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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中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出路

———以太原市晋祠镇为例

翟宇婷
(忻州师范学院 政治系，山西 忻州 034000)

摘 要: 村民自治在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之后，目前已陷入了难以持续推进的困境。而随着女性的日益“社

会化”，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对村民自治的推进效应显然不可小觑。本文以山西省太原市晋祠镇所辖的 28 个行

政村作为典型个例，对晋祠镇 28 个行政村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进行了综合考察与评估，指出了农村妇女政

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制约性因素，并提出了促进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几点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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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推进村民自治发展的重

要途径，广大农村妇女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她

们政治参与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水平。因此积极鼓励农村妇女参与村级事务，调动农

村妇女的参政热情，更好地让妇女发出呼声，从而保

障自己的政治权利，有利于加快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一、山西省太原市晋祠镇基本情况

晋祠镇行政隶属太原市晋源区，位于太原市近

郊，离市中心大约 25 公里，面积 72． 8 平方公里，人口

3 万多人，农业人口居多，辖一个居委会，包括东庄营、
新庄、长巷村、花塔、索村、三家村、东院、王郭村、南大

寺、东庄、北大寺、万花堡、赤桥村、小站营、西镇村、杨
家村、牛家口、南张村、野庄、青阳河、窑头村、下石村、
三泉头、五坡村、吴家峪、明马村、晋祠社区和小站社

区 28 个行政村。

二、晋祠镇农村妇女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第一，妇女在政治参与中往往处于弱势，大多担

任配角性职位。农村妇女是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她们理应拥有和男性一样平等的

管理村级事务的权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妇女政治

参与的比例却很低，权利绝大部分还是掌握在男性手

中，妇女在政治参与中往往处于弱势、边缘地带，并没

有在村民自治中发挥出实质性的作用
［1］。全镇 28 个

行政村，两委换届无妇女当选的比例是 3． 57%，有一

个妇女当选的比例是 78． 57%，有两个妇女当选的比

例是 17． 86%。由此看出妇女当选比例不协调。村党

组织班子成员中无妇女当选的比例最高，达到 75% ;

一个妇女当选的比例是 21． 42% ;两个妇女当选的只

有一个行政村，占比仅为 3． 57%。由此看出在村党组

织班子成员中男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妇女只是些点

缀。担任村主任的女性非常稀少，晋祠镇 28 个行政

村中只有一个行政村村主任是女性。即使有些女性

通过民主选举成功进入了村委会，也是担任妇女主任

等一些副职，管管计划生育、农村卫生等等。当选的

妇女担任的职位也就是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纪检委

员等一些副职。
第二，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参与自主性程度低，

被动参与多。1982 年村民自治被提出来后，在中国农

村得到广泛的应用，广大农民的参政积极性也有所提

高，但是妇女的参政热情并不是很高，与妇女占农村

人口总数的比例形成鲜明的反差。据调查，晋祠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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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34%的农村妇女参加过村委会选举，只有 14． 66%
的农村妇女一次都没有参加过村委会选举。其中参

加过选举的农村妇女中，有 20． 69% 的农村妇女参加

过一次选举，有 42． 24% 的农村妇女参加过两到三次

选举，有 22． 41%的农村妇女参加过四次以上的选举。
而在参加过选举的农村妇女中，61． 62% 的农村妇女

认为参加选举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有 15． 16% 的农

村妇女则是为了凑个人数才去参加选举。可见农村

妇女的参与热情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还有部分农村妇

女的政治参与态度不端正，积极性不够高，不能很好

地利用机会行使自己的权利。由于女性的政治地位

长久以来处于劣势，常常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缺乏主

动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更缺乏主动去竞选的意识。
第三，政治参与方式简单，参与目的功利化。农

村妇女参与政治也就是在村委会选举时投上一票，而

对选举流程、选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毫不关心。大多

数妇女参与政治的功利心比较强，只要是有关自己的

利益和家族的利益，都会非常用心，而不会切实关心

村里的集体利益，更不用说关心国家大事了。在做个

别访谈时也了解到，晋祠镇 XX 村选村主任时，出现了

严重的拉帮结派现象，妇女只是关注哪派给自己的利

益多，而并不关心当选的村主任能为本村做出多大

贡献。

三、晋祠镇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制约性因

素分析

第一，农村妇女的文化素质不高。公民受教育程

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参与态度和政治参与

行为。据调查，目前晋祠镇农村妇女的整体文化水平

集中在初中，比例占到了 76． 72%，部分农村妇女的文

化水平只有小学，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占到的比

例为 18． 97%，整体文化水平偏低，进一步导致政治素

养不高，参政意识低。加之农村重男轻女现象严重，

男女受教育程度严重失衡，有的即使接受了九年义务

教育，但由于缺乏政治实践的经验，政治素养也得不

到提高
［2］。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严重阻碍了农村妇女

思想和能力的发展，长此以往，自卑感滋生，对自身也

缺乏信心，导致了农村妇女自身综合素质偏低。
第二，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作祟。随着

时代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农村经济与社会也在不断向

前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中

国长久以来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男尊女卑的思想

已在农村打上深深的烙印。妇女长久以来处于弱势

地位和男性的附属品，在家庭中缺乏自己的主见，大

事习惯于让男人来决定，如在晋祠镇村委会选举时，

绝大多数妇女都是顺着自己丈夫的意思，而不是抓住

机会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妇女认为自己在家做好

本职工作就是好妻子。看孩子，做家务，干农活，这一

大推的琐事占据了妇女的大部分时间，她们也没有更

多的精力去参与村级事务。还有农村舆论的影响，认

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参与政治太抛头露面，而且也有

失男性的面子。一系列的原因使得妇女处于受压抑

的地位，使得她们认为女性就是不如男性。
第三，农村妇女往往处于从属型经济地位。中国

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农村妇女的经

济实力仍然很弱，男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据调查，

晋祠镇如今越来越多的男子选择进城务工，农村妇女

只能留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她们更关心的是摆脱贫

困，并且还有家庭生活分散了她们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使她们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型地位，经济决定政治，

必然使她们在参与政治时受到阻碍，使得她们无暇兼

顾村级事务。
第四，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妇联组织功能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为了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

位，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现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村民委

员会中应当有一定的女性名额
［3］。虽然得到了法律

上的保护，但是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存在很多漏洞，导致农村

妇女的政治参与度还不是很高。
妇联一直扮演着农村妇女“后台”的角色，应在农

村妇女政治参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促使农村妇女活

跃于政治生活中。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妇联组织功能

的弱化，其并没有很好地维护好农村妇女的利益。据

调查，晋祠镇农村妇女认为妇联组织几乎不发挥作用

的占到了 74． 14% ;认为妇联组织有作用，但是不明显

的占到了 14． 65%。一切活动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妇

联缺乏资金的支持，其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就渐

渐失去 了 凝 聚 力 和 号 召 力，其 组 织 功 能 随 之 逐 步

弱化。

四、促进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有效

举措

第一，提高农村妇女的文化素质，增强其参政意

识和参政能力。要提高农村妇女的文化素质，就要重

视农村女孩的教育
［4］。政府通过发放资金，各种补

贴，加大对“春蕾计划”、“希望工程”等教育机构的扶

持力度，切实贯彻好《九年义务教育法》，保障女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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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此外要加强对农村妇女的二次教育，帮助

她们接受新知识，还可通过互联网、电视等现代媒体

多关注新闻、实时动态，了解更多的相关政策，促使农

村妇女形成终身学习的观念。据相关调查显示，受教

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妇女的参政能力，所以要重

视提高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促进其自身综合素质的

提高。
第二，打破传统文化格局，宣传性别平等意识。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深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妇

女在家只会做家务、看孩子，从属于男性，没有自己的

地位，更没有能力去参与村级事务，妇女自己也认为

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参与政治。因而要打破这种传统

的文化格局，加大宣传力度，使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

人心，从而真正营造男女平等的和谐家庭、和谐社会，

不断消除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逐渐形成

一种尊重妇女、认同妇女的良好氛围。男性也要改变

对妇女的歧视，做到从心底尊重妇女，鼓励她们积极

参与政治活动;此外，男性在家中也要主动分担家务，

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政治活动。农村妇女也

要克服自卑、盲从、依赖等性格缺陷，树立自尊、自爱、
自强、自信的精神，充分认识到自己在现代化建设中

的价值，勇于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5］。

第三，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
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发展为妇女参与政治提供了一定

的物质基础，也加强了她们与外界的交流，开阔了视

野，从而改变了她们的价值观念，更好地给自己定位。
镇政府要积极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开展科普农

技下乡活动，恢复品牌优势，全力恢复和保护“晋祠大

米”这一省内名优品牌，全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一个人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的高低跟他的社会

经济地位成正比。因此，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妇女的

经济地位，为她们更好地参与村民自治提供强大的物

质基础
［6］。如可以投入一些专项资金来鼓励支持农

村妇女自主创业，举办一些培训班学习实用的农业技

术，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特色旅游业，尽可能地保证

农村妇女的就业率。
第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妇女政治参与营造

良好的氛围。首先要完善各项法律法规，要在村委会

选举法中明确规定农村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所占的

比例。其次可以把男性和妇女的选票分开进行统计，

并积极鼓励妇女竞选除妇女主任一职以外的其他职

位。最后要规范地方政府的选举行为，有些村委会选

举过程中，出现了以权谋私、贿赂拉票等现象，严重打

击了妇女政治参与的热情。要重视基层组织中干部

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公平选举。净化村委会选举环

境，为农村妇女政治参与营造公平的氛围
［7］。

第五，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组织的指导作用。妇联

组织作为党联系农村妇女的桥梁和纽带，要切实反映

农村妇女的实际情况，真正维护农村妇女的切身利

益，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指导作用。首先，妇联组织

要深入农村，多听取农村妇女的心声，及时向政府反

映，做到权为妇女所用，情为妇女所系，利为妇女所

谋，为妇女参与政治扫清障碍。其次要积极从单一的

计划生育工作中解放出来，做到真正为农村妇女服

务，如开办各种兴趣班，让她们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拓宽她们的视野，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增强参政

意识。最后要紧密联系农村妇女的实际情况，及时进

行自我更新，充分发挥组织的强大作用，提高农村妇

女的参政议政能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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