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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阅 地 匡 经 泽与妇女发展
宋 栋 华 国

在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贫困地区
,

一个无可争

辨的事实是 贫困对于妇女的压力要比 男 性 大 得

多 一无论是从经济收入
、

劳动参与率
,

还是从医

疗卫生
、

营养
、

受教育程度等许多方面来看
,

妇女

普遍处于不利的地位
,

她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政

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和法律困难远比男性要多
。

因此
,

在发展中国家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时候
,

如何帮助广大妇女摆脱贫困并由此推动她们自身的

全面发展
,

应当成为贫困地区经济
、

社会发展战略

的重要内容之一
。

一
、

贫困地区经济特征下的妇女现状

繁重的生育负担
。

贫困地区经济的特征之

一是 人口增加 —耕地减少 —粮食紧缺
。

在绝

大多数贫困地区
,

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几乎完全依

赖于通过人 口的自然增长来维持劳动力 数 量 的 增

加
,

以保证有限耕地上活劳动量的大量投入
,

从而

获取维持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活 资 料
。

同

时
,

贫困地区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
,

迫

使人们在保证人口数量增加的前提下
,

还必须保证

人 口性别的偏好
,

即
‘

重男轻女
’ 。

在此状况下
,

作为人类生育任务的第一承担者的妇女
,

必然要背

上繁重的生育负担 一要多生
,

二要生男
。

从而使

得贫困地区妇女生育率普遍居高不下
。

据第四次人

口普查 肠抽样统计
,

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

为 人
,

而 个贫困省区中有 个省区的 妇 女

总和生育率超过全国水平
,

它们是 广西 人
,

贵州 人
,

云南 人
,

西藏 人
,

陕 西

人
,

甘肃 人
,

青海 人
,

宁夏

人
,

新疆 人
。

更低水平的科学文化素质
。

贫困地区经济

的特征之二是 经济落后
,

人力资源投 资 严 重 不

足
。

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

那就

是教育事业极不发达
,

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十分低

下
。

同时
,

由于人们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社会中
,

思

想观念中形成了对教育的普遍轻视或无教育意识
,

尤其是许多农民过早地让女儿而不是儿子承担养家

持家的任务
,

加上
“

女子无才便是德
”

等封建意识

的影响
,

致使广大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更少
,

受教育

的程度更低
。

湖北省三个贫困县的资料表明 见表
,

在整个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普遍低 下 的 状 况

下
,

文盲
、

半文盲人口中妇女所占的比重要比男性

高得多 , 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 口中
,

妇女的 比 重

又比男性低得多
。

衰 年每千人中拥有的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教及女性人口所占比盆

英 山 县 大 悟 县

计
人

合‘计
人

合‘
文 化 程 度

湖 北 省

其中女性
人口所占
比重肠

其中女性
人口所占
比重肠

其中女性
人口所占
比重肠

计
人

合

肠
‘心口甘内功,口亡︸山自叮‘叮‘

⋯
‘匕内才月了几八‘二州勺乃

⋯
吕

一︼台︸内八」︸仁口嘴月二,二

⋯
心口﹄‘,且几﹃‘曰,自,且月且‘通‘且

口月月月月口口月口巨万

内‘︸吕
‘盆通‘一台︸勺心山

⋯
一城︸︸勺︸口文盲

、

半文盲 岁及以上

学中小初

高中及中专

大专以上
。

资料来源 湖北省 人 口 普查办公室《湖湘省 第四 次人 口 普查手工汇 总资料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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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大大减少了原本可以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本积

累
,

而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

从微观角度分析
,

家庭养育子女成本的低廉和
“

多子多福
”

的传统生育观所带来的妇 女 高 生 育

率
,

造成了贫穷的家庭因子女多负担重而无力保证

给儿童以充足的营养
,

加上医疗卫生事业不发达
,

致使他们的身材普遍发育不良
,

严重削弱了其本来

的劳动体能
。

更严重的是
,

由于负担过重
,

许多家

庭无力供子女上学念书
,

接受更多的正 规 学 校 教

育 而许多孩子从小就要帮家庭创造收入
,

也大大减

少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

由此必然要带来未来劳动

力智能的低下
。

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低下
,

势必

要对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阻碍
。

作为劳动者之一的妇女
,

其科学文化素质

的普遍低下
,

阻碍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

在贫困

地区
,

贫穷落后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一种外在的直

观反映
,

蕴藏于其后面的则是生产要素的质量和生

产要素的组合问题
。

在生产力的三要素即劳动者
、

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中
,

劳动者是最为 重 要 的 因

素
,

其它要素只有通过劳动者的作用才 能 运 转 起

来
。

因此
,

劳动者素质的高低
,

直接关系到其它生

产要素利用效率的高低和它们组合的合理程度
。

作

为劳动者之一的妇女
,

其科学文化素质 的 普 遍 低

下
,

势必会给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 明 显 的 阻

碍
,

突出表现为 妇女科学文化素质的更低

水平
,

必然导致她们对传统农业生产和家庭的更大

依赖
,

而无能力接受农业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技术成

果
,

阻碍了其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 在传

统农业部门因收入低下无力吸纳更多劳动力而使得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的时候歹由于妇女科

学文化素质的普遍低下
,

使得她们更难适应经济增

长中不同部门
、

不同工种和不同技术层次的经济单

位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
,

大大降低了她们在劳动力

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

并阻碍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

力在地区间
、

产业间的流动
,

使得生产要素无法合

理
、

有效的配置 妇女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低

下
,

必然使得
“

自给自足
”

的小农经济思想和
“

多

子多福
”

的传统生育观念长期滞留
,

商品经济观念

淡漠和生育观念的陈旧
,

既带来了经济的落后又带

来了人口增长的失控
,

加剧 了 贫 穷 落 后 的 局 面 ,

妇女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低下
,

使得她们根

本没有能力对子女进行智力开发
,

家庭作为儿童社

会化的初级社会群体的功用大大减少
,

这对于未来

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极为不利
,

从而对贫困地区

的经济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

妇女更低水平的经济活动参与率
、

更狭窄

的经济活动范围和经济身份转换的极为缓慢
,

也将

制约着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

贫困地区妇女社会劳

动就业率的普遍低下
、

低层次的职业地位以及家务

劳动的繁重性和无价值性
,

从微观上带来的是妇女

经济收入的更低水平
,

而在宏观上则是其一定时期

内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的无增长
。

而经济增

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

没有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有经

济发展的
。

作为衡量贫困地区经济指标之一的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
,

当然包含了妇女对物质生产

和劳务的贡献
,

但如果这种贡献微乎其微的话
,

必

然要给整个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十分不利的影

响
,

由此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

贫困地区妇女经济身份转换的极为缓慢
,

从微

观上表现为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
,

而在宏观上

则表现为劳动力流动水平的低下
。

劳动 力 流 动 性

低
,

不仅把土地和劳动力的利用比率压得很低
,

而

且还阻碍了新技术和新观念的传播
,

从而使得粗放

式经营无法转移到集约化经营的轨道上来
,

农村剩

余劳动力无法转向非农产业
,

由此阻碍了农业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
,

加剧了封闭落后的局面
。

三
、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妇女发展

以
“

物
”

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其最终 目的必须落

脚于以
‘

人
”

为中心的社会发展 而以
“

人
,

为 中

心的社会发展它包含了妇女发展
。

经济发展意味着

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
、

社会和政治结构的

变化 ,而妇女发展则意味她们在发展中政治
、

经济
、

社会和家庭地位的普遍提高
,

最终体现出男女平等

的原则
。

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核心
,

必然

会对妇女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反过来
,

妇女发

展也将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为广大妇女从繁重的生

育负担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条件 ,而妇女生育率 的 下

降
,

又为贫困地区经济摆脱
“

人口陷井
”

的制约打

下了基础
。

众多的研究表明
,

经济发展对妇女生育

率的影响十分重要
,

一般来说
,

经济发展水平与妇

女生育率呈反比关系
,

即经济发展
,

妇女生育率就

下降
。

其原因在于
,

经济发展要求通过有效的人口

控制来保证经济增长的势头
,

并形成了人口

—经

济的良性循环
。

这就为广大妇女从繁重的生育负担

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条件
。

而妇女生育率
一

降 的 结



果
,

一方面提高了人均粮食的占有量
,

另一方面 ,

扩大了生产性资金的积累额
, 从而为最终摆脱

“

人

口陷井
”

的制约打下了基础
。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妇女科学文化

素质的提高 ,而妇女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

又将为整

个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高创造条件
。

舒 尔 茨 在 其

《改造传统农业 》一书中曾明确指出
“

迅速的持续

增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的投资
,

以便使他们

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
,

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

的经济增长
。 ”

③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

就意味着

对人力资源作更多的投入
,

以获得更高的劳动收益

率
。

人力资源的投资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营养
、

卫

生条件改善的体力投资 , 二是教育发展的智力投资
。

一般来说
,

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 最 重 要 方

法
。

众多的研究表明
,

普及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

特别是将教育投资倾斜于妇女
,

所带来的农业生产

收益率是极为明显的
。

妇女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和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
,

本身就意味着其社会 地位 的 提

高 , 而妇女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

一则提高了其自身

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适应性
,

二则为儿童的智力

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

从而为现实和未来整个劳动

力素质的提高
,

为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

的推动作用
。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将有利于提高妇女经济

活动参与率和经济收入
,

从而为提高其经济地位
、

家庭地位以及加速其经济身份的转换速度创造了条

件 而妇女经济活动参与水平
、

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

以及经济身份转换速度的加快
,

无疑将为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提高起到推动

作用
。

恩格斯在《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一书中

指出
“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之

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
,

那么妇女的解放
,

妇女同男子的平等
,

现在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 。

④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

首先就意味着建立起一种能

够使贫穷的人们 包括妇女在内 尽量发挥其自身

能力的增长模式
,

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加人们的

参与
,

通过参与更多有报酬的经济活动来获得直接

或间接的收益
。

其次
,

建立在农村农业和非农产业

发展基础之上的新发展模式
,

彻底改变了小农经济

的生产方式和
‘

男主外
,

女主内
”

的传 统 分 工 模

式
,

扩大了广大妇女经济活动的参与范围
,

为她们

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逐步解放出来创造了条件
。

第

三
,

经济发展还意味着家务劳动的逐步社会化
,

使

原来无价值的家务劳动体现出其经济价值
。

第四
,

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
,

就意味用开放的商品经

济取代封闭的小农经济
,

摆脱传统经济观念对人们

的思想束缚
,

从而为妇女建立 自为的经济身份转换

意识创造条件
。

上述四方面的影响
,

一方面带来了妇女经济地

位
、

家庭地位的提高以及经济身份转换 速 度 的 加

快
,

推动了妇女自身的发展 , 另一方面
,

妇女经济活

动参与率
、

经济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其对贫困地区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 , 同时
,

其经济身份

转换速度的加快
,

又促进了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水

平的提高
,

为生产要素合理
、

有效的配置提供了有

利条件
,

必然会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起到明显的推

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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