕（2008）认为是性别歧视造成；
［12］还有学者认为是女性劳动力文化素质低引起，这里不再赘述。

表1 按性别分的乡村从业人员

乡村从业员

男（万人）

女（万人）

女/男

1990年

22 551.8
19 457.7
0.8628

1995年

24 037.4
21 004.4
0.8738

2000年

25 517.8
22 444.3
0.8796

2004年

26 525.8
23 169.5
0.8735

2005年

26 930.6
23 456.7
0.8710

2009年

28 186.3
24 413
0.8661

2010年

28 573.6
24 670.4
0.8634

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农业年鉴》和200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整理。

那么，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还

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或者说农

业劳动力女性化有没有更深层

次的原因？本文认为造成我国

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深层次原

因是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规模

细碎化，这可以从劳动力女性化

的地区分布和土地规模分布得

到答案。

首先，从地区分布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女性劳动力数量超过男性，但也有部分地区男性劳

动力数量超过女性（见图1）。如果把各地区的户均耕地面积与女性化程度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问题所

在。图4是各省按户均耕地面积与女性化程度（女/男）做的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省份的户

均耕地面积都在20亩以下，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比较高的省份也集中出现在这个区域。但是，

在户均耕地面积超过20亩的省份均没有出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

其次，从土地规模分布看（见图2），当经营耕地规模超过16亩时，男性劳动力开始超过女性，并

且男性劳动力的比例随着耕地规模的扩大而逐渐上升。这说明耕地规模决定了农业劳动力的性别

配置。

总之，上述事实均能证明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与土地规模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如果提高户均耕

地面积可以降低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程度。

图4 按户均耕地面积分的各省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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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通过地区数据的实证，认为农业

劳动力女性化不利于农业生产，也有学者使用微观数据证明没有影响。本文将使用宏观截面数据来

研究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这样可以从总体上得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生产影

响的结论，而不是局限于地区和微观层面。

（一）变量的选取、模型与数据

1.变量的选取

（1）农业生产被解释变量

为了反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本文将分别选用各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来反映农业生

产的规模与生产效率是否受到影响。因此本文把被解释变量分别设为粮食播种面积（Seeded area记

为SA）和粮食总产量（Grain total output记为GTO）。

（2）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关键解释变量

使用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程度指标（女性/男性 female/male记为F/M）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农业

劳动力女性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同时使用农业劳动力人数（The number of labor force记为NL）
作为辅助指标，进一步反映女性化的作用机制。

（3）控制变量

第一，以粮食播种面积为被解释变量的控制变量。包括：耕地面积（Cultivate area记为CA）、大型

拖拉机动力（Large tractor记为LT）、联合收割机动力（Combine-harvester记为CH）、排灌柴油机数量

（Irrigation diesel engine记为 IDE）、大专（Junior college记为 JC）、高中（Senior middle school记为SMC）、

初中（Junior high school记为 JHS）。

第二，以粮食总产量为被解释变量的控制变量。包括：粮食播种面积（Seeded area记为 SA）、化

肥（Chemical fertilizer 记为CF）、大型拖拉机动力（Large tractor记为LT）、联合收割机动力（Combine-
harvester记为CH）、机动脱粒机数量（Driven threshers记为DT）、排灌柴油机数量（Irrigation diesel en⁃
gine记为 IDE）、大专（Junior college 记为 JC）、高中（Senior middle school 记为 SMC）、初中（Junior high
school记为 JHS）。

2.模型

本文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模

型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是否对农业生产构成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进行计量检验。由于截面数据很

容易出现异方差性问题，所以本文通过对方程两边取对数的形式减小和消除异方差性。本文分别采

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做被解释变量建立两个不同的计量模型：

（1）以粮食播种面积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SA= β0 + β1 lnCA+ β2 lnLT+ β3 lnCH+ β4 ln IDE+ β5JC+ β6SMC+ β7 ln( )F M + ui （1）
（2）以粮食总产量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

GTO= eβ0 + β6JC+ β7SMC*SAβ1*CFβ2*DT β3*LT β4*IDEβ5*( )F M β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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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两边取对数后的形式：

lnGTO= β0 + β1 lnSA+ β2 lnCF+ β3 lnDT+ β4 lnLT
+β5 ln IDE+ β6JC+ β7SMC+ β8 ln( )F M + ui

（3）
其中，F/M是关键解释变量，表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ui是随机扰动项。

在估计方法上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简称OLS），OSL方法是应用最多

的参数估计方法，本部分数据在控制了异方差性后，在对（1）式的估计中，首先将关键解释变量，即反

映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的相对指标引入方程中，然后将可能引起被解释变量变化的所有控制变量

引入，使用后向逐步回归方法，剔除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得到有效的参数估计。对（3）式同样采用后

向逐步回归方法，并分别将关键解释变量F/M和辅助变量NL作为必须考察的变量代入方程进行逐

步回归，得出两个不同的回归结果，在此基础上对关键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进行解释。

3. 数据

本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业卷）》2006年数据和《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2007）》，由于2006年的耕地面积数据中，四川和重庆的数据没有分开，所以这里使用《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2008）》中 2007年的数据替代。另外，反映农业机械化的变量：大型拖拉机、小型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等用动力（万千瓦）数据表示，排灌柴油机由于上海市缺动力数据，所以采用实际拥有

量数据替代。

表2 相关变量的统计量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千公顷）

粮食总产量（万吨）

耕地面积（千公顷）

女性农业劳动力数量（人）

男性农业劳动力数量（人）

女性劳动力/男性劳动力

大型拖拉机动力（万千瓦）

联合收割机动力（万千瓦）

排灌柴油机数量（台）

机动脱粒机数量（部）

节水灌溉机械数量（套）

化肥施用量（万吨）

大专（人/百名劳动力）

高中（人/百名劳动力）

初中（人/百名劳动力）

均值

3 402.87
1 604.77
3 926.95

5 872 620
5 174 606

1.14
169.21
61.17

269 791.2
311 497.2
37 218.94

158.96
1.55

10.23
50.43

标准差

2 533.33
1 274.06
2 719.50

4 620 620
3 847 129

0.17
212.20
87.99

400 275.2
370 550.6
83 259.50

132.87
1.89
4.02

11.74

最小值

165.5
88.3

232.2
235 837
163 134

0.93
2.2
0.8
6

6 607
165
4.4

0.06
0.12
3.4

最大值

9 303.1
5 010

11 838.4
17 595 288
13 966 625

1.61
806.2
307.8

1 775 561
1 475 587

425 427
540.4
8.46

19.71
63.61

（二）估计结果

本文分别对式（1）和式（3）进行OLS估计，然后对估计结果进行遗漏变量检验、冗余变量检验和

异方差性检验。

对（1）式的估计中，本文将关键变量F/M引入保留项，然后引入控制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剔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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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见表3。

对（3）式的估计采用了相同的估计方法、不同的控制变量，估计过程是先把关键解释变量F/M放

入保留项进行逐步回归，然后把辅助变量NL放入保留项进行逐步回归，剔除后结果见表4和表5。

上述估计结果均通过了遗漏变量检验、冗余变量检验和异方差性检验。

（三）估计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F/M）的估计值为0.676，t统计量为3.196，p值低于1%，

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并且除

了耕地面积的影响之外，对粮食播种面积影响

因素中，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影响最大，除此之

外，大型拖拉机动力、联合收割机动力、排灌柴

油机数量、大专生比例、高中生比例均对粮食播

种面积有显著影响，其中大型拖拉机和高中生

比例影响为负。从表 4 可以看出，农业劳动力

女性化程度（F/M）的参数估计值为-0.02，t 统

计量为-0.102，p值接近 92%，对粮食产量没有

影响，从表 5可以看出农业劳动力人数（NL）对

粮食产量没有显著影响，表4和表5结合起来分

析，说明了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不显著的原因是

劳动力数量已经不是决定粮食产量的关键变

量。所以，不管是男性多于女性还是女性多于

男性，对粮食产量均没有显著影响，影响粮食产

表3 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粮食播种面积的

影响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ln（女性/男性）

ln（耕地面积）

ln（大型拖拉机动力）

ln（联合收割机动力）

ln（排灌柴油机数量）

大专

高中

常数项

观察值

R2

调整后的R2

Prob（F-statistic）

参数估计

0.676***

1.091***

-0.153***

0.059**

0.119***

0.119***

-0.022**

-1.817***

31
0.991
0.989
0.00

t统计量

3.196
25.558
-5.637
2.621
6.675
5.243
-2.361
-7.164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

表4 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粮食总产量的

影响的估计结果（辅助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ln（女性/男性）

ln（粮食播种面积）

ln（机动脱粒机数量）

ln（大型拖拉机动力）

ln（排灌柴油机数量）

ln（化肥施用量）

高中

大专

常数项

观察值

R2

调整后的R2

Prob（F-statistic）

参数估计

-0.021
0.565***

0.106***

0.083***

0.036*

0.269***

-0.036***

0.073**

-0.438
31

0.991
0.988
0.00

t统计量

-0.102
7.46
3.280
3.306
1.617
3.423
-3.321
3.031
-1.220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

表5 农业劳动力数量对粮食总产量的

影响的估计结果（辅助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ln（农业劳动力数量）

ln（粮食播种面积）

ln（机动脱粒机数量）

ln（大型拖拉机动力）

ln（排灌柴油机数量）

ln（化肥施用量）

高中

大专

常数项

观察值

R2

调整后的R2

Prob（F-statistic）

参数估计

-0.090
0.608***

0.111***

0.079***

0.040*

0.297***

-0.037***

0.065**

0.474
31

0.991
0.988
0.00

t统计量

-1.152
7.389
3.494
3.213
1.903
3.707
-3.628
2.697
0.547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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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主要因素是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和农业机械化。

综上，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粮食播种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粮食产量没有显著影响，这

说明女性化并没有影响农业生产的种植规模，也没有影响粮食生产的效率；在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和

粮食产量方面，农业机械化、化肥和劳动力文化程度的提高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我国历史宏观截面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程度、成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 2006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确实存在，但并没有达到

“农业女性化”的程度。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表面原因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其实背后有更深

层次原因。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保持农业生产规模有积极影响，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不明显。具体

而言，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总体情况看，在2006年，中国女性农业劳动力超过男性农业劳动力。但从地区分布来

看，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分布不均衡，有高有低，有 7个省（自治区）表现出没有农业劳动力女性

化。女性化省份占全部省份的比例为77%。从土地规模分布来看，超过16亩以上的规模化经营，没

有出现女性化现象。有证据证明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小的时候，大多数采取了兼业化经营方式，而规

模扩大后，专业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因此，可以断言中国还没有达到农业女性化的程度。

第二，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是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性别差异引起，但本文发

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象背后另有原因，实证证明土地规模化程度是决定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的

深层原因，因此提高我国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是降低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一条可靠路径。

第三，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生产并没有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女性化对粮食播种面积的提高

还具有积极意义。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纠结于农业劳动力的性别结构问题，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提

高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机械化和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只要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农业生产就

会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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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the Extent，Causes and Impact
WEN Hua-cheng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610074，China）

Abstract：Using“The second national agricultural census materials compilation of China（agriculture
roll）”and“China Rural Statistical Yearbook（2007）”and“China Agricultural Yearbook”and other mac⁃
roscopic cross section data，we made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the extent，causes and effects on agricul⁃
tural production of feminiz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labo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s exist，but it have not achieve the extent of feminization on the
whole agriculture. On the surface，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is caused by the gender difference
of non-agricultur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in fact，the deeper reason is the fragmentation of farmers'
land management scale. 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keeping agri⁃
cultural production scale，but i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we believes that，the gender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labor is not the key problem；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how to improve the scale，mechanization and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Key Words：Feminization of Agrlcultural Labor，Degree，Causes，Effect，Macroscopic Cross Sec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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