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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处于权力中心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理解权力的本质，是分析权力系统的一个重要思路。女村官是

村治中进入村庄权力系统中心的特殊群体，以女村官与政府的关系、女村官与男村官的关系、女村官与村民的关系为

变量，以它们的不同表现形式考察三个变量之间的组合关系，可将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分成三种类型，即

弱势型、强势型和均衡型。分析这三种类型将有助于深刻理解村庄政治，积极推动农村政治的发展。 

  

对村庄政治的理解是理解国家政权体系的重要进路。要深刻理解村庄政治，就不可忽视占据中国农村近半数的女

性。吴毅分析了村庄中无政治村民，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女性村民。而我们的研究也基本形成这么一个观点：村庄中妇

女主任这个职务处于村庄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于是，我们就把视角收回到村庄中极少数的女书记、女主任这个特殊

群体。企图以她们为突破口来考察村庄权力的实态。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村庄中的女书记、女主任统称为女村官，它不包括村庄中的妇女主任以及其它女性村干

部。我们对村庄权力的理解是“村庄中占据优势资源者在促成村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致行动中支配他人的能力”。 

一、已有的研究和我们的思路 

对村庄权力系统的已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关于村庄权力结构构成的研究。一种是从权力的性质来区分村庄

权力；一种是从权力的主体来区分权力；关于村庄权力结构的功能的研究。关于村级权力运行实态的研究。 

村庄权力系统中女村官的地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为此，首先要把握村庄的权力结构。上述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尤其是樊平所分析的体制性权力和内生性权力对村庄权力的影响。但对两种权力是如何并存于村庄，两者如何相

互作用，没有深入分析。我们企图在体制性权力和内生性权力两分的框架下，通过分析女村官这个特殊群体在村庄权

力系统中的地位类型，来窥视这两种权力是如何并存并作用于村庄的。在进行这项研究之前，我们查阅了有关资料。

资料显示，我国80多万个村委会中，除上海、广东等部分经济发达的地区女村官比例稍高以外，其它地区比例非常

低。基于这么一个事实，我们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1.村庄女性进入村庄权力系统中心是为了平衡村庄男性权力关

系。即，村庄中男性权力斗争激烈，村庄秩序混乱，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让女性进入村庄权力中心，以平衡男性权力关

系，稳定村庄秩序。 

2.进入村庄权力中心的女村官在村治中的行为特征多数表现为男性化倾向，呈单一类型，没有体现出女性治村的

特殊性。 

为了验证这些假设，我们随机抽样，选择了江西省三个县（Y县、G县、J县）进行实地调查。这三个县的经济发展

水平分属好、中、差。在经济发展较好的Y县392个村委中，没有女村官个案。在经济发展中等的G县367个村委中，有

一个村委是女的当主任兼书记。在经济发展较差的J县259个村委中，有两个村为女的当书记。调查在2004年8月份进

行，采用访谈形式，以访谈对象自述为主。调查内容主要是女村官的村庄生活经历、上任经历及治村行为。 

二、女村官地位的三种类型 

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选择女村官与代表体制性权力的政府的关系、与村庄男村官的关系、与村民的

关系为变量，以它们的不同表现形式考察三个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女村官与政府的关系可以以她们上任及村治中政

府作用的方式、程度、影响三个因素来衡量，女村官与男性村官的关系可以以对村庄资源的支配程度、村治中决策权

的分配两个因素来衡量，女村官与村民的关系可以以她的工作方式、效果来衡量。我们发现，三个样本村的女村官在

村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有三种不同的类型。J县G村的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是较为典型的弱势型地位。G 县Z村的

女主任兼书记在村庄权力系统中偏向强势型地位。J县A村的女书记从村庄中其它权力主体的行为看，她的地位倾向弱

势型，但从她本人的行为和内在人格而言，她渴望并在努力探索着与弱势型和强势型不同的地位。我们不妨从理论上

把它归为均衡型地位。下面就对三个样本村的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三个层次的关系进行逐个分析。 

1.弱势型地位 

这种类型的原形是J 县G村的女书记。G村,有资源可争夺，有两个以上势均力敌的强势男性势力争斗，无强势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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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但有掌握一定村庄内生性资源的一般女干部。这种类型的女村官与政府的关系表现为依附和被支配，与男性村

官的关系表现为差异和不平等，与村民关系表现为渐弱人情关系。就政府作用而言：女村官上任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用来平衡村庄强势男权势力斗争，是一种典型的平衡模式。行政力量起作用是由于其掌握了工资资源，而女村官的家

庭经济条件、性格等决定了她与政府的关系不可能是对等的。处于弱势一方要想维系这种关系，就只能表现出对另一

方的绝对服从和甘愿受支配。所以，她在政府面前没有自己话语、思想，她与政府是一种强弱关系。就资源占有和决

策权而言：由于女书记在权力斗争中被架空，当权力停止敌对态势，就必然表现为压抑状态。被压抑的一方不可能占

有继续进行原有权力斗争的资源，除非她能开辟出新的资源并占有它。资源占有的差异性，决定了女村官在村治中没

有平等的决策权。在村庄管理中，她成为决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甚至，在人格上，她在男性村官面前保持恐慌

和失语状态。由此，她与村庄男性权力是一种强弱关系。就女村官与村民的关系而言：这种类型的女村官占据了部分

的村庄内部资源，有较强的家族势力，与群众关系好，可以通过人情面子开展工作。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人情、半人

情社会，体制性权力要发挥作用往往有赖于村庄中的宗族、姻亲、人情关系，这正好是这种类型女村官所具备的。不

过，由于在前两者的关系中她们处于弱势，在工作中不得不表现出对村民公益的漠视，久而久之，占据村庄内部资源

的优势必然会逐渐的弱化。所以，她与村民的关系从强人情逐渐转向弱人情。从整体来说，这种类型的女村官在村庄

权力系统的三个层次中都处于弱势地位，我们把它称为弱势型地位。 

2.强势型地位 

这种类型的原形是G 县Z 村的女主任兼书记。Z 村，有资源可争夺，没有特别强的男性势力，有较强的女性势力

存在，村庄运行平稳。这种类型的女村官与政府的关系表现为相互依赖，与男性村官的关系表现为分离与竞争，与村

民的关系表现为渐弱人情关系。就政府作用而言：它的方式既干扰又支持，干扰是担心女村官完不成工作任务，损害

政府利益；支持是出于依法、依政策行政考虑。这种方式一旦遇到女性有较强的个性、较好的村庄内社会关系和较硬

的村庄外社会关系，就会对女性进入权力中心起激励作用。这时，女性会采取既能获得政府支持又能依法抗争获得合

法权益的策略。由此，两者之间形成强强的相互牵制和依赖关系。就资源占有和决策权而言：通过合法竞争方式上任

的女村官，在竞争过程中已经获得平等占有村庄资源的权利，当竞争获胜后，她们必然会采取一些取得优势的策略，

这决定了她们在决策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Z 村女主任拥有强经济后盾、强村庄

外社会关系、强个性、强法律意识。不过，在男女村官的这种斗争中，女村官很容易倾向男性化，以男性的行为标准

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形成村庄女权中心。在村治中，从以男性为中心的极端走向以女性为中心的极端，并非理想状态

的村治模式。Z 村女主任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提出的第二个假设。由此可见，这种类型的女村官和男性村

官形成强弱关系。就与村民的关系而言：女性能够当选，必然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但在当选后的村治过程中，因工作

关系和一些制度措施的实施，尤其是她们工作、生活重心的转移，以前形成的强人情关系会逐渐的弱化。这种弱化和

弱势地位中女村官与村民关系的弱化不同。前一种弱化源于村民利益总是处于受损状态，对曾经信任的女村官失去信

心，从而导致她在村庄内地位的合法性受到威胁。后一种源于村庄内逐渐形成的女性权力中心，村民迫于一种新的权

力威慑，而对曾经信任的女村官失去信任。不过，这种情况下人情关系的弱化会对女村官的合法性产生影响，但不会

有根本性的威胁，理由就是在前两种关系中女村官处于强势地位。从整体来说，这种类型的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的

三个层次中，都处于强势地位，我们把它称为强势型。 

3.均衡型地位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模式，从长远来说也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村治模式。目前的调查研究中，还没有发现与这种类

型完全一致的村庄样本。J县A 村的实例，为我们对这种类型的设计提供了雏形。这种类型一般出现在民主氛围浓

厚、制度比较规范的农村，村庄中社会分化程度高，农民利益多样化，强势力量没有生存的土壤。这种类型的女村官

与政府是信任指导关系，与男性村官是合作与相互支持关系，与村民是强人情关系。就政府作用而言：政府对女村官

的素质、治村能力充分信任，在她们上任和村治过程中没有行政干预的痕迹，只有合法的工作指导行为。J县A 村的

女书记之所以有种无奈感，就在于她从目前的社会状况中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自己手中，这是

现实与理论的差距。从理论上说，政府应该对女村官给予政策、制度、法律支持，而不是用体制性权力来压制女性所

获得的内生性权力的影响。这样，女村官与政府形成强弱关系。就女村官与男性村官的关系而言：男女村官都不是为

了私利而直接或间接占有村庄资源，村委作为一个村民自治的代理机构，理应保护村庄资源，充分有效的利用村庄资

源实现村民福利最大化。在村庄事务的决策中，公开协商，集体决策，明确责任。由此，女村官在村治中获得了班子

的支持。女村官与男村官相对于村民自治来说是弱弱关系。就女村官与村民关系而言：群众支持是她们获得合法性的

根源，要强化这种合法性，就必须为村民管好家、守住钱、办实事。中国农村社会沿袭下来的几千年的特质不会在短

期内因外力的侵入而发生根本变化，还是个人情面子社会。这样，女村官的命运掌握在村民手中，她们不会因为自己

在村庄中身份的变化而弱化与村民的联系。可见，女村官与村民是弱强关系。从整体上说，这种类型的女村官在村庄

权力系统的三个层次中，分别处于强、弱、弱势，形成均衡态势。 

三、结论和以后的研究 

从实地调查的体悟和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目前的农村社会状况不利于女性进入村庄权力中心，要进入必然要有行政力量的介入。在平衡村庄男性权力关

系的意图下，行政力量的作用使部分女村官依然处于村庄权力的边缘；当这种意图不存在时，村庄女性就必须通过男

性化的策略去争取行政力量的保护，从而获得并确保自己的女村官的地位。 



2.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行为受政府行为、村情、族情、家情以及自身受教育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

特征，从而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也呈现多种类型。见下表：如前所述，在村庄权力系统中，处于弱势型和强势型

地位的女村官都可以找到实例。而均衡型地位是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理想状态，这种类型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

下才能成为现实，即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处于均衡型地位何以成为可能？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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