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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农村已婚妇女社会性别意识、家庭事务
决策及孕产期保健状况调查

赵凤敏 郭素芳 王临虹 张彤 吴久玲杜玉开 方为民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农村地区已婚妇女对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家庭决策权状况及其对孕

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的影响。方法2004年1l—12月在河北、湖北和四川省的3个联合国人口基金项

目县，对1227名有0～7岁孩子的妇女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获

得。结果65．1％的妇女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情况较差或一般，59．3％的妇女认为“丈夫的健康比妻

子更重要”，39．7％的妇女同意“男人比女人更适合做领导”。46．2％的家庭是夫妻共同当家，16．2％

是妇女自己当家。67．1％的妇女在平时花钱买东西时需要征得丈夫同意。当夫妻间意见不一致时，

20．5％的妇女回答总是按照丈夫的意见来办理，17．4％的妇女大多数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处理。

总的来讲，64．1％的调查对象家庭决策权较小或属于中等水平。91．O％的妇女在孕期做过产前检查；

在做过产前检查的妇女中，65．3％的妇女在孕早期进行了第一次产前检查，39．7％的妇女接受了5次

及以上产前检查。妇女住院分娩率是59．3％。妇女对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情况、对妇女的产前检查

服务利用情况没有明显作用，但影响妇女的住院分娩。文化程度是影响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的

重要因素，对产前检查服务的利用和住院分娩都有显著作用。结论应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性别平

等意识和家庭地位，改善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情况。

【关键词】社会性别平等；家庭事务决策；孕产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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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erception on roles of gender and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family affairs among married women and its impact on the utilization of perinatal care． Methods

Clustering sampling was conducted to select 1227 married women with at least a child aged fram 0 to 7

yearS old，from Hebei，Hubei and Sichuan provinces．All、Ⅳomen were inter、，iewed using a unifom
questionnaire during Nov．-Dec．2004．R鹤ults The overan proportion of women who had relatively poor

perception of gender role was 65．1％．59．3％of the women a{Feed that‘‘huSband’s heal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ife’s in the family”versus 39．7‘％of interviewed women agreed that“man is rnore suitable

for 1eaderShip than woman”． In 46．2％ of the familieS，wife and husband sha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cision making on family affairS．In 16．2％of the familieS women played a decisive r01e，whjle 67．1％of

interviewed women had to get the approval of her husband when spending money on daily necessities．

When there were different opinions between the couples，husband ususUy made the final decision in 20．5％

of a11 the families versus 17．4％of families where wife made the final decision． In total，the prDportion of

women who had SOmehow rights on family affairS waS 64．1％． The coverage rate of antenatal care waS

91．O％，and 65．3％ women who received antenatal care got the first antenatal visit during the first

trimest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who had at least five antenatal visits was 39．7％．The institutional

delivery was 59．3％among aU the、jlmmen．Perception of gender role waS not a predictor for antenatal care

utilization，but it was predictive of institutional delivery． Education was quite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n

perinatal care utilization．CmlcllBi帅 Efforts sh砌d be strerlgtheIled to impr()ve wa姗’s awareness and t0

increaSe their perc印tion on gender role in the f删1ies s0 that rnOre w吼n朗o。dd acllieve quality pedmtal care．

【Key words】 Perception of gender role； Decision—making about family affairs； Perinatal car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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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层次学说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是导致孕

产妇死亡和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u’2|。一些发

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妇幼保健服务过程中存在一

些社会性别相关问题∞’4。，这些问题阻碍妇女对妇

幼保健服务的获得和需求，并影响妇女获得妇幼保

健服务的质量。为了解我国农村地区妇女参与家庭

事务决策的情况和对社会性别角色的态度，及其对

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情况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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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县中有0～7岁孩

子的育龄妇女1227人。这3个项目县分别是河北

省承德县、湖北省松滋市和四川省安县，调查时间为

2004年11—12月。

2．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获得调

查对象。每个县随机抽取4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

抽取4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25名有o～7岁孩子

的妇女。乡镇和村的抽取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即按照人均收入情况进行排序后随机抽取。

3．调查方法与内容：用统一的调查问卷由调查

员入户进行面对面定量调查，主要询问调查对象的

基本人口学特征、对社会性别角色的态度和家庭事

务决策情况，以及调查对象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情

况。在本次调查中，对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情况由

7道题目来测量，分别是“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应

该听从丈夫的”、“尽管妻子不愿意，也应该服从丈夫

的性要求”、“丈夫的健康比妻子更重要”、“男人比女

人更适合做领导”、“男人在婚前与别人发生性行为

没有什么关系”、“女人在婚前与别人发生性行为是

件丢人的事”、“生孩子只是女人自己的事，与男人无

关”。调查中询问被调查妇女对这7种说法的态度，

分别是“同意”、“不确定”、“不同意”。有关家庭事务

的决策情况，询问了被调查妇女婚姻自主情况、当家

情况、家庭财务的管理和支配情况共7道题目。被

调查妇女可以选择“自己”、“丈夫”、“自己与丈夫一

起”、“视情况而定”、“其他”等选项。

4．统计学分析：“对社会性别角色”的态度的分

析中，规定每道题目回答“同意”得1分，“不确定”得

2分，“不同意”得3分。在“家庭事务决策”的分析

中，调查妇女自己决策得分4分，夫妻共同决策得3

分，依情况而定得2分，丈夫或其他人进行决策得1

分。使用SPSS 11．5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孕期保健服务利用情况

的单因素分析采用Y2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影响

孕期保健服务利用的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是否接受过孕期产前检查、是否

在孕早期接受过产前检查、是否在孕期接受了5次

及以上的产前检查，是否住院分娩分别作为因变量，

单因素分析中有显著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

5．质量控制：使用统一调查问卷、统一标准进行

调查，并邀请国内外社会性别相关专家对调查问卷

及整个调查方案进行指导。正式调查前进行2次预

试验。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集中培训，讲解社会性

别基本概念及调查目的和具体调查方法。调查过程

中由该项目主要工作人员全程进行监督指导。资料

录入使用Epi Data 2．1软件采用双录入法，并进行

严格的逻辑检查。

结 果

1．调查妇女的基本人口学特征：调查18～47岁

妇女，平均年龄29．7岁。96．2％的调查对象是初婚，

平均初婚年龄为21．9岁，3．2％为再婚，0．6％为离

婚／丧偶。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主要是小学和初中，

分别占36．8％和40．7％，其次是文盲／半文盲，所占

比例为12．3％，8．6％的调查妇女具有高中或中专文

化程度，1．6％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职业主要

是务农和家务，所占比例分别为43．3％和36．1％，

9．5％从事脑力劳动，5．2％从事养殖业，4．3％从事

非农业体力劳动，还有1．6％从事其他职业。89．9％

的调查妇女是汉族。

2．调查妇女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情况：调查中

共设计了7道题目，了解调查妇女对社会性别平等

的认识情况。结果显示，对每种说法都有一定比例

的妇女持肯定态度，特别是“丈夫的健康比妻子更重

要”，有一半以上的妇女同意这种说法。对“男人比

女人更适合做领导”持肯定态度的妇女有39．7％。

25．7％的妇女认为“男人在婚前与别人发生性行为

没有什么关系”，40．2％认为“女人在婚前与别人发

生性行为是件丢人的事”，26．0％的妇女同意“女人

应该听从丈夫的”，19．9％的妇女认为“尽管妻子不

愿意，也应该服从丈夫的性要求”。相对来讲，对“生

孩子只是女人自己的事，与男人无关”持认同态度的

比例较小(表1)。

结果显示，全部1227名妇女中，得分最低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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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即对全部7个说法都持肯定态度，共10人

(0．8％)，最高得分为21分，对全部7个说法都持否

定态度，共128人(10．4％)。总的来讲，23．1％调查

妇女得分在14分及以下，表明其对社会性别平等的

认识较差，42．0％得分在15～18分，表明其对社会

性别平等的认识一般，34．9％得分在19分及以上，

表明其对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较好。分析显示，对

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与教育程度有显著关联，小学

及以下文化程度妇女对社会性别平等认识得分在

19分及以上的比例为22．1％，初中文化程度的妇女

该比例为45．7％，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妇女该比例

则为53．2％。经Y2检验，P<0．01。

表l 调查妇女对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情况

社会性别角色看法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尽簟耋盂歪罂塞，也应该服从244(19．9)丈夫的性要求 ”””。7

丈夫的健康比妻子更重要 728(59．3)

男人比女人更适合做领导 487(39．7)

男△套握剪复型人发生性行为315(25．7)没有什么关系
“““‘”

女全奎撵孽々型全发生性行 493(40．2)
为是件丢人的事

”n”‘“

生警千里量女人自己的事，与 60(4．9)
男人无关 ””’”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3．妇女参与家庭事务决策的情况：调查的妇女

中，87．7％是自己决定婚姻，8．8％是同家人商量后

家人决定，3．5％是其他人决定。46．2％是夫妻共同

当家，27．0％是丈夫当家，16．2％是妇女自己当家，

10．6％是其他人当家。42．8％的家庭由妇女来管理

家庭钱财，32．2％是夫妻共同管理，丈夫管理的较少

占14．4％，10．6％家庭的钱财由公婆等其他人来管

理。家庭大笔金钱支出，60．6％的家庭是夫妻共同

商量决定，19．9％是丈夫决定，妇女决定的比例较

低，占8．9％；还有10．6％的家庭是其他人来决定。

平时花钱买东西时，15．2％的调查妇女必须首先征

得丈夫的同意，27．6％的妇女在超过百元时需要丈

夫同意，24．2％的妇女在超过千元时丈夫必须知道，

32．9％的妇女回答不需要征求丈夫意见。在看病之

前，70．0％的妇女不需要征求丈夫的同意，18．7％的

妇女必须得到丈夫同意，11．3％的妇女是视具体情

况而定。当夫妻间意见不一致时，20．5％的妇女回

答总是按照丈夫的意见来办理，17．4％的妇女大多

数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处理，62．2％的妇女回

答要依据情况而定。可见虽然很多妇女管钱，但她

们并不当家，对家庭资源的支出缺乏决定权。

对家庭事务决策情况进行打分，结果显示，在

1221名回答了上述全部6道题目的妇女中，得分最

低的是6分，即每项家庭事务该妇女都不能参与决

策，共8人占0．7％；得分最高的是24分，即每项家

庭事务妇女都能自己进行决策，共13人占1．1％。

平均得分为16．2分。9．1％的调查妇女得分在6～11

分，表明其家庭事务决策权较小，55．0％得分在12～

17分，表明其家庭事务决策权一般，35．9％的调查

妇女得分在18～24分，表明其家庭事务决策权较

大，能够参与到大多数的家庭事务决策过程中。

4．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情况：91．0％的调查妇

女在孕期做过产前检查。在这些做过产前检查的妇

女中，65．3％的妇女在孕早期进行了第一次产前检

查，27．2％的妇女在孕中期进行第一次产前检查，

7．5％的妇女在孕晚期才第一次接受产前检查；

60．3％的妇女产前检查次数在4次及以下，31．2％

的妇女接受了5～8次产前检查，6．4％的妇女进行

了9～12次产前检查，2．1％的妇女进行了13次及

以上的产前检查。调查妇女中，18．5％在县级及以

上级别医院分娩，40．8％在乡镇卫生院分娩，42．4％

在村卫生室、家里或其他地方分娩，调查妇女住院分

娩率是59．3％。

5．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情况的因素分析：

(1)单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妇女分

娩时的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社会性别意识、家庭

事务决策权对是否进行产前检查、第一次产前检查

的时间、产前检查的次数以及是否住院分娩都有显

著作用，经Y2检验，P<0．05。此外，胎次对第一次

产前检查的时间和产前检查的次数也有显著作用

(P<0．05)。

(2)产前检查的多因素分析：首先引入对社会性

别平等的认识(1=差，2=一般，3=好)进入方程建

立模型1，之后引入文化程度(1=小学及以下，2=

初中，3=高中及以上)建立模型2，最后将妇女的分

娩年龄(0=29岁及以下，1=30岁及以上)、职业

(0=其他，1=脑力劳动)、胎次(0=1胎，1=2胎及

以上)、以及家庭决策权(0=小，1=中等及以上)等

因素引入方程建立模型3。结果显示，妇女的文化

程度、分娩时的年龄和家庭决策权等是影响产前检

查的主要因素，而对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则随着文

化程度的引入失去了显著性(表2)。

(3)孕早期产前检查的多因素分析：3个模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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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文化程度和产次等是影

响孕早期产前检查的主要因素，但社会性别平等意

识则随着文化程度的引入而失去显著性(表3)。

(4)5次及以上产前检查次数的多因素分析：3

个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文化程度是影

响产前检查次数的最主要因素，对社会性别平等的

·783·

认识作用逐渐减弱，但仍有一定的影响(表4)。

(5)妇女住院分娩的多因素分析：3个模型多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妇女对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和妇

女的文化程度对其是否住院分娩有显著的影响。妇

女年龄和职业也影响妇女对住院分娩的选择

(表5)。

表2 妇女产前检查的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

注：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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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家庭或社会地位反映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人们的

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

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80％

的妇女能够自己决定婚姻，70％的妇女能够参与到

家庭决策过程中，而且大多数家庭中是妇女管钱。

但在家庭钱财支出方面，很多妇女都需要首先得到

丈夫的许可，包括一般支出和寻求医疗卫生服务。

妇女对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也较差。

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妇女产前检查服务的利用

和住院分娩地点的选择有重要影响，这与其他研究

结果一致b‘7 o。一般文化程度高的妇女，卫生保健知

识和自我保健意识较好，对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的

重要性认识较好，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社会性别平

等的认识情况对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的影响则随着

教育水平的引入变得越来越弱，对产前检查次数的

影响还有一些，但对住院分娩的影响仍然显著。在

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优生优育变得越来

越重要，产前检查是满足孕妇及其家人这个愿望的

惟一方法，而且费用便宜。如果孕妇及其家人了解

产前检查的作用和重要性，都会支持孕妇进行产前

检查，而不受妇女自己社会性别平等认识情况的影

响，她们利用产前检查更多是保证孩子的健康。有

关调查也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孕产妇在产前检查时

最多的是进行B超检查，最近几年92．5％的孕产妇

在产前检查时都进行过B超检查，而进行血常规检

查的比例则明显偏低，只有61．1％o 7I。社会性别平

等认识较好的妇女住院分娩的可能性较高，这可能

是由于住院分娩的费用比较高，需要主要家庭成员

的同意和认可，较好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有利于妇

女对家庭资源的使用。此外，社会性别平等的认识

情况与妇女的教育程度有非常高的关联性，社会性

别平等也可以通过影响文化程度来间接影响孕产期

保健服务的利用。可见，妇女对孕产期保健服务的

利用情况与其社会性别平等认识情况存在一定的关

系，但与其家庭决策权之间的关系较弱，说明即便妇

女在家庭事务中有较大的决策权，但是他们在卫生

服务资源利用方面并不会保证自己的需求。

当前在我国，要提高孕产妇的产前检查服务利

用情况，普及好基础教育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但

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教育费用迅速上涨，应对贫困

地区的家庭和儿童给予特别关注，制订相应的切实

可行的帮助措施，保障人人都能得到基本的教育机

会。同时，要加强对公众的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的宣

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建立正确的

性别观念，真正提高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更好的保

证妇女对各种社会家庭资源的利用。

(对现场调查过程中当地卫生局和妇幼保健院的大力支

持，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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