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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妇女参与乡村经

济建设已成为趋势。在此背景下，考察广西乡村妇女就业

和创业情况，分析其参与乡村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探

索乡村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此外，结合分析结果，

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农村妇女参与广西乡村经济发展建设的

对策，切实提高乡村妇女的参与度，使妇女深度融入乡村

振兴发展，为广西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参加乡村经

济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围绕影响广西农村妇女经济收入的各种指标展开分析，

探寻解决参与经济发展的阻力，最终提出解决对策和建议。

经过调查分析，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教育、政策、思想、

培训和健康指标来展开研究。利用数据分析和交叉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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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探究其对经济收入影响。

为切实了解广西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选

取了广西北海市山口镇、广西博白县顺利塘、广西贺州市昭

平县五将镇、广西钦州市那丽镇、广西钦州市陆屋镇五个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农村地区展开调研。以 600名农村妇女作

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形式进行调查，探索乡村振兴战略下

广西农村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影响因素。为了增强问卷的可

行性，在不违背问卷基本原则的情况下，进行预调查，邀请

专业教师对问卷进行了有效性检验，最后整理已回收的调查

问卷，舍弃回答不完整的问卷。本次调研最终共回收 600份

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100%。其中，广西农村妇女经济

年收入总额 2~4万以下占比 88%，4~6万的占比为 9.50%，

6万以上的仅占 2.50%，数据表明广西农村妇女参与经济建

设情况不容乐观 [1]。

影响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教育因素

根据选取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广西农村妇女的文

化程度偏低，其中“小学及以下”占 37%，“初中”占比

35.5%，“高中 /中专 /技校”占比 18.33%，大学专科以及

大学本科仅占比 9.17%，而硕士研究生以及以上学位占比则

是 0.00%。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被调查对象中，小学以及

以下，初中、高中 /中专 /技校占比较大，达到了 90.83%，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广西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而这往往直接影响了她们的经济收入情况以及一技之长。

据我们走访调查得知，广西农村妇女的一技之长多为挖

螺、做豆腐、混凝土这些体力劳动，占比达到了 89.37%；

而类似于会计、医生这些需要受到高等教育的，占比只

有 10.63%。教育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她们的收

入，小学以及以下和初中学历的年收入为 2万以下，占比

56.17%，高中 /中专 /技校学历的年收入为 2至 4万占比为

31.83%，而大学专科 /本科学历的年收入为 4至 6万占比

13.00%。

根据调查反映出，广西农村妇女在参与乡村经济建设

的过程中，有较大的比重取决于她们的经济收入状况，而受

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了她们的一技之长以及收入情况。因此，

需要提高广西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给予她们一技之长，

而不是一味地简单的通过劳动力来获得微薄的收入。

影响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政策因素

根据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政策方面，有 46.5%的农

村妇女只享受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优惠政策，说明针对

与农村妇女的优惠政策并没有受到广泛的推广，尤其在创业

贷款优惠政策方面，仅有 2.17%的农村妇女享受到了这项

优惠政策，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村妇女

的创业积极性，制约她们参与到乡村经济建设中来；在最低

生活保障方面，约有 19.17%的妇女有享受到低保优惠政策，

这帮助她们缓解了生活压力，同时也说明了在农村的妇女有

很大的潜在劳动力，如果能够将他们激发出来，对中国乡

村振兴战略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有 6.83%

的农村妇女在调查时表示自己没有享受到任何优惠政策，虽

然有可能是因为忘记享受到优惠政策，但这也说明了村乡政

府在优惠政策的宣传和实施方面的力度都有待加强。

从数据上看，享受到创业贷款的人中，有 38.46%人年

收入超过了 56%的农村妇女，达到了 2~4万元 /每年或 6

万元 /每年的收入水平，而 50%享受到劳动力转移政策的

农村妇女的收入都超过了中位数 2万元以内，说明优惠政策

对于乡村妇女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但一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实地走访调查过程中，有 40~50以

及 50岁以上的妇女占到了总农村妇女人数的 57.5%，她们

的剩余劳动年限并不高，若希望农村的经济状况能够有长足

的增长，青年妇女的人才引入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重要方

面。

总结来说，广西农村妇女在优惠政策方面享受不够广

泛，农村妇女中的整体年龄偏大，年轻的人才妇女比例较少，

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妇女参与到乡村经济建设中来，并

且数据也证明了通过提高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是有助于农

村妇女的收入提高的，这同时会刺激农村的消费，引起农村

经济的良性循环，这将会是中国完成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

步。

影响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思想因素

数据显示，有 15%的农村妇女表示有创业想法，并已

经在创业中，有 37.17%的表示有创业意愿，但是缺少技术，

这与“希望通过何种方式提高收入”题中 42.67%的妇女表

示希望通过自主创业数据是基本相匹配的，说明一部分农村

妇女的创业意愿比较高，在思想方面比较成熟，有一定参与

到乡村经济建设中的意识，农村潜在劳动力是十分巨大的，

但也有 47.67%的农村妇女表示没有想过要创业，这一比例

是不小的。

根据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村妇女不愿意或者不想

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的原因普遍是因为需要在家中养儿育女，

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在“相较于男性的优势”中，将

近 50%的农村妇女认为自己在家庭教育比男性擅长，并且

有 12%的妇女认为在庭院建设，也就是在生活环境的治理

方面比男性擅长。在对于新技术和新时代的理解上，农村妇

女仍然有需要加强的空间，希望提高收入的方式中，仍有

25.33%的妇女希望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提高收入，25.17%

的妇女希望通过务农提高收入，而对于新兴的火爆互联网

直播带货方式以及旅游业相关的农家乐等方式，分别仅有

2.67%和 3.5%的妇女表示出了意愿。从数据上看，已经在

创业的妇女中的55%的年收入都高于整体年收入的中位数，

说明创业对于乡村经济的发展确实是有刺激作用的。

综合下来看，农村妇女的思想正处于一个转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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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农村妇女已经有了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的意识，但也

有一部分女性还保持着过去比较传统的思想，如果农村妇女

的思想能够完成转变，那么将释放出巨大的农村潜在劳动

力，进而带动农村的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农村从经济、政治、

环境、医疗等多方面的发展 [2]。

影响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技能培训因素

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偏低，其中“小

学及以下”占 37%，“初中”占比 35.5%，“高中 /中专 /

技校”占比 18.33%，大学专科以及大学本科仅占比 9.17%，

容易导致固步自封、自信心不足，思想观念落后，以至于参

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另外，在“您参与培训的意愿”的问

题中，选择“积极参与”与“兴趣一般”占比 53.67%，可

见农村妇女对于参与培训拥有一定的意愿，也已经意识到

拥有一技之长对提高生活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调查

中发现，大多数妇女因为“在家带孩子”“需要兼顾自家的

农田”等，没时间参与培训或者参与时间较少；在“您所在

的当地村政府开展过什么培训”问题中，选择“无”占比

71.67%，“养殖实用技术培训”占比 12.33%，可见现如今

政府的培训力度仍然不足，且内容较为单一。

除此之外，在与妇女的交流中发现三点：第一，当地

开展培训的方式缺乏灵活性，多以讲座、广播等形式开展；

第二，当地政府培训宣传力度不够；第三，在培训时，妇女

的疑问很难及时解答，互动性较差，容易挫败妇女的积极性，

具体见表 1。

交叉分析
年收入

区间

开展培训情况 2万以下 2~4万 4~6万 6万以上 总计

开展培训 54.12% 35.88% 8.24% 1.76% 100.00%

未开展培训 56.74% 30.00% 10.47% 2.79% 100.00%

总计 56.00% 31.67% 9.83% 2.50% 100.00%

由“开展培训情况”与“年收入”的交叉分析表可知，“开

展培训”“未开展培训”在各收入级别的占比相差无几，是

否开展培训对收入的影响不大，且在年收入为“4~6万”与“6

万以上”高收入类别中，前者的比例大于后者；经加权平均

分别计算出“开展培训”与“未开展培训”的平均收入为 2.676

万和 2.726万，后者的平均收入竟略高于前者；由此可知现

如今政府开展培训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需加强培训力度，

改善培训方法 [3]。

影响妇女参与经济建设的健康因素

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妇女身体状况为“非常健康”“比

较健康”的占比 85%，相较于 13%“不太健康”以及 2%“疾

病缠身”占比较大，可见现如今医疗技术比较普及，但仍有

接近于六分之一的农村妇女身体状况不佳。其中，表 2为妇

女参与经济建设的健康因素数据。

交叉分析
个人年

收入区间

您的身体状况 2万以下 2~4万 4~6万 6万以上

非常健康 59.05% 26.98% 11.11% 2.86%

比较健康 52.55% 34.18% 10.20% 3.06%

不太健康 50.63% 45.57% 3.80% 0.00%

疾病缠身 70.00% 20.00% 10.00% 0.00%

根据交叉分析表可知，身体状况为“不太健康”“疾

病缠身”妇女的收入普遍偏低，且年收入为“6万以上”的

占比为 0%，而年收入为“6万以上”全部为健康状况良好

的妇女，可以明显看出农村妇女健康状况的高低决定其收入

状况以及参与经济发展的程度。

调查数据显示，邻里乡亲关系“十分紧张”占 0%，“文

明和谐”占比 62%，“比较一般”占比 34.83%，“与亲戚

朋友和邻里乡亲既不关心也不帮助”占比 3.17%，由此可知

农村妇女的人际关系较为和谐，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

关于人际交往范围的数据显示，有 40%选择“交际范围较

广”，33.17%选择“交际范围一般”，而“交际范围较窄”

以及“仅与亲戚来往”占比达到 22.83%和 4%，可以发现

农村妇女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4]，如表 3所示。

交叉分析
个人

年收入

人际交往范围 2万以下 2~4万 4~6万
6万以

上
总计

范围较广 21.14% 11.24% 5.70% 1.51% 39.60%

范围一般 19.30% 11.07% 2.68% 0.34% 33.39%

范围较窄 12.42% 7.89% 1.51% 0.50% 22.32%

仅与亲戚来往 3.19% 1.34% 0.00% 0.17% 4.70%

总计 56.04% 31.54% 9.90% 2.52% 100.00%

由交叉分析表可知，在“仅与亲戚来往”中，年收入

为 4~6万占比为 0%，且在年收入为“4~6万”9.9%的比例中，

交往“范围较窄”占比 1.51%，“范围一般”占比 2.68%，“范

围较广”占比 5.70%，比例依次增加，可见交往范围与收入

存在着正比例关系。

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各种奖励机制和完善优惠政策制度，

鼓励农村妇女更加积极，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对

在培训以及各类活动中表现优异的个体进行奖励，对发展乡

村经济的农村妇女提供优惠。

在宣传工作中，我们要明确宣传主体，认准宣传时机，

做好宣传政策工作，推进稳定工作。在线下拉横幅、贴标语、

座谈会、发宣传手册等是一般的形式，也可以通过开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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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唱红歌、读经典、讲历史等方式，或者运用电视、

报纸、网站、电台、新媒体等立体传播手段进行宣传，线下

线上高效协作，不断增强宣传工作的实效性。

的有效性
政府要积极向农村妇女宣传介绍培训的相关政策，加

大对参与培训的农村妇女的扶持力度，适度放低贷款要求，

支持她们利用所学知识自主经营、积极创业，确保农村妇女

及时参加培训并提升培训的有效性。

政府要从村干部着手，调整村干部的男女比例，鼓励

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女性回乡发展，让更多的年轻女性走向

村干部岗位。出台相关政策为引导返乡妇女发展农村特色经

济，区域经济，特色小镇建设，利用所学知识带领农村妇女

一同参与乡村经济发展，共同致富。

广西各地政府联合搭建一个以“互联网”贯通的经济

互助平台，该平台可供广西各地的农村妇女分享自己的创业

经验和想法或在上面寻求帮助等。政府还应邀请一批专家在

平台上为农村妇女解答参与经济活动的疑惑，定期发布教学

视频。此外，各地政府要积极组织和引导农村妇女们积极参

与，营造一个互帮互助、相互学习的氛围，共同促进乡村经

济的发展。

建立起农民学校，组织农村妇女开展技术培训和科学

知识的普及工作，并帮助农村妇女进行一个完整的职业生涯

规划，让农村妇女们有奋斗的目标和奋斗路径，增强其参与

到乡村经济建设工作中的积极性。还应加强对各村，各县优

秀农村妇女的宣传嘉奖工作，为广大农村妇女树立起榜样，

让她们明白努力是有回报的，是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切实改

变的，这样才能让她们的思想从传统的生儿育女，变为奋斗

改变人生。

在各县建立起各个的联合社，动员农村妇女作为联合

社的主要干部，通过统收统销统购的方式，增加农民的收入

减少农民的生活成本，使农村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变得越来

越好，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妇女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会形成

工作实践经验改变思想，她们的思想改变下一代思想的模式，

让农村妇女的思想转变过程，变为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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