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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少数民族妇女扶贫实践的发展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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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传统的家庭性别劳动分工 ，而非打乱现有的分工模式设计 ， 旨在缓解贫困的妇女发展干预项 目是在传统乡村社会推

动性别平等的可行路径。 按照这一路径设计的干预项 目可以大幅提髙妇女的直接经济收人。 妇女直接经济收人的提高对于贫困家

庭的多维度贫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减贫外溢十分显著 。 但是 ，妇女创收的直接福利效益更多地流向家庭和被男性捕获 ，

“

妇女贫困
”

路径发生了性别福利异化 。 妇女经济收入的提高并未明显改变原有的性别结构 ，
经济赋权与妇女地位改变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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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发展和反贫困实践 中的 目标化是
一

系列

有关性别问题理论和社会运动实践的建构结果 。 女

性主义思潮是女性 目标化的主要思想资源。 虽然女

性主义有不同 的流派 ，但是所有 的女性主义理论都

认为女性在全世界范 围内是
一

个受压迫 、 受歧视的

等级
ＷＰＭ

）

。 西方 自 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 由此推

动的女权社会运动驱动了
一

系列针对女性的经济赋

权行动 。 自 由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受压迫 的根源

在于个人和群体缺乏公平的竞争和受教育机会 ，解

决途径是女性通过改善教育和经济制度争取到平等

机会
Ｗ （

ＰＰ６ ８＿７ １
）

。 在 自 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支持下 ，西

方女权主义社会运动一直围绕着如何在法律上赋予

女性各种公平的权利 ，特别是在教育和就业方面 。

性别不平等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跨越文化的社会

现象
，
因此 ，西方女权主义思潮一直影响和推动着联

合国相关机构的全球性议程 。 １９５ １ 年 ，在联合国妇

女地位委员会推动下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妇女政治

权利公约 》 ；
１９７４ 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于 １ ９７５ 年

在墨西哥召开第
一

届世界妇女大会 的决定 。 １９７０

年 ，伊斯特 ？ 勃斯鲁普 （
Ｅ ｓｔｅ ｒＢｏｓｅｒｕｐ ） 出版了 《妇女

在经济发展 中 的作用 》 （ Ｗｗｒｅｅｒａ
’

ｓ７？ｏ Ｚｅ ｉｒａ 瓦ｃｏｎｔｗｉｉｃ

—

书 。 勃斯鲁普和她的 同事在发展中

国家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 认为发展 中 国家的妇女

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因此 ，妇女是发展的

重要力量
［２］

（
ＰＰ２

＿

２

＇ 虽然她的观点仍然是在现代化理

论框架下观察妇女问题 ，但是其动摇了现代化会 自 动

解放妇女的传统观点
，为干预性的妇女发展行动提供

了理论依据
［
３
］ （
ＰＰ Ｉ

＿

１Ｑ）

。 勃斯鲁普首次将 自 由主义女性

主义的视角带人发展领域 ，为在发展中追求妇女权力

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和理论支持 ，
她的理论观点影响了

国际多边和双边组织关于妇女发展的政策和实践 。

１ ９７８ 年 ，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的戴安娜 ？ 皮尔斯

（ ＤｉａｎａＰｅａｒｃ ｅ
） 在 《城市 与社会变迁评论 》 （

ａｒａＪＳｏｃ ｉａＺＣ／ｗｍｇｅｉ？ｅｕｉｅｗ ）杂志上发表了基于美国贫

困的实证研究 。 在这篇文章里 ，
她发现从 １ ９５０ 年到

１９７０ 年 ，尽管美国更多的妇女获得 了 就业机会 ，但

妇女 的经济地位是下降的 ，美国 １ ６ 岁 以上的穷人中

２／３ 是妇女 。 据此 ，她提出 美 国 的贫 困正在演化为
“

贫困女性化
”

（
ｔｈｅｆｅｍｉ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

ｐ
ｏｖｅｒｔｙ ） 的观点

［４］

〇

６

其后很多学者从不同 的角度支持了皮尔斯的研究结

论
＿（
＿４？

。 萨拉 ？马克拉娜哈 （ ＳａｒａＳ ．
Ｍｃ ｌａｎａｈ

－

ａｎ
） 和 她 的 同事运用 美 国人 口 普査数据 ，

研究 了

１９５０
－

１９ ８０ 年男性和女性的贫 困变化 。 马克拉娜哈

的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支持了皮尔斯关于贫困女性化

的观点 ， 也提 出 了 女性贫 困化 是 相对 概念 的 观

点 从某种 意义上讲
， 皮尔斯这项基于美

国贫困问题研究所提出 的
“

贫 困妇女化
”

观点将妇

女的经济赋权问题进
一

步具体化 ，并与勃斯鲁普 的

研究在发展领域合流 ， 迅速开始影 响国际贫困研究

和反贫困政策研究以及国际发展理论和实践 。
１ ９９５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 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首次将
“

妇女

与贫困
”

纳人了联合国妇女与发展议程中 ，贫困的性

别化开始占据发展的主流话语 。

针对贫 困女性化的主要争议在于以下方面 ：首

先 ，

１ ９９５ 年世界妇女大会认为全世界 ７０％ 的穷人是

妇女的数据存在问题 。 其次 ，
基于

工资作为生计支持的美 国城市妇女和单亲家庭为主

要样本的研究结果无法代表发展 中国家以及农村贫

困情况 。 与此同时 ，聚焦收人性贫困忽视 了妇女在

其他方面的劣势
［ １＿ ６５

－

｜９７
）

。 然而 ，妇女与贫困的关

系非常复杂 ，依托支持妇女和女童发展从而摆脱贫

困的路径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方案 ， 妇女事实上成为

全球减贫的主要对象和减贫的主要力量
［
＂

］ （
Ｐ Ｉ６＞

。 发

展中 国家的妇女一方面成为贫困 的牺牲品 ， 另
一

方

面成为减贫的关键
Ｍ （

Ｐ ７
）

，所以 ，针对妇女的赋权也就
一方面成为发展的 目标 ， 另一方面成为当今发展界

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 ，妇女成为反贫困 的
“

武

器
”

［ Ｉ ３ ］
（
Ｐ １

）

。 至此
，
西方 自 由主义视角下妇女问题的基

本理论在发展领域得以政策化和工具化 。

无论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 出现的
“

发展 中 的

妇女
”

（Ｗ ｏｍｅｎｉｎＤｅ 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

ＷＩＤ
） 还是

“

性别与发

展
”

（ 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ＧＡＤ

） ， 其核心都是针

对妇女的赋权。 虽然
“

妇 女与发 展
”

和
“

性别与贫

困
”

的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初已经随着 国际双边 、多边

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在 中 国 开展工作被介绍 到 国

内 ，但国内普遍将 １ ９９５ 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看作妇女

与贫困研究和实践在 国 内的起点
［

１ ４］
（

Ｐ Ｉ
Ｉ
６

）

。 从研究角

度讲 ，谭琳 １９９４ 年在 《妇女研究论丛》发表的 《我国



人 口与妇女发展问题及对策论点综述 》
［

１ ５
］

、李小云

等 １ ９９４ 年在 《妇女研究论丛 》发表的 《对我 国妇女

与农村发展研究的讨论》

［ １
＜３

、 杜晓 山等 １９９５ 年在

《 中 国人力 资源开发 》 发 表 的 《 ＧＢ 模式 与 中 国

ＦＰＣ
——

改善农村贫困妇女生存和发展条件 的有效

途径 》

Ｍ
、温永祥等 １９９５ 年发表在 《人 口 研究 》 的

《甘肃贫困人 口 中 的妇女问题研究 》

［
１ ８

］

等是国 内最

早关注妇女与发展和妇女贫困的研究 。 这些研究几

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 国 际发展领域有关妇女与发

展 、性别与发展理论的影响 。 与此同时 ，进人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以后 ， 国际双边 、多边和非政府组织 大量

进人中国开展扶贫发展项 目
，妇女与发展几乎成为

所有这些组织工作的重要 内容之
一

，妇女与贫 困的

发展干预实践在 中 国迅速兴起 。 至此
，发展的性别

化和贫困的性别化逐渐成为国 内妇女发展工作的主

流话语和实践形态 。

需要指出的是 ，
虽然性别不平等是

一

个跨文化

现象 ，但是性别关系本身又是一个特定的文化范式 。

虽然瞄准妇女的经济赋权活动 旨在通过为贫困妇女

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从而可能获得赋权的效果 ，但

是这
一

工具性的赋权途径在不 同的文化条件下其效

果呈现是复杂的 ，
而且这样的途径能否有效地实现

性别的实质性平等则依然存在着争议 。 罗伊 ？ 安娜

尼亚 （
Ｒｏｙ

Ａｎａｎｙａ ）认为西方眼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先

是被建构成
一

个牺牲品 ，然后又成为效率和慈善的

目标
Ｍ

〇 阐特 ？西尔维亚 （ ＣｈａｎｔＳｙ ｌｖ ｉａ ）通过分析有

条件的现金转移 、小额信贷和向女童投资项 目
，发现

单独瞄准妇女的政策措施在实践上其实是
“

矛盾的

和有问题的
”

［
１ １

］

。

本文是作者在西南某地
一个贫困 的少数民族村

庄 （
Ｈ 村 ） 从事扶贫实践时所涉及的

一

个关于性别

的实例 。 该扶贫项 目 的 目标是通过支持妇女直接创

收产生减贫和赋权的效果 。 本文的 目 的既不是力图

证明以妇女为主体的经济创收如何有效 ，
也不是力

图说明妇女经济创收的增加如何提高妇女的地位 ，

而是希望通过介绍和分析这样
一

个案例 ， 展示在特

定社会文化背景中 ， 妇女直接参与经济创收究竟会

对贫困和 自 身地位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村庄

性别关系的发展 。 本文重点就干预性性别变迁的社

会意义展开讨论 。

一

、研究案例的基本情况和研究方法

Ｈ 村位于中 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山 区 ，
全村 ５７ 户

农户 ，人口 约为 ２ １０ 人 ，是
一

个瑶族聚集的 山村 。 与

其他地区不同 的是 ，这个村庄几乎没有 留守现象 ，青

年人长期外出 打工的人数很少 。 村内社会分化程度

较低 ，
几乎没有富裕户 ， 贫富差异很小 。

２０ １５ 年全

村人均收入 为 ４３００ 多元人 民币 ，其来源 主要是甘

蔗 、砂仁等经济作物和山地出租所得 ，
全村平均债务

高于收人 ，属于典型的深度性贫 困村庄 。 ２０ １５ 年作

者带来团队驻扎该村展开驻村扶贫工作 ，
基于系统

的参与式贫困诊断 ，制定了该村的发展规划 。 扶贫

团 队根据 Ｈ 村地处热带雨林 、气候和文化资源丰富

等特点首先启 动 了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扶贫项 目 。

以脱贫攻坚阶段该贫困村的住房建设项 目 为载体 ，

在每个新建农居设置具有瑶族特色的 、
主客

一

体的
“

嵌入式瑶族妈妈的客房
”

， 同时在村内展开人居环

境改造以及餐厅和会议设施建设 ，将 Ｈ 村打造成高

端小型会址和 自然教育基地 ，
从而实现收入倍增 ，帮

助村民走出深度贫困陷阱 。 围绕着客居和会议功能

的开发 ，
Ｈ 村的妇女逐渐成为新产业的主要力量 。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和
“

瑶族妈妈的厨房
”

成为 Ｈ 村

收入的主要来源 。
２０ １ ７－ ２０ １ ８ 年 ，

全村来 自 客房和

厨房的新增收人达到了８０ 万元以上
，户均增收高达

１ ． ３ 万元以上。 瑶族妈妈在扶贫项 目 的支持下成为

家庭收入的重要贡献者 。

作者及其团 队在 Ｈ 村的扶贫实践不是
一

个调

研项 目 ，也不是
一

个展开长期观察的人类学研究 ，
而

是
一

个与村民融合为一体的发展实践 。 本文是基于

自 身实践的观察 ， 因 此就面临 了大卫 ？ 莫斯 （ Ｄａｖｉｄ

Ｍｏｓｓｅ
）所说的

“

参与者一内部人
”

的方法伦理困境 。

莫斯认为这样的
“

自 身经历研究
”

容易模糊社会调

查和 自身经历的界限 ，
但与此同 时 ，这样的研究也有

其优势 ， 即可 以实现真正意义的
“

真实性
”

， 莫斯将

之 称 为
“

内 部 人 的 民 族 志
”

或 者
“

自 我 民 族

志
”
Ｍ

（
ＰＰ５

＇ 事实上 ，将平时把我们视为 自 己人 、对

于我们几乎毫无隐瞒的村 民变成研究
“

对象
”

让我

们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从研究的角度讲 ， 即使隐

去真实姓名 ， 我们依然不能做到完全的
“

真实
”

， 因

７



为我们必须牺牲
一

部分研究的需要 ， 以确保我们使

用的案例不会对村庄造成任何大的负 面影响 。 所

以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 ，作 为 Ｈ 村发展 的
“

内部

人
”

的优势能使得我们更清楚地展示 乡村的政治社

会关系 ， 同时也局限了我们最大限度地利 用 自 身优

势展开研究的可能 。

二 、

“

瑶族妈 妈的客房
”

： 妇女经济收入 空间 的

再造

男女劳动分工的差异是女性主义理论关注性别

不平等的基本问题之一 ， 不同女性主义流派对于劳

动分工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有不 同的认识 。 社会主

义女性主义理论家玛格丽特 ？本斯顿 （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Ｂｅｎ－

ｓ ｔｏｎ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的从属地位可 以 归为

女性的家务劳动 。 女性的劳动活动 主要集 中 在家

庭 ，这些劳动的产品和劳务被直接消费了 ， 从未进人

市场 ，因此 ，这些产品和劳务 只有使用价值 ，
而没有

交换价值
［
２

１ ］

。 事实上 ， 本斯顿所提 出 的
“

资本主义

制度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

仅仅是性别不平等的一

个方面 ， 因为在资本主义被消灭以后 ，
基于劳动分工

的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 。 因此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

审视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核心是
“

市场
”

。 对此 ，
自 由

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出 的观点是 ： 把妇女从家

务劳动中解放 出来 ，让无偿的家务劳动得到同等的

市场价值 ，或者让妇女进人市场
＾－６＾２２

１
＃ ７８ ＇＾

。

虽然从理论上讲 ， 任何推动妇女家务劳动 的市

场化建议都是可行的 ，有偿使用家务劳动 已经成为

许多国家的普遍现象
Ｐ３ ］［
Ｍ

］

，但是具体的实践是复杂

的
［
２３

。 作者对 Ｈ 村妇女发展活动 的设计思路没有

沿用鼓励妇女外出打工或培训其从事产业的流行方

式 ， 而是力图基于 Ｈ 村家庭劳动分工的基本模式 ，

尽可能不打乱 已有劳动分工模式 ， 因为家庭劳动分

工模式是
一

个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 ， 任何调整都应

是
一

个渐进的过程 。 在微观的发展实践中 ，
不可能

按照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对已有模式进行革命性的干

预
，
而需要 围绕家务 与市场这个关键点渐进性地

展开。

１
． 传统经济的性别化分工

进人 Ｈ 村可 以很容易看到上山砍柴和背柴 的 、

到猪舍喂猪的基本都是女性 ，甚至年过 ７０ 岁的女性

也出去砍柴 。 如表 １ 所示 ，
４４ 户接受调査的农户

中 ，
３ １ 户 的家务劳动完全由妇女承担 ， 只有 １ ３ 户 是

由男女共同承担 ；
３３ 户农户 的养猪 、养鸡活动完全

由妇女承担 ， 只有 １０ 户是由男女共同承担 ，这 １ ０ 户

中男性基本上是在
“

老婆忙不贏 （ 忙不过来 ） 的时候

会帮喂 （ 鸡／猪 ）

”

；
经济作物的生产是以男性为主 ，

虽然女性参与粮食作物生产的 比例较髙 ，但男性依

然是主要承担者
；
正式的社交如 出村参加婚礼和葬

礼等大部分是男性 ；重大事项的决定 、参与村内事务

管理和家庭财务管理也是以男性为主 。 作者与 Ｌ 叔

讨论将他家的土地让给村里做集体猪舍时 ，
Ｌ 叔的

爱人听到后开始与 Ｌ 叔用瑶话激烈交流 ，可 以感受

到她是反对的 ，结果则是 Ｌ 叔果断地做出让地给集体

的决策 。
Ｈ 村有很多初中 、髙 中毕业的年轻人 ，他们

经常找爸爸要钱 ， 给不给钱也是爸爸说了算 。 Ｄ 哥

常常 自豪地说 ：

“

我每周都给儿子钱啊 ，
没办法啊 。

”

Ｈ 村的家庭分工呈现 出典型的
“

女内一男外
”

模式 。

从 Ｈ 村的家庭劳动分工可 以看出 ，
Ｈ 村的家庭性别

关系存在着女性依附问题 。 但是这样的依附究竟在

多大程度来源于劳动分工的模式则需要进一步研

究 。 Ａ 姐说的话让我们对于这两者的联系有 了一点

理解 ，她说 ：

“

他们很辛苦啊 ， 干得 比我们多 ，挣的钱

比我们多 ，所以他们都说了算啊 。

”

从 Ｈ 村家庭劳动分工模式可 以看出 ，
养殖业和

家务劳动是妇女主导的领域 。 如何将这两个领域与

市场对接是这个项 目 的关键 。 养殖业的市场波动

大 、成本髙 ，增加规模的投人和劳动力需求都很大 ，

如果大幅度增加劳动力投人势必大幅度增加妇女的

负担 ， 因 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不会因此而减少 。 基于

反复的讨论和对当地发展优势与潜力 的分析 ，研究

团队与村民决定利用精准扶贫的政策支持建设小型

会址和 自然教育为一体的新业态村级经济 ，其中
“

瑶

族妈妈的客房
”

项 目 成为 发展新业态经济 的核心。

通过
“

瑶族妈妈 的客 房
”

将妇女的家庭劳动技能直

接与市场需求对接 ，将她们的家庭劳动延伸到市场 ，

将她们的产品和家务同 时推 向 市场 。

“

瑶族妈妈的

客房
”

成为有机融合家务技能与市场的新 的空 间 。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就是在每个农户 新建的干栏式

木楼里建设
一

套嵌人式高端客居 ，通过这个客居将

８



妇女的劳动与市场对接。 由 于家务劳动是妇女 的然成为妇女独立的
“

经济空 间
”

，从而形成了
一

个基
“

文化空间
”

， 与市场对接 以后
，这个文化空间 就 自于原有劳动分工模式的妇女经济创收路径 。

表 １Ｈ 村家庭性别劳动分工情况①

主要

承担者

经济产品

种植
（
橡

胶 、香蕉 、

甘蔗 、砂

仁
）

蔬菜、玉

米 、水稻

等粮食作

物种植

养殖 （
喂

猪 、嗶鸡

等
）

家务劳动 走亲访友

（
去参加婚

礼／葬礼 ）

曰 常购物 重大事件

决策

参与村内

事务讨论

（如开村

委会 ）

—

般家庭

收入管理

者

丈夫 ３０ ２３ １ ０ ２２ ２ １ ２８ ３２ ２５

妻子 ２ ４ ３３ ３１ ３ １ １ ２ ２ １０

夫妻 １ ２ １７ １ ０ １ ３ １ ５ １０ １２ ８ ９

其他家人 ０ ０ ０ ０ ４ ２ ２ ２ ０

２ ． 再造经济空 间 中的女性贡献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自建成并开始运行以来 ，除

了单身男性家庭以外 ，所有在婚家庭的客房都是 由

妇女管理 。 表 ２ 为 Ｈ 村 ３０ 位妇女管理
“

瑶族妈妈

的客房
”

所花费劳动时间的极值与平均值 。 当地妇

女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一天 １００
－

１ ２０ 元 ，

“

瑶族妈妈

的客房
”
一天最低收入为 ３００ 元 ，按照客人人住

一天

计算 ，妇女平均需花费半天的服务时间 ，而随着客人

入住时间的延长 ，平均每天所花费的时 间将大幅下

降 ， 即妇女提供客房服务的边际劳动时间逐渐递减 ，

在其每天的总劳动时间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 近两

年的客房运营中 ，绝大多数客人人住时间为 ３ 天以

上 ，按照表 ２ 的平均时间计算 ，客人入住 ３ 天
，妇女

花费总时间为 ３ 小时 ＋５０ 分钟 ＋ ２８ 分钟 ＊３＝３ １４

分钟 ，平均每天 １ ０５ 分钟 ，小于 ２ 小时 ， 即妇女进行

不足 ２ 小时的客房服务便可获得 ３００元的收益 。

表 ２ 客房服务平均使用时间

项 目 入住前准备
住宿期间

每 曰清洁
离宿后整理

最多花费时间 １０ 小时 １ 小时 ４ 小时

最少花费时间 ３０分钟 １ ０ 分钟 ３０分钟

平均花费时间 ３ 小时 ２８ 分钟 ５０ 分钟

这意味着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能够间接地将妇女 的

家务劳动市场价值化 ， 而且这
一劳动的价格将远远

超过其外出务工的劳动价格 。

Ｈ 村已建好的客房 自 投人运营以来其住宿收人

情况见图 １
。 由于客房建成的时间不同 ，投人运营

有先后
，所以户与户之间的客房收人差异较大 ，

获得

最高客房收人的第
一

个农户 于 ２０ １ ７ 年 ４ 月 首次投

人服务 ，截至 ２０ １８ 年 １ ２ 月 其收人超过 ２５０００ 元
；
最

近一批建成客房的农户于 ２０ １ ８ 年 ８ 月 陆续投人服

务 ，截至 ２０ １８ 年 １２ 月 最低收人也有近 ４０００ 元。

２０ １ ８ 年 ，
Ｈ 村 由于亚洲野象的侵扰基本停止 了原来

作为家庭主要收入的甘蔗种植 ， 而近年来橡胶市场

低迷 ，许多农户 也选择暂不 割胶 ，

“

瑶族妈妈的 客

房
”

的收人
一

跃成为 Ｈ 村农户家庭的主要收人来

源 。 Ｚ哥曾在深圳打过 ２ 年工 ， 由于父亲酗酒 、母亲

多病 ，
２０ １６ 年两个妹妹

一

个考上大学 、

一

个考上高

中 ， 为了照顾家庭便 回到村里
，
他说要是没有客房 ，

他两个妹妹的上学都会有 问题 。 Ｌ 叔也有
一

个刚上

大学的女儿 ， 每个月 需要不低于 １０００ 元的生活费 ，

他说家里现在也是全靠这间客房了 。 与此同时 ，

Ｚ 哥

生病的母亲虽不能经常到山里或田间劳动 ，却能帮忙

进行客房的清理和制作瑶族服饰给客人体验 ，让她觉

得 自 己
“

对儿子有用
”

；
Ｌ叔的妻子也认为多打扫

一

间

①受调査的 ４４ 户均为夫妻 ＋ 其他家庭成员的家户
，
不考虑单亲家庭 ；

“

其他家庭成员
”

包括户 主的子女及父母 。

９



房并不会累 ， 还能增 加收入 。 通 过
“

居室
”

附加
“

客务劳动延伸出的经济创收空间 ，
这个空间的再造明显

室
”

而形成的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最终成为妇女通过家改变了性别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比重 。

三 、妇女经济收入与赋权的尴尬

作者在 Ｈ 村生活工作 了 近 ４ 年 ， 由 于
一

直没有

把 自 己作为研究者或者参 与观察者 ， 而尽可能把 自

己作为 Ｈ 村的
“

自 己人
”

，所 以不 自觉地降低 了 （甚

至很多时候失去了 ）作为研究者的敏感性 ， 因此客观

地呈现 Ｈ 村各种复杂 的社会关 系并非易事 。

“

Ｈ Ｍ

这样
一

个少数民族传统村落 的家庭性别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

事实上是
一

个高 度文化化的问题 。

作者刚刚入村时就注 意到 了 某种
“

先人为主
”

的现

象 。
Ｈ 村的妇女总 是躲在离外来人很远的地方 ，

即

使现在也还是这样 。 你问她们 问题 ， 她们要么掩面

而笑 ，
要么躲走 。 好像除了

Ｆ 姐等少数几位妇女 ，我

们和很多妇女这么多年都没有说过多少话 。 前述的

性别分工 （ 见表 １
） 中 ，

Ｈ 村从对家庭事务和财务的

决策到对村内公共事务 的决策等方面都呈现出 男性

主导的性別模式特点 。 问题是 Ｈ 村性别 的差异是

否就意味着性别的不平等 ？

１ ． 日 常性 别 实践的 隐喻

女性主义的基本逻辑是 ： 全世界除了 少数例外
，

大多数文化都形成了男权制 ， 男 权制是跨文化现象 。

男权制的核心问题是男性在社会政治 、经济 、法律 、

宗教 、教育和家庭 中处于统治地位 。 男 权制将女性

客体化和他者化 ，从而造成 了 将男性 的 意志强加 于

女性
，进而统治和剥削女性 的劳动 ， 形成 了对女性 的

压迫
［ｎ （ＰＰ ８＿ ｕ ）

。
Ｈ 村的 日 常性别实践似乎也绕不开这

样一个逻辑 。 村里人说 Ｙ 哥过去很有钱 ，
因为外面

“

有女人
”

，把钱都花没 了 。 当问到他家女人对此有

没有意见时 ，村里人说
“

我 们瑶族女人贤惠啊
＂

。 另

有 Ｌ 哥经常打骂妻子 ，但是妻子从来不反抗 。

“

瑶族

女人贤惠
”

好像隐喻了
一

个如同玛丽亚 ？格林 （
Ｍａｒｉ ａ

Ｇｒｅｅｎ
） 所 说 的

“

习 惯 了 的 伤 害
”

（ ｓａｎｃ ｔ ｉｏ ｎｅｄ

ｈａｒｍ
）

Ｍ （ＰＰ３Ｗ＿３２７ ）

的文化现象 。 即使 和爱说话的 Ｆ 姐

聊天 ，
也会发现她对此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

用她的

话说
“

我们瑶族女人就这 样 啊
”
——家里来客人时

妇女从来不会 同桌 吃饭
；
当 肉 和脂肪类的食物短缺

时 ，要优先保证男 人的供给 ，

“

因 为他们要 出 去干重

活
”

；
过年吃杀猪饭 ， 好吃 的 肉 也都是男 人们先吃 。

问 Ｆ 姐为什么
，
她说

“

他们要喝酒啊 ，
喝酒就得吃 肉

啊
，就这样啊

”

。
Ｐ 哥的妻子外面

“

有 人
”

，跑 了好多

次都被 Ｐ 哥带着几个哥们连打带拉给弄回来 。 如果

妻子不早起烧火做饭 ，
男人就会觉得没面子 。 尽管

村里的男 人也做饭 ，尤其是有客人来的时候 ， 但要是

问村里的 男人平常在家做饭吗 ， 他们会鄙视地说
“

我

不做那个 ！

”

Ｄ 哥 的 口 头 禅是
“

女人 啊
， 干 不 了 啥

的 ！

”

Ｄ 妹最近一直一个人带孩子 ， 村里说她丈夫把

别的女人带 回家
，
和她离婚了 。 尽管我们驻村 的学

生也说 ，

“

别看瑶族妇女表面不说话 ，在家里她们厉

害着呢
”

，但似乎只有在天冷的晚上男女一起烤火聊

②横坐标序号 １
，

２
，３ ，

…为农户客房收人排序 ，
２０ １ ７－２０ １ ８ 年总收人第 ｉ 名与 ２０ １ ８ 年收入第 ｉ 名并不一 定是同一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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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才显得很平等 。 目前 Ｆ 姐家不仅建有
一

间
“

瑶

族妈妈的客房
”

，还有一套
“

瑶族妈妈的厨房
”

为进

村客人提供餐饮服务 。 厨房的收人归 Ｆ 姐
，客房的

收入归她丈夫 。 厨房和 客房 即便是两个人共 同 打

理
，

Ｆ 姐花的时间相 比于丈夫还是更多 ，所 以收益更

高的厨房收入归她所有 。

尽管作者在 Ｈ 村所观察到 的家庭性别关系 如

此多样 ，村民所呈现出来 的性别差异 甚至我们所谓

的
“

性别不平等
”

可能只是
一

个文化现象 ，
但从总体

上看 ，我们依然假定 Ｈ 村存在着普遍 的性别 不平

等 。 村里人绝对不会承认村里的男人压迫女人 ，
因

为他们对于性别不平等的文化解读是与我们完全不

同的 ，但是从村 内 日 常生活 的呈现可 以发现 Ｈ 村本

质上仍属于男性主导的社会 ＾Ｈ 村妇女觉得男 人重

要是因为他们干重活 ，
挣钱养家 。 例如

，

Ｄ 哥是个典

型的大男子主义者 ，他常会在开玩笑时洋洋得意地说
“

我挣钱多啊 ， 当然要说了算
”

，大多数妇女对此也表

示认同 。
Ｈ 村的 日 常片段性叙事所呈现的是男 性的

主导和性别的不平等 ， 同时也隐含了如果妇女挣钱多

了就可能改变她们 自身地位的经济赋权的假设 。

２ ． 经济收入
“

归 属
”

的尴尬

如前所述 ，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不仅给每个家户增

加了 收人 ，
而且客房收人取代其他收人成为所有建有

客房家庭相当重要的收人来源 （见图 ２
） ， 占 Ｈ 村 ２０ １ ８

年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 ３７％ 。 那么 ，

Ｈ 村妇女对于

家庭收人的贡献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性别影响呢 ？

图 ２２０１ ８ 年 Ｈ 村 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结构

首先 ， 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实际地位 和影响力

是
一

个长期的社会建构过程 ， 很难期望在一两年的

时间 内会有大的变化 。 其次 ，
任何试图说明两者关

系的研究都受到衡量妇女地位相关指标的影响 。 但

是 ，我们仍然希望了解这样
一

个妇女经济赋权项 目

所揭示的妇女经济收入与赋权的关系 。 与客房收人

比较高的家庭聊天 中发现 ， 无论男 人还是女人都没

有觉得这是
“

女人的收入
”

。 客人离开 以后 ，

Ｈ 姐在

收拾房间 ， 问 她这客房的收入是不是她挣得 ，
她笑着

说 ：

“

不是啊 ，是家里
一起啊 。

”

从花费的劳动时间来

看 ，客房的服务是女人做 ，但是似乎连女人也不觉得

这是 自 己 的收人 。 Ｍ 妹说 ：

“

这个事 （ 家务 ） 不费劲

啊 ， 随便就做了 ，
没有客房也是我做啊 。

”

Ｆ 姐和几个

妇女出村到 山下打工
，

一天工作 １ ０ 小时 只挣到 １ 〇〇

元。 Ｊ 妹也打工 ，估算
一下 ２０ １ ８ 年挣了２〇００ 多元。

她说这是她 的钱 ， 问她为啥 ，
她说这是她辛苦挣的

啊 。 客房和打工收人都是妇女挣的 ，
但是却发生 了

收入
“

归属
”

的差异。 按照本斯顿和莫顿的观点 ，
无

偿的家务 劳动构成了 女性受压迫 的物质基础
Ｐ １Ｍ

，

解决这
一问题的战 略是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 ，

也就是必须朝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 并以

此作为女性解 放 的先决条件
［

Ｉ
］ （
ＰＰ＆ ９３）

。 当把无偿家

务空间通过
“

瑶族妈妈的 客房
”

转化成有偿的经济

空间 以后 ，

Ｈ 村的人竟然没有形成
“

收人归属
”

的性

别认同 ，而同一时期的妇女外 出务工收入则有着清

楚的性别认同 ， 而且很多妇女对于 自 己 打工 的收人

有较高程度 的支配权 ， 如 Ｈ 姐
“

有去打工就给 自 己

买衣服 ，在家就不买
”

。 这种 由 于
“

内 和外
”

不同 的

空间所产生 的不同性别赋权效应暗示 了性别作为
一

个文化结构 的坚固性和经济赋权途径的复杂性 。

很多研究将女性是否拥有家庭事务的决定权作

为衡量女性家庭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
［
２８

］

。 徐安琪曾

就上海家庭 妻子在家庭事务 的
“

经常性管理
”

中 说

了算作为妇女地位上升的指标
Ｍ

。 有 的学者则倾向

使用
“

重大家庭事务决策
”

来反映妇女 的地位
［
３°

］

。

本文结合这两方面来观察 Ｈ 村在
“

瑶族妈妈的客

房
”

建立以后妇女地位的变化 。 表 ３ 是在
“

瑶族妈妈

的客房
”

收人提高过程 中通过 日 常观察得出 的有关

女性家庭决策变化的评价结果 。 为 了更能反 映实际

的决策权 ，
作者将

“

谁先提 出决策
”

作为问题 ，
以此

反映个人自 主权 。 而个人 自 主权可 以反映夫妻的实

际权力状况
［３ １

］

。 事实上 ，从 ２０ １ ７ 年开始产生收人到

２０ １９ 年
，
通过 日 常观察并未发现 Ｈ 村 的女性在家庭

事务 中的决策权有所提高 。 说到这个问 题 ，

Ｆ 姐说
“

这能有啥变化 ， 我们还是我们 啊 ，
人家男人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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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是就不想要啊
”

（ 随后她称 自 己说的是笑

话 ） 。 Ｇ 姐说挣的钱是大家的嘛 ，
大家一起商量 ；

但

是 Ｈ 姐说 ，那可不是啊 ， 男的想花的还不就花了 啊 。

很多男性认为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是 以他们为 主装

修起来的 ，
现在妇女多花点时间打理也不能说就是

妇女 自 己挣 的钱 。
Ｌ 哥说不管谁挣 的钱都是家里

用
，
但是他不得不同意家里买摩托车 、给孩子买手机

都是他说了算 。 还有
一

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瑶族

妈妈的客房
”

虽然是妇女在负责管理 ，但是很多情况

下收入都是通过微信转给了丈夫 。 微信转账一般要

求村民的微信账号绑定银行卡 （ 以便取现 ） ，
也需要

收款人能熟练使用该手机软件。 不计长期外 出成

员 ，
Ｈ 村 ８０％ 以上的家庭只拥有

一

张农村信用社锒

行卡 ，
其 中大约 ９０％ 的银行卡户主都是男性 ；

而且

村 内女性拥有微信账户的时间普遍晚于男性 ， 目前

Ｈ 村加人村集体微信群的 １４６ 位村 民中仅有 ３７ 位

是女性 。 这也许从某种程度上影响 了妇女对于客房

收人的控制 ，然而 ， 即便妇女能够控制这个收人 ，妇

女直接收人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性别的决策

仍是
一

个需要进
一

步研究的问题。

表 ３Ｈ 村妇女决策变化的长期观察评价③

（
１ ５ 个家庭的观察 ）

决策项目 女性决策 共同决策 男性决策

买摩托车 ／ ／ 为主

买手机 ／ ／ 为主

孩子零花钱 ／ ／ 为主

孩子上学 ／ 为主 ／

３ ． 赋权效应下 的性别福利异化

除了从决策的维度观察经济赋权的性别影响以

外
，
妇女经济收入的提高如何影响妇女 自身的福利也

是一个反映经济赋权效应的指标 ，尤其是很多福利维

度的指标直接与女性的贫困化问题相联系 。 由于村

内便民店主要为村民服务 ，因此便民店的商品 出售情

况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村民 的福利变化 。

根据便 民店在烟草局登记进 货的 准 确数据 ，

２０ １ ７ 年和 ２０ １ ８ 年其香烟进货额接近 １ ０ 万元 ， 约是

２０ １ ５ 年的 １ ． ５ 倍 。 便民 店老板坦言这两年销 量增

加最快的商品就是烟酒 （ 尤其是烟 ， 因为改造项 目支

持村长开发 自 烤玉米酒 ， 村民现在都去 村长家 买

酒 ） ，他回忆扶贫改造 以 前的生意状况时说 ：

“

以前

不好卖 ，有时候三 四天都没卖完一条烟 。

”

而香烟是

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好卖 的呢 ？
“

应该是从大家都建

房子的时候 ，
建房子主人家要给来帮忙 的人发 烟

啊 。

”

那为什么房子建好 了香烟的销量却不回 落呢？

（ 见图 ３ ）便民店老板说 ：

“

现在嘛 ，外面人来多 ，请客

喝酒都要抽烟的… …每次客房有 收入 ， 那个 月 烟就

好卖 ，

一个星期能卖 ２０ 多条 。

”

根据便民店在烟草局

的微信订单数据统计 ，
２０ １ ７ 年该店总共出售 １ ２７０ 条

香烟 （ 每条 １ ０ 包 ） ， 估计总售价为 １ １ ２００６ 元
，

２０ １ ８

年总共出售 １ １３ １ 条 ，估计总售价为 １ １ １ １ ８８ 元 （ 全部

按照标价售 出 的情况 ） ；
２０１７ 年平均每包烟 售价为

８ ．
８ １ 元

，

２０ １８ 年平均每包烟为 ９ ． ８３ 元
，便民店老板

表示常购的香烟品种并未涨价 ， 那么这一均价的上

涨就意味着村民在 ２０ １ ８ 年比 ２０ １７ 年更频繁地购买

每包 １０ 元以上的香烟种类 ，从侧面反映了村民消费

水平的提髙 。 便民店老板肯定了我们这种猜测 ：

“

从

去年 （
２０ １ ８ 年 ） 以来 ，更多人来 了会买 １ １ 块钱的烟 ，

抽 ８ 块钱的人少了
一

点 ， 家里来客人也会买更贵一

点的烟 。

”

村民主要消费价格为 ８ － １２ 元的香烟 ，现金

宽裕的情况下会选择这个价位中较贵的 品种 。 便民

店的销售额并不能全面反映村民 的总消费 ，
不少村

民在出村道路硬化后增加 了到镇上购买 日用 品的频

率 ，其中也包括烟酒 。 根据 ２０ １ ５
－

２０ １８ 年的全村普

査数据 ，农户烟酒 （ 由于农户难以清晰分开两者的消

费情况 ，
因此在调査中烟和酒记为

一

项支出 ） 的户 均

消费趋势见图 ３
。

③由于任何家庭事务都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商量决策 的 ，所 以为 了明确决策权 ，

一

般聊天时会问
“

谁最先提出决策
”

作为 客

观依据 。 表 ３ 是长期观察的结果 ，并非准确统计。

④由于每年普査 中有部分家户外出务工或 由于其他原因 而无法接受访问 ， 因此统计的 家户数各年略有 不同 ， 以户 均支 出

计算较为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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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０ １ ５
－

２０１８ 年户 均烟酒消费④

便民店在增加烟酒进货量和丰富烟酒种类的同

时 ，并没有增加女性卫生用 品 的数量 ， 与 ２０ １５ 年 以

前一样 ，店 内只销售 ２
－

３ 种卫生 巾
， 销 量并没有提

高 。 虽然烟酒和卫生用品销售的差异并不必然反映

出性别的福利差异 ， 因为 Ｈ 村烟酒的消费一直都是

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 ，这是其文化的一个部分
，
但可

以明显看到 ，收人的增加首先刺激了烟酒的消费 ，而

烟酒消费的主体是男性。

Ｈ 村第二种 明显增加的商品是摩托车 。
２０ １ ８

年有 １８ 个家户新购置摩托车 １９ 辆 ，超过总户数的

３０％ 。 由于进村路硬化后驾车不再有太大的困难 ，

妇女也会开着摩托车进 出村 ，但是摩托车依然是男

性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 ， 因为男性负责市场采购及

其他公共事务 。 从工具主义角度讲 ，摩托车并非具

有明显的性别化特点 ，然而当
一

个物品长期与某一

个性别相互联系时 ，该物品 的生产不仅会按照这样

的性别符号来建构 ， 而且会以这样的性别属性来塑

造
［３ ２］

。 Ｈ 姐说 Ｄ哥家的摩托车很漂亮 ，但她觉得这

个摩托车太大 ，不适合女性 ，她说
“

我们 （ 妇女 ）也会

开摩托车 ，但都是男 人开得多
”

。 ２０ １ ７ 年下半年 Ｈ

村通 了４Ｇ 网络 ，不久之后全村覆盖了Ｗｉ
－

Ｆ ｉ
；
２０１ ８

年全村新增手机约 ４０ 部 ，几乎都是男人或上学的孩

子用新手机 ，然后把用过的手机给妇女 。 问 Ｆ 姐为

什么不买一个新手机
，她说能用就可以啦 ， 他们 （ 丈

夫 ）要新的手机好用 ， 能转账。

一到晚上 ，
Ｈ 村很多

男人和小孩都会在住宅 的架空层下面坐着看视频 、

打游戏 。 拥有手机以后村民很少看电视 ，这两年几

乎没有新买电视机的家庭 。 除了购置摩托车和手机

这样的大额度消费 品以外 ，
Ｈ 村农户家庭的主要支

出仍然是孩子的上学费用和客房的装修投资 。

２０ １ ８ 年 Ｈ 村客房收人 占总收人很大的 比重 。
Ｌ

叔算过一笔账 ，
２０ １ ８ 年度他的家庭种养殖总收人为

４５００元
， 村干部补贴为 ２４００ 元 ， 边 民补助为 ２０００

元 ，退耕还林补贴为 １ ２５０ 元
，种粮补贴为 ８４０ 元

，
而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及厨房收人约为 ２６０００ 元 。 也就

是说 ，
Ｈ 村妇女的劳动所提供的收人 占家庭收人的

比重很高 ，
因此可以认为 Ｈ 村家庭的支 出很大一部

分来源于妇女的贡献。 Ｈ 村家庭支 出 占 比最大的部

分是生产投资 （ 含客房建设 ） （ ３０％
 ） 、教育 （

１０％
 ） 、

医疗 （
９％

） 和烟酒消费 （ ８％ ） 。 ２０ １ ５ 年 Ｈ 村人均可

支配收人为 ４３００ 元
，人均支出约 ５ ０００ 元

；

２０ １ ８ 年人

均可支配收人为 ７６００ 元 ，人均支出 １００００ 元 （ 若不

计最后一批农户建房的大额支 出 ， 人均支出 为 ７ ５００

元 ） ；
２０ １５ 年客房收人为 ０

，

２０ １８ 年客房及其相关产

品 （ 餐饮 、特产及民族服饰销售 ） 的人均收入为 ３ ０００

元
， 占比为 ３７％（见 图 ２

） 。 除此之外 ， 由于
“

瑶族妈

妈的客房
”

建设过程中培养了男性村民的建房技术 ，

２０ １ ８ 年起村内 自 发组建起两支施工队短期外 出 包

工建房
，
年创收总额超过 ２０ 万元

， 占全村总收入的

１２％ 。 家庭收入和支出 的增加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贫困的缓解 。 很显然 ，

Ｈ 村贫 困 的大幅度缓解得

益于妇女的贡献 。 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将妇女发

展作为减贫路径的有效性 。

Ｈ 村的妇女在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这个新的经

济空间里 ，将 自 己的家务劳动技能转化成市场收益 ，

对家庭生活的改善做出 了贡献 ， 在作为工具性变量

实现减贫的过程 中发挥 了作用 。 那么 ， 在这样的过

程中 ，是否通过参与市场活动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

的赋权呢？Ｈ 村妇女的总体精神面貌发生 了很大的

变化 ，
９０％ 以上 的妇女对现在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 。

但是 ，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 Ｈ 村妇女相 比于男性在

自 身福利方面的改善 ，也不能反映在多大程度上实

现 了赋权 。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的收人很大部分用于孩子的

教育 ，

一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周需要花费 ３０
－

５０

元用于支付食物 、文具和往返家校的交通费用 。 传

统农业生产的收人 ，如甘蔗 、砂仁都要到年底收获以

后才能取得 ，

“

以前每到星期天就要找钱给小孩读书

（生活费 ）

”

；
现在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能够提供经常

性的收人 ，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户现金流的短缺 。 烟

１ ３



酒等 日常性消 费主要通过
“

瑶族妈妈 的客房
”

的收

人来支付
，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的改善和投资也都是

从客房的收入 中扣 除的 。 近两年 ，

Ｈ 村家庭成人和

上初 中的小孩基本都拥有手机 ，这项支出 也要由 客

房收人来支付 。 就像很多村民说的那样 ：

“ ‘

瑶族妈

妈的客房
’

现在对我们都很重要 ，
保证了我们家庭 日

常生活的支 出 。

”

如果我们假定 ， 摩托车和手机的购

置都来 自于打工和其他农产 品销售收人 ， 就基本可

以描述出 Ｈ 村的性别 收人
一

支 出模式 ：男性收人为

主一男性支 出 为主 。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明 显改变

了性别收入结构 ，但从一个相对狭隘的个体福利收

益角度而言 ，

Ｈ 村妇女在经济贡献增加的 同时并没

有成比例地改善福利 。 相反
，男性是这个过程中个

体福利改善最大的群体 ， 因为摩托车 、手机以及 日 常

的烟酒消费都是以男性为主的消费项 目 。 Ｈ 村在经

济赋权条件下造成的性别福利差异暗示 了在特定文

化条件下通过经济赋权实现对妇女赋权的复杂性 。

Ｈ 村妇女对现状主观评价的普遍满意与其 自 身创收

所得更多地流 向对家庭总体福利 （ 尤其是男性福

利 ）改善之间的矛盾 ，进
一

步暗示了在这样
一

个传统

村落里
，
通过市场性赋权来打破性别不平等结构的

艰难性 。

四 、结论与讨论

发展与性别的关系涉及社会性别关系中两个维

度的问题 。 第一个维度的问题是 ，
传统将女性作为

男性的附属品限制于家务空间之内 ，导致女性被从

有偿的市场性工作空 间 中排除 ，从而造成了 女性的

从属性和地位低 下
［２２ＫＰＰ ４８７

＿

５〇ＣＭＰＰｒｏ＿

３ ３＿
（
ＰＰ １ ３７＾ｉ

＼事

实上 ，
无论经典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还是现代发

展主义的妇女与发展和性别与发展理论 ， 都在不同

方面确认了女性在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
ｒａ ［

３ＭＭ
。

虽然贫 困妇女化的理论最早来源于针对美 国以 就

业和工资为主要家庭生计支撑的社会文化 ，但在以

传统农业为主要生计 、生产市场化程度 比较低的发

展中 国家的乡 村社会中 ，性别的不平等以及女性的

相对贫 困化也是客观存在的 。 因此 ， 在发展 的理论

和实践框架 中 ，鼓励和支持妇女的就业和创收活动

和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能力 ，

一直被作为改

变妇女从属地位和消除贫 困 的重要途径
［
３３３ ＜３ ［

３１

。 这

一

维度主要涉及赋权的工具性路径 。 第二个维度的

问题是 由于性别不平等是
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发

展过程中由于性别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市场化的力量

会加剧性别不平等
［ ３］ ［４１３８］

。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性

别的平等本身应该成为发展的 目标 。 这是发展赋权

的本质性而不是工具性路径 。

在一个传统乡村社会 ， 推动妇女经济赋权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 。 鼓励妇女外出打工会形成

严重的留守问题 ，
而鼓励妇女从事其他行业又会极

大地增加妇女的负担 ，
因为无论从经济承受能力还

是社会服务 的可获得性而言 ， 乡 村社会均不可能将

家务劳动社会化 ，这意味着很多能够增加妇女收入

的创收活动事实上会在无法减少妇女家务劳动的同

时进一步增加妇女的 负担 ， 并有可能损害妇女的健

康 ，最终损害妇女的福利
［
３９

］ ［
４〇

］

。 因此 ，围绕着基于社

区 以及妇女本身技能的新的经济创收空间是传统乡

村社区经济赋权的可行路径 。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将瑶族妈妈 的家务劳动延伸

到市场 ，
不是让女性 出村进人市场 ，而是在原地创造

出市场 ，这样就将家务劳动和妇女的 自身技能与市

场进行了 有机对接 。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这个新的

经济空间同时又容纳了男性的劳动 ，发育出一种以女

性为主又不增加女性负担的新的就业模式 。

“

瑶族妈

妈的客房
”

成功运行展示了乡村社会与现代市场对接

的 良好前景 ，
也展示了如何在 乡村振兴行动 中发育适

合乡村 自然 、社会 、文化特点的新业态产业路径 。

尽管有关妇女在发展中 的重要性观点得到了普

遍的接受 ，但是在发展和扶贫领域如何通过挖掘妇

女的潜在经济能力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工

作依然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视
［
４ １

］

。 在精准扶贫过程

中 ，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 、健康扶 贫等政策虽然都反

映了贫困妇女的实际需求 ，学界和政策界也普遍接

受妇女是贫 困最大的受害者 ，在政策 和措施 中将贫

困妇女的受益作为重要的政策 目标
［
１ ４Ｍ

， 但是并没

有直接的妇女反贫困计划 ，其主要原因是忽视 了妇

女经济赋权的反贫困路径 。 与同时在 当地启 动的很

多其他产业扶贫项 目相 比
，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所实

现的收人远远高于这些扶贫项 目 。

“

瑶族妈妈的客

房
”

已经成为 Ｈ 村这样一个深度性贫困村庄脱贫 的

１ ４



重要资源 。 从收入性贫困的角度以及性别的结构性

特点而言 ，针对妇女经济赋权的减贫效益是非常宽

泛化的 ，妇女往往会将增加的收人用于改善家庭福

利 ，特别是孩子的教育方面
［
１ １Ｍ

［

４３
］

。
Ｈ 村

“

瑶族妈妈

的客房
”

所产生的收人正是主要用于孩子教育和房

屋改善投资 。 Ｈ 村所呈现的性别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是中 国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 ，农村减贫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充

分发挥妇女的作用 。

妇女在经济发展中对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工具性

作用只是妇女经济赋权的
一

个方面 ，妇女在经济发

展和减贫中的积极作用并不必然意味着妇女福利的

改善和地位的提升 。 妇女 自身经济状况的提升 自然

是其福利改善 和政治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础 ，但

是
，
妇女 自身福利和政治社会地位的提升则是

一个

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 。 穆罕默德
？

瓦吉德 ？ 塔希尔 （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Ｗａ

ｊ
ｉｄＴａｈｉｒ

）等人针对

在巴基斯坦实施
“

男 女企业家伙伴计划
”

的研究发

现 ，
虽然该项 目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家庭收入 ，但是男

性事实更多地受益
Ｍ

。 Ｈ 村的男性都承认 ，
妇女们

通过
“

瑶族妈妈的客房
”

为家庭做出 了 巨大的贡献 ，

但是通过 Ｈ 村家庭支 出 的分析发现 ，首先 ，妇女劳

动的直接收人大部分成为改善家庭福利 的资源 ，
也

就是说 ，
妇女劳动所产生的收人是真正意义上

“

家庭

的
”

。 当然 ，从性别角度来讲 ， 男性劳动所带来的收

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的
“

家庭的
”

，但是 Ｈ 村
“

瑶族妈

妈的客房
”

的实践所展示的性别含义在于 ：妇女收人

带来的福利效应在惠及家庭的同时 ，有相 当
一

部分

的收人被男 性所
“

捕获
”

， 成为改善男性福利 的资

源 。 更为重要的是 ， 女性收人的福利效应在流人男

性的 同时并没有伴随女性福利相应的改善 ，相反 ，却

是在妇女做出牺牲的基础上发生的 。 这种瞄准妇女

的反贫 困路径所产生的减贫效益外溢和性别福利异

化显示 了通过经济赋权来实现性别平等路径的复杂

性 ，也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通过提高经济地位从而

根本上改变女性地位的众多理论假设。 最后需要指

出的是 ，
无论是经济赋权还是性别结构的变化 ，

都将

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发生 。 本文所展示的仅仅是在
“

瑶族妈妈的 客房
”

这个项 目运行两年来的
一些观

察 ，这些观察并不必然意味着 Ｈ 村的性别结构将永

远不发生任何变化 ，我们将会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

报道这一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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