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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村留守妇女生活
满意度调查

———基于 1368 份问卷的实证分析

□胡正云 黄 鹂

［内容提要］城镇化带来了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留守妇女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通过对安徽省八个县区 1368 个有效样本的统计分析，探讨了安徽省农村留守妇女生活满意度状况。结果显示，家

庭权利归属、政治参与、经济收入、家庭生活和女性社会地位是影响农村留守妇女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鉴于

此，本文认为应更加关注农村留守妇女自我实现与身心健康的发展，从多方面改善留守妇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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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

发生变化，农业女性化现象日趋显著。从根本上看，农业女性化就是农村人

口的非农转移性别差异所导致的。由于男女两性在社会角色定位上的不

同，人们普遍把“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看作是生活稳定和美满的象征，把

传统的模式看作是人性的需要，［1］导致在非农转移的过程中被留下的更多

是女性。女性化现象的形成，源于女性非农转移的滞后性。中国女性从新

中国建立开始就获得了和男性平等的工作权利，但是女性的家庭义务却并

没有自动解除，这在农村女性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高小贤指出，农村劳动

力转移与其文化结构呈正相关，即文化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的比例就越

大。［2］而由于自身受教育文化程度较低，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农村

女性很难在社会竞争中觅得一席之地。王黎芳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农

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劳动性别分工，认为性别差异是一种性别发展差

距，男性更多的实现了从农业向非农的转移，从而出现了农业女性化趋

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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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留下”的农村妇女作为农业生产的主

力军，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其基本生活状况

理应得到重视。本文基于对安徽省农业女性化

现象的相关调研，以 1368 份问卷为基础，分析

了农村留守妇女在政治参与、家庭收入、家庭关

系等不同方面的基本情况，以生活满意度为切

入点，进一步阐述了在农业女性化已经成为普

遍现象的今天，摆脱农村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

体的生活与发展困境、抓住发展的机遇、和促进

其自身的发展的必要性，为农业向非农业转移

过程中由于女性转移滞后而带来的问题提供了

解决之策。

二、调查对象情况概述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等形

式，分别对安徽省皖北的颍上县、利辛县、蒙城

县、埇桥区，和皖南的枞阳县、繁昌县、休宁县、
广德县 1368 名农村留守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

选取的调查对象为文化程度、家庭状况和年龄

层次不同的妇女个体，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样本

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收入等; 样本家庭生活及从事农业生产情况，包

括家庭收入支出、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情况、耕地

面积等; 样本社会参与及生活满意度情况，包括

家庭生活决策权、政治参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

及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等。
在 1368 份样本中，调查对象年龄主要分布

在 20 － 60 岁，61 岁及以上所占比例为 10． 8%。
从文化程度分布上来看，样本中小学及初中学

历所占比例最大，合计 952 人，占比近 70%。
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有配偶所占比例最大，共
1271 人，所占比近 93%。从个人年收入看，当

年有 66． 8% 的样本个人年收入在 10000 元以

下。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三、选择变量与检验分析

本文基于对 1368 份样本问卷数据中生活

满意度模块的相关分析，运用 spss22． 0 ( 中文

版) 对数据进行处理，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

数据进行验证与分析，初步构建了生活满意度

评价的理论模型。
( 一) 变量选择与说明

问卷中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项目共 24
项，全部以单项选择题形式呈现，选项共五项，

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满

意”和“非常满意”。出于研究目的与研究需

求，从 24 个选项中选择了 16 个项目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选项涉及到政治参与、家庭收入、
男女平等等方面，较为全面概括展示了农业留

守妇女的生活状况。变量及其命名见表 2。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变量名称 类别 频数( 人) 占比( % )

年龄

20 岁及以下 10 0． 7

21 ～ 30 175 12． 8

31 ～ 40 293 21． 4

41 ～ 50 493 36． 1

51 ～ 60 249 18． 2

61 岁及以上 148 10． 8

文化程度

未上学 345 25． 2

小学 462 33． 8

初中 /技校 490 35． 8

高中 /中专 50 3． 7

大专 /高职 19 1． 4

本科及以上 2 0． 1

婚姻状况

未婚 32 2． 3

已婚有配偶 1271 92． 9

丧偶 61 4． 5

离婚 4 0． 3

收入状况

0 ～ 10000 元 914 66． 8

10001 ～ 20000 元 238 17． 4

20001 ～ 30000 元 146 10． 7

30001 元及以上 70 5． 1

表 2 因子分析中变量命名

变量 命名 变量 命名

X1 村委选举 X9 重男轻女思想

X2 女性担任村干部 X10
男性务工对

家庭分工影响

X3 实行村民自治 X11 女性婚姻自主权

X4 农业生产成本 X12 家务承担

X5 家庭收入 X13 家庭财产管理权归属

X6 农业生产收入 X14 家庭日常开支权归属

X7 妇女经济地位 X15 家庭大事决定权归属

X8 男女能力比较 X16 家庭人情送礼权归属

将上文中选择的 16 个变量通过 spss22． 0
对数据进行检验分析，首先对其信度进行测量，

得出被测项目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 739，说明

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①。同时检验得出 KMO
值为 0． 751，Bartlett 球型检验统计量观测值为
5673． 565，p 值接近 0，可以认为相关系数矩阵

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适合进行因子分析。②

( 二) 数据结果解释与分析

根据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大于 1 的特征值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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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公 因 子，5 个 公 因 子 的 累 积 方 差 达 到
64． 19%，总计解释了原有变量的 64． 19%，表

明提取的公因子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较大，

既携带了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又减少了因

子数量，达到了进行因子分析的目的。为了对

使各公因子的命名和解释更加清晰，采用方差

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以使因子

具有命名解释性，旋转在 6 次迭代后收敛，公因

子对原有变量的载荷值全部有所上升，显示出

良好的区别效度和聚合效度，可以更好的对个

公因子进行命名和解释。各公因子对原有变量

的负荷见表 3。
表 3 因子分析结果

公因子 因子 旋转前载荷 旋转后载荷

F1

X16 0． 714 0． 838

X14 0． 704 0． 837

X13 0． 698 0． 788

X15 0． 636 0． 732

F2
X2 0． 569 0． 721

X3 0． 562 0． 615

X1 0． 452 0． 515

F3
X5 0． 641 0． 776

X6 0． 611 0． 787

X4 0． 39 0． 458

F4
X10 0． 676 0． 683

X11 0． 373 0． 413

X12 0． 336 0． 466

F5
X8 0． 4 0． 603

X9 0． 774 0． 787

注: 采取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

通过表 3 可以看出，F1 对 X16、X14、X13 和
X15 有较大负荷，反映了农村留守妇女在家庭生

活人情送礼权、日常开支权、财产管理权和大事

决定权的归属上获得了一定的决策权，因此可将
F1 命名为“家庭权利归属因子”; F2 对 X2、X3 和
X1 有较大负荷，反映了农村留守妇女在女性担

任村干部、实行村民自治和村委选举的评价情

况，这几项与政治参与有关，因此可将 F2 命名为
“政治参与因子”; F3 对 X5、X6 和 X4 有较大负

荷，反映了农村留守妇女在家庭收入、农业生产

收入和农业生产成本的评价情况，这几项与家庭

经济有关，故可将 F3 命名为“经济收入因子”;

F4 对 X10、X11 和 X12 有较大载荷，反映了农村

留守妇女在男性务工对家庭分工影响、女性婚姻

自主权和家务承担的评价情况，这反映了男性务

工与女性留守对农村留守妇女日常生活的影响，

可将 F4 命名为“家庭生活因子”; F5 对 X8 和 X9

有较大负荷，反应农村留守妇女对男女能力比较

和重男轻女思想的评价，这两个变量是对男女两

性社会地位比较的反映，因此可将 F5 命名为“女

性社会地位因子”。
通过提取公因子，原有 16 个变量已经由 5

个公因子集中反映出来，然而要更为准确科学

地反映出农村留守妇女对其生活满意度的评

价，还需对提取的 5 个公因子进行权重计算，由

此得出各公因子对农村留守妇女生活满意度的

反映状况。因此，采取回归法估计因子得分系

数，并输出因子得分系数。通过计算因子得分

系数，确定各公因子所占比重，从而展现出农村

留守妇女对其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程度排序。因

子得分系数矩阵见表 4。
表 4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变量 F1 F2 F3 F4 F5

X1 － 0． 045 0． 248 0． 053 － 0． 023 － 0． 186

X2 － 0． 053 0． 365 － 0． 029 0． 055 － 0． 002

X3 － 0． 047 0． 283 0． 024 － 0． 156 － 0． 127

X4 0． 001 0． 02 0． 229 － 0． 362 0． 009

X5 － 0． 051 － 0． 05 0． 533 － 0． 014 0． 071

X6 － 0． 036 － 0． 063 0． 541 0． 108 0． 023

X7 － 0． 018 0． 052 － 0． 037 － 0． 104 0． 163

X8 － 0． 006 0． 013 0． 038 0． 305 0． 495

X9 － 0． 047 0． 031 0． 065 － 0． 284 0． 703

X10 － 0． 027 － 0． 047 0． 132 0． 558 － 0． 086

X11 0． 02 0． 009 － 0． 045 0． 327 0． 07

X12 0． 01 － 0． 049 － 0． 133 0． 121 0． 159

X13 0． 305 － 0． 001 － 0． 037 0． 054 0． 018

X14 0． 328 － 0． 027 － 0． 039 0． 002 0． 036

X15 0． 298 － 0． 037 － 0． 064 － 0． 135 － 0． 132

X16 0． 328 － 0． 052 － 0． 013 0． 043 － 0． 011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通过 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

法旋转。

通过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得出各公因子的

函数表达式，以下以 F1 为例:

F1 = － 0． 045X1 － 0． 053X2 － 0． 047X3 +
0． 001X4 － 0． 051X5 － 0． 036X6 － 0． 018X7 －
0． 006X8 － 0． 047X9 － 0． 027X10 + 0． 02X11 +
0． 01X12 + 0． 305X13 + 0． 328X14 + 0． 298X15 +
0． 328X16

同理可得到 F2、F3、F4 和 F5 的函数表达

式。在 F1 的函数表达式中，X13、X14、X15 和
X16 的系数明显高于其它变量，且系数均为正

值，与前文因子旋转后因子载荷表现出来的结

论一致。因此，能够通过这四个变量在最大程

度上来评价 F1，此处也验证了上文中通过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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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来反映全部 16 个变量的事实。
对农村留守妇女生活满意度总体的评价，

通过采用计算因子加权总分的方法，各公因子

对总体方差的贡献率见表 5③。
表 5 各公因子对总体方差解释

组件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1 3． 131 21． 522 21． 522 2． 640 18． 454 18． 454

2 2． 000 14． 950 36． 472 2． 063 14． 843 33． 297

3 1． 301 10． 083 46． 555 1． 556 11． 678 44． 975

4 1． 239 9． 697 56． 252 1． 235 9． 669 54． 644

5 1． 038 7． 938 64． 190 1． 215 9． 546 64． 190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由表 5 可知 F1 的权重为: 18． 454 /64． 19 =
0． 287，同样方法算出 F2 的权重为 0． 231、F3 的

权重为 0． 182、F4 的权重为 0． 151、F5 的权重为
0． 149。则农村留守妇女生活满意度评价体系

可表达为:
F = 0． 287F1 + 0． 231F2 + 0． 182F3 + 0．

151F4 + 0． 149F5
以上表达式可以清晰反映出农村留守妇女

在生活满意度上各个具体指标的排序程度，即

家庭权利归属因子 ＞ 政治参与因子 ＞ 经济收入
因子 ＞ 家庭生活因子 ＞ 女性社会地位因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家庭权利归属

婚姻和家庭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随着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夫为妻纲”成为封建社
会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准则。［4］通过分析结果可
以看出，农村留守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各事项中

的话语权已经得到一定提升，从“做不了主”到
“提出意见”再到“可以做主”的发展过程中可

以看出，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农业女性化对农
村留守妇女提供了施展能力的空间和实现自身

价值的舞台。“男主外女主内”格局虽然依旧
存在，但其内部结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质

的变化。由于丈夫全年大部分时间在外务工，

农村留守妇女承担了更多的农业生产活动，成

为农业生产主力军，为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

慢慢提升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成为主导者。
( 二) 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即是指公民自愿通过各种方式参
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农村留守妇女在丈夫外出

务工后对政治参与的热情相较之前有所提高，

因为丈夫长期缺席家庭生活，远离家乡，“被留

下”的农村妇女不得不走进公共政治空间，关

心家庭权益维护，关注村庄公共事务发展。［5］

通过调查分析，农村留守妇女在村委选举、女性

担任村干部、实行村民自治等方面满意度较高，

这一方面与丈夫外出务工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

中的“替代”性有关，即代替丈夫行使权力，参

与村庄治理; 一方面又与农村留守妇女自身参

与政治的积极性提高有关，时代在发展，男女平

等已经成为社会提倡的主流思想，女性自身的

发展已经被纳入社会发展潮流之中，女性意识

在农村妇女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逐步觉

醒，女性对自己的角色定位进行重新思考而不

再单纯依赖男性。农村留守妇女想要参与政

治，在村委选举中进行表决，甚至自己努力争取

机会担任村干部，在最大范围内展现自身能力，

为自身、家庭乃至整个村庄谋取发展。
( 三) 经济收入

2014 年安徽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为 12407． 63 元，2013 年为 8097． 9 元，同比增长
53． 2%，2010 年 为 5285． 17 元，2014 年 较 之
2010 年增长了 1． 35 倍。数据表明④，安徽省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在近几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

加。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实施，农村女性作为劳动主力军的角色凸

显。［6］这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关，越来越

多男性务工人员在城市生活中立足提高了自身

务工收入，另一方面承担起农业生产责任的农

村留守妇女有了自己的农业生产劳动收入，两

者相加，家庭收入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日新

月异，科技的投入解放了劳动力的付出，提高了

生产效率，使得女性自身天生体力上的不足得

到弥补，农业生产收入得到增加。通过以上分

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妇女对于现阶段经

济收入满意度较高。无论是其自身收还是家庭

收入，与之前相比都有了巨大提高。收入的增

加有助于改善农业留守妇女生活水平，为其自

身能力发展提供条件与空间。
( 四) 家庭生活

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承担起照顾家庭

生活和进行农业生产的责任，但不可忽视的是，

农村留守妇女独自承担家庭生活限制了其自身

的发展。留守妇女过多地把精力放在了家庭而

忽略了自身的发展，承担了更加沉重的身心双重

负担。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安徽省农村留守妇

86



■

农
村
观
察

山
东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女现阶段对于家庭生活的满意程度较高，男性外

出务工后，家庭分工对留守妇女而言在可承受范

围内，并且能够接受这样的分工模式。然而需要

注意的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务工者外出，

将会有更多女性加入留守群体，解决好这一群体

长期留守生活中因家庭分工和家务承担而将会

产生的问题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五) 女性社会地位

农村留守妇女“被留下”的主要原因即是
“男主外女主内”思想，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

下照顾家庭。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在几千年前就

把女性压制到了被统治的地位，“男尊女卑”的

思想经过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制度的强

化，成为人们心中无法质疑的性别定位。［7］这

种以男权为重心的文化机制在农村地区体现得

更为明显，女性承担家庭角色是天职，相夫教子

是本分。受传统文化影响，农村妇女得到的教

育投资明显少于男性，这种不平等也持续影响

着她们日后的生活。女性能力低于男性成为社

会普遍接受的现象，由于自身经济收入低于男

性，其经济地位也低于男性。“重男轻女”思想

在农村更为盛行，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几十年，然

而在农村实质上是“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为

女孩则可以再生一胎。男孩偏好在农村地区体

现得更加明显。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权主

义思想的发展给女性带了一定程度上的尊重与

平等。通过调查分析，女性社会地位已经随着

女性自身能力的提升与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得到了提升。农村留守妇女对自身社会地位的

发展现状较为满意，这不仅是女性的解放，也是

社会进步的最好体现。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对安徽省八县区的 1368 份问卷进

行生活满意度实证研究，家庭权利归属、政治参

与、经济收入、家庭生活和女性社会地位五个因

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农村留守妇女现阶段的生

活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权利归属因子与政

治参与因子的累积权重达到了 0． 518，反映了安

徽省农村留守妇女对现阶段家庭生活权利归属

于自身政治参与情况有较高满意度。留守妇女

无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外部都有了说话的权利，

并且乐于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经济收入、家庭生

活和女性社会地位三个引子与之前二者相比影

响程度较弱，累积权重为 0． 482。这与改革开放

至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高速发展有关，无论城镇

还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较之以往有了较大幅度

的提升，男女平等在全社会被提倡，女性自我意

识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觉醒。
针对以上结论，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

农村留守妇女对生活的需求也在一步步趋于多

元化，不仅是政治参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

方面需要不断得到关注，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

健康、自我需求的实现等也需得到重视。农村

留守妇女已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成为农

业资源和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因此要着重提

高农村女性的文化素质和对科技的接受能力，

地方政府应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采取有

利于农村妇女发展的政策和策略。此外，针对

不同年龄层留守妇女进行非农职业转移，随着

科技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增强，农业生产率提高

解放了一定数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力，要实现妇

女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政府应从多方面考

虑从各环节寻求吸纳农村留守妇女就业渠道，

不断改善留守妇女生存和发展环境。

注 释:
①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 是检视信度的一种

方法，由李·克隆巴赫在 1951 年提出，一般情况下在

探索性研究中，信度只要达到 0． 70 就可接受，介于 0．
70 － 0． 98 均属高信度，而低于 0． 35 则为低信度，必须

予以拒绝。
②KMO 值是对样本采样充足度的测度，根据 Kaiser 给

出的 KMO 度量标准，值越接近于 1 越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Bartlett 球度检验是检验相关矩阵是否是单位矩阵，

P 值小于 0． 05 时，说明问卷具有结构效度，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
③方差贡献率为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
④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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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training，they get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from various channels，and their utilization ratio of mobile
phones and computer is relatively high． However，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for new urban residents，
such as the low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knowledge，low ratio of being trained professionally，
nonproficiency in the utilization of computer，and low utiliza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etc． The main causes of these results are the urban － rural dual structure，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con-
struction but less attention to utilization，lack foresight of the employers，little services provided by NGOs．
So，the governments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new urbanization，and integrate all forces to provide sci-
ence ＆ technology services for the new urban residents，to make them better integrate into city．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Feature of Food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Ｒural Ｒesidents in Chi-
na From 1984 to 2014 LV Xiao，etc． ( 52)……………………………………………………………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main food consump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chronologically，from 1984 to
2014 and researching new laws and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about food consump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y means of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we discovered that: ( 1) the enrichment of
economic sha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aused a translation of propensity to food consumption． In
terms of urban residents，the consumption of milk，meat and eggs is increasing． As for rural residents，it
shows a situation that there being cross competition between animal and plant consumption，but vegetable
food consumption，especially grain consumption，still retains its dominant position; ( 2) Engel coefficient
of rural evolves following the forward track about Engel coefficient of urban roughly． Compared with urban
food consumption，rural food consumption is backward，because of two factors that its Engel coefficient
always sustained too large and it being at the low end of the transition phase; ( 3 ) we can predi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food consumption，which is that Engel coefficient and principle foods con-
sumption expenditure decrease gradually and that subsidiary foods and service foods consumption expendi-
ture is increasing． To achieve the meal target composed in China Food and Nutrition Development Pro-
gram ( 2014 － 2020)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some scientific guidance and regulation of residents
food consumption，so that we can show our expect to Nutritional balance of food consumption and a state
of linkage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NＲSP on the Treatment － Seeking Behavior of China Ｒural Elderly
TAN Yin － qing． etc( 59)…………………………………………………………………………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CHAＲLS 2013 Follow － Up and studies the effect of NＲSP on the treat-
ment － seeking behavior of China rural elder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ose with a relatively higher in-
come，NＲSP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elderly willing to seek treat after they are ill，but the effect on
their medical expenditure is not significant． For those with a relatively higher income，NＲSP both in-
crease their willing to seek treatment and their medical expenditure． Generally NＲSP have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treatment － seeking behavior of the rural elderly． However，these findings also reflect
that economic status is still the main constrain on the treatment － seeking behavior of the rural elderly．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further building up the NＲSP and NＲCM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cope with
the treatment － seeking of China rural elderly．

Survey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Ｒural Staying － at － home Women in Anhui Province———Based on
1368 Questionnaires＇Analysis HU Zheng － yun． etc． ( 65)……………………………………………

The urbanization has given rise to massive rural labor transfer，rural staying － at － home women be-
coming the main fo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ey have to shoulder the burden of taking care of
whole family．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1368 efficient samples of eight countries in Anhui prov-
ince，the author of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rural staying － at － home women＇s life satisfaction in Anhui
province． Analysis shows that main factors of rural staying － at － home women＇s life satisfaction can be
concluded as the ownership of family rights，political participation，economic income，family life and
women＇s social status． For that reasons，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holds view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rural staying － at － home women＇s self － actualization，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improvement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 an all － ar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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