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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地区已婚妇女家庭暴力发生情况

及其相关知识调查

赵凤敏 郭素芳 王临虹 吴久玲 王蕾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农村地区已婚妇女家庭暴力发生情况及相关知识。方法2004年11

月至2005年1月，在吉林、安徽省和重庆市的人口基金项目县，采用多阶段容量比例抽样方法随机抽

取25个乡镇，对3998名18岁及以上的已婚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调查地区家庭暴力发生非常

普遍，一生中总暴力、心理暴力、躯体暴力和性暴力的发生比例分别为64．8％、58．1％、29．7％和

16．7％；调查前12个月中总暴力、心理暴力、躯体暴力和性暴力的发生比例分别为42．6％、37．2％、

14．0％和7．7％。不同种类家庭暴力常常同时存在，将近1／3的妇女同时遭受2种或3种家庭暴力的

伤害。调查妇女对家庭暴力的认识较差，75．2％的调查妇女对家庭暴力不了解，很多遭受过家庭暴力

伤害的妇女对家庭暴力也一无所知，尤其是对心理暴力的知晓情况更差。结论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

暴力发生非常普遍，尤其是心理暴力，但已婚妇女对家庭暴力的了解还比较欠缺，需要引起有关部门

的重视。

【关键词】家庭暴力；农村地区；已婚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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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and prevalence of domestic vioIence(DV)

among married、vomen in rural China．Methods Proportional to Population Size(PPS)sampling method

was conducted to select 3998 women aged 18 years old and above from Jilin，Anhui and Chongqing．灿lthe

women were inten，iewed using a standardized questionnaire during Nov．2004一Jan．2005． R郎ults The

prevalence of spous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as 64．8％in a lifetime and 42．6％in the past 12 months

before the survey． Psychological vi01ence was the moSt common type，foUowed by phySical violence and

sexual abuse． The prevalence rates for psychological，physical and sexual violence in a life time were

58．1％，29．7％，16．7％，while 37．2％，14．0％，7．7％in the past 12 months before the survey．AU the

total DV，psychobgical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 were more commonly seen in Jilin province，while

physical violence was more prevalent in Chongqing city．The prevalence rate of violence was different amo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social—demQ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exual abuse became more comm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In totaI，about 1／3 women suffered two or three categories of vioIence at the

same time．IⅥost sexually abused women suffered one kind of violence， while half of the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Ily abused women suffering two and more kinds of vi01ent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Married

women had relatively little knowledge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75．2‘％of the women did not even know

what domestic violence was referring to and Some women suffered from DV themselves but knowing nothing

about its implication． In general，physical violence was better underStood among interviewed women while

the knowledge about psychological violence was relativeIy p00r． Conclusion【)omestic violence，

psychological violence in particular，was very common in rural China，while the knowledge of DV among

married women was p∞r，effective actions shoukI be taken to stop DV at no time．

【Key words】Domestic violence；Rural area；Married women

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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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对妇女及其子女的健

康构成了极大威胁。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包括躯体

暴力、心理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四个方面。在我

国有关家庭暴力的研究开展较晚，已有研究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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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特定人群或以机构为基础n’4]，有关以人群为基

础较大规模的家庭暴力的调查还较少，为了解我国

农村地区普通人群中家庭暴力发生情况及相关知识

了解状况，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了本次

调查。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生殖健康／

计划生育第五周期项目3个项目县中3998名18岁

及以上年龄的已婚妇女。3个项目县分别是吉林省

东辽县、安徽省居巢区和重庆市铜梁。现场调查时

间为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

2．样本量及抽样方法：根据已有研究结果，家庭

暴力发生率暂定为10％，按照流行病学现场调查样

本计算公式，需要调查对象人数为3600人，考虑到

现场无法访问、拒访等因素，预期调查人数定为

4000人。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容量比例抽样方法

获得调查对象。规定每个村调查40名已婚妇女，共

需要100个村。根据各县的育龄妇女人数，确定吉

林省东辽县共调查5个乡镇，800名已婚妇女，安徽

省和重庆市各调查10个乡镇各1600名已婚妇女。

每个乡镇调查村数根据该乡镇育龄妇女人口数决

定，乡镇和村的抽取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即按照

人均收人情况进行排序后随机抽取。样本人数用

SPSS软件随机抽取。调查结束时，共回收了4000

份问卷，其中3998份为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

100％，问卷有效率为99．95％。

3．调查方法和内容：本调查采用定量调查方法，

以问卷形式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人户调

查。本次调查通过了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并在调查

前向调查对象讲明为匿名调查，相关信息仅供研究

分析使用，获得了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为了保证

被调查对象的安全和数据的真实性，调查过程中避

免其他任何人在场，并告知被调查对象如果丈夫发

现其接受了此调查时的处理对策。在调查家庭暴力

部分时，由调查员参照另外一份空白问卷阅读出题

目和备选答案，然后让被调查对象自己在调查问卷

中进行填写，调查员远离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有

调查对象家庭暴力的发生情况及其对家庭暴力的了

解状况。

4．相关定义：本次调查中家庭暴力的定义采用

1993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对

家庭暴力的定义：任何以性别为基础，对妇女造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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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身心和性行为伤害或痛苦的暴力行为，包

括威胁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等都

属于家庭暴力范畴，不论其发生在公共场合还是私

人领域内。本次家庭暴力调查的测量量表是以

CTS2(the revised conflict test scale)为基础开发成，

该量表在国际社会上已经被广泛应用，具有较好的

信度和效度。本次调查删除了其中有关“枪支”部

分，并参考国内其他研究使用的量表进行修改，2次

预试验结果表明本次调查量表能较好的适用于我

国，准确反映家庭暴力的发生情况。调查量表共包

括22种暴力行为，规定只要有其中的一种行为发生

即认为发生了家庭暴力。躯体暴力行为有10种，只

要发生过其中任何一种行为即认为发生了躯体暴

力：①动手打你的身体；②动手扇你耳光；③用手使

劲拉扯你的头发；④用力推倒你；⑤用脚踢你；⑥用

能造成伤害的东西砸你；⑦用火或开水烫你；⑧动

用刀棍或其他武器打你；⑨掐脖子，让你无法呼吸；

⑩将你的头往墙上撞。心理暴力行为有8种，只要

发生过其中任何一种行为即认为发生了心理暴力：

①用脏话辱骂；②使劲关门或摔东西；③故意弄坏属

于你的东西；④长时间不理睬你；⑤故意在外人面

前羞辱你，让你下不来台；⑥威胁要打你或你的亲

人；⑦威胁要把你和你的孩子分开；⑧限制你外出或

与人交往。性暴力行为有4种，只要发生过其中任

何一种行为即认为发生了性暴力：①在你不愿意时，

不断的坚持与你同房(发生性行为)，但没有用力迫

使你；②在你不愿意时，通过暴力手段(打、捆绑等)

强行与你同房(发生性行为)；③在你不愿意时，强迫

你与其进行口交或肛交；④将东西塞入阴道中或损

害你的下身(生殖器)。

5．统计学分析：资料录入使用Epi Data 2．1软

件采用双录入法，用SPSS 11。5版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Y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一般特征：共调查3998名年龄在18岁及以

上的已婚妇女，其中安徽省1598名，吉林省800名，

重庆市1600名。调查妇女平均年龄35．4岁，平均结

婚时间为12．9年，95．4％为初婚，汉族人群所占比例

为97．2％。大部分妇女是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所

占比例分别为43．9％和30．8％，其次是文盲

(21．6％)，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较低，占

3．7％。绝大多数妇女从事务农或家务劳动，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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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别为58．7％和29．8％，其次是非农业体力劳动，

占7．O％。

2．家庭暴力发生情况：到调查为止，3998名妇

女中，有2589名曾经在过去遭受过家庭暴力伤害，

调查妇女家庭暴力总的发生比例为64．8％，其中以

心理暴力最为普遍，其次是躯体暴力，性暴力的发生

比例相对较低。在调查前12个月中，1704名妇女

遭受过家庭暴力，调查前12个月中总暴力的发生比

例为42．6％，仍然是心理暴力最为常见。不同地区

比较，无论是妇女一生中遭受的暴力还是在调查前

12个月中发生的暴力，吉林省项目县调查点都高于

安徽省和重庆市。经x2检验，P<0．01，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表1)。

3．不同种类家庭暴力的分布特点：比较不同人

口学特征的妇女中各种家庭暴力的发生情况。结果

显示，躯体暴力在不同年龄、不同结婚时间、不同文

化程度的妇女中分布不同，30岁及以上年龄的妇女

躯体暴力发生比例为31．2％，明显高于29岁及以下

的妇女(23．8％)；结婚时间3年及以内和4年及以

上的妇女躯体暴力发生比例分别为13．9％和

31．5％；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妇女

中躯体暴力发生比例分别为47．6％、47．1％、

43．4％、40．4％，经Y2检验，P<0．01，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心理暴力则主要在不同年龄和不同结婚时

间的妇女中存在差异，30岁及以上年龄的妇女和29

岁及以下年龄妇女中，心理暴力发生比例分别为

59．3％和53．2％；结婚时间3年及以内和4年及以

上的妇女，心理暴力发生比例分别为42．5％和

59．9％，经Y2检验，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性暴力则主要受到妇女的文化程度的影响，文盲、小

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妇女中，性暴力的发

生比例分别为22．0％、25．9％、27．2％、36．2％，经

Y2检验，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家庭暴力发生种类的构成：不同种类的家庭暴

力常常同时发生，在发生过家庭暴力的2589名妇女

中，50．5％的受暴力妇女同时遭受2种及以上暴力形

式的伤害，其中以心理暴力和躯体暴力同时存在最为

常见，占全部受暴妇女的29．9％。总的来讲，受暴妇

女中只有心理暴力的比例最高，而只有躯体暴力的比

例则非常低。在调查前12个月中发生过家庭暴力的

妇女中，暴力种类的构成与一生中暴力发生种类的构

成类似，但调查前12个月中发生的暴力中，只有1种

暴力和只有心理暴力的比例都更高些，经x2检验，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地区比较，不管

是一生中的暴力种类构成，还是调查前12个月内发

生的暴力种类构成，吉林省调查点同时发生3种暴力

和只有性暴力的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2个地区，经Y2

检验，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2)。

表1 不同调查地区妇女一生中家庭暴力和调查前12个月中家庭暴力的发生情况(％)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比例(％)

表2 不同调查地区发生过家庭暴力的妇女一生中发生的暴力和调查前12个月内发生暴力的种类构成(％)

注：同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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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庭暴力行为：不管是妇女·生中遭受的暴

力，还是在调查前12个月中遭受的暴力，“用脏话骂

你”、“使劲关门或摔东西”和“常时间不理睬你”都是

最常见的心理暴力行为，躯体暴力则以“动手打你的

身体”和“用力推倒你”为主，性暴力中主要是“不断

坚持同房”。不同地区，暴力行为的发生情况不同。

心理暴力行为中，重庆地区以“用脏话辱骂”非常普

遍，但“使劲摔门或摔东西”则相对较少；而安徽地区

“长时间不理睬你”的比例则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躯

体暴力行为中，“扇耳光”和“用脚踢”在吉林较其他

地区更为普遍，经Y2检验，P<0．01，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从家庭暴力行为的种类来看，性暴力以1种

暴力行为为主，占97．0％，躯体暴力和心理暴力中则

分别有52．9％和48．8％的妇女同时遭受2种及以上

暴力行为的伤害(表3)。

6．对家庭暴力的了解情况：3998名调查妇女

中，70．5％(2818名)的调查妇女听说过家庭暴力这

个词。在没有发生过家庭暴力和发生过家庭暴力的

妇女中，该比例分别为64．9％和73．5％，经Y2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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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了解家庭暴力的

妇女比例在暴力组和非暴力组间没有明显差别。可

见，很多正在遭受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对家庭暴力

仍然一无所知或缺乏足够的了解(表4)。

7．听说过家庭暴力的妇女对家庭暴力行为的了

解情况：在听说过家庭暴力的2818名妇女中，3．1％

对常见的17种家庭暴力行为都不认识，11．7％的妇

女认识1～5种暴力行为，24．0％认识6～10种暴力

行为，40．1％认识11～16种暴力行为，21．1％对17

种暴力行为全部认识。调查妇女对不同暴力行为的

认识情况不同，86．8％的调查妇女同意“迫使妻女卖

淫”是一种家庭暴力行为，但对“长期拒绝与妻子过

夫妻生活”的认同比例则不到60％。同意“威胁要

打对方或对方的家人”为家庭暴力的有75．2％，但同

意“长期不与妻子说话”是家庭暴力的只占44．0％。

总体来看，调查妇女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认识比较欠

缺，躯体暴力的知晓情况相对较好，心理暴力的认知

情况较差，性暴力中对强迫妇女卖淫认识较好，而对

剥夺妇女过正常性生活的权利认识较差(表5)。

表3 不同调查地区发生过家庭暴力的妇女一生中发生暴力和调查前12个月内发生暴力行为的发生比例(％)

家庭暴力行为
一生中家庭暴力发生情况 调查前12个月内家庭暴力发生情况

安徽省 吉林省 重庆市 合计 安徽省 吉林省 重庆市 合计

心理暴力行为

用脏话辱骂你 530(61．9)

使劲关门或摔东西 438(51．2)

故意弄坏属于你的东西 92(10．7)

长时间不理睬你 349(40．8)

故意在外人面前羞辱让你下不来台21(2．5)

威胁要打你或你的亲人 18(2．1)

威胁要把你和你的孩子分开 13(1．5)

限制你外出或与人交往 29(3．4)

躯体暴力行为

动手打你的身体 210(57．4)

动手扇你耳光 71(19．4)

用手使劲拉扯你的头发 45(12．3)

用力推倒你 227(62．0)

用脚踢你 69(18．9)

用能造成伤害的东西砸你 10(2．7)

用火或开水烫你 0(0)

动用刀棍或其他武器打你 3(O．8)

掐脖子，让你无法呼吸 12(3．3)

将你的头往墙上撞 5(1．4)

性暴力行为

不断的坚持与你同房 219(99．1)

通过暴力手段强行与你同房 2(0．9)

强迫你与其进行口交或肛交 2(O．9>

将东西塞人阴道中或损害你下身 O(O．0)

注：同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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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调查地区妇女对家庭暴力的了解情况

表5 不同调查地区听说过家庭暴力的妇女

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认知(％)

家庭暴力行为 安徽省吉林省重庆市 合计

讨 论

在我国，家庭暴力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本次人群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农村地区家庭暴力发生非常普遍，一多半的妇

女都遭受过家庭暴力伤害，其中约2／5的妇女在调查

前的12个月中还受到过暴力伤害，这与其他研究结

果类似¨’61，但调查妇女对家庭暴力方面的知识了

解情况却很不理想，即便是在遭受过家庭暴力伤害

的妇女中，仍然有很多人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说过家

庭暴力。可见，虽然最近几十年中我国妇女地位有

了很大的提高，妇女已经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的各

个领域，但是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问题仍然非常严

重，必须加大社会性别平等和反家庭暴力的宣传，让

人们了解家庭暴力并认识到家庭暴力存在的普遍

性。吉林地区家庭暴力发生情况明显高于其他地

区，且不同地区暴力发生的特点也存在很大差别，这

可能与当地的传统和风俗习惯有关，家庭暴力干预

时要注意地区特点和差异。

从暴力发生的特点来看，不同种类的家庭暴力

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妇女中分布不同，文化程度越

高的妇女遭受躯体暴力的可能性越小，但遭受性暴

力的可能性则越大，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躯体暴力

在逐渐减少，而心理暴力的发生则有增加趋势。本

次研究结果也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心理暴力已

经成为最主要的暴力形式，单独的躯体暴力所占比

例已经非常低。但调查妇女对有关心理暴力方面的

知识了解却相对最差。由此可见，虽然很多妇女表

示心理方面的虐待比躯体暴力还要让她们无法忍

受，但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暴力行为，很多人的观念中

还将家庭暴力仅仅等同于躯体暴力。必须加强这方

面的宣传，让人们认识到心理暴力行为的本质及其

危害。

此外，不同家庭暴力形式之间有着非常高的关

联性，很多家庭往往同时存在多种暴力形式，尤其是

躯体暴力和心理暴力。对受暴妇女进行相关干预时

要注意这个特点，特别是医务人员在面对受暴妇女

时，要全面了解受暴妇女的受暴情况，而不只关注表

面存在的暴力伤害，忽视隐性的暴力行为。

(在现场调查过程中得到调查地区相关人员的大力配

合，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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