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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和

作用，并分析其对乡村振兴的贡献。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本文发现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可以促

进农村社会发展、提高农村治理效能，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研究表明，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

的参与可以带来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提升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综合竞争力。

然而，由于传统观念、资源限制等因素，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机会和平等性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本文强调了社会性别在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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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
zatio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iming to explore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rural women in rural go-
vernance and analyze their contribu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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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face som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he study shows that rural women’s par-
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can bring about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promote so-
cial equity and justice, and enhance the sustain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ru-
ral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raditional attitudes,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other factors,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to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op-
portunities and equality. Therefore,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social gender in 
rur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o-
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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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而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保障，也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

意见》就“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出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要求。农村妇女在生产与家庭

再生产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故将其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进程显得尤为重要[1]。2022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实施高素

质农民培育计划、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

[2]。农村妇女作为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乡村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由于传统观念、资源限制等因素，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机会和平等性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本文将探讨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现状和特点，分析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所面临的挑战和问

题。为了加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和措施以推动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

广泛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旨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战略的目标。 

2. 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2.1. 农村妇女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以及推动者 

实施乡村振兴强调多个主体的参与，共同商议并为建设做出贡献。显然，在乡村治理中，单靠政府

发挥主导作用难以满足乡村发展的多样需求。同时，农民自身的发展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为确保乡村治

理科学有效，需要鼓励社会群体积极参与治理过程，以降低治理成本并优化治理效果。农村妇女作为乡

村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根植于乡村，她们的参与对提升乡村建设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此外，

国家还积极调动农村女性参与村庄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

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包括妇女成员，多民族村庄应当有一

定比例的民族成员。根据工作情况，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给予适当补贴，法律形式为提升妇女在村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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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提供了必要支持。 
长期生活在熟悉的农村环境中，农村妇女积累了丰富的手工制作和农耕经验，一些女性还有外出务

工的经历，不仅提高了经济收入，还学到了一些新技术，并将这些技能应用于农业种植、养殖和手工制

作等领域，对乡村产业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治理主体，妇女群体广泛参与农村社区活动，

参与讨论社区公共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宜居环境打造等，这有助于推动农村社区全面发展，并

反映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求。 

2.2. 农村妇女可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巨大优势 

一方面，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一个优势在于作为与土地密切相关的群体，她们通常更注重可持

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由于农村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土地、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等要素，她们对生态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更深入的认识和关注。因此，在乡村治理中，农村妇女可以发挥她们的环保意

识和实践经验，推动农村社区向生态友好型发展，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从家庭角度来看，农村妇女在家庭中通常承担更多的家务和家庭照顾责任，这使得她们

在处理家庭事务和与家人的关系方面具有经验和技能。并且农村妇女通常从小就接触到农业生产，对农

业知识和技能有一定的了解，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参与农业生产活动，也能借助这一优势更好地传播和教

授农业知识与技能。 

2.3. 农村妇女有参与乡村治理的根本需求 

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力量。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妇女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写入党的施政纲领，支持妇女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3]，据 2022 年统计年鉴

数据可得，60 岁以上的女性老年人口较同年龄段男性老年人多 1086 万人，社会性别结构的转换揭示了

未来女性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主体地位[4]，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女性占总人口的 48.7%，

其中乡镇女性约占全国女性人口总数的 70% [5]，从全国男女比例以及城乡女性性别比例来看，农村妇女

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仍有巨大进步空间。此外，农村妇女有参与乡村治理的根本需求不仅是为

了维护自身权益和利益，也是为了实现性别平等、提升社会地位和实现自我发展。通过农村妇女的参与，

乡村治理能够更加全面、公正地考虑到妇女的需求和诉求，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女性意识觉醒的浪潮不断涌现。随着女性意识

的觉醒，农村妇女的参与水平逐渐赶上甚至超过城市社区。意识觉醒有助于实现个人价值。农村妇女的

思想觉醒最有力的体现是她们不再坐视不管或者只是在表面上发声，而是真正深入乡村，身体力行地参

与各项发展事务。这种参与不仅体现在外在的穿衣打扮上，更重要的是在人生价值观上发生了潜移默化

的改变。农村妇女亲身参与乡村治理，不仅影响到自身的思想觉醒，也开始在农村社区中蔓延开来。无

论是穿衣打扮还是人生价值观，都在悄然间发生着改变。这种改变虽然需要时间，但农村妇女积极参与

乡村治理的努力将为全中国农村的各项发展带来真正的变革。 

3. 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现状与特点 

3.1. 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现状 

2021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保障妇

女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提升参与水平。在国家政府大力支持下，妇女社会地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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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凸显。据《纲要》统计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村委会成员中女

性比例为 24.2%，村委会主任的女性比例不足 10%；2021 年，2021 年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 26.8%，

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为 11.1%；2022 年我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 26.1%，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

分别 10.9% [6] [7]。在乡村治理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村干部年轻化、职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地区的

村干部队伍出现了“男青年退出、女青年进入”的性别更替现象[8]。 

3.2. 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特点 

1) 农村妇女参与社会治理处于弱势状态 
从《纲领》三年数据中不难看出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逐渐扩大，但是在村委会成员中女性

比例离“达到 30%以上”的目标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总体比例不高的数据水平反映出

当前农村妇女参政还处于较为弱势的状态。 
2) 参与方式与形式多样化 
首先，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主要方式有主动参与、被动参与、间接参与三种。作为局内人因主人

翁意识和社区归属感较强、对治理本身感兴趣希望提升自我价值而主动参与，这里学者提到了特殊的群

体——农村留守妇女，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妇女群体常年“留守”村庄，是村庄治理的潜在主体，且环境

整治和文明乡风建设等乡村生活治理举措与妇女群体的利益直接相关，这些事务又都属于妇女群体较为

擅长的领域，学者通过对江西省赣州市 Z 村“赣南新妇女”运动实践的田野考察展示了农村妇女群体在

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9]；作为局内的局外人被动参与，例如利益驱使型参与者追求最大利益、外部帮

扶型参与者在村委会等外部力量的帮助下被动参与治理；以及日常生活政治化的间接参与，农村的关系

网络是熟人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留守妇女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想法，在讨论家常、商讨

策略的同时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舆论的声音对乡村事务形成非正式的监督，不失为一

种间接参与乡村治理的手段，对乡村治理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10]。 
其次，从参与形式来看，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种；正式组织中，妇女参与主要以农村妇女组

织为依托，农村妇女组织是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平台。通过妇女组织，如妇女联合会、农村妇

女发展促进会等，农村妇女能够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决策和管理，发表意见和建议，推动乡村事务的发

展。传统的组织赋能催生了正式组织，除常见的组织形式外，近年来学者们对“村嫂”这一组织群体关

注颇多，例如，Y 县通过成立“村嫂”志愿服务组织，将妇女群体纳入当地志愿服务队伍，推动其参与

乡村治理工作，提高留守妇女的存在感、获得感[11]。人际关系网催生了非正式组织，乡土社会一直有长

老统治的传统，长老一般为男性，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地位得到大幅提升，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辈也能依

托其自身丰富经验、村庄地位进行村民事务调节的村庄治理，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农村精英经济女性，认

为从在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从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扩展到异质性较强的弱

关系[12]。 

4. 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4.1. 欠发达地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水平低 

各地区农村妇女在参与政乡村治理活动时表现出显著差异发达地区农村妇女的民主意识较强。2017
年，杭州村民委员会女性成员比例已达 35.7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63% [13]。沿海的福建省早在 2010
年女性“两委”参与率就已达 99.8% [14]。与之相较下欠发达地区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动力不足，同年

地处欠发达地区的青海省仅有 86.5%的村委会配有女干部[15]。 
究其原因，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大多与城市生活接轨，眼界开阔，民主法治意识较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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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资金支持力度较小，平台建设不健全、政治参与方式单一，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无法吸引农村妇女参与其中[16]。相对经济发达的地区通常具有较为开放和进步的社会文化氛围，对妇女

参与政治活动更加包容和支持。而相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社会文化传统和观念的影响，农村妇女

可能面临更多的社会压力和限制，对政治活动的参与表现出保守和谨慎。 

4.2. 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参与度较低 

1) 传统男尊女卑观念阻碍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 
传统观念倾向于认为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领导职务、女性不应该参与公共事务等，这是典型的男

尊女卑的性别歧视态度[17]。在我们的乡村社会中，家庭被视为一个延续性的事业社群，其核心关系主要

存在于父子之间。自小农经济时代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这种观念原本意味

着女性不与人争辩是有道德修养的表现，而非贬低女性缺乏才干。然而，这句话至今仍被大多数人曲解

并使用。近年来，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农村女性面临家庭生计和乡村建设的压力，因此角色

逐渐从“主内”转变为“主外”，从“家庭私领域”走向“集体公领域”。这种转变使农村女性的自我

概念发生了转变，她们的自我价值不断提升，自我认知得以重塑，并且对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也有所

增强。然而，这种参与往往更多地是被动卷入，而不是主动加入，导致农村女性在村务管理方面的参与

主要集中在文化、生态建设等领域，而政治事务的涉及相对较少。 
2) 缺乏资源和权益保障 
农村妇女承受着着性别歧视的巨大压力，社会地位常常被限制在较低的位置，由于普遍缺乏社会资

源和发展机会，她们长期处于无权、弱权、失权的状态。 
第一，从国家政策制度来看，从国家政策制度来看，相关制度和法律对女性参与乡村自治的规定需

要更加具体和明确，以提供刚性约束和保障；第二，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活动较少的原因在于她们的

主体意识相对较弱，自我认知度不高[18]；第三，农村妇女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常常面临缺乏相关知识、技

能和培训的问题，这限制了她们发挥能力，在治理过程中容易出现缺乏自信的问题；第四，农村妇女在

参与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往往面临资源不平等分配和权益保障不足，导致她们的声音和诉求难以得到充分

重视和回应。 

4.3. 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能力较低 

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更倾向于参与政治活动，而

文盲妇女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平淡，几乎没有行动[19]。教育是农村妇女能够参与政治活动的关键因素。

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农村妇女才能真正摆脱传统社会性别偏见的束缚。2020 年的第四期中国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18~64 岁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41 年[20]，表明农村妇女的受教育年限远

低于全国女性的平均水平。 
缺乏教育和知识的限制使得农村妇女在参与乡村治理时面临一定的挑战。她们可能缺乏对政策和决

策的理解，也缺乏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和协商的能力。这限制了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发表意见、

表达诉求和推动变革的能力。 

5. 加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策略与措施 

5.1. 完善相关立法 

1) 完善男女平等法律 
1995 年首次提出把男女平等纳入基本国策，2005 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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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将第二条修改如下：“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

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但事实上男女在工资收入、社会地位上都还存在着明显

差距，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距离男女真正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需要进一步出台相关措施，对于

城市社区妇女、农村妇女分门别类，建立对应的各项规章制度。在解决外嫁女土地产权问题、农村女性

参政议政问题、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等，都应该制定对策和相应的法律法规。 
2) 完善监察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的监察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地方政府会出台县委巡察工作实施办法。

但这些法律对于男女平等这项国策的落实情况的监察监督并没有写入。为了保障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

的实施，监督法律中可以增加对保障女性权利法律法规的监督相应条款，确保保障男女平等法律的有

效实施。 

5.2.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 积极宣扬社会性别理论 
为了积极营造社会良好氛围，需要大力推广社会性别理论。通过文化输出、大众媒体宣传、公共部

门内部以及各级妇联组织等渠道，广泛宣传社会性别理论。这种宣传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不仅要

由政府主导，还要各行各业参与其中，真正让社会性别理论深入人心，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男女平等成果。 
2) 大力开展培训 
政府部门及农村业务知识培训应该大力宣传社会性别。通过培训让群众意识到当前全县男女平等存

在的差距，只有意识到差距，才能思考改变和改进的方法。因此，在任何培训内容中都应包括社会性别

理论的宣讲，将社会性别理论与农业技能培训相结合。 

5.3. 增强相关妇女组织的力量 

1) 加强基层妇联组织的能力 
作为群团组织，妇联应关注农村妇女的发展，将促进男女平等作为始终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内容

上要关注每年的两癌筛查、贫困妇女救助等民生实事，还需要在提高农村女性的影响力和政治水平上下

功夫。行动上应为农村妇女排忧解难、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工作经费上，应摆脱单

一的财政供养，拓宽经费渠道，可以与各行各业的女性组织合作，解决农村妇联组织的经费问题；在人

员选拔配备上，解决妇联组织人员配备倒金字塔结构的问题，充实基层工作人员的力量，让妇联执委发

挥真正的作用。 
2) 发展多样化的妇女协会组织 
目前已有的妇女协会主要关注于女性就业领域，而女性协会组织较少且范围有限。因此，需要发展

多样化的妇女组织，带领农村妇女从多个方面发展自身。 

5.4. 加强农村妇女技能培训 

1)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培训 
当前农村妇女技能培训存在局限性，需要扩大培训范围。通过培训填补农村教育的不足，使农村女

性获得实用生活技能的同时，拓宽视野，培养她们主动参与政治和议政、行使自身权利的意识。 
2) 进行多样化培训 
目前农村妇女技能培训方式相对单一。需推进培训形式的创新，结合实地实践、外地考察、知识问

答、情景模拟等多种培训方式，以激发培训者的兴趣和热情，提高培训效果和成果。通过创新培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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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培训真正发挥作用。 

5.5. 吸引女性人才回乡发展 

1)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针对新农村建设，需要更多女性人才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

定吸引女性返乡就业的相关政策，如村干部任职参与乡镇领导岗位选拔、针对在职村干部的农民大学生

计划以及返乡创业人员税收减免等。通过制定具有吸引力的政策，激发农村女性回乡就业的热情。 
2) 探索女性人才回乡机制 
除了加大政策支持外，还需要探索建立女性人才回乡机制。号召女性人才回乡是当前乡村振兴工作

的重点和难点。如何让女性人才能够回乡并留下来发挥作用，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宣

传，让在外发展的女性人才有归属感，并扩大政策影响力。同时，宣传工作也可提高在外务工的农村女

性对家乡发展和政策的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女性人才回乡成为可能。 

6. 结语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们的性别优势和性格优势使得她

们能够适应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需求。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妇

女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传统观念的束缚、资源限制等因素仍然存在，限制了她们参与乡村

治理的机会和平等性。因此，我们需要重视社会性别在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采取相

应的策略和措施来促进她们的参与。我们可以完善相关立法，确保农村妇女的权益得到保障；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鼓励和支持农村妇女的参与；增强相关妇女组织的力量；加强农村妇女技能培训，提高她们

的专业能力；吸引女性能人回乡发展，发挥她们在乡村治理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挥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提升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综合竞争力。赋予农村妇女更多的权利和机会，

实现她们的自我发展和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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