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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女性参政行为是女性社会地位的突出体现 � 参政积极性又是政治参与行为的基础 ∀本文根据以往的研究文 

献 � 结合农村青年女性参政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影响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理论假设 � 并通过调查数据和 

° ∉ℜ ⊃ 模型详细论证了理论假设中农村青年女性个体内在因素对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影响 ∀分析发现 � 职业 !受教 

育程度 !经济状况和婚姻状况等等是影响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个体主要内在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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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 

大的变化 � 在经济与社会双重转轨过程中 � 女性的社 

会地位问题已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西方对 

女性参政研究起步较早 � 拥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 研究 

重点是女性参政的历史过程分析 �参政存在的歧视 

和复杂性 ≈� �以及对女性参政的范式 !策略的探 

讨 ≈� ∀国内近十多年来对女性参政问题的研究也十 

分活跃 ∀ ���� 年全国妇联通过对各省的调查 � 在概 

括各省区妇女社会地位状况的同时 �对农村女性的 

参政行为作了一般性的描述 ∀一些学者从女性参政 

的必然性 !现实性及规律等问题进行了全面 !深入地 

探讨 ≈� ∀此外 � 还有不少学者从女性参政的意识 !现 

状 � 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较为真实地揭示出我国女性 

参政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从这些研究文献中 � 

一方面 � 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对女性参政研究的重 

视 � 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 � 以上研究文献存在明显不 

足 � 它们大多都以理论论述 !局部地区调查的现状描 

述分析为主 � 缺乏具有一定规模的抽样数据为基础 

所进行的全面 !具有代表性分析 � 特别是对影响女性 

政治参与的定量研究还比较欠缺 ∀ 更为重要的是 � 

从上述文献中还发现 � 女性参政的广泛性和积极性 

问题未能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 研究成果较少 ∀然而 � 

女性参政积极性与广泛性是相当重要的 �它是女性 

参政并选拔女干部的基础和源头 �没有广大女性参 

政的热情和各种形式参政的实践活动 � 女干部的选 

拔也只是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需要说明的是 � 本文 

的研究侧重于农村青年女性 �首先因为青年女性是 

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群体 �她们目前正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同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 

国 � 农村青年女性占有不小比例 �我国构建和谐社 

会 � 农村政治稳定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 如何动员 

和提高农村青年女性参政将是整个女性参政重要的 

一环 ∀因此 � 对农村基层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 

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 

一 ! 理论假设 

已有的研究文献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女性政治参 

与积极性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 一般而言 �影响 

女性参政积极性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妇女问题 �它与 

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认识影 

响女性参政积极性的因素方面 � 本研究假设 � 影响女 

性参政积极性是女性自身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因素 

两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 鉴于此 �笔者提出一个 

多层面 !多因素的理论解释框架 � 见图 � ∀ 

女性参政积极性由外部环境因素和个体内在因 

素共同决定 � 外部环境因素为影响女性参政积极性 

的宏观因素 ∀一般认为 � 经济和社会水平发展 !法制 

健全以及良好的政策导向有利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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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影响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理论解释框架 

高 � 并有可能提高女性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 可以说这 

些因素为女性参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这 

样女性才有参政的热情 ∀个体内在因素主要指的是 

个体内在特征 � 是微观层面的因素 � 个体内在的因素 

对女性参政积极性起决定性影响 �自身内在条件因 

素一方面对女性来说是个自身能够控制的因素 �另 

外也可以通过改善个体自身内在特征 �达到提高女 

性参政积极性的目的 ∀女性个体内在因素主要包括 

人口特征 !社会特征以及经济特征 ∀ 人口基本特征 

如年龄 !民族以及婚姻状况不同 � 参政积极性存在一 

定的差异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 生活阅历的增加 � 

对事物的认识不尽相同 �而且民族和婚姻状况之间 

由于价值观以及对生活态度的侧重点不同 �政治参 

与的积极性也会存在各自身的特点和差异 ∀除此以 

外 � 个人内在的社会 !经济特征 �如职业 !受教育程 

度 !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的差异都 

会使女性参政积极性方面存在显著不同 ∀ 

女性参政积极性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可以粗略 

地反映出影响女性参政积极性的主要因素 ∀然而要 

更好的印证理论假设的客观和科学性 �则需要进一 

步实证分析 ∀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和我国农村 

基层女性研究的匮乏 �本项研究仅局限于研究农村 

基层女性个体内在因素对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影响 � 

从而检验个体内在因素对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影响 

的理论假设 ∀尽管本文只对农村基层女性参政积极 

性的个体内在因素作研究 �但它仍可丰富我们对女 

性政治参与积极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 

本研究农村青年女性年龄界定在 �� ∗ �� 岁之 

间 � 因为5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6规定 � 年满十八周岁的公 

民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因此把青年年龄的最低年 

龄限制在 �� 岁 � 上限限定在 �� 岁 � 做出这样的年龄 

限制 � 主要是考虑到这一年龄段的人 � 人体发育日渐 

成熟与稳定 � 是人生参与政治活动的关键时期 � 同时 

这一期间也是她们的智能能够充分发挥 �进入独立 

工作和成家立业时期 �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黄金时 

期 ∀ 

二 ! 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文所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于 ���� 年 � 月 

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组织的/ 关爱女孩行动0的课 

题研究 �利用其中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农村调查数 

据进行分析 � 抽样涉及到 �� 个地级市�地区 � 每个地 

级市�地区选出一个市县 �又在每个市县中选出 �� 

个乡镇 � 每个乡镇选择一个代表村 � 共 ����� 户左右 

家庭 � 通过对调查数据初步地筛选和整理 � 最后得到 

样本 ���� 人 ∀从总体上来看 � 被调查对象中汉族与 

其他民族的分布比较均匀 �分别占 �� �� � 和 �� � 

� � ∀ 

本文主要采用一般描述性分析和多变量分析中 

的 ° ∉ℜ ⊃ 模型两种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因为研究的 

目的是考察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的个体影 

响因素 ∀在我国 �村委会或居委会是女性管理社会 

事务的一种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 �农村基层青年女 

性参加或未参加选举村委会�居委会�的行为反映出 

她们对政治参与的一种积极或消极态度 � 因此 � 我们 

利用问卷中/ 最近三年以来 �您参加过选举村委会� 

�居委会� � 0 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农村青年女性 

参政积极性的影响因素 ∀另外 �本文侧重分析女性 

个体内在因素对积极性的影响 �因而把反映个体内 

在特征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从因变量或被解释变量 

的定义中看出 �反映女性积极性的变量是一个二分 

类变量 � 通常对于这类特点的变量 �在分析过程中 � 

普遍采用 ⊂∉∩ ⊃   ⊃ ℘或 ∠ ∉ℜ ⊃ 模型 � 两种模型广泛适用 

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情况 ∀ 尽管 ⊂∉∩ ⊃   ⊃ ℘模型 

可能比 ∠  ∉ℜ ⊃ 模型在计算上简单 �但本文仍采用了 

∠ ∉ℜ ⊃ 模型 �因为在具体应用上 � 二元 ∠ ∉ℜ ⊃ 模型估 

计的是给定一系列解释变量 �女性是否参加选举居 

委会�村民大会�的概率问题 ∀ ∠ ∉ℜ ⊃ 模型基本形式 

是 � 

ψ � Β 
� ξ � Ε 

其中 �ψ为因变量 ,表示该观察值为是否参加村 

委会(居委会) , ξ 为自变量组 ,表示影响青年女性是 

否参与选举村委会(居委会)的因素 ,主要包括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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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 !职业 !婚姻状况 !家庭收入 !家中谁决定 

大事等等 , Β 
� 为代估计的系数 , Ε为不可测的随机误 

差 ∀ 

表 1  农村青年女性村委会参与情况的 

特征描述分析 单位 � 人 !� 

基本特征 类别 总人数 参与比例 

民族 
汉族 � ��� �� � �� 

其他 � ��� �� � ��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 �� � �� 

初中 � ��� �� � �� 

高中�中专 ��� �� � �� 

大学及以上 �� �� � � 

职业 

农工商 � ��� �� � �� 

干部 �� �� � � 

在校学生 ��� �� � �� 

无业及其他 �� �� � �� 

基本特征 类别 总人数 参与比例 

婚姻状况 
未婚 ��� �� � �� 

已婚 � ��� �� � �� 

经济状况 

小于 � 万 � ��� �� � �� 

� 万 ) � 万 � ��� �� � �� 

� 万 ) �� 万 ��� �� � �� 

�� 万以上 �� � � �� 

家庭地位 

�家中大事 
由谁做主� 

妻子 !丈夫 
或共商 

� ��� �� � �� 

父亲 !母亲 
或共商 

��� �� � �� 

全家商量 
及其他 

� ��� �� � ��

  资料来源 � 根据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 

三 ! 影响农村基层女性参政积极性 

的个体因素分析结果 

� �影响农村基层女性参政积极性的特征描述 

表 � 反映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基层女性参与 

选举村委会�居委会�的基本情况 �从农村青年女性 

是否参与选举居委会及相关各指标中看出 �就农村 

青年女性从事职业的角度来而言 �青年女干部参与 

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最强 �从事与农工商等相关职业 

的青年女性参与的积极性次之 �农村青年学生参加 

比例较低 � 这与农村青年女学生以学习为主 � 与实践 

接触较少 � 对诸多问题认识不够 � 因而参与管理社会 

事务的意识淡薄有关 �从事农工商职业的女性考虑 

到选举村委会的决策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因此会 

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 �而干部本身就有自身的政治 

背景 �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显然会比从事其他职业的 

女性积极性强 ∀ 

我们从反映青年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指标可以 

看出 �如果家中大事由父亲或母亲决定的家庭青年 

女性参与的积极性比家中大事由妻子或丈夫或共同 

决定的家庭的参与积极性要弱 ∀ 一般来说 �家中大 

事由妻子 !丈夫或共同决定 � 体现出青年女性在家庭 

中地位相对较高 �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青年女性自 

主的意识较强 � 凡事有自己的主张 � 参政的积极性就 

高 � 而家中大事不能做主的农村青年女性 � 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家中地位较低 � 自主性也相对差 � 这样参 

政积极性也就不高 ∀ 

从表 � 还可以看到 � 婚姻的状况不同 � 参政积极 

性也存在差异 ∀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参与村委会或居 

委会 �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比未婚青年女性高得 

多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 一般而言 �已婚青年女性 

较未婚青年女性更具有责任感 �她们会更顾及自身 

家庭的利益 � 注重自己家庭的发展 � 认为选举村委会 

或公共事务管理的决策影响到自身家庭的利益或发 

展 � 积极性会较高 ∀ 而未婚女性更注重自己的进步 

或发展 � 对周边事务的关心的积极性会相对淡薄 �虽 

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参加村委会或居委会的选举 � 

但很显然未婚青年女性对周边事务的态度决定了参 

政积极性比已婚青年女性的积极性低 ∀ 

经济收入影响农村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是个十 

分有趣的现象 �随着年收入的增加青年女性的参与 

意识随之提高 �但当收入超过 �� 万元以上后 �积极 

性反而随之降低了 ∀ 我们对此现象这样解释 �经济 

收入在提高的过程中 �青年女性在农村的影响程度 

扩大 � 地位提高 � 客观上要求有较高家庭经济收入的 

青年女性参与村委会 �以提高村委会的影响力 ∀ 从 

青年女性主观角度上来讲 �家庭收入高的青年女性 

希望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 提高自身社会地位 �参 

与选举村委会的积极性相对高 �但当到达一定的临 

界点以后 � 青年女性的关注点转移 � 会更加注重在其 

他方面的发展 � 参政积极性则相对减弱 ∀ 

教育水平的高低通常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 

识 � 女性自身受教育程度的不同 � 也是影响农村女性 

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表 � 证明了我们对此 

认识 �女性受教育程度不同 �积极性上存在细微差 

异 ∀此外 � 民族的不同 � 女性积极性程度也同样存在 

差异 ∀我们发现 �其他民族的女性参与积极性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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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女性 �这是因为总体来说汉族青年女性与少数 

民族青年女性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认识外界事 

物 !对待问题的态度以及价值观不同 � 少数民族女性 

潜意识地觉得自己在整个社会中处于少数群体 �会 

更加关注社区或村委会的发展 �希望得到社会更多 

的关注或重视 � 参政积极性会高于汉族青年女性 � 而 

汉族青年女性则认为各自条件差别不大 �选举村委 

会是比较普遍的行为 � 所以积极性较差 ∀ 

� �影响农村基层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多因 

素分析

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看出 � 民族 !教育 !职业 !受 

教育程度等个人自身因素都造成了农村基层青年女 

性参政积极性的差异 ∀ 但是 �描述性统计分析不能 

区分因素间的相互影响 �而且难以了解影响的显著 

性 � 为了能够考察在所有因素存在的情况下 � 各因素 

对青年女性政治参与影响的情况 �我们对农村基层 

青年女性参加村委会�居委会�情况进行了多变量的 

∠  ∉ℜ ⊃ 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 �� ∀ 

从表 � 看到 �拟合优度检验结果通过了统计检 

验 � 表明模型的拟合良好 � 其中调整的 Ρ� 来自于相 

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最小二乘估计模型� ↓ ← ≥� � 

其值为 � � ��� � 说明所选择的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青 

年女性自身内在因素对政治参与积极性影响为 

�� � � � ∀ 回归结果显示 � 婚姻状况是决定农村青年女 

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最显著的个体内在因素 �婚姻 

状况的系数为正值 �而且在显著性水平为 � ��� 时 � 

说明婚姻状况与参与村民会�居委会�的概率正相 

关 �结果表明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较未婚青年女性更 

有可能参与居委会�村委会� �体现出已婚青年女性 

参政积极性高于未婚青年女性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 

对是否参与村委会�居委会�也有非常显著的积极效 

果 � 从表 � 可以看到 �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 

值 � 且 ζ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为 � .�� 的 Ξ� 临界值 ,说 

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青年女性参与村委会(居 

委会)的机会大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青年女性 ∀ 

同样 ,经济状况的高低对农村青年女性参加村委会 

(居委会)也有显著性影响 ,且 ζ 值较高 ∀ 值得注意 

的是 �在影响农村基层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个体 

内在因素中 � 民族的系数为负值 � 统计意义上也较为 

显著 �负值的意义说明其他民族的农村女性政治参 

与的积极性大于汉族农村女性 �这与前面描述性分 

析相一致 ∀职业状况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 � �� �同样 

反映出职业状况对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有显著 

的负的影响 �说明干部或学生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强 

于从事农工商职业的女性 ∀ 

表 2  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影响因素 

° ∉ℜ ⊃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 是否参与村委会�居委会 

系数 标准误 ≡ 值 

民族 � � � ��� � � ��� � � � ��� 3 

婚姻状况 � � ��� � � ��� � � ��� 3 

职业情况 � � � ��� � � ��� � � � �� 3 

经济状况 � � ��� � � ��� � � ��� 3 

家庭地位 � � � ��� � � ��� � � � �� 

受教育程度 � � ��� � � ��� � � ��� 3 3 

皮尔逊 ÷ � ��� � � ° � � � ��� � 

″ � 
ℑ⊗ ⊇ � � � �� � �

  说明 �3 Π� � .�� , 3 3 Π� � � �� ∀ 

总而言之 � 表 � 反映出年龄 !职业 !受教育程度 ! 

民族 !经济和婚姻状况与描述性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 

但引起我们重视的是 �在反映个人内在因素的所有 

特征中 � 其中 � / 家庭地位0变量在本文所使用的样本 

中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因而不能说明家庭地位对农 

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具有显著影响 �这与我 

们事先的假设矛盾 ∀ 究其原因 �这与家庭地位和婚 

姻状况具有某种相关性有关 � 一般来说 � 青年女性如 

果已婚 �家庭大事的决定权由自己或丈夫或自己与 

丈夫共同决定的可能性加大 � 如果是未婚女性 � 其生 

活或实践活动主要还依靠父母 �因而家庭大事的决 

定权多由父母或全家共同商定决定 �正是家庭地位 

与婚姻状况的这种相关性 �使得家庭地位变量在解 

释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时 �没有通过其统计检 

验 ∀我们发现 �家庭地位与女性的婚姻状况确实存 

在一定相关性 � 相关系数为 � � �� � 这也极好地说明了 

家庭地位变量不显著的原因 ∀ 

四 ! 结论与讨论 

从描述性分析与多变量 ∠  ∉ℜ ⊃ 模型分析的结果 

看 � 统计分析的结果基本上与理论假设一致 �客观 ! 

形象地揭示了农村基层青年女性个体自身因素对参 

政积极性的影响 �有利于我们从青年女性内在自身 

的因素来正确看待和处理农村青年女性参政问题 ∀ 

民族 !职业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内在因素对农村 

女性参政积极性有显著影响 ∀ 其中 �青年女性婚姻 

状况是决定农村基层女性是否有积极性最主要的内 

在因素 �这就使得政府为了提高农村基层青年女性 

# � � � # 第 � 期            肖周燕 �影响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的个体因素分析 ) ) ) 以广西为例



参政积极性 � 动员基层青年女性参政时 �应该对未婚 

青年女性更加关注 �这样才能做到动员的广泛性和 

有效性 ∀受教育程度不同 �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 

积极性也不一样 � 因此发展和普及教育 �使教育惠及 

农村多数青年女性 � 从而使农村青年女性掌握更深 ! 

更广的科学知识也成为了提高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 

政积极性一项行之有效而又十分迫切的工作 ∀ 另 

外 �少数民族的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高于汉 

族女性 �反映出少数民族农村青年女性对参政的重 

视 �但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农村汉族青年女性对政治 

参与意识的淡薄 �所以 �在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时 �需 

考虑到他们的不同需求 ∀ 总之 �在分析研究和动员 

农村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时 �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 

她们的民族 !婚姻状况等人口特征的影响 � 另一方面 

需要把不同的经济情况 !受教育程度 !职业等社会经 

济特征区别对待 �通过改善个人内在因素使农村基 

层女性参政积极性得到广泛提高 �女性社会地位得 

到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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