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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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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压

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留守确实增强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留守妇女承受的精神压力、经济压

力、抚养赡养压力都要大于非留守妇女；留守妇女的年龄、家庭特征、当初择儡时时般配的重视程

度、夫妻异质性、与外出丈夫的沟通状况、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其家庭压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出建

立夫妻间良好的沟通机制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议。

关键词：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影响因素

中围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0)01—0073—06

A Study on Family Stress of Women Left in Rural Areas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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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sample survey materials of more than 1 000 rural women in 24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countryside in Sichuan and does the deep analysis on their family stress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This study found that remaining rural really strengthens the left—behind women’s

family pressure，Women left in rural withstand higher pressure，for example，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economic pressure，than the non-staying’s．The left-behind women’S age，family characteristics，the

importance of the match when initially selected a friend for marriage，the degree of heterogeneity of

husband and wife，the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with going out husband，social support have the varying

degree influence to their family pressure．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goo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nd to build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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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与区域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由于流人城市的农村人口以男性和未婚女性为主，而已婚女性大多留在了农村家庭中。因此，在

中国农村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弱势群体——留守妇女。相关调研发现留守妇女承担着家庭中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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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劳动、孩子教育、老人照料等责任，而且还面临着孤独、离婚率上升、易遭不法侵害等生

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她们正在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成为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坚强后盾，为农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在颂扬她们“坚毅刚强，吃苦耐劳”、

“扛起了农业大旗”、“撑起了农村的大半边天”的同时，却不能对她们身上所承受的压力熟视无

睹。市场经济的产床所孕育的“男出女守”的家庭分工模式对农村妇女家庭压力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研究设计

1．概念界定与测量

家庭压力。徐安琪从下岗失业、工作紧张、家人病残、住房困难、子女教养、经济拮据、老

人赡养、婚恋关系、意外挫折、黄毒赌瘾、家务繁重等家庭压力来源的角度对城市家庭压力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口。。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把家庭压力界定为农村妇女感受到来自家庭内外的

压力与紧张，这些压力都将集中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并影响家庭生活。具体指标见下文。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农村留守妇女界定为丈夫在本县以外的地域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生

产经营活动、外出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而留居在家中的农村已婚妇女。

2．拟探讨的影响因素

本项研究中考察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6个方面：

一是留守妇女个人特征，具体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区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

中专、技校4个等级)。

二是留守妇女家庭特征，具体包括家庭年收入、生育子女个数、最小孩子年龄、家中赡养老

人的个数。

三是婚前因素，具体指标包括婚前对现在丈夫的了解程度，婚前的感情深度，婚前自己是否

注重般配，婚前家人是否注重般配。这4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并进行正向5级赋

分，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法把这4个变量分别合成择偶时注重般配程度和婚前感情基础，其特征值

都在1．5分上，总解释量为84．91％。

四是留守妇女与外出丈夫的沟通状况，具体包括丈夫外出累计时间长短、与外出丈夫多长时

间联系一次、丈夫多长时间回家一次，共3个指标。

五是夫妻异质性，具体包括10个指标，分别是以妇女自评夫妻在收入、知识技能、职业地

位、信息的占有4个方面谁更高一些或谁更低一些。1=妻子高一些，2=差不多，3=丈夫高一

些。以妇女自评夫妻在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性格脾气、子女教育、处理亲属关系6

个方面的一致性程度，并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得分越高，差异越大。采用因子分析方法，

把这10个变量分别合成夫妻资源差距和夫妻人格特质差异，其特征值都在2．3以上，总解释量

为51．91％。

六是社会支持网规模，是指构成个体社会支持网成员的数目，具体包括精神支持、经济支持

和生产支持成员数目。

3．资料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08年7月进行的四川省留守妇女生活状况调查。该调查在四川东部和

中部地区各选择了一个县，共计2个县；在每个县各选2个乡镇，共计4个乡镇。在每个乡镇，

分别抽取6个行政村，共计24个行政村。在每一个行政村调查50名在婚妇女，其中留守妇女和

非留守妇女各25名。这样共计1200名妇女构成我们的样本。但在调查实施过程中，因妇女赶

集、走亲戚等等原因而无法接触到，结果回收有效问卷1017份，有效回收率为84．75％。其中

留守妇女占50．2％，非留守妇女占49．8％；18—30岁的占12．9％，31—40岁的占4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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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0岁的占41．7％，51—60岁的占5．I％。

二、结果与分析

(一)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家庭压力状况比较

1．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家庭压力交互分类比较

为了考察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觉得目前在

下列方面的压力大吗”，根据调查数据进行交互分类分析发现(见表I)，两类妇女家庭压力的相

异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我们设计的Il项测量家庭压力的指标当中，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

有8项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两类妇女所承受家庭压力方面，相异性远多于相似性。其

二，在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每一项指标当中，都是留守妇女所承受的家庭压力大于非留守妇女。但

两类妇女在家庭压力方面也有共性，那就是“遭受别人欺负”、“处理与邻居的关系”方面，两

类妇女感受到的压力都很小，这说明农村社区邻居关系和睦；“经济拮据”方面，两类妇女感受

到的压力都比较大，这说明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社会保障滞后和社会分化的加剧，使经济压

力成为农村妇女一致认同的外在压力源。

表I 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家庭压力交互分类分析

注：+0．0l<sig<o．05，”o．001<sig≤O．Ol，⋯sig≤O．001。

2．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各指标得分均值比较

为了更清楚、直观的描述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家庭压力感的差异，我们对家庭压力各指标

赋分，然后计算其均值。具体赋分方法为：从“完全没有压力”到“压力非常大”分别赋I一5

分。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压力越大。通过对家庭压力各指标得分均值的比较发现(见表2)。

其一，总体而言，无论是留守妇女还是非留守妇女，家庭压力都不是太大。除“经济拮据”

这一指标两类妇女得分均值超过3分以及留守妇女在“子女教育”这一指标的得分均值超过3

分之外，其指标的得分均值都处在3分以内；特别是在“遭受别人欺负”、“处理与邻居的关

系”、“担心婚姻不稳定”这3个指标上，两类妇女的得分均值都在2分以内。其二，在我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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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测量家庭压力的ll项指标当中，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得分均值在7项指标上存在显著

性差异，且留守妇女7项指标的均值得分都高于非留守妇女，这说明留守妇女7个方面的压力感

要高于非留守妇女。

表2 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家庭压力感各指标得分均值比较

注：‘0．Ol<Big<0．05，”0．001<sig《0．01，⋯sig≤O．001。

(二)“留守”对农村妇女家庭压力的影响

为了综合分析“留守”对农村妇女家庭压力的影响，笔者首先采用主成分法对农村妇女家

庭压力的具体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采用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变换，以便对本次

研究中有关农村妇女家庭压力的指标进行综合，从中提取出概括多个具体指标的新因子。因子分

析的结果见表3。

表3农村妇女家庭压力的因子摘要表

压力指标
提取因子

因子l 因子2 因子3
共同度

新因子命名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精神压力因子

2．076

18．872

经济压力因子

1．994

18．124

54．46l

抚养赡养压力因子

1．92l

17．465

我们对这11个指标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这11个指标的KMO值为

0．787，巴特利特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2454．118，自由度为55，在0．00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这

1 1个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3的结果表明，11个指标被概括为3个公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指标的内容，分别

命名精神压力因子、经济压力因子和抚养赡养压力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4．46％，基本达到

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在提取了新的公共因子后，我们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出总体的家庭压力综

合得分。然后，分别以各个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为因变量，以是否留守妇女为自变量，以个体特

征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考察留守对农村妇女家庭压力的影响，结

果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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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农村妇女家庭压力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Beta值)

注：’0．0l<sig<0．05。¨0．001<sig霉<O．01．⋯sig鼋<O．001。

表4的结果表明，在对农村妇女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变量控制之后，留守确实增加了农村

妇女的家庭压力。特别是从标准回归系数Beta中可以看到，在对农村妇女个人特征、家庭特征

变量控制之后，留守妇女比非留守妇女精神压力高出0．094个标准单位、经济压力高出0．068个

标准单位、抚养赡养压力高出0．107个标准单位、总体家庭压力高出0．155个标准单位。

(三)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影响因素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留守妇女家庭压力的影响因素，我们以留守妇女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婚

前因素、丈夫外出后与妻子的沟通状况、夫妻异质性、社会支持网规模为自变量，以留守妇女家

庭压力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得到表5的结果。

表5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Beta值)

注：’0．01<8ig<0．05，”0．001(aig《0．Ol，”’sig一<0．001。

从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

(1)从个人特征来看，精神压力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留守妇女年龄越大，感受到的精神

压力、经济压力和总体家庭压力就越大。而文化程度对留守妇女家庭压力没有显著性影响。

(2)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年收入越高，感受到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和总体家庭压力就

越小；孩子个数越多，留守妇女感受到的抚养压力就越大；最小孩子的年龄越小，留守妇女感受

到的抚养压力和总体家庭压力就越大；家中赡养老人越多，留守妇女感受到的赡养压力和总体家

庭压力就越大；

(3)从婚前因素来看，当初择偶时，越重视般配，感受到的抚养赡养压力和总体家庭压力

就越小；而婚前的感情基础对留守妇女的家庭压力没有显著性影响。

(4)与外出丈夫沟通状况对留守妇女家庭压力的影响表现为：与外出丈夫联系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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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长，丈夫外出后回家的时间间隔越长，留守妇女感受到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和总体家庭压力

就越大。而丈夫外出时间长短对留守妇女家庭压力没有显著性影响。

(5)从夫妻异质性来看，夫妻人格特质差异越大，留守妇女感受到的精神压力和总体家庭

压力就越大；丈夫的资源优势越显著，留守妇女感受到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和总体家庭压力感

就越小。

(6)从社会支持来看，留守妇女精神支持网规模越大，其感受到的精神压力和总体家庭压

力感就越小；生产支持网规模越大，其感受到的经济压力和总体家庭压力感就越小；经济支持网

规模越大，其感受到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抚养赡养压力和总体家庭压力感就越小。

三、结论及启示

本项研究发现，留守确实增强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在我们设计的11项测量家庭压力的

指标当中，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有8项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都是留守妇女的压力感高于非

留守妇女。在对农村妇女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等变量进行控制之后，留守对农村妇女的精神压

力、经济压力、抚养赡养压力以及总体压力都有增强作用。

从影响因素来看，增强留守妇女家庭压力的一些因素有留守妇女年龄、孩子个数、最小孩子

的年龄、家中赡养老人个数、外出丈夫联系的时间间隔、夫妻人格特质差异；对留守妇女家庭压

力起到缓解作用的一些因素有留守妇女家庭年收入、社会支持网规模、当初择偶对般配的重视程

度、丈夫的资源优势。

农村已婚妇女在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自我发展与家庭责任等比较优势的抉择和理性分析

中，她们无奈地选择了留守。她们在留守中承受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肩负的双重责任，这不可避

免地会增大她们的家庭压力。为了缓解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压力，为其建构一张强有力的社会支

持网络非常必要。首先要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的组织优势，使其真正成为留守妇女的“娘家人”，

农村基层妇联应把支持帮助留守妇女作为一项新的“业务活动”。其次村委会应建立留守妇女档

案，加强对留守妇女的管理，对其El常生活给予足够的关注，并调动全村资源，动员全村群众，

组建留守服务队，及时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再次亲属要伸出援助之手，从代际上

讲，农村留守妇女的父母、公婆要努力为其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特别是在小孩的照顾方面，更

应该发挥作用。从代内来看，留守妇女的兄弟姐妹也要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确实加强生产互助、

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等方面的支持作用。最后要发挥中华民族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在农村社会

建立一种团结、互助、济弱的社会氛围，摒弃不利于留守妇女与村民尤其是与男性村民正常交往

的落后观念，为留守妇女获取邻居支持建立一种良好的文化环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协助组

建“帮扶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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