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发

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

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向以工业 （第二产

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

城市型逐渐转变的过程。理论上讲，城市化是人

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应当给社会成员带来更多的

福利和发展机会。但城市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乡

土社会的衰落与终结。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

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终结，是一个巨变，

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为

外人道的喜怒哀乐。[1]前言5 城市化给农民带来了新

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从全国情况来看，与

农村男性相比，农村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更低，

家务劳动负担更重，受传统观念束缚更多，学习

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更少，因此她们转移就业

比男性更困难，面对生活方式的变化表现出更多

的不适应。
本研究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分析城市化对

农村妇女的影响及她们的困惑和需求，探讨如何

应 用发展 干 预 项 目 来 帮 助 农 村 妇 女 再 社 会 化。
2011 年至 2016 年 5 年间，笔者及所在团队深入

实地进行调研，对该区的乡镇领导、工作人员以

及参与项目的村民进行多次访问，本文的定性数

据便来源于此。而本文的定量数据来自于“新型

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项目历年的调查。①

一、城市化后农村妇女面临的发展困境

大兴区位于河北与北京交界处，全镇共辖 14

个镇、5 个街道办事处，户籍人口 102 万，常住人

口 150.7 万，其中城镇人口 102 万，农村人口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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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定量数据来源：（1）“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前期需求调查，共发放问卷 96 份，回收 96 份，回收有效率为 100%；

（2）该工程 2015 年评估报告，共发放 6934 份问卷，回收 6111 份，回收有效率为 88.1%，按 照 10%等 概 率 抽 样，得 到 有 效 样 本

611 份，其中男性 249 人，女性 353 人，男女比例为 1:1.42。
定性数据来源：（1）该工程项目管理部门（区农委）每年召集 3—4 次乡镇项目工作人员、镇级师资人员座谈会及经验交流

会；（2）2014—2015 年项目结项前，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对该工程进行了项目绩效评估，在大兴区的 13 个乡镇（亦庄除外）对参

加培训的学员进行访谈，共访谈 260 人，男女比例为 1:1.3，女性被调查者略高于男性。

60— —



万。随着 2009 年北京市“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

发展行动计划”与 2010 年“大兴区与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两大战略性举措的实

施，大兴区城镇化建设步伐稳步推进。 [2] 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区已搬迁 143 个村，搬迁上楼、转

移就业约 11 万人。城市化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

活环境，有效带动了农民致富和就业，为他们的

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同时，复杂的

社会变迁也使得农村家庭失去土地，家庭成员再

就业风险增加，而这对于留守乡村且从事第一产

业的农村妇女的影响更为显著。另外，城市化改

变了原有的家庭经营方式、乡土关系网络以及相

关的生活方式，加大了农村妇女对市场的依附

性，这也使得她们的不适应感和发展风险增加，

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技能与产业转型的需要不匹配

城市化必然会带来经济结构调整、农业劳动

力转移就业的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

度往往被视为一个人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标志。与

男性相比，农村女性特别是中老年女性受教育水

平普遍偏低，而搬迁上楼将她们与受教育程度较

高、有着较好经济基础和职业技能的城市人置于

同一生活空间，其劣势更加凸显。
我 这 么 大 岁 数 了，种 了 一 辈 子 地 ，没 什 么 其 他 技

能，现 在 地 没 了，也 不 好 找 工 作，只 能 闲 着 了 呗。 （样

本 A，Y 村 村 民，女，63 岁，已 农 转 非 搬 迁 上 楼）

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村妇女习惯

相对自由、没有约束的生活状态，对于现代企业

的规范制度较为不适应，这也使得她们缺乏再就

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就业的农村妇女在劳动

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中年妇女，多数

只能从事保洁、环卫、交通协管等对技术要求较

低、收入也较低的工作。同时部分农村妇女选择

退回家庭而不再就业。
（二）生活空间的挤压

调查发现，回迁的农民从原有的平房小院搬

迁到高楼单元房后，他们的活动空间也受到某种

程度的挤压。传统农家住宅在空间上是“开放式”
的———低矮的院墙，虚掩的柴门，左邻右舍鸡犬

相闻，隔着院子就能聊几句。搬进楼房后，虽然居

住环境更干净，生活起居更方便，室内面积一般

也没有缩小，但因为没有了庭院，家人的活动空

间变小了，一些农民尤其是中老年人，感觉楼房

“憋屈”、“不接地气”。

可 能 年 轻 人 爱 住 楼 房 吧 ，但 像 上 了 点 年 纪 的 ，其

实 更 爱 住 平 房。 我 们 村 就 有，买 了 楼 房 租 出 去，自 己

还 是 去 住 平 房。 觉 得 平 房 自 由，大，宽 敞，出 个 门、遛

个 弯 也 不 受 限 制。 （样 本 B，H 村 妇 女 主 任，48 岁，已

农 转 非 搬 迁 上 楼）

这种感受在女性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特

别中年以上的女性，家庭就是她们的领地———不

仅是她们生活的地方，还是她们工作的地方。在

传统农村，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的界限是不清晰

的，像家庭养殖和庭院种植，既是生产劳动，又是

家务劳动，一般都是由女性负责。女人们足不出

户就能劳动，还可以左邻右舍几个姐妹聚在一

起，在院子里边 聊天边干活 ，既是劳动 ，又是社

交。上楼以后，女性不仅失去了自家的小院，而且

生活缺失了一部分重要的内容———劳动和社会交

往的快乐。

原 先 都 是 自 己 家 有 小 院 ，种 一 小 块 地 ，养 点 鸡 鸭

什 么 的，基 本 上 就 能 自 给 自 足 了。 现 在 不 行 了，地 没

了 ，楼 房 也 不 方 便 养 鸡 ，有 味 啊 ，而 且 以 前 农 具 什 么

的 专 门 有 地 方 搁 起 来，现 在 都 没 地 方 放。 （样 本 C，H
村 村 民 ，女 ，55 岁 ，已 农 转 非 搬 迁 上 楼 ，目 前 从 事 绿

化、保 洁 工 作）

（三）社会互动的冷漠化

城市化对农村妇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居住

环境改变上，还体现在居住方式所带来的邻里关

系重构上。传统村落是一个靠血缘和地缘维系的

熟人社会，一家一院，日不闭户，世代为邻，沾亲

带故。这种乡土社会居住方式造就、维系了以差

序格局为特征的社会网络，也形成了村落熟人社

会特有的人际交往方式。亲朋好友串门无须事先

通报，常常是推门就进；相邻几家的老人坐在一

起晒太阳唠嗑，妇女们聚在某家边做活计边聊

天，孩子们东家进西家出地追跑嬉戏，男人们在

树下抽着烟侃大山……这些都曾是农村最为常见

的生活画面。但在城市化后的大兴区，能看到这

样场景的地方越来越少了。一些村在整村搬迁上

楼后，虽然多数村民还在同一个小区居住，但由

于小区人口密度高，没有像传统村落里那些适合

大家聚集的公共空间，事实上小区里的村民很难

再像从前一样开展集体活动，这使得生活重心一

直在村庄和家庭中的女性感到不适应且失去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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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感。
以 前 夏 天 ，吃 完 饭 没 什 么 事 了 ，就 在 村 头 ，有 棵

大 树 下 面 聊 天。 或 者 去 谁 家，直 接 推 门 就 进 了，门 从

来 不 锁。 现 在 不 一 样 了，串 个 门 也 麻 烦，上 楼 下 楼 的

不 说 ，还 要 按 门 铃 ，楼 下 一 道 单 元 门 ，楼 上 还 一 道 ，

而 且 进 屋 之 后 换 鞋 什 么 的，也 是 拘 束。现 在 基 本 不 串

门，有 事 就 是 打 电 话，或 者 遛 弯 时 遇 见 打 个 招 呼 聊 两

句。 （样 本 D，Y 村 村 民，女，54 岁，村 就 业 指 导 员）

单元楼房在居住空间上的私密性与封闭性，

增加了社会互动程序上的复杂性，降低了乡亲们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无形之中拉大了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习惯和依赖初级群体中亲密人际交往的

农村妇女，对此显然是不太接受的。
（四）生活资料的货币化

在传统乡村，女性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

她们负责着家庭成员吃穿住行的各个方面。 [3] 城

市化使农村妇女进入了市场经济的空间，在这种

转变之下，家庭成员的吃穿住行等生活所必需的

资料都主要以货币支出的形式完成，生活消费支

出明显增加，原来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无法持续，

不少农村妇女感受到了“当家”的压力。
别 看 原 来 靠 种 地，收 入 低 ，但 吃 穿 住 都 花 不 了 什

么 钱。 现 在 不 一 样 了，上 楼 了，你 说 水 电 煤 气 哪 一 样

不 用 钱， 喝 水 上 厕 所 都 得 花 钱， 比 以 前 开 销 大 太 多

了 。 虽 然 有 补 偿 款 ，但 楼 房 装 修 啊 ，置 办 家 具 啊 ，哪

块 能 不 用 钱！ （样 本 F， 女，53 岁，Z 村 妇 女 主 任 ，搬

迁 上 楼 但 未 农 转 非）。

最让农村妇女产生社会适应困难的，是由于

城市化，原有的生活资料获取来源被切断，原有

的生活智慧被贬值，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被拆解，而她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自己难以把握的

全新世界。怎样在众多的商品中取舍，如何保证

食品的质量和家人食物安全，这些问题常常让她

们困惑。
（五）农村女性社会参与度降低

在传统村落中，邻里间互动频繁，社区内联系

紧密，从各户的红白喜事到村庄内的公共事务，

家庭的主妇们都能参与。但城市化后，很多村庄

的土地减少，有的流转给大户经营，妇女仅作为

打工者，很少参与经营管理；搬迁上楼的村庄大

多已没有土地和农业生产，在获得补偿款后，不

少妇女选择退回家庭，呈现出低社会参与的趋势。
卡罗琳·摩塞认为，公领域的社会劳动可以通

过薪酬、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得到衡量，而私领

域中的劳动则往往被认为是义务性的。这样，一

旦女性从公领域退回到私领域，将导致由于没有

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女性在家庭内的再生产和

家务劳动得不到承认，从而致使个人价值得不到

满足；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参与度较低，不利于农

村女性观念的转变及技能的获取，也不利于其社

会地位的提高。[4]266-278

可见，城市化给农村妇女造成了难以依靠自

身解脱的“内卷化”困境，因此需要采取外力干预

的方式实现农村妇女对发展困境的突围。

二、“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的内

在逻辑

科学发展观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

和最终目标。及时解决城市化给农村人口特别是

农村妇女带来的问题，不仅有利于妇女发展，还有

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在这方面，大

兴区农委与高等院校合作，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

试。从 2011 年起，大兴区启动了“新型农民综合

素质提升工程”。笔者将从该工程的设计理念、实
践路径以及社会性别视角融入三个方面论述其

实施的内在逻辑。
（一）工程的设计理念

“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本质上是一个

发展干预项目。发展干预项目是政府或发展机构

为了特定的目标，针对特定的区域和目标群体，

在规定的执行时间内和经费支持下，按照特定的

实施政策和组织管理形式进行的一系列发展干

预活动。发展干预项目多以妇女、少数民族、残疾

人等弱势（欠发展）群体为对象，以培训、提供资

金（小额贷款）、组织生产等形式，实现扶贫、促进

发展等目标。 [5] 大兴区农村妇女所面临的发展困

境，其主要原因是社会高速发展下的新形势、高

要求与农村妇女的旧观念、低能力之间存在着矛

盾。换句话说，是农民本身的意识、知识、能力难

以适应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这与欠发达地

区、弱势群体由于缺少资源（观念、知识、能力、信

息、资金）而难以参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该工程的设计基于以下的理念：城市化不是

简单的“农民上楼”，其本质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与

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变，由传统的农村

文明向现代的城市文明转变，而最核心的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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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如果没有具备现代思想的人，建设多少

楼房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现代化。因此，工

程提出“以和谐发展为主题，以服务群众为主线，

以培训教育为手段，以转变观念为目标，让搬迁

村民人与思想一同上楼”的项目目标。在实地调

查和认真研讨的基础上，项目改变了以往农民培

训以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为主的做法，把大

兴区农民关心的就业、理财、心理健康、生活方式

转变等问题作为培训课程的主要内容，试图通过

培训，使农民树立积极的就业观、科学的消费观

和新型的生活观，帮助他们了解城市化进程及其

影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提高参与发展的能力。
（二）工程的实践路径

为了取得较好的干预效果，“新型农民综合素

质提升工程”在组织实施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
第一，以培训效果为导向，打破领导规定目

标、专家完成任务、农民被动服从的项目实施方

式，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和面临的困难以及培训需求，据此编写适合区情

的专用教材，并且每年根据大兴区城市化发展状

况对教材进行补充和更新。
第二，在高校专家的帮助下，组建本土化师资

队伍，使各镇都有自己的培训教师。这支队伍熟

悉本镇的情况，了解农民的需求，讲课说的是农

民能听懂的语言，使农民特别是妇女、老人感觉

亲切、爱听。而且本地师资就生活在农民中间，可

以随时随地为农民提供辅导及帮助，从而提高工

程实施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第三，工程采取分级培训形式，即首先举办师

资班，由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培训镇级教师；

然后举办示范班，由专家（也是教材编撰者）到各

镇、村进行示范培训，镇级教师协助、观摩；最后

是普及班，由镇级教师主讲，面向全镇各村村民

进行培训。由于分级培训稳扎稳打，上下融通，保

证了培训质量，也锻炼了本地师资。
（三）工程社会性别视角的融入

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担任不同的角色，

其面临的困难和需要也不相同，因此发展干预项

目应当了解女性的需要。据此，“新型农民综合素

质提升工程”努力将社会性别意识贯穿于项目的

设计和实施的全过程中。
在前期的需求调查中，关注大兴区农村女性

在培训需求上的特殊性。对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

显示：女性在营养与保健、法律法规、家庭财务管

理、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培训需求明显高于男性，

而男性在致富与创业、投资理财、旅游知识等方

面的培训需求高于女性（见图 1）。这显然是中国

传统的性别意识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

的反映。发展干预项目不能忽视农村女性的现实

状况和实用性需要，如果只是空喊“发展”、“平

等”等“不接地气”的口号，只能使农村妇女对培

训不感兴趣。重视她们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

要”，是为了进一步实现“战略性的社会性别需

要”。[6] 因此，工程培训内容充分考虑和满足妇女

的需要，将她们普遍感兴趣的家庭教育、家庭理

财、营养保健等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但是又不

止于此，不就事论事，而是从她们关心的问题谈

起，但始终扣住提高素质、转变观念的主旨，结合

对城市化的内涵和科学发展观的解释，探讨就业

对于女性发展的作用，试图唤起妇女内心求变

革、求发展的动机。
此外，在编撰教材时，根据农村女性的特

点———参加培训的女性多为中年以上，有些人文

化程度偏低，平时没有阅读习惯———尽量做到内

容深入浅出，把学术概念变成通俗的语言，不用

太长的句子和段落，并吸纳地方用语和真实的案

例，增加教材的可读性；同时注意教材版面活泼，

大量使用照片、漫画等（基本每页有图），与文字

配合，使农村妇女爱看、易懂。

三、“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对女

性发展作用的效果评估

城市化使农村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附于

图 1 大 兴 区 农 民 培 训 需 求 性 别 对 比

数 据 来 源 于 大 兴 区 农 委、中 国 农 业 大 学 人 文 与 发 展 学

院 课 题 组：《大 兴 农 民 培 训 需 求 调 查 报 告》,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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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无形之中为她们的生活增加了许多不确定

因素。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农村女性借助项目

的平台实现了综合素质的提升。
（一）对工程的满意度

“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设计项目周期

为五年，从 2011 年开始实施，到 2015 年共培训全

区 14 个镇的农民 104046 人次，如期、超额完成了

项目周期的各项目标。从历年的年终评估结果来

看，被培训农民对工程总体评价一直很高，认为

培训“非常好，收获很大”和“不错，有一定收获”
的比例合计每年都达 95%左右（见图 2）。

（二）工程培训效果的综合性

调查发现，参加工程培训的农民的收获是多

方面的，这也佐证了为什么被调查者对工程有很

高的评价。综合来看，女性的收获更倾向于自身

的感受，如“见到熟人、朋友很快乐”、“听到了一

些新鲜事，长见识”；而男性在“观念改变”和“对

家乡发展状况的了解”两方面略高于女性（见图

3）。虽然其性别差异并不太显著，但也提醒我们

思考，这是否是由于女性对情绪和感觉更为敏

感，思维方式更为感性；或者是由于城市化后农

村女性退回家庭，较少参与社会活动，而工程培

训给她们创造了与朋友相见的机会。无论是哪种

原因，发展干预项目对促进她们的社会交往、获

得信息都是有帮助的。
至于工程实施最主要的目标———转变观念和

提升素质，被培训农民也对其完成情况给予了肯

定（见图 4）。培训课程所涉及的消费理财观、心理

健康观、就业观和生活观四个方面，都有四成左

右的被培训者表示有明显改变和提高。性别差异

显示，女性在其中三个方面的改变程度超过男

性，特别是心理健康观念的改变，比男性高出 8.3

百分点。至于女性就业观念转变的比例低于男性

的原因，可能一是与社会性别分工有关，“男耕女

织”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即男性一般都担负

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而照顾家庭则多半是女性的

职责，所以相较于女性，男性显然对就业方面的

知识更为敏感；二是与被培训者的年龄有关，工

程的目标群体为 40—50 岁的农民，女性的退休

年龄多在 50 岁左右，所以许多女性学员已经不

再外出工作，而同龄男性中仍然工作的人数比例

较高，因此，性别差异对就业观改变情况的影响

也就较为显著。

图 4 两 性 受 益 人 自 述 观 念 改 变 的 比 例

数 据 来 源 于 大 兴 区 农 委、中 国 农 业 大 学 人 文 与 发 展 学

院 课 题 组 ：《北 京 市 大 兴 区 “新 型 农 民 综 合 素 质 提 升 工 程 ”

二 〇 一 五 年 评 估 报 告》，2015 年。

（三）工程对农民素质提升的作用

“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实施五年来，

观念和素质提升的效果开始显现。在 2015 年项

目结项时进行的社会影响评估结果表明：注重身

体健康、积极锻炼身体、参加有意义的文艺活动、
节俭办婚事、孝敬老人、努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

术等进步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打牌赌

图 2 被 培 训 者 对 工 程 的 总 体 评 价（五 年 比 较）

数 据 来 源 于 大 兴 区 农 委、中 国 农 业 大 学 人 文 与 发 展 学

院 课 题 组 ：《北 京 市 大 兴 区 “新 型 农 民 综 合 素 质 提 升 工 程 ”

二 〇 一 五 年 评 估 报 告》，2015 年。

图 3 被 培 训 者 多 方 面 收 获 的 性 别 比 较

数 据 来 源 于 大 兴 区 农 委、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人 文 与 发 展

学 院 课 题 组 ：《北 京 市 大 兴 区 “新 型 农 民 综 合 素 质 提 升 工

程” 二 〇 一 五 年 评 估 报 告》,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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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炫富（如购买豪车、奢侈品等）、在家闲着也不

找工作等消极现象和不良生活方式越来越少（见

图 5）。在这方面，作为家庭主要管理者、老人孩子

主要照料者的妇女，体会更为强烈。一位妇女告

诉我们：“这个培训改变了我的观念，让我能搞好

跟婆婆的关系，也更好地与老公互相理解，学到

的知识让我更好地教育孩子，还对我带孙子有帮

助呢。你看，这工程不是影响了四代人么？！”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城市化绝不是简单的

“农民上楼”，而是伴随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改变的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它必然涉及

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当这个过程发生得太过

迅速，就可能给农民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

女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大兴区的实践充分证

明，政府有关部门和学界专家应该重视城市化后

出现的新情况，并且可以通过发展项目进行干

预，帮助农村女性提升能力和素质，更好地适应

社会变迁，从而规避城市化的消极影响，大力促

进妇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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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被 培 训 者 对 工 程 产 生 社 会 影 响 的 看 法

数 据 来 源 于 大 兴 区 农 委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人 文 与 发 展 学

院 课 题 组 ：《北 京 市 大 兴 区 “新 型 农 民 综 合 素 质 提 升 工 程 ”

二 〇 一 五 年 评 估 报 告》, 2015 年。

Dilemmas of Rural Women’s Development
and Program Intervention in Urbanization

———Based on Study of Farmers’Comprehensive Quality Promotion Project

in Beijing’s Daxing District

JIANG Aiqun, ZHANG Yi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rban comprehensive impact on rural women by study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rmers’Comprehensive Quality Promotion Project in Beijing’s Daxing District. The study finds that urban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dilemmas to rural women due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api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new demands and rural women’s old ideas and low ability. Interventions are necessary to help rural people, especially

women, complete re-socialization. The design of the project should be gender sensitive,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rural women so as to achieve strategic gender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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