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9), 4847-4856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9661  

文章引用: 常亚蓉. 农村女性家庭决策权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9): 4847-4856.  
DOI: 10.12677/ass.2023.129661 

 
 

农村女性家庭决策权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 
——以额济纳旗D镇为例 

常亚蓉 

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6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2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29日 

 
 

 
摘  要 

近年来，我国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女性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但妇女

在家庭中的决策权情况却并不是如此。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和夫权思想的影响下，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

还有待提升。本研究基于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D镇的问卷调查，选取已婚已育的女性作为

调查对象，分析了各项因素对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状况。研究发现女性的年龄、生育男孩的数量、女

性的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等都对女性婚后的家庭决策权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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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societ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people’s attention to women has grad-
ually increased. Women’s status in society has also improved, but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women in the family is not the sa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triarchal an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966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9661
https://www.hanspub.org/


常亚蓉 
 

 

DOI: 10.12677/ass.2023.129661 4848 社会科学前沿 
 

patriarchal ideology, women’s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the family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D Town, Ejin Banner, Alxa League, Inner Mongolia, this study 
selected married women with children as the survey objects, and analyzed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women’s family decision-making powe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women’s age, number 
of boys born, personal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all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impact on their de-
cision-making power in the family after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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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自妇女解放运动盛行至今，妇女地位作为性别平等的主要衡量和评价指标，一直被社会和学术界所

探讨。中国从古至今便是传统式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男性在外工作，挣钱养家糊口；女性主

要在家承担家中的日常事务，家中的职责分工十分明确[1]。近些年来，伴随着一些大中型家庭伦理剧和

短视频等内容的出现，女性往往以强势的身份出现在大银幕上，这表现出女性的社会影响力有很大提升，

对社会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冲击力[2]。 
在我国，因为一些地域长期乡土文化盛行，“男尊女卑”的传统宗法制度仍然存有，这牵制着妇女

家庭地位的提升。在一些家庭中，“男尊女卑”的守旧思想促使生育男孩的女性在家庭中具有更高的决

定权。究其原因，一方面，男孩满足了家庭对于“传宗接代”的意愿，因此大部分家庭会产生一种“得

子即止”的生育模式，生育男孩的女性家庭地位也会因此升高，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

一些家庭受资源、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传统的务农和外出打工是家庭收益的主要来源，而

不论是这两项中的哪一项，男性劳动者一般都更具有优势，生育男孩代表着家庭劳动力的增加和预期收

益的提高。因此，生育的子女性别可能会更突出地影响到部分家庭中已婚妇女的家庭决策权[3]。 

1.2. 家庭决策权的定义和内容 

家庭决策权主要是指家庭成员在处理和应对家庭主要事务方面的话语权[1]。在现阶段已有的研究中，

对于妇女家庭决策权的概念和衡量方向大体一致，标准略有不同。有学者认为，家庭决策权应该从重大

家庭事务中话语权的高低来体现，如家庭盖房买房，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大型生产工具、贷款与投资等

[4]；也有研究将家庭盖房买房、家庭日常开销与财政大权、子女升学等几个层面来衡量家庭的权力结构

[5]；还有研究将对家庭钱财的管理、家庭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对子女的升学、职业规划以及婚姻的决策

权和女性生育意愿、个人发展意愿抉择等多项维度之和来评价女性家庭决策权[6]。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用定量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问卷研究的方式，问卷将在采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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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家庭决策权的相关内容加入部分自编问题。前人所创问卷拟选用“苏北农村女性家庭决策权调查问

卷”，并结合本项研究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与添加，以匿名方式邀请若干已婚女性进行填写。 
在问卷回收后，笔者进行了审查和筛选，确认有效问卷的份数，随后将其录入 SPSS 统计软件中，

对部分变量之间的关系作了相关性分析，最终得出结论。 

2.2.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额济纳旗 D 镇有子女的成年已婚女性常住居民(不包含离异或丧偶)。本文中所提

到的常住人口是指：1) 永久本地户籍人口，除离开本地半年以上(不包括外出务工或上学的人)；2) 在本

地居住半年以上，或离开户口所在地超过半年，调查时在本地的外来人口。本文使用常住人口作为研究

对象，旨在精确地反应额济纳旗 D 镇地区农村女性家庭决策权的具体情况。 

2.3. 数据说明 

额济纳旗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地区，依据额济纳旗政府部门的公开数据，截至 2021 年，额济纳旗常住

人口为 32,410 人，其中女性常住人口 16,032 人，约占人口总数的 49%。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D 镇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个人为单位，抽

取本地符合条件的常住女性人口进行调查，其中调查总样本为 274 个，剔除了关键信息缺失、填答者性

别为男、女性婚姻状况为未婚、离异和丧偶等无效样本，经筛选后得到有效样本 257 个(如表 1)。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年龄 频率 百分比 

25 岁及以下 5 1.9 

26~30 岁 44 17.1 

31~35 岁 57 22.2 

36~40 岁 52 20.2 

41~45 岁 44 17.1 

46~50 岁 45 17.5 

50 岁以上 10 3.9 

总计 257 100.0 

3. D 镇已婚妇女家庭决策权的调查现状和影响因素 

3.1. D 镇已婚妇女家庭决策权的调查现状分析 

本项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额济纳旗 D 镇已婚已育的女性常住人口进行了调查。问卷内容主

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包含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工作情况、家庭决策权情况。样本经筛选

后共得到有效数据 257 份，涵盖各年龄段女性群体，经分析后结果如下。 

3.1.1. 女性个人事务决策权的特征 
从问卷分析结果来看，在决定自己的事务时，有 61.5%的女性认为自己“经常能够决定自己的事务

而不受配偶干涉”，36.2%的女性认为自己“偶尔能够决定自己的事务而不受配偶干涉”，其余极少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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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态度，即大多数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自行决策自己的事务，不需要听从配偶的干涉，在处理个

人事务方面的话语权较高(如表 2)。 
 

Table 2. Overview of women’s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personal affairs 
表 2. 女性个人事务决策权概况 

决策权选项 频率 百分比 

经常能 158 61.5 

偶尔能 93 36.2 

很少能 6 2.3 

总计 257 100.0 

3.1.2. 女性家庭事务决策权的特征 
据分析，在家庭事务决策方面，有 70.4%的女性认为自己“经常能参与家庭决策”，其余 29.6%的女

性认为自己“偶尔能参与家庭决策”，没有人认为自己“很少能”或“不能”参与家庭决策，因此大多

数女性在家庭事务中拥有较高的参与度和决策度(如表 3)。 
 

Table 3. Overview of women’s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family affairs 
表 3. 女性家庭事务决策权概况 

决策权选项 频率 百分比 

经常能 181 70.4 

偶尔能 76 29.6 

总计 257 100.0 

 
另外，还可以得出结论，大部分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决策权大小取决于这项事务是否重大，她们的

决策力度与事务大小成反比。例如，在诸如“家庭日常开销”、“家庭布置”、“人情往来”等非重大

事件中，大多数女性的决策权较高，通常都可以自己做决定。而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事务，例如“孩子的

升学就业”、“买房买车”、“投资或贷款”等重大事项中，大多数女性的决策权就相对较低，很少能

够自己决定(如表 4)。 
 

Table 4. Percentage of women’s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family affairs 
表 4. 女性家庭事务决策权百分比 

事务选项 无权决定 很少决定 偶尔决定 通常决定 全权决定 

决定家庭日常开销  5.8% 31.1% 56% 7% 

决定购买高档家用类商品  6.2% 47.9% 41.2% 4.7% 

决定是否要孩子  32.3% 42% 24.9% 0.8% 

决定孩子的升学就业  39.3% 39.3% 21.4%  

决定买房、买车  40.5% 4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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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决定孩子上什么学校  33.5% 42% 24.5%  

决定家庭的投资或贷款  61.5% 28% 10.5%  

决定男方的工作 10.1% 61.1% 25.3% 3.5%  

决定女方的工作   24.9% 54.9% 20.2% 

决定家庭布置  5.8% 30% 52.5% 11.7% 

决定家庭中的人情往来  2.7% 33.6% 55.3% 8.4% 

决定除夕去谁家吃饭  12.1% 50.8% 34.3% 2.8% 

3.2. 影响女性家庭决策权的因素 

本文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研究女性的年龄、生育男孩的数量、个人收入、

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女性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women’s family decision making power 
表 5. 女性家庭决策权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事务选项 年龄 生育男孩的数量 个人收入 个人受教育水平 

决定家庭日常开销 0.101 0.030 −0.036 −0.065 

决定购买高档家用类商品 0.373** −0.021 0.027 −0.333** 

决定是否要孩子 −0.029 0.064 0.208** 0.073 

决定孩子的升学就业 −0.113 0.037 0.069 0.092 

决定买房、买车 −0.029 0.043 0.041 0.032 

决定孩子上什么学校 −0.321** 0.038 0.019 0.153* 

决定家庭的投资或贷款 −0.045 0.086 0.037 0.007 

决定男方的工作 0.004 −0.063 0.021 −0.082 

决定女方的工作 −0.141* 0.084 0.528 0.220** 

决定家庭布置 0.148 0.013 −0.053 −0.081 

决定家庭中的人情往来 0.033 0.101 −0.026 0.009 

决定除夕去谁家吃饭 −0.011 0.017 −0.051 0.035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整理。**和*分别表示在 0.01 级别(双尾)和在 0.05 级别(双尾)的相关性显著。 

3.2.1. 女性的年龄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女性年龄对主导决定家庭日常开销、购买高档家用类商品、家庭布置以及

人情往来等较小事务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女性年龄越大，在此类事务中的决策权越高，而在一些家庭

比较重大的事务中的决策权显著为负，说明女性年龄越大，在一些重大家庭事务中的决策权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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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女性生育男孩的数量 
由分析结果可以得知，女性生育男孩的数量对主导决定家庭中除“决定购买高档家用类商品”和“决

定男方的工作”两项外的几乎所有事务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即女性在家庭中生育的男孩越多，对家庭事

务的决策权就越高。 

3.2.3. 女性的个人收入 
根据分析，女性的个人收入水平对主导决定家庭中的重大事项具有正相关关系。在一些重大事项方

面，如“决定孩子的升学就业”、“决定买房买车”、“决定孩子上什么学校”、“决定家庭的投资和

贷款”以及关切自身的“决定女方的工作”层面，女性的个人收入水平对主导决定此类事务的影响显著

为正，说明女性的收入水平越高，在家庭重大事项中的决策权越高。 

3.2.4. 女性的个人受教育水平 
由分析结果可知，女性的个人受教育水平对主导决定家庭中的一些重大事项的影响显著为正，如在

“决定是否要孩子”、“决定孩子的升学就业”、“决定买房买车”、“决定孩子上什么学校”、“决

定家庭的投资和贷款”以及“决定除夕去谁家吃饭”方面，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决策权就越高。反

之，在一些较小的家庭事务决策中，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与其呈负相关关系。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额济纳旗 D 镇常住女性人口的调查研究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显著受到女性年龄、生育男孩的数量、女性的个人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因

素的影响。在比较重大的家庭事务中，女性生育男孩的数量、个人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均有正向影响，

年龄呈负向影响。而在一些比较细小的家庭事务中，女性的年龄则对其呈现正向影响，其余因素呈负向

影响。综合来看，女性只有自身收入或文化程度高时才能够对家庭中的重大事项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和话

语权，反之则不能决定一些家庭中的重大事项，也从侧面反映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职责仍旧大多数停留在

照顾家庭的日常繁杂事务等方面，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不排除当地

整体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开明程度的影响，促进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提升仍然任重

道远。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女性权力的丧失状况，采用合理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女性

提升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力。从本文的角度来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个人层面的增权和社会层面的增权

[7]。在个人层面，社会工作者应努力改变女性的传统观念，使她们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体，有权力对

自己和家庭的事务作出决定，努力实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8]。在社会层面，国家应该发挥政策倡导者

的作用，在宏观上努力推动“性别平等”国策的实施，呼吁社会各界承认和认可女性的家务劳动价值，

为维护女性的合理关切和合法权益保驾护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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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额济纳旗 D 镇女性家庭决策权调查问卷 
亲爱的朋友： 
您好！为了了解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家庭决策权的相关情况，我们开展了这项调查。本项调查

为匿名形式，大约耽误您 8 分钟左右的时间，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填写，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一、个人基本情况 
1、您的性别是？  (1) 男   (2) 女 
2、您的出生年份是：_____________年 
3、您的文化程度是？ 

(1) 小学  (2) 初中  (3) 高中  (4) 专科  (5) 本科及以上 
4、您的民族是？ 

(1) 汉族□  (2) 蒙古族□  (3) 其他____________ 
5、您的户口性质是？ (1) 城镇□  (2)农村□ 
二、家庭基本情况 
6、您的婚姻状况是？  

(1) 未婚  (2) 已婚  (3) 离异□  (4) 丧偶□ 
7、您的婚姻持续年数是：___________年 
8、您家庭的人口数是：__________人 
9、您是否有孩子？ (1) 是□   (2) 否□ (跳至第 11 题回答) 
10、您的子女情况是？ 

(1) 有 1 个男孩□  (2) 有一个女孩□ 
(3) 有 2 个男孩□  (4) 有 2 个女孩□  (5) 有 3 个及以上孩子□ 
(6) 有 1 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哥哥和妹妹)□  (7) 有 1 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姐姐和弟弟)□ 

11、您家庭的居住模式是？ 
(1) 与父母或公婆住在一起□  (2) 自己小家庭居住□ 
(3) 与配偶分居□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工作情况 
12、您是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__________年 
13、您目前的工作状态是？ 

(1) 有持续稳定的工作  (2) 灵活就业  (3) 失业或待业□ 
14、您目前的职业是： 

(1) 个体工商户    (2) 服务行业(家政、餐饮等)  (3) 务农 
(4) 销售(商场、超市等)  (5) 工人(工厂、公司等)   (6) 行政机关人员 
(7) 媒体工作人员   (8) 教师□  (9) 其他__________ 

15、目前您的个人年收入大约是？ 
(1) 3 万以下□ (2) 3~7 万□  (3) 7~10 万□  (4) 10~15 万□  (5) 15 万以上□ 

16、目前您家庭的年收入是？ 
(1) 5 万以下□ (2) 5~10 万□  (3) 10~15 万□  (4) 15~20 万□  (5) 20 万以上□ 

四、家庭决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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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您近一年内家庭购物的决策方式是？ 
(1) 男性主导□  (2) 女性主导□  (3) 共同商量□ 

18、您婚后小家庭的成员的关系模式是？(婚后与配偶和孩子组成的家庭) 
(1) 丈夫主导□  (2) 自己主导□  (3) 共同主导□ 

19、有孩子前后，您在家庭决策权方面是否有变化？ 
(1) 无变化□   (2) 有提高□   (3) 下降□ 

20、您认为哪方面因素对您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影响最大？(最多选择 3 项) 
(1) 外出工作经历□ (2) 生育情况(子女数量、性别等)□ (3)个人收入□        
(4) 夫妻收入差距□ (5) 个人受教育程度□    (6)其他_______________□ 

21、您在家庭事务中是否能够参与决策？ 
(1) 经常能□   (2) 偶尔能□   (3) 很少能□   (4) 不能□ 

22、您自己的事务能否不受配偶干涉而自行决策？ 
(1) 经常能□   (2) 偶尔能□   (3) 很少能□   (4) 不能□ 

23、下列情况，请根据您的实际想法，每一题选择一项。 
 

提问项目 
选择回答(限选一项)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在家庭中有孩子会提高女性的家庭决策权      

生育男孩会提高女性的家庭决策权      

生育女孩会降低女性的家庭决策权      

工作时间长会降低女性的家庭决策权      

高学历会提高女性的家庭决策权      

个人收入高会提高女性的家庭决策权      

 
24、您在以下家庭事务中是否能够做决定？ 
 

提问项目 
选择回答(限选一项) 

无权决定 很少决定 偶尔决定 通常决定 全权决定 

家庭日常开销      

购买高档家用类商品      

决定是否要孩子      

孩子的升学就业      

买房、买车      

孩子上什么学校      

投资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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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男方的工作      

女方的工作      

家庭布置      

人情往来      

除夕去谁家吃饭      

 
25、您在以下个人事务中能否自己做主？ 
 

提问项目 
选择回答(限选一项) 

可以自己做主 需要和配偶共同决定 不能自己做主 

购买个人用的高档商品    

有机会外出学习或打工    

单位组织外出旅游    

资助自己的父母    

回娘家探亲    

 
我们的调查结束了，辛苦了！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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