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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农村，妇女是主导家务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贫困家庭能否顺利脱贫取决于

妇女的脱贫程度。农村妇女作为既脆弱又贫困的群体，她们在应对因生产环境、自然灾害、个

体健康、教育程度、家庭环境、政策制度和社会福利等带来的风险时，由于缺乏抵御风险的能

力和手段而容易陷入贫困。以贫困脆弱性为分析视角，考察贫困妇女现状和成因，不仅有利于

预防和缓解妇女贫困，还有利于降低贫困家庭继续贫困或返贫的概率，增强精准扶贫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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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截至 2015 年初，甘肃省尚有 417 万贫困人口，占全省农村人口的 19.8%。其中，农村第一、
二类低保户有 136.9 万人，他们是家中丧失主要劳动力或主要劳动力患重病、有残疾的特困人

群，失去自我发展能力，属于精准扶贫“五个一批”中“兜底一批”的对象。这些特困群体因政

府兜底而吃穿不愁，住房和医疗等有了一定保障。除此之外，在 417 万贫困人口中还包含着

45.8%的贫困妇女，这个群体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吃穿、住房、看病的困难。与男性相比，妇女应

对各种冲击的能力有限，陷入贫困的机率高，属于脆弱性贫困。比如康乐县发生的杨改兰事件，

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是它警示我们，贫困妇女是一个脆弱性群体。她们的脆弱性不仅来自

贫困本身，还有来自家庭关系、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方面存在的风险冲击。随着大量农村男性劳

动力外出务工，妇女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和主导家庭事务的主要力

量，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但是，家庭和社会对这个群体的重视程度却不

高，她们的婚姻安全得不到保障，普遍缺乏关爱，缺乏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深入农村就会发现

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家庭娶到的儿媳妇常常被别人拐走或离家出走，留下年幼的子女和因婚欠下

的债务，使好好的家庭蒙受损失而很快陷入贫困。可以说，妇女是导致家庭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是贫困的直接受害者。立足农村妇女贫困程度深的现状，如何使强有力的精

准扶贫措施对此发挥有效作用，是精准扶贫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帮助妇女走出脆弱性贫困

来缓解长期性贫困的途径之一。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一） 脆弱性贫困的内涵

根据世界银行的界定，贫困的脆弱性主要指家庭或者个人当前面临的在将来遭遇各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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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贫困的风险的可能性，包括从不贫困状态进入

贫困状态以及继续维持贫困状态 （World Bank，

2000）。脆弱性包括群体受到冲击和对抗冲击的实

力，两者相比较的结果即脆弱性。所谓脆弱性贫困

主要是指穷人由于缺乏抵抗风险的手段，而更容易

遭受风险的伤害，这是一种动态的贫困范式［1］。贫

困的脆弱性产生于贫困人口对多种冲击缺乏应对能

力，这些冲击包括自然灾害、生产环境、个体健

康、教育程度、家庭环境、政策制度、社会福利及

经济因素等。社会学家对贫困的定义通常从个体脆

弱性的维度进行的，借助能力、谋生、剥夺、排斥

等术语描述贫困状态。他们对贫困的定义无意间指

向了脆弱性人群，如，处于风险的儿童、女性、老

人、残疾人等。将脆弱性纳入贫困的定义显示出，

贫困不仅包括物质和健康的缺乏，也包括各种内

部、外部条件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
需要区分的是，某个个体脆弱但不一定贫困，而有

些个体却是既脆弱又贫困。从贫困实践看，贫困妇

女作为贫困者中的贫困者，她们应对外来风险的能

力有限，健康和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情感和心理承

受度低，属于既脆弱又贫困的群体。诸多研究表

明，脆弱性贫困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有必要将

脆弱性作为帮助贫困妇女的一个分析视角，探寻扶

贫机制的局限性，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预防和缓解

妇女贫困。
（二） 理论框架

关于脆弱性贫困，阿玛蒂亚·森最早从能力、
功能和权利的角度来讨论贫困问题时就指出，不能

把贫困看成是收入缺乏或消费水平低下，贫困的实

质是人们缺乏改变其生存状况、抵御各种生产或生

活风险、抓住经济机会和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或

者他们的能力被剥夺了，无法平等地获取许多公共

产品。他认为贫困是因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

而可行能力是指对于本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

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因此，能力贫困理论试图通过

重建个人能力和创建机会来避免和消除贫困。
（三）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15 年 7 月—2016 年 3
月甘肃省 58 个片区贫困县 （市、区）、17 个插花

县 （市、区） 的 6220 个贫困村、97 万贫困户进行

随机抽样后的实证研究。研究中问卷调查是从抽样

所得的 1387 户 （5648 人） 作为研究对象采集的数

据。问卷以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收入、住房、教

育、职业、营养、健康、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作

为自变量进行测量。研究中还采用了结构式访谈

法，访谈对象是 L 区所有贫困村中抽取的 5 个村

的贫困户家庭妇女。通过深度访谈，获取研究对象

的家庭结构、个体特征、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健

康状况、家庭医疗保障情况以及对精准扶贫中相关

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三、农村贫困妇女的脆弱性表现

（一） 物质贫困———生活状况的不稳定性

1.妇女收入水平低。对农村家庭来说，打工收

入和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两大来源 （如表 2）。
以 L 区为例，人均仅有 2 亩地，按平均 4 口之家

计算只有 8 亩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这两年政

府推进“主体生产模式”，倡导农户建设日光温室，

土地一部分用来建日光温室后所剩无几。中年妇女

要照顾孩子和老人而很少有机会外出务工，农业生

产经营是农村妇女的唯一收入来源，然而农作物的

产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大，具有潜在风险，收入极

不稳定。

2.妇女消费有限。调查显示，贫困妇女总体消

费层次和消费水平较低，消费主要是以满足衣、
食、住这种基本的生存需求为主。而维持日常生活

的基本消费当中以家庭日用品和给老人看病买药及

孩子上学的费用为主，另外，加上少量的通讯费用

和红白事上的礼金，而专门投入到自己身上的费用

非常有限，买衣服也是在每年过年的时候才会有。
3.妇女住房条件较差。住房从整体水平上来

说，农村妇女的居住条件非常的不好。她们的居住

空间都非常的宽敞，人均住房为 2 间 （约 36 平

米） ,但是居住条件非常的差。被调查的贫困户中，

表 1 2015 年家庭收入情况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2015 年总收入 2000.00 60000.00 19465.5172 11231.39110

表 2 家庭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 频数 百分比

经营收入 48 2.0

农业收入 988 40.8

救济金 239 9.9

打工收入 1068 44.1

其 他 80 3.2

合 计 2423 100.0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2.0 2.0

40.8 42.8

9.9 52.7

44.1 96.8

3.2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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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的住房都在 20 年以上。2000 年以后修建的房

屋结构以砖混为主，而这种房屋所占比例很小，之

前的大都为土木或砖木结构的房屋 （如表 4）。贫

困户住房情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住房条件较好

的，用积蓄和借来的钱修建起来给儿子娶媳妇用

的；另一种情况是住房条件差的，有的是属于爷爷

辈修建的，父辈没有能力再修建，至到第三代人、
第四代人还在居住。另外，农村妇女居住的房屋和

厨房卫生条件普遍比较差。

（二） 能力贫困———对外界环境的应对能力有

限

1.妇女健康程度比男性差。全国妇联针对贫困

妇女生存状况调查显示，85%的贫困妇女患有不同

疾病，青壮年贫困妇女中患妇科疾病的比例占三分

之一以上。从我们的入户访谈中可以证实，营养和

卫生知识缺乏使贫困家庭中其成员疾病的发生率高

于一般家庭，尤其是妇女的健康状况较差。妇女一

方面要务工或农业生产，一方面要做家务、照顾家

中老人孩子。她们一天奔忙于家务和农活之间，时

间休息不充足，因长时间从事消耗体能的劳动严重

的损害了她们自身的身体状况。加上心理等其他因

素，致使身体抵抗力下降而容易患病。而患病后，

由于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医疗费用，往往出现因病返

贫的现象。

2.贫困妇女劳动技能单一，创业就业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较弱。比如在 L 区推行设施农牧业以来，

很多项目的操作是有技术要求的，从种植、施肥、
农药、浇水、通风、温度、湿度的控制到采摘、销

售都要科学操作和管理，如果管理不善就会导致收

益减少和损失，全年收入就会受影响。
（三） 文化和权利贫困———遭受损失后难以复

原

1.妇女文化水平较低。2014 年全国妇联针对贫

困妇女所做的调查中 61.9%的贫困妇女是小学以下

学历，其中文盲占 18.7%；调查显示，样本中妇女

的文化程度小学或文盲、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

的比例为 71.3%、20.7%、4.6%、1.1% （见表 5），

没有上过学的妇女是男性的 2 倍。另有研究证明，

受教育水平与经济收入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收入

最低的 20%的群体中，妇女文盲率为 56%，男性

文盲率为 34%。在收入最高的 20%的群体中，妇

女文盲率为 17%，男性文盲率为 6%。

2.女童失学率较高。来自国家的家庭资料显示

农村孩子的失学率是城市孩子的 2 倍。基于我们的

调查分析发现，贫困家庭中的女孩接受教育的时间

不长，辍学率较高，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进入高中

阶段教育的不到一半。除了高中录取率降低的原因

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家庭为她们谋划好了未来的发

展，让她们尽快就业，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或者是

在家分担家务，让母亲外出打工，以补贴家庭收

入。
3.妇女就业权力保障不足。近年来，农村妇女

外出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妇女大多是

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生活条件差，工资待遇

偏低，工作不稳定，长期处于变换工作或隐性失业

状态。大多外出就业的妇女都属于季节性务工，对

就业岗位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非农收入有限，只

表 3 消费支出

支出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

分比

累积百

分比

有效 住房 32 2.3 2.3 2.3

饮食 96 6.9 6.9 9.2

教育 399 28.7 28.7 37.9

医疗 686 49.4 49.4 87.4

人情往来 16 1.1 1.1 88.5

其他 158 11.5 11.5 100.0

合计 1387 100.0 100.0

表 4 房屋结构

房屋结构 频数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累积

百分比

有

效

土木结构 414 29.9 29.9 29.9

砖混结构 669 48.3 48.3 78.2

钢筋混凝结构 304 21.8 21.8 100.0

合计 1387 100.0 100.0

表 5 文化程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

效

985 71.3 72.9 72.9

287 20.7 21.2 94.1

64 4.6 4.7 98.8

14 1.1 1.2 100.0

322 2.3

合计 1387 100.0

小学或文盲

初 中

高中（含中专）

大学及以上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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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补贴家用，无力承受较大数目的消费支出。
4.贫困妇女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机会少。当问

及是否参加过职业技术类培训,参加过什么样的职

业培训时，大多数妇女的回答是没有参加过职业培

训,一般都是家里的男性去参加培训拿个资格证，

其中有一些曾经外出打过工的妇女有参加职业培训

的经历。据调查，当地妇联组织也经常入村组织一

些培训，比如广场舞、产业政策、项目、编织和家

庭美德等。但是这些都是些岗前培训，为期一般一

周左右，涉及职业技能和职业知识的内容很少。
四、农村妇女脆弱性贫困的成因

（一） 生产资源不足，收入非常有限

家庭土地少，农业收入有限，不足以形成资本

积累，无法扩大再生产。另外，农村集体经济实体

没有创建起来，土地经营收入基本没有。加之农村

比较封闭,她们与外界的联系不多，缺少相应的各

种信息，即使有机会也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资金，家

庭状况长期维持在一个低水平状态，遇有自然灾害

或大的支出项目就陷入贫困。
（二） 社会资源匮乏，改善经济现状的能力不

足

贫困妇女社会资源的匮乏，表现在社会资本和

社会支持网络的匮乏，导致她们通过社会联系 （社

会网络） 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较差。加

之，性别差异和文化水平偏低，非农就业的机会很

少，收入状况不稳定，贫困的脆弱性很高。在生产

技能和体能上都较男性弱，生产效率低，收入与男

性有较大差异。
（三） 经济基础不牢，抵抗外在风险能力差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导致贫困的外在风险主要

来自子女教育、疾病和失败婚姻。对子女接受高等

教育的家庭来说，未来可能带来整个家庭社会地位

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当前的教育投入让很多

农村家庭不堪重负，很快陷入贫困之中。和因学致

贫同样使家庭陷入贫困的还有因病致贫和因婚致

贫。
（四） 妇女权益受损，冲击家庭贫困风险多发

农村家庭中但凡有劳动能力的都有外出打工的

经历，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

妇女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有刚结婚的年轻媳妇，

也有在家照看孙子的中老年妇女。她们在家中时常

总担心家人身体健康、丈夫在外是否安全、是否有

外遇、家庭生产经营遇见困难等，造成精神压力

大，缺乏安全感。此外，留守妇女遭受外界干扰较

多，家庭婚姻安全缺乏保障，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事

件也时有发生。总之，她们面临的未来潜在风险较

大，权益一旦受损就滑入贫困的概率较高。
五、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生产能力、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权益受损

和社会关系是导致农村妇女脆弱性贫困的重要原

因。而其中由社会排斥导致的妇女能力脆弱是当前

农村长期贫困存在的特征之一。这种脆弱性表现在

精神文化、心理素质和和权利保障方面。
2.贫困妇女是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者。由

于贫困女性大多在营养健康、医疗保健和教育程度

上较为欠缺，她们在贫困中呈现出来的资源短缺、
机会缺失、能力不足、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很容易

传递到下一代人那里，妇女成为贫困代际传递中的

主要影响者，无形之中影响着家庭脱贫进程。
3.妇女贫困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单一的妇女问

题。将妇女贫困置于一般贫困研究或妇女问题领

域，缺少对妇女贫困类型、特征、影响等专门性研

究，而这些在妇女贫困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讨。
4.精准扶贫的参与主体应包含妇女。从现行的

扶贫实践经验可以看出，针对贫困家庭的扶贫方式

忽视了妇女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家庭脱贫过程中

的边缘人。
六、帮助妇女摆脱脆弱性贫困的未来路径

（一） 完善分性别的贫困监测和评估制度

完善精准扶贫效果评估框架的内容和评估机

制，增加分性别监测、评估指标和分析框架。依据

目前精准扶贫现状，重新审视有关贫困户的识别指

标，特别是有关妇女贫困状况的两项重要指标 （妇

女长期患病率和女童辍学率），在瞄准贫困户的基

础上再进一步瞄准到贫困妇女，即贫困中的贫困

者，使扶贫对象精准到人，从而保证扶贫措施精

准，效果更加稳固。
（二） 提高现有扶贫系统中的社会性别敏感性

在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视现

行扶贫措施及项目，对妇女摆脱贫困有减损的部分

做出修改和完善。重点增加对妇女社会资本、人力

资本、生产资本等资产占有、控制及使用的项目资

源分配权限。扶贫项目的实施中进一步衡量贫困妇

女的工作量和角色分工，鼓励并建立男性分担家务

及照顾老幼的新社会规范。在劳动技能培训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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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技术培训和服务对农村贫困妇女的可行性和持续

性，并在农村社区提供完备的公共服务，解除她们

的后顾之忧，保证妇女参与培训，从而提升技能。
（三） 提高贫困妇女可行性能力

要缓解贫困代际传递，应优先向贫困妇女投

资，针对妇女的投资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增加她

们的物质资源，二是提高她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调

查发现，当前农村的贫困妇女主要有两类，一类是

结构性贫困，即有能力自足，但没有机会参与社会

生产活动的人。一类是偶发性贫困，即凭借资源能

够自足，但是在灾祸面前脆弱的人 （如因病因残致

贫）。这两类贫困群体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有能力

且有脱贫的意愿，给她们提供物质帮助固然重要，

但是她们更需要社会政策支持下的发展机会和能

力。因此，精准扶贫政策要瞄准贫困妇女，为她们

提供劳动机会、就业岗位和技能培训的创新措施，

将妇女就业创业与脱贫政策结合起来，这样会使精

准脱贫取得更多实效。
（四） 为贫困妇女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

在针对贫困妇女的扶贫实践中，我国妇联组织

和一些其它非政府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

如，妇女小额信贷项目和“巾帼扶贫行动”是真正

瞄准贫困家庭，提升贫困妇女能力的十分有效的做

法。不仅为贫困妇女脱贫搭建了平台，还依托非政

府组织提供的社会支持系统去对接多元的社会政策

支持体系，增加了她们从社会政策中获取福利的能

力。如今，精准扶贫中贫困村里已经不缺乏关爱留

守妇女、留守儿童的民间组织，比如妇女维权站、
妇女儿童活动之家等，只是多数组织没有发挥好作

用，原因就是缺少将这些组织推动起来的一套运行

机制。在现有的扶贫保障体系中将非政府组织的行

为纳入已有的教育扶贫、卫生扶贫、文化扶贫和科

技扶贫措施，使非政府组织在制度框架内有序运

行。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法律宣传、技能培训、权

益维护、文体活动、心理咨询、情感关爱等服务。
探索建立农村妇女互助小组，努力做到生产上相互

帮助、生活上相互扶持、情感上相互依靠、安全上

相互关照。
（五） 针对妇女贫困调整精准扶贫机制

世界银行 （2003） 认为贫困是人们想逃避的一

种生存状态，贫困意味着饥饿、缺医少药，失业、

无上学机会以及权利和自由的丧失［2］。发达国家很

早就开始关注妇女贫困问题，在政府预算中纳入性

别预算，致力于缓解妇女贫困事业。从提高妇女受

教育程度，保护妇女社会权益，增加妇女就业机

会，保障妇女营养和健康等角度去防止贫困代际传

递。所有这些扶贫措施之所以能为缓解贫困发挥作

用，关键在于他们在制定政策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与

之相配套的保障和运行机制。在扶贫工作机制方

面，我们国家已经探索建立了符合贫困地区的扶贫

政策体系，尤其在专业扶贫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但是，依然缺乏能够保证这些扶贫政策取得成

效的运行机制。比如，在精准评估机制中将妇女减

贫数量、贫困妇女增产增收、生产生活条件改善、
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和女童入学率情况纳入考评体

系，对完不成任务的也实行“一票否决”。
（六） 重视和投资农村女童教育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解决贫困的最有效办法

是让女童接受教育。调查显示，一个早婚的女性将

来长期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是 31%，提前辍学的

女性将来生活窘迫的可能性是 11%。从代际传递

角度讲，接收教育的女童成年后可能更倾向于孩子

也接受教育，懂得教育对贫困者的潜在利益，并能

够用心教育孩子和对孩子的学习提供帮助。考察精

准扶贫中相继出台的相关教育扶贫政策，其中包

括：改善贫困村办学条件、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的

补贴补助、面向贫困地区的招生、就业等诸多具体

优惠政策，唯独没有针对贫困家庭女童的扶助政策

和制度安排。显然，政府的教育扶贫并没有特别向

女童倾斜，女童失学和辍学现象还是得不到根本解

决。因此，要实现精准扶贫长效机制，政府应设立

女童教育专项基金，保障女童受教育权利，延长女

童受教育年限，提高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有在根

源上缓解妇女贫困程度，才能有效阻止贫困代际传

递，农村的贫困家庭就会减少，扶贫成效会更加稳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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