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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发生了显著地变

化，女性地位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探讨的热点话题。
有些学者从“农业女性化”的角度来研究女性地位变
化。Human Emily（2005）将“农业女性化”定义为在中
国的农村家庭中，男性走出农业生产而参加非农业生
产，女性则留在家中承担家务和农活。［1］ 邓赞武
（2008）指出“农业女性化”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分工
设置限制了女性就业机会；二是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
模式；三是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这三者都
阻碍了女性的非农转移。［2］孟宪范（1995）认为“农业
女性化”对农村女性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强化了
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对家庭经济产生的贡献更加突
出，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在男
性外出务工的情况下，拥有家庭事务的决定权。［3］杨
小燕（2008）则与孟宪范的观点相反，她认为，“农业女
性化”是性别歧视的结果，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它带
来了很多不利后果：使男女的收入差距拉大；加重了
女性的负担；对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和谐的劳动
力性别结构产生负面影响。［4］姚德超、汪超（2012）的
观点则介于上述二者之间，他们认为“农业女性化”一
定程度上给农村的女性带来了挑战，使女性处于多重
角色的高压力与困境之下；又为女性角色的变迁创造
新的条件，为农村女性地位的提高带来新的机遇。［5］

上述学者对于农村女性地位具代表性的研究，仅

仅是在“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下（即男性外出打工不参
与农业生产、女性在家务农的情况下）对农村女性地位
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并不能反映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男女都在家务农并没有外出
打工或短期外出务工的情境下女性家庭地位的问题。
本文将选择一个符合该模式的乡村———安徽省南部
祁红乡作为调查点，笔者走访了祁红乡多家茶厂并对
30位茶农进行了访谈，拟从茶叶经济中的性别分工、
家务的性别分配和承担、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三个角
度，来探究茶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女性地位问题。

二、调查点及茶叶经济的发展
调查点祁红乡位于安徽省南部，土地总面积为

119.08平方公里，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5.36％。森林
覆盖率为 92.4％，耕地面积为 1206亩，茶园面积为
6835亩，山场面积为 177860亩，其中：人均耕地面积
为 0.2亩，人均茶园面积为 0.73亩，人均山场面积为
30亩。全乡下辖 7个村，44个村民组，共 1761户，
6102人，劳动力人数为 3719人，其中外出打工人数
1400人，占全乡总人数的 22.9％。从历年数据来看，
祁红乡农村经济总收入中，农民外出打工收入仅占
10.9％，可以看出，由于祁红乡物产资源丰富，农民少
数外出打工，大多数在家发展多元化农业，农业主导
产业为茶叶、林业和毛竹，其中茶叶成为了祁红乡农
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祁红乡的地理气候环境非常适合种植茶树，茶园

茶叶经济与女性地位的上升
———以安徽南部祁红乡为个案

胡 琦 周端明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通过安徽省南部祁红乡的实地调研，反映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男女都在家务农并没
有外出打工或短期外出务工的情境下女性家庭地位的问题。 从茶叶经济中的性别分工、家务的性别分配和承
担、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三个角度，来探究茶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女性地位变化。 结论显示了茶叶经济使女
性的家庭地位有所提升，在家庭大小事务的决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 茶叶经济； 女性地位； 性别分工； 家务承担； 家庭地位
中图分类号： F32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47（2015）06-0024-03

收稿日期： 2015-08-03
作者简介： 胡 琦（1992-），女，安徽黄山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赋权与经济发展；

周端明（1973-），男，安徽太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基金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 2015年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2015cxsj032）；安徽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首批重大项

目（FRZD201302）。

经济理论

24- -

ChaoXing



《 》2015年第 6期

面积为 6835亩，以生产祁门红茶为主。祁门红茶创始
于清朝光绪年间，至今有 14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中
国十大名茶中唯一的红茶，凭其独一无二的祁红香成
为了世界三大高香名茶（祁门红茶、印度大吉岭红茶
和斯里兰卡乌伐红茶）之首，是红茶中的极品，被称为
“红茶皇后”。百余年来，祁门红茶一直是稳定的标志
性地域品牌符号，正是如此，祁门红茶一直以来有较
高的产值和销量，祁红乡农民家家户户都种植茶树，
有的农户开起了茶厂，从茶农那里收购生叶，将其进
行加工精制成品，包装后拿到市场上出售。总的来说，
茶叶经济发展较好，也给祁红乡农民带来了较为可观
的茶叶收入。

三、茶叶经济中的性别分工
要了解茶叶经济中的性别分工情况，首先必须对

茶叶的种植和制作全过程非常熟悉。在祁红乡，茶叶
的种植和制作过程大体经历四个阶段：种植茶树（当
地人称为“茶棵”）、茶叶采摘、制作毛茶、毛茶精制。通
过走访调查，笔者了解到在茶树种植、茶叶采摘和加
工的过程中，祁红乡茶农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是较为
明显的。
在茶棵种植阶段，主要包括平整茶园、茶苗播种、

洒水、除草松土、施肥、修剪树冠以及喷农药几个过
程。有的茶园在靠近家门口的平地里，这些工作则由
男女共同承担，不会明确地分工。但有的茶棵生长在
山顶上，比如永胜村的棕里村民组位于偏远的高山，
那里的茶棵大多长在较高的山顶或半山腰，那么去山
上洒水、除草松土、施肥等工作都由家中的壮丁男性
去完成。

在茶叶采摘阶段，每年的三月，茶农就开始采摘
茶叶了。由于祁红乡气候温和，降雨量充沛，头一天采
摘完的茶棵一夜之间又会冒出新芽，茶叶长的速度非
常快，而且当地农户都拥有较多面积的茶园，采摘茶
叶需要大量的劳力。因此茶叶采摘过程通常是有劳力
的男女均出动，上了学的小孩在周末也会帮忙采摘，
只不过小孩、女性一般在离家较近的平地茶园采摘，
而男性一般在离家较远、较陡的山上采摘。

在制作毛茶阶段，主要包括：萎凋、揉捻、发酵做
形、烘焙四个部分。萎凋就是把采摘的生叶摊放在托
盘上，置于室内人工加温萎凋或阳光下晾晒直到生叶
颜色暗绿。因为等待生叶颜色变成暗绿有一个时间的
过程，所以这是茶农采摘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这不
需要多大的体力，男女都可以完成。但据了解，考虑到
节约时间，一般是男性负责该任务，与此同时，女性生
火做饭。第二步是揉捻，是将萎凋后的茶叶用手揉出

茶汁，这需要一定的力度，一般由男性完成。第三步是
发酵成形，将揉捻好的茶叶放在大的竹篓中，上面盖
一个湿布，放在阳光下晒，直到叶子成古铜色并有茶
香，这项任务男女均可完成。第四步是烘焙，当地的茶
农都是采用炭火将茶叶烘干，为减少烘焙的时间，走
访的茶农几乎都买了茶叶烘干机，有的全自动烘干机
不需要人力，只需在机器的下面一层铺上烧着的炭
火，机器会自动来回拖动运转以防止茶叶烘焦。而手
动的烘干机则需要双手不停地来回拖动，长时间手臂
会酸痛，这一般由男女轮流进行。毛茶制成后，茶农的
任务基本就完成了，于是第二天继续采摘茶叶。茶农
通常把毛茶卖给当地的茶商，茶商基本上是本村居
民，茶商收购了毛茶后卖给茶厂进行精制。
茶厂需要雇佣工人进行茶叶的精制，在茶叶季快

结束的时期，有的家庭茶叶全部采完了，这些家庭的
妇女就会去茶厂做短工。主要工作是将毛茶挑拣分等
级，茶厂会有齐全的茶叶加工机器，大部分工作由机
器完成，而机器没法完成的手上活便由她们来完成。
有的家庭丈夫外出打工，由于茶季收入可观，并

且很多活需要夫妻两人合作完成，丈夫会在茶季请假
回来，忙完茶季再继续出去打工，而这些留守妇女就
去茶厂帮忙做短工挣点钱，同时也可以照顾到家中的
老人和小孩。有的家庭山场多，丈夫不外出打工，他们
忙完了茶季便一同在家里发展林业和毛竹，这也是家
庭的重要收入来源。
由上面的茶叶种植、采摘、加工的全过程分析，我

们可以看出祁红乡女性茶农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但在此过程中男女分工较为明确。

四、家务的性别分配和承担
祁红乡村民中只有一小部分外出打工，通过走访的

这些家庭可知，其中外出打工的大部分为家中的青年人
或者中年男性，妇女基本上都在家，没有外出打工。

在走访的过程中，有一家只有一对老人，王奶奶
和她的老伴。她的儿子、儿媳、孙女和孙女婿集体去浙
江安吉打工了，只有过年才回来陪两老人过年，第二
年的正月又外出。还有一家只有老人陈奶奶和她的孙
子在家，年龄还不算太大，还可以在家给上学的孙子
洗衣做饭，她的儿子和儿媳忙完了茶叶季便一起去福
州打工了。通过走访的家庭可以看出，外出打工的基
本上是男性，即便少数女性外出打工，也是和丈夫或
家人一起出去的，几乎没有单个女性外出打工丈夫却
留在家的情况。还有的家庭，比如胡阿姨，她家的山场
较多，丈夫留在家干活收入较可观，儿子上初三，夫妻
两人也很重视儿子上学，于是在县城租了一间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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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到周五，胡阿姨在县城陪读，去饭店打工也一边
照顾上学的儿子，到了周末就回家帮助丈夫做家里的
事情。走到村子里，看到四个妇女在打麻将，据了解，
她们收益好的家庭每年茶叶收入达两三万元，茶叶季
结束后，她们只需做轻松的家务活，无需另外工作挣
钱，其他时间可以休闲娱乐，如打麻将、看电视、跳广
场舞。
访谈中笔者还了解到，虽然大多数家务由女性做，

但是有时女性也可以“指挥”家中的男性做家务了，“做
家务是女性的天职，家务本应该由女性来做”的传统观
念有所改变，男性也愿意承担部分家务。

五、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经济收入是女性自强自立的前提条件，如果女性

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单靠家中男性的收入作为自己
的物质生活来源，女性很可能在家庭中处于较低的地
位，在家庭大小事务的决定上就没有话语权。所以，男
女在收入上的平等被视为性别平等的中心。

走访的祁红乡农户中，家庭的茶叶收入都是由夫
妻双方共同劳动获得的，茶叶生产的整个过程女性也
参与其中，很多活需要男女合作完成，所以家庭茶叶收
入中也有一半是女性挣来的。于是，女性有自己的经济
收入，在家庭大小事务的决定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在访谈过程中，有一位叶阿姨说：“家里的钱和银
行卡都放在我这里保管，平时我可以打点小麻将，输
赢我丈夫都不知道。去年丈夫想要我们一起投资开茶
厂，我就不同意。开茶厂是有收益，但毕竟要购买很多
茶叶加工的机器设备，要投入很多钱，我担心会有风
险。钱在我这里，他也没办法，最后就没办茶厂了。”还
有一位汪阿姨，她家条件较好，生活宽裕，女儿和女婿
都在大城市上班拿高工资，她们家有一定的存款且没
什么负担。汪阿姨说：“今年上半年，丈夫提出想买小
汽车，虽然我不赞成但是也不反对他买，不过有一点
我特别欣慰，就是他看中什么价位、款式、颜色的车，
他都跟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
通过访谈可以看出，祁红乡的多数农户家庭中，

由夫妻商量共同决定家庭大小事务的情况已经很普
遍，女性的意见在家庭事务的处理过程中甚至起到了
决定性的作用。男性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在家庭中占据
绝对主导的地位了。

六、结论
在中国这样一个盛产茶叶的国度，改革开放以来

促进茶叶市场渐渐开放，并在新世纪初有了长足进
展。而祁红乡作为历史悠久的茶叶种植地，且祁门红
茶世界闻名，远销世界各国，对它的讨论可以了解像
祁红乡这样的产茶大乡的茶叶经济发展情况及其对
女性所产生的影响，这对于茶叶经济发展过程中女性
地位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安徽省南部祁红乡的实地调研，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一是在茶棵种植、采摘和加工的过程中，离
家较远的山上以及较重的体力活由男性完成，家附近
的以及较轻的手上活由女性完成，男女分工较为明确；
二是家务大多仍由女性承担，但是有时女性也可以“指
挥”男性来做，家务必须由女性承担的传统观念有所改
变，男性也愿意承担部分家务；三是家庭的大小事务由
男女商量决定，而不是由男性主导，女性在家庭中的地
位上升，甚至可以参加一些休闲娱乐活动，比如打麻
将、跳广场舞。这都显示了女性在茶叶经济发展过程中
家庭地位有所提升，拥有一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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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economy and Improvement of Women's Status：
A Case Study of a Tea-growing Village in Southern Anhui

Hu Qi， Zhou Duan-mi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women's status in the family of tea town ship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s reflec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deepen. From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tea economy， gender distribution and
undertaking of the housework， men＇s and women＇s status in the fami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women＇s statu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a e-
conomy changes. It shows the tea economy has improved women＇s family status. Women have the certain independent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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