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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妇女人力资源开发因素的

制约及对策
黄 粹，刘九菊，艾丽娟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男子开始进城务工，农村留守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
军，这是一种数量巨大的人力资源。但是，由于受到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制约，目前这类人力资源
的质量状况却不容乐观。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大
农村教育投入，以提高留守妇女的教育资本存量；采取各种措施增强留守妇女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加强
组织建设，使留守妇女走合作自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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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妇女是指丈夫长期进城务工、经商或

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自己则留居农村的已婚妇

女。[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

男子进城务工，据有关学者保守估计，我国从事第

一产业的农村留守妇女人口数量截至 2011 年已经

达到 6000 万人。[2]这对于发展留守地的农业经济是

一种数量巨大的人力资源，对这类人力资源进行开

发利用意义重大。一方面，留守妇女已成为农业生

产和发展农村地方特色产业的主力军，家庭教育的

实际承担者，以及文明乡风和基层民主的主要参与

者，重视留守妇女的人力资源开发对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作

为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薄弱一环，留守妇女的

人力资源开发可以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

化质量。因为留守妇女的家庭已迈出了城市化的第

一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深化的后备潜力军。
人力资源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是一定范围内

的人口总体所具有劳动能力的总和，它是生产的承

担者，也是生产发展目的的实现者。开发人力资源

就是通过研究人的生理与心理效应，培植人的知

识、智力、技能与价值观念，使其潜能得到最充分的

发展过程。[3]农村留守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就是以

目前留守妇女自身发展的现实状况为立足点，通过

增加留守妇女的人力资本存量，培植其先进技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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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使留守妇女的潜能得到最合理最充分发

挥的过程。
一、我国农村留守妇女人力资源现状

（一）农村留守妇女人力资源的数量日增
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男

性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村留守妇女

的规模日渐庞大。有数据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留守妇女占农村已婚妇女的比重及其占已婚妇

女总量的比重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06 年两者

分别达到了 13.9%和 9.8%。[4]中国人民大学白南生

教授指出,以 2005 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 1.3 亿计算,
外出农民工中已婚人数为 1062l 万人, 已婚比例为

81.7%。从已婚人数中减去举家迁移的人口大约

3900 万,则已婚流动人口中只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

达 6721 万，再以 70%男性计算，则 2005 年留守妇

女人数已达 4700 万，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2009
年，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吕绍清教授调查估

算，农村留守妇女的数量约为 5000 万左右。截至

2011 年底，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留守妇女人口

数量已经达到 6000 万人。可见，农村留守妇女人力

资源的数量庞大，不容忽视。
（二）农村留守妇女的人力资本存量普遍偏低
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基础和

核心内容之一，存量高低关系到人力资源开发的成

功与否。人力资本存量，是指一个经济体中由于对

人力资本投资而产生的在某个时点上的人力资本

的量的度量值。每个人所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或教

育成就，大约可以表示人力资本存量，这是目前最

广泛被应用于测试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方法。这种

方法通常采取两个指标：接受教育的层次和平均受

教育年限。[5]

如下表所示，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是

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省份，也是我国农

村留守妇女最多的省份，因而选择这五省的农村留

守妇女为调查样本极具全国代表性。从表中可以看

出，这五省的农村留守妇女文盲率颇高，初中以下

（含初中）文化程度占 95%左右，平均受教育年限仅

为 6.8 年。而且大部分留守妇女没有机会接受系统

的、正规的农业技术教育、职业培训等类型的继续

教育，导致她们接受的教育层次低且类型单一。由

此可见，我国大部分农村留守妇女接受教育的层次

低，平均受教育年限短，人力资本存量低。
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样本的年龄、文化程度分布表[6]

年龄分布 文化程度

艽2526-3536-4546-55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

大专

大专及

以上

安徽 1.3 22.5 71.3 5.0 42.5 50.0 6.3 1.3 0.0

河南 2.5 22.5 62.5 12.5 32.5 36.3 23.8 6.3 1.3

湖南 8.8 23.8 53.8 13.8 2.5 35.0 55.0 6.3 1.3

江西 15.0 40.0 31.3 13.8 35.0 47.5 17.5 0.0 0.0

四川 5.0 36.3 55.0 3.8 2.5 53.8 43.8 0.0 0.0

总体 6.5 29.0 54.8 9.8 23.0 44.5 29.3 2.8 0.5

（三）农村留守妇女的健康水平令人担忧
健康是人体生理机能运转的能力，又可称之为

人体素质，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健康是人的

劳动能力形成的自然基础，是人力资源质量的基本

组成部分，而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的健康水平明显低

于平均水平，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1）身体健康。在自然状态下，女性的身体素质

本就和男性有差距。在丈夫外出务工时，留守妇女

由家庭生活配角转为主角，承担了抚育孩子、赡养

老人、生产活动、家务劳动等各项职责，劳动强度增

大，持续时间长，再加上农民大都缺乏保健意识，营

养膳食跟不上，留守妇女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严

重者甚至失去劳动能力。
（2）心理健康。有数据表示，全国农村留守妇女

中 70%以上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80%有失眠焦

虑表征，大多数留守妇女身心处于亚健康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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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农村留守妇

女在量表中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焦虑、精神病性 6 个因子上的分值均显著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表现突出的是躯体化、人际关

系敏感、焦虑和抑郁；这说明她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严重。[7]对四川省 24 个行政村的 1200 名妇女的身

心健康调查也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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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留守妇女及同龄人相比更差，更易出现心理和

生理的不健康症状。造成心理问题的原因主要有高

强度的劳动、长期性压抑、狭窄的交际范围、家庭的

稳定性被破坏以及缺乏安全感。
二、农村留守妇女人力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

以我国目前农村留守妇女人力资源现状为立

足点，分析制约留守妇女人力资源开发的因素，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因素的制约
我国政府缺乏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管理

重要性的理性认识，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女性人力

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没得到应有的重视，更不用说专

门针对留守妇女进行的人力资源开发了。
在国家层面，缺乏系统的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

发规划，对留守妇女的人力资源开发缺乏专门的政

策、资金和组织支持；出台的各项农村公共政策缺

乏明显的性别意识，没有把农村妇女的发展指标纳

入政策考虑的范围之内；而地方政府在面对数量巨

大的留守妇女时，积极主动的服务意识薄弱，甚至

利用传统男权思想阻碍留守妇女参与社区的民主

政治生活，阻碍留守妇女为自身素质发展争取更多

的政治资源；在经济状况允许的地方或公共部门，

缺乏农村妇女发展基金，与留守妇女相关的公共服

务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她们的心理与生理健康长

期得不到保障，这必然不利于农村留守妇女的全面

发展。
（二）经济因素的制约
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需要一定的经

济基础和条件，留守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

不例外。我国农村地区物质基础薄弱，经济条件落

后，一直是制约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瓶

颈”。因为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对各项事务

的重视程度。在经济水平发展相对较高的地方，农

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意识超前，该区域留守女性相

对而言，个体素质、知识技能都要高于其他地区，她

们接受新事物、掌握新技术的能力较高。而经济欠

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村留守妇女人力资源开发还处

于被动阶段，她们的主要精力在日常生活、生产上，

无意于自我提升。

最为重要的是地方经济的不发达导致对农村

基础教育资金投入不足，教学设施、教学内容无法

及时更新换代，严重限制了农民教育资本存量的提

高，而受影响最大的则是农村女性。即使基层政府

有意提高农村女性的继续教育水平来弥补基础教

育的不足，创建针对农村留守妇女的职业技术教育

和成人培训体系也因财力有限而被搁浅。因此，我

国农村经济因素的制约成为开发留守妇女人力资

源的基础性障碍。
（三）思想文化因素的制约
保守落后的思想价值观念一直是阻碍农村人

力资源开发的深层次因素，而且思想价值观念是否

转变、转变的程度也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的深

度和广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妇女思想文化

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依然有封建保守思想的残

余在作祟。具体表现为：一是受传统的家族观念和

宗族等级制度的影响，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缺乏团

队合作精神，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缺乏市场经济

观念。二是留守妇女安于现状，缺失成就动机，缺乏

奋斗进取意识且对自身素质状况不能正确认识，这

严重地影响了她们潜能和效用的发挥，从而制约了

留守妇女的成长和发展。三是留守妇女总是牺牲自

我、不求自我，全心全意力求家庭整体利益的保守

价值观束缚了自身素质的提高，如大部分农村妇女

循规蹈矩围着灶头、炕头、田头、孩子及丈夫转，而

忽视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三、农村留守妇女人力资源开发的策略

农村留守妇女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人力资源，她

们不仅在农业科学生产、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母亲的留守妇女自觉不自觉

地承担着培养新生人力资源的责任。由此可见，对

留守妇女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事关重大，十分紧迫。
为此，建议采取如下开发措施。
（一）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把大力开发农村女

性人力资源作为一项基本战略
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在

中国农村的特殊重要地位，把开发和利用好农村女

性人力资源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基本的战略，并

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源有针对性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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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开发管理。农村留守妇女作为“双重弱势群体”
更应得到诸多关注。政府应把留守女性人力资源的

培育、开发和利用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抓，进一步

强化各级政府的行为和责任，尤其是各级妇联组织

更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使留守妇女尽快实现角

色的新定位。各级财政、农业、科技、教育、林业等部

门要通力合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对留守妇女人

力资源开发给予适当倾斜。
在经济落后的区域，地方政府资金短缺，应当

建立以中央财政为主体，地方政府出面引导的留守

妇女人力资源开发体系；而在经济发达地区，依据

市场运行规律对留守妇女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开发与培养，使其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但是，无论

经济发达区域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留守妇

女人力资源开发，政府政策的支持和财政资金的倾

斜都是必要条件。
（二）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大力开展成人继

续教育
农村女性受教育和接受培训的机会和程度直

接决定了她们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自身素质的

高低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状况。因此，首先，国家应

重视并加大对农村女性的教育投入，提高女童的入

学率，减少女童辍学率，以减少未来农村妇女被留

守的概率或者提高被迫留守的妇女教育水平，增加

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本存量；其次，构建农村妇女的

成人教育体系，提高留守妇女的综合素质。农村妇

女成人教育体系的构建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

行：一是扫盲教育。这是针对农村学历最低的成人

妇女开展的培训工作。可以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高

校资源，利用高校学生毕业实习的机会吸引他们到

农村来担任教师，利用晚上或农闲时间教一些文化

常识和简单的专业技术，以及实用的经济、法律和

心理知识。二是提高教育。对那些具有小学、初中文

化程度的留守妇女，以妇联相关组织为主体，积极

寻求当地农业站、文化站及学校的配合和支持，聘

请专家系统地进行农业科学实用技术培训，传授科

普知识和实用技术。三是社会教育。留守妇女的教

育问题更是社会的责任，应加强完善农村教育社会

服务网络，如鼓励一些乡镇企业出资建设一些小型

农村图书馆，雇佣留守妇女并为她们制定弹性的工

作时间，等等。
（三）保障留守妇女的健康权益，提高她们的身

体和心理素质
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素质不仅关系到她们自

身的人力资源质量，而且也直接关系到留守儿童的

身心健康水平。因此，保障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

康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是导致农村留守妇

女身体羸弱的主要原因。因此，发展农村经济，促进

农村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营效益，用机

械化代替劳动力，把妇女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

出来是开发农村留守妇女人力资源的当务之急；当

地政府、妇联或村委会也要组织留守妇女建立生

产、生活互助小组，并以此相互帮衬，帮助她们克服

生产、生活上的难题，减轻“留守妇女”的生产负担；

在农村农业生产现代化推进的同时，推进农村生活

社会化、组织化，以政府为投资主体大力兴办托幼

机构和养老机构，使留守妇女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参

加公益性职业培训，提高她们的人力资本和生活质

量。
其次，完善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宣

传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知识，由政府主导，医疗卫生

机构负责牵线妇联工作人员、卫生服务志愿者，组

建义务服务小队，定期下乡入户，通过面对面的沟

通和讲解，发送健康保健知识册，宣传医疗、预防、
保健知识。同时，做好健康教育、简单体检、计划免

疫等工作，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妇女的医疗卫生知识

欠缺问题。特别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开展心理辅导，

帮助她们疏导在情感和人际关系上遇到的困难和

烦扰。
最后，加强乡村社区的公共安全建设，建立群

防群治的治安工作模式，5 户或 10 户建一个互助

组，让大家相互照应，共同防范犯罪案件的发生。同

时，留守妇女也要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组织建设，走合作自强的道路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实质上是一种高度组织化

的管理模式，在组织内它能顺利、有效地实现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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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开发、规划、配置、监督、指挥和控制等管理

活动，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既定目标。因此，

农村留守妇女的人力资源开发必须走团结合作的

组织化道路。一个留守妇女可能是一个弱势角色，

但团结起来的妇女群体则会显示其巨大的接受挑

战的能力。农村留守妇女有类似的家庭背景，相似

的心理苦楚和同样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些相似的社

会特征促使她们有趋同的利益归属。因此，农村留

守妇女应该撇除社会舆论偏见，放下自卑心理，积

极团结组织起来，以便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维护

和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农村留守妇女现象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城乡

二元制度结构和传统性别观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农村留守妇女作为一种人力资源被有效地开

发利用必然依赖于上述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改

变，这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艰

难的过程。留守妇女在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和新农村

建设中正在或即将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承担的培

养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重大责任与她们自身贫乏

的人力资本现状呈现一个尴尬的局面，这就需要政

府和社会各界重视留守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通过

一系列的开发措施提升留守妇女人力资源的质量，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优质的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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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Rural Left-behind

Women Resources Development

HUANG Cui, LIU Jiuju, AI Li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P.R. China

Abstract：As a result of migration of male laborers from countryside to urban, rural left-behind women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are a huge number of human resources. But for now, the
quality of this kind of human resources is not optimistic, mainly influenced by such constraints a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raise awarenes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ural wome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economy requires; And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in rural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capital
stock of the left -behind women; Then taking various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left -behind women's physical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y; At last, the left-behind women should take the road of cooperation and self-
improvement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

Key Words：left-behind wome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restricting factor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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