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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修订村规民约手册》由为什么要修订村规民约、怎样修订村规民约、修订村规民约需要注意的
几个问题、修订村规民约的成效等几个方面构成。
其中主要有村规民约的界定与功能、身份认定功能、维护秩序功能、利益分配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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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性别歧视条款导致的严重后果　　·侵犯妇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利　　·强化男孩偏好的生
育意愿　　·引发社会矛盾纠纷　　·造成农村养老困境　　1．侵犯妇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利　　
村规民约里的性别歧视条款，直接导致农村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遭到剥夺。
农村妇女土地问题包括几类人群：　　（1）媳妇。
在农村大多数妇女依据习俗从夫居，到男方所在的村庄生产生活，男方村庄采取的是30年土地承包的
政策，没有机动地分配，而原有的村庄又以男娶女嫁为由收回了承包地，导致两头落空。
　　（2）嫁城女。
与城市户籍男性结婚，受到城乡户籍限制，不能转移到城市并享有城市保障，仍然在农村生产生活，
但却被剥夺了村民资格，不能享有村庄的村民待遇。
这种情况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增多。
　　（3）招婿女。
女方结婚后留在娘家村招婿上门，得不到宅基地和责任田，或者土地征收后不发补偿金、股份分红等
，所有的村民待遇都被取消。
招婿女在经济发达的村庄和城乡接合部急剧增多，珠江三角洲一带一个村达到100多人。
　　（4）上门女婿及其子女。
他们往往被视为外村人，更没有资格享有村民待遇。
所以，在从妻居的家庭中，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更为严重，不仅仅是女方，还有丈夫和子女，全家住
无居所，生活无着，丧失了人的尊严。
　　妇女土地权益受损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增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
。
恰恰相反，城市化进程使得土地迅速增值，无论是征地补偿款，还是土地入股分红，经济份额做成的
蛋糕越来越大，人们对于利益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妇女们的村民资格更加受到排斥，侵犯妇女土地权益的程度不断加重。
这是西南地区农村妇女的上访信：“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同样承包了责任田；1988
年，政府征地后给的征地补偿金，出嫁女可以享受，子女二人中只可以享受一人；1992年，出嫁女可
以享受，子女一律不得了（得不到）；1993年，出嫁女及其子女统统不得享受；承包期15年，远远未
曾到期，村干部强行没收土地分给他人；1999年，我们出嫁女及其子女的户口被村干部偷偷强行迁出
，不知去向⋯⋯有些村干部理直气壮地说：这个世界是外公、舅爷的，你们出嫁女是泼出去的水，没
有你们的份。
”　　2007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就有30万招婿上门的已婚妇女及其子女得不到土地分红，广西
南宁市全市涉及“出嫁女”问题的人数高达1万多人。
在这里，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经济越发达，妇女土地权益衍生的问题就越突出，如今已经成为长达30
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社会疑难问题。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修订村规民约手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