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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农村妇女参政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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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妇女参政是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了解贵州农村妇女参政现状有助于推动贵州农村政治制

度建设。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贵州农村妇女的参政意识、参政制度和参政途径进行实地调查，并运用描述性统

计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贵州省农村妇女在参政意识、参政制度和参政途径三个方面的现状，在此

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与制约贵州农村妇女参政的主要因素，提出扩大与促进农村妇女参政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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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参政程度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程度以及民主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根据相

关数据显示，从 2005～2007 年的三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妇女进入村委会成员的平均比例只有 17.6%。学

者们通过对农村妇女参政调查研究中发现，影响农村妇女参政的因素有政治文化、妇女自身素质及政策制度等。学者们从不同

角度对农村妇女参政现状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村妇女参政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农村妇女参政，

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措施和建议。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地区，全省有 49个民族成份，总面积 17.6万 km2，共辖 18091个行政村，有 19.8万个村民组。截止 2016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3555万人，其中农村常住人口 1985.47万人，占总人口的 55.85%，农村人口显著多于城市人口；按性别分，

女性人口数为 1721.55 万人，占总人口的 48.43%，约为总人口数的一半。随着贵州省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剩余劳动力的逐渐

转移，广大农村妇女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主要力量。为有效地把贵州农村妇女参政积极性调动好、发挥好、

保护好，提高贵州农村妇女的参政比例、参政数量以及参政层次，充分发挥她们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角色和作用。本文从贵州

农村妇女的参政意识、参政制度及参政途径入手，对贵州农村妇女的参政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为提高贵州农村妇女的参政提

供参考建议。 

1 贵州农村妇女参政现状 

1.1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是以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进行展开，调查了贵州省 21个县市、38个乡镇、73个村，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问卷 288 份，回收率为 96%。调查对象全部为女性，被调查对象中，少数民族的占 60%，汉族的占 40%；被调查对象年

龄在 18～28岁的占 27%,29～45岁的占 45%,46～60岁的占 24%,60岁以上的占 4%；没上过学的占 25%，小学的占 30%，初中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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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高中或中专的占 12%，大专以上的占 12%；被调查对象中担任过村支书或村主任的只有 2 人，担任过村两委委员的只有 5

人，担任过村民小组长的为 16人，担任妇联成员的 28人，担任村民代表的 47人，任何职务都未担任过的 190人；家庭人均年

收入 3200元以下的占 43%,3200元～6600元的占 34%,6601元～9500元的占 15%,9500元以上占 8%。 

1.2参政意识现状分析 

对问题“您去参加村委组织的事务管理活动的原因是什么”的回答中，28%的人选择“自愿去”，16%的人选择“有支持的

人参加竞选”，23%的人选择“看到别人去自己也想去”，33%的人选择“村委组织要求去”；对问题“当村里为了村务公开征

求意见时，您会怎么做？”的回答中，39%的人选择“认真思考，并发表意见”，10%的人选择“敷衍了事，随口乱说”，19%的

人选择“想到什么就说什么”，9%的选择“跟随大家的意见”，23%的人选择“没想过这事”；对问题“您时隔多长时间去了解

国家新农村政策及村委会的公共事务”的回答中，选择“每天”的人占 3%，选择“不固定，有时间就去看”的人占 41%，选择

“跟别人聊天时”的人占 31%，选择“没有时间去了解”的人占 25%；但在对问题“您是出于什么原因才去了解国家新农村政策

及村委会的公共事务”的回答中，选择“有了解、关心国家大事的意识”的人占 23%，选择“无聊，单纯看看”的人占 28%，选

择“多看些，这样才能跟人聊天”的人占 12%，选择“有人要求去看的”的人占 9%，选择“没空”的人占 28%。 

在对问题“您是否愿意参加村干部竞选”的回答中，23%的人选择“愿意”，36%的人选择“需要我就去”，有 41%的人选择

“不愿意”。在选择“愿意”和“需要我就去”的人中，对问题“您希望竞选哪一个职位”的回答中，28%的人选择“村支书或

村主任”，17%的人选择“两委委员”，10%的人选择“村民小组长”，33%的人选择“妇联成员”，12%的人选择“村民代表”；

在对选择“不愿意”的人中调查原因时，发现 22%的人选择“不想参与”，8%的人选择“家人反对”，27%的人选择“家务太重”，

43%的人选择“其他原因”。 

在回答问题“在选举过程中，别人在没得到您允许的情况下而帮您填写了选票时，您会怎么办?”时，有 27%的人选择“向

上一级反映”，21%的人选择“与他理论”，37%选择“无所谓”，15%的人选择“默默接受”，表明大部分的人在自身的合法权

益受到侵犯时，没有想到利用积极的方法去决解，因此自身的思想素质有待提高。 

1.3参政制度现状分析 

在对问题“您认为村委会的职责是（多选题）”的回答中，77 名妇女选择了“组织参政”，137 名妇女选择了“调解家庭

矛盾”，185名妇女选择了“组织村内各项活动”，155名妇女选择了“发展农村经济”，有 66名妇女选择了“其他”。对“村

委会资金的来源及用处”和“妇联这个组织的了解”程度所示。 

在此基础上，调查了“妇联在村里的影响力”的回答中，11%的人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力”，35%的人选择“一般”，32%的

人选择“有，但很小”，17%的人选择“没有”，还有 5%的人选择“村里没有妇联”。 

在回答问题“您觉得政府提出的新农村政策重要吗”时，有 14%的人回答“非常重要”，有 39%的人回答“重要”，有 30%

的人回答“一般”，有 17%的人回答了“不重要”及“一点都不重要”。在回答问题“您是否了解政府的扶贫政策”时，5%的人

选择“非常了解”，21%的人选择“了解”，45%的选择“一般”，24%的人选择“不了解”，5%的人选择“一点都不了解”。 

1.4参政途径现状分析 

在回答问题“您是通过什么的渠道了解国家新农村政策及村委会的公共事务（多选题）”时，有 132 名妇女选择了“电视

新闻”，有 105名妇女选择了“智能手机客户端”，有 36名妇女选择了“电脑网页”，而有 126名妇女选择了“听别人说”，

17 名妇女选择了“广告”，有 21名妇女选择了“村委会公告栏”，有 100名妇女选择“报纸书刊”，有 31 名妇女选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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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54名选择了“没时间去了解”。在回答问题“您参与过几次村委会选举（投票）”时，有 49%的人选择了“0次”，有

32%的人选择了“1-2 次”，有 13%的人选择了“3 次以上”，而仅有 6%的人选择了“每次都参加”。在参加了村委会的选举的

人（148人）中，在选举时，有 65%的人会事先考虑、了解当选人的情况，7%的人选择不会事先了解，有 16%的人选择“没考虑”，

12%的人选择“无所谓”。而在回答“参与村委选举（投票）的原因”时，55%的人选择“认真思考，谁最能担当村干部”，5%

的人选择“我家男人选谁我就选谁”，18%的人选择“别人选谁我就选谁”，2%的选择“我看谁顺眼我就选谁”，10%的人选择

“无所谓，随便选”，3%的人选择“如果上头要求选谁，我也只能选谁”。 

在回答“参加妇联活动的次数”时，有 53%的人一次也没有参加，27%的人参加过“1-2次”，16%的人参加过“三次以上”，

仅有 4%的人“每次都参加”。在回答问题“您参与农村扶贫工作（精准扶贫、低保等）讨论的次数”时，有 53%的人选择“0次”，

27%的人选择“1-2次”，15%的人选择“3次以上”，5%的人选择“每次都参加”。在回答问题“您参与新农村建设事务讨论的

次数”时，有 59%的人选择“0次”，26%的人选择“1-2次”，11%的人选择“3次以上”，3%的人选择“每次都参加”。 

在回答问题“如果您遇到村委会或者上级部门的某一做法或政策严重损害您的利益时，您会选择怎么做”时，22%的人选择

“找乡镇法院调解或向法院起诉”，40%的人选择“向村委会或上级部门反映情况”，10%的人选择“通过熟人托关系解决”，

9%的人选择“联合村民一起上访”，7%的人选择“没办法，他们是领导，只好听他们的”，12%的人选择“不知道怎么办”。 

2 贵州农村妇女参政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以上对贵州农村妇女参政现状的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影响贵州农村妇女参政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统思想影响。通过本次调查得知，随着经济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健全，妇女的地位得到了保障，男女平等的思想也逐

渐取代了传统思想，表现在农村妇女参政意识有所提高，普遍否认妇女“不应该在外抛头露面”及“妇女不适合当村干部”的

说法。但是，在参政行为上仍然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如在问及是否愿意参加村委会职位竞选时，仅有极小部分妇女选择愿意，

大部分的人选择不愿意，而其中不愿意的原因大多数人选择“家人反对”及“家务太重”，“家人反对”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

思想是“男性适合当村干部，女性不适合当村干部，而“家务太重”则体现出了“妇女应该在家带孩子、从事家务/劳务，而不

是在外抛头露面”这一说法。 

二是自身素质影响。从调查的基本情况中可知，贵州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其中 18～28周岁的妇女还有相当大

比例的人文化程度在初中文化以下。从农村妇女参政途径的调查可知，依然存在 44%的妇女了解村委事务是通过别人口中得知，

甚至存在 19%的妇女是没有时间去了解，有很大的原因在于农村妇女本身的文化素质不够。虽然现在是个男女平等的时代，但由

于妇女的文化程度较低，农村妇女的受教育机会和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机会等都不如男性，妇女的知识面及认知程度相对于男

性来说较窄，女性相对于男性参政的机会较少，从而影响农村妇女参政的参与度。 

三是经济水平影响。在贵州农村地区，依然有 43%的家庭年人均收入是 3200 元以下的，仅有极小部分的人群家庭年人均收

入是 6600元以上。贵州的经济水平在全国来说相对落后，农村家庭人均年年收入过低，家庭成员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谋生上，

妇女需承担繁重的家务，积极参政的农村妇女大部分都是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由此，经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贵州农村

妇女的参政程度。 

四是宣传力度影响。贵州农村妇女对于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妇女的政治权利和义务、村里面常使用的几项法规以及最基础

的村规和民约了解程度不高；有很多妇女没听说过政府出台相关的扶贫政策及制度等；对妇联组织、村委的职责及新农村建设

的事务内容了解程度过低，甚至有些妇女都不知道妇联组织的存在。这些都和宣传力度有关，没能通过广泛宣传提高农村妇女

对法律法规、妇联组织、扶贫政策及与新农村建设等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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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贵州农村妇女参政的对策研究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农村妇女参政的积极性及主动性。通过教育，促进妇女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摆脱性别束缚，

利用性别优势实现自身价值；农村妇女应利用自身的能力去说服家人，展现出自己的参政能力，突破家人对于自己参政的限制；

努力提高家庭的生活物质水平，使得妇女有更多的时间去参政；妇女在参政意识上应该打破被动的分配和服从，提高参政的积

极性及主动性。 

二是提高受教育水平及技能，增强农村妇女的自身素质水平。贵州农村妇女自身较低的素质水平严重影响她们参政的积极

性、参政的勇气及失去较多的参政机会。由此应给予农村妇女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提高农村妇女文

化水平和学历；政府部门应该开展更多的提高农村妇女参政水平的培训，提高农村妇女的参政水平；妇女应该提高自己的理论

素养，并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实践活动当中；县级以上妇联单位应吸收农村学历较高的妇女参加学历、业务等方

面的培训课，拓展妇女的知识面。 

三是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村妇女参政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水平发展了，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后，农村妇女才有更多的时

间及机会参政。必须加快精准扶贫的步伐，加强农村经济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农村妇女收入，农村妇女才有更多的

可能参政；政府部门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成立农村妇女发展基金，加大妇女干部的技能培训、选拔费用等的投入；各级政府

可适当提高驻村妇女干部的待遇，从经济上给予肯定与支持，提高农村基层女性干部参与积极性。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创造农村妇女参政氛围。各级部门做好相互协调工作，建立良好的参政氛围，吸引新鲜血液参与进来，

积极支持农村妇女参选，从资金、场地及人员等都可提供一定的支持，积极配合，多方配合，共同创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对妇联组织及村委会做出全面解释，让更多的农村妇女接触、了解并参与到这一组织中；利用电视、广

播及 APP 等新通讯手段，进行宣传，在农村中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农村妇女参政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农村妇女参政，

提高农村妇女在村委任职率；重新定义妇联的位置，属性，让更多的农村妇女知道妇联及其作用，吸引更多农村妇女参与其中，

发挥妇联组织真正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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