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影响因素＊

仰和芝　张德乾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问卷”和对１０１１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进行

测量，结果显示：是否有孩子、目前是否工作、现居住的房子类型、是否与公婆同住、公婆是否同意外

娶、迁入地经济状况、婚前是否了解丈夫、是否考虑到迁移困难、面对困难是否积极、回娘家情况等因素

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的影响具有显著性 （ｐ＜０．０５）。由于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

的因素呈现多样性，因此，应从不同方面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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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人口流动进程中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会融合研究”（编号：１０ＢＲＫ００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引发的

全国大范围内的农村女性婚姻迁移现象已普遍存在

并可能持续存在。虽然绝大多数农村女性婚姻迁移

者跨山涉水远嫁到异地他乡是基于爱情基础而不是

经济考虑，但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姻迁移后，在迁

入地的住房、就业、收入、家中的经济地位与权利以

及与丈夫及其家人的经济互相信任等方面的经济融合

情况如何，却是反映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生活质

量的重要方面。作为婚姻迁移后社会融合的重要内

容，经济融合不仅是关乎农村女 性 婚 姻 迁 移 者 婚 后

生活的重要视角，更是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能

否安居乐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目前，国内尚少有学者专门针对农村女性婚姻

迁移者的经济融合进行研究，只是谭琳与游正林从

就业、〔１〕〔２〕刘芝 艳 与 邓 晓 梅 从 家 庭 地 位、〔３〕〔４〕宋 丽 娜

从家庭经济条件、〔５〕仰和芝从住房与经济信任、〔６〕邓

智平从家庭 收 入 支 配、〔７〕莫 万 友 从 权 利 保 护〔８〕等 方

面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的生活状态的研究，

涉及到了农 村 女 性 婚 姻 迁 移 者 经 济 融 合 的 某 些 方

面。为全面了解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真

实状况，本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 “农村女性婚姻迁

移者的经济融合问卷”，对１０１１名农村女性婚姻迁

移者进行测量，探讨影响其经济融合的显著因素，

旨在为提升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的生活质量提

供些许参考。

一、研究设计

１．核心概念界定

（１）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目前，国内对因婚

姻而迁移到配偶所在地定居的女性群体并没有一致

的学术称谓。考虑到本研究重在关注 “迁移”给嫁

到异地的农村女性婚后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本研

究把远嫁到异地并在婚后迁移到配偶所在地定居生

活的农村女性群体称为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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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经济融合。在本研究中，农村女性婚姻迁

移者的经济融合是指其到迁入地后在住房、就业、

收入、经济地位与权利以及与丈夫及其家人的经济

互相信任等方面的融合情况。经济融合是农村女性

婚姻迁移者经济状况和地位的综合反映，是农村女

性婚姻迁移者婚姻迁移后社会融合的重要的内容。

２．研究对象的选取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散居在全国各地，很难对

其进行规模的团体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顺利和有

效，调查对象来自本调查访问员家乡所在地。实际

接受调查的对象来自１９个省份，共１０１１人，实际

获得１０１１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最终有 效 问 卷

９６０份，问卷有效率为８７．５１％。

３．测量工具

基于文献分析和开放式问卷搜集的信息，针对农

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实际状况，自行编制 “农村女性

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问卷”。问卷分两部分，第一

部分是个人背景资料，包含个人与家庭基本情况、婚

姻基本状况、迁入地状况与了解、婚姻迁移的认知与

困难、娘家来往与朋友情况５类共涉及３４个问题。

第二部分是经济融合量表，量表经试测，保留了 “夫

家的经济条件”、“工作与经济独立”以及 “经济信任

与平等”等３个因子共计１１个有研究意义的指标，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７８３，分半

系数０．８１１，量表的信度较好。量表采用七级记分的

方法，根据被调查者满意程度的不同予以赋值，即：

极不好赋值１分 （Ａ类）、很不好赋值２分 （Ｂ类）、

较不好赋值３分 （Ｃ类）、一 般 赋 值４分 （Ｄ类）、

较好赋值５分 （Ｅ类）、很好赋值６分 （Ｆ类）、极

好赋值７分 （Ｇ类），被测者作唯一回答。

４．数据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８．０进 行 统

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Ｔ检验与回归分析

等。

二、结果与分析

１．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一般状况

农 村 女 性 婚 姻 迁 移 者 经 济 融 合 的 各 项 具 体 指

标、３个因子及总均值得分结果见表１。

　表１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均值 （ｎ＝９６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夫家经济条件因子 ４．２１　 ０．９１７

　　目前的居住条件 ４．６６　 １．２０３

　　目前的经济条件 ４．０８　 １．２６６

　　迁入地的生活保障 ４．３３　 １．１６１

经济信任与平等因子 ５．３０　 １．０２８

　　丈夫的经济信任 ５．６３　 ０．８６８

　　对丈夫的经济信任 ５．６３　 ０．８５９

　　丈夫家人的经济信任 ４．８５　 １．３９６

　　平等经济支配权 ５．４６　 １．１２３

工作与经济独立因子 ４．５９　 １．３１８

　　丈夫及其家人支持工作 ５．０８　 １．４２２

　　回娘家费用 ３．７８　 １．４３６

　　对父母的物质赡养 ４．９３　 １．２５５

　　经济独立 ４．０９　 １．４５７

经济融合总均值 ４．７７　 ０．６９５

　　表１显示，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 “夫

家经济条件”因子的均值为４．２１，在一般 （Ｄ类）水

平之上，但没有达到较好 （Ｅ类）水平，其中， “您

满意夫家目前的居住条件”、“您满意夫家目前的经济

条件”、 “您在迁入地生活有保障”的 均值分别为

４．６６、４．０８、４．３３。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 “经济信

任与平等”因子均值为５．３０，在较好 （Ｅ类）水平之

上，但没有达到很好 （Ｆ类）水平，其中，“您丈夫在

经济上信任您”、“您在经济上信任您丈夫”、“您丈夫

的家人在经济上信任您”、“您与丈夫有平等经济支配

权”的均值分别为５．６３、５．６３、４．８５、５．４６。农村女

性婚姻迁 移 者 的 “工 作 与 经 济 独 立”因 子 均 值 为

４．５９，在一般 （Ｄ类）水 平 之 上，但 没 有 达 到 较 好

（Ｅ类）水平，其中，“婚后 （怀孕、哺乳期除外）您

丈夫及其家人支持您工作”、“您不用担心回娘家的

交通与人情往来等费用”、“您丈夫支持您给父母物

质上的赡养”、“您经济上独立”均值分别为５．０８、

３．７８、４．９３、４．０９。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

的总均 值 为４．７７，在 一 般 （Ｄ类）水 平 之 上，但

没有达到较好 （Ｅ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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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多因

素回归分析

　表２　　　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

　　　　　　　　　　多因素回归分析

自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

系数

Ｂ
Ｓｔｄ．

Ｅｒｒｏｒ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个人

与

家庭

基本

情况

类

教育程度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１．４０２　０．１６１

户籍是否迁移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８　 １．２７４　０．１９９

是否有孩子 －０．１６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４ －３．００９　０．００３

目前是否工作 －０．２８７　０．０３２ －０．１９３ －９．１１２　０．０００

经常居住地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１．５３７　０．１２５

是否与公婆同住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４ －２．４３８　０．０１５

房子类型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０ －２．８５２　０．００４

婚姻

基本

情况

类

与丈夫认识方式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９　 ２．０４０　０．０５２

是否为爱情选择迁移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８ －１．５５６　０．１２０

父母是否同意远嫁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７００　０．４８４

公婆是否同意外娶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３ －３．７１８　０．０００

婚龄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４　 １．６４７　０．１００

迁入

地状

况及

其了

解类

城乡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７　 １．２８５　０．１９９

省内或省外迁移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７　 １．６８６　０．０９２

迁移距离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０ －０．２８４　０．７７６

迁入地经济状况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２ －３．０３７　０．００２

是否适应迁入地自然环境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６　 ２．０６７　０．０５９

婚前是否了解丈夫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０ －２．５４４　０．０１１

是否了解迁入地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８　 ０．８５３　０．３９４

是否了解丈夫家庭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８ －０．８５０　０．３９５

婚姻

迁移

的认

知与

困难

类

期望是否落差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１　 １．７９０　０．５０５

是否后悔迁移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０．４５４　０．６５０

迁移是否遗憾 ０．２１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８　 １．５８７　０．５０７

是否考虑到迁移困难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８ －２．８２１　０．００５

社会融合是否困难 ０．３７６　 ０．０１７　 ０．６７６　 ２２．７０８　０．６００

面对困难是否积极 －０．２１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５ －３．５８３　０．０００

娘家

来往

与朋

友状

况类

回娘家情况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７　 ２．３００　０．０２２

娘家人来婆家情况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 －０．２０７　０．８３６

迁入地是否有朋友 －０．１１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４ －３．６２６　０．６０１

　　为探寻显著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

的因素，本研究选取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背景资料

中的２９个变量。对２９个变量进行归类，形成个人

与家庭基本情况类 （包含：教育程度、户籍是否迁

移、是否有孩子、目前是否工作、经常居住地、是

否与公婆同住、房子 类 型）、婚 姻 基 本 状 况 类 （包

含：与丈夫认识方式、是否为爱情选择迁移、父母

是否同意远嫁、公婆是否同意外娶、婚龄）、迁入

地状 况 及 其 了 解 类 （包 含：城 乡、省 内 或 省 外 迁

移、迁移距离、迁入地经济状况、是否适应迁入地自

然环境、是否了解丈夫、是否了解迁入地、是否了解

丈夫家庭）、婚姻迁移的认知与困难类 （包含：期望

是否落差、是否后悔迁移、迁移是否有遗憾、是否考

虑到迁移困难、社会融合是否困难、面对困难是否积

极）、娘家来往与朋友状况类 （包含：回娘家情况、

娘家人来婆家情况、迁入地是否有朋友）共５类。以

２９个变量作为自变量，以经济融合的总均值为因变

量，对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的因素进行

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２。

表２显示，个人与家庭基本情况类中的是否有

孩子、目前是否工作、房子类型、是否与公婆同住

等因素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有显著性

影响 （ｐ＜０．０５）；婚姻基本状况类中的公婆是否同

意儿子外娶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有显

著性影响 （ｐ＜０．０５）；迁入地状况及其了解类中的

迁入地经济状况、是否了解丈夫等因素对农村女性

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有显著性影响 （ｐ＜０．０５）；

婚姻迁移认知与困难类中的是否考虑到迁移困难、

面对困难是否积极等因素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

经济融合有显著性影响 （ｐ＜０．０５）；娘家来往与朋

友状况类中的回娘家情况因素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

者的经济融合有显著性影响 （ｐ＜０．０５）。

三、讨论

是否有孩子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

合的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是，孩子的孕育与养育

需要一定的物质保证，需要一定的经济开销，而孕

育与养育孩子的同时也必然会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

移者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间，这些都会影响农村女

性婚姻迁移者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影响其经

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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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否工作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

合的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有

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才能有经济上的独立和经济地

位，才能不断改善自身和家庭的生活 条 件，才 能 有

信心适应婚姻迁移后的新生活。谭琳、沈文捷、赵

丽丽和吴妨等人的研究也认为，是否有一份工作对

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有显著性影响。〔９～１２〕

房子类型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合

的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房子类型直接影响农村

女性婚姻迁移者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婚后有属

于自己心仪和满意的住所，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才

能无后顾之忧，才能有条件和有信心适应到新的生

活中去，并慢慢融入到迁入地。

是否与公婆同住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

融合的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可能是对农村女性婚

姻迁移者来说，与公婆同住，可能会与公婆在家庭现

金管理、日常花销开支、日常消费方式、彼此经济信

任等方面产生矛盾，从而影响经济融合。刘芝艳、邓

晓梅、仰和芝与赵丽丽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与公婆

同住更容易引起家庭各种经济纷争。〔１３～１６〕

公婆是否同意外娶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

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可能是农村女

性婚姻迁移者的丈夫的父母最初不同意儿子娶外地

女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外地媳妇不可靠，虽

然儿子没有听从劝阻最终娶了外地媳妇，但公婆的

这种担忧并没有完全改变，表现在儿子婚后仍然对

外地媳妇的经济提防与不信任，这必然会影响农村

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程度。仰和芝、谭琳与

赵丽丽等人的研究也认为，公婆对外地媳妇在经济

上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是影响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经

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１７～１９〕

迁入地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

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可能是农村女性

婚姻迁移者夫家的经济条件以及其自身迁移后的工

作与收入状况往往受制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婚前是否了解丈夫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

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可能是农村女

性婚姻迁移者在婚前即对丈夫有充分了解，知道丈

夫的人品、性格、经济能力，据此，她们往往能初

步判断双方婚后在经济上能否做到彼此互相信任与

平等，从而可能避免婚后的很多经济矛盾，有助于

她们婚后的经济融合。游正林、仰和芝、邓智平与

赵丽丽等人的研究也认为，婚前对丈夫的了解程度

是影 响 女 性 婚 姻 迁 移 者 婚 后 生 活 质 量 的 重 要 因

素。〔２０～２３〕

婚前是否考虑到迁移困难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

迁移者经济融合的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可能是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前就考虑到了婚后可能有的

经济困难，做好了应对的思想准备，面对婚后出现

的经济等困难，多能理性对待，想着如何去努力克

服而不是怨天尤人。而迁移后的经济困难，只有靠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积极面对，才有可能慢慢克

服，从而最终实现经济融合。

回娘家情况是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融

合的显著性因素，究其原因，可能是对农村女性婚

姻迁移 者 来 说，回 娘 家 路 途 遥 远，不 仅 自 己 会 担

忧、心疼不菲的交通与人情往来费用，丈夫、公婆

还可能会对其过高的回娘家费用表示不满，甚至为

此与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产生经济上的矛盾，影响

彼此经济上的信任。刘芝艳、邓晓梅、仰和芝与赵

丽丽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回娘家的费用是影响农村

女性婚姻迁移者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２４～２７〕

四、结论与对策思考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影响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经

济融合的因素呈现多样性。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婚后

的生活过程同时也是克服种种经济困境、追求良好经

济融合的过程。对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来说，要想达

成良好的经济融合，既需要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

动性，也需要良好的家庭和社区环境。

对农村 女 性 婚 姻 迁 移 者 来 说，应 及 时 调 整 心

态，积极适应夫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要认识

到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需要艰辛的付出和努力，在

迁入地获得良好的经济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

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在尊重、信任和理解的

基础上正确处理婚姻家庭中的各种关系，提升妥善

化解与处理家庭内各种经济纷争和矛盾的能力。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远离家乡，丈夫及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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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们婚姻迁移后经济生活的最主要支持网络，农

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丈夫及其家人在其经济融合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丈夫及

其家人要看到和正视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因为婚姻

迁移而做出的牺牲，要真心对待农村女性婚姻迁移

者，在经济上以尊重、信任、理解、平等的态度真

诚接纳和对待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共同面对经济

融合的问题与挑战。

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群体分散在全国不同的社

区，迁入地社区在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经济融合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议社区要及时了解农村女

性婚姻迁移者家庭的经济情况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特别是要将经济融合不良的婚姻迁移者和家庭列为

重点服务对象，给予及时有效的协助和必要的就业

服务，帮助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及其家庭及时解决

经济问题 和 可 能 的 矛 盾，预 防 问 题 的 发 生 和 扩 大

化，促进农 村 女 性 婚 姻 迁 移 者 经 济 融 合 的 顺 利 达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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