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须知·关于我们 

前沿话题 | 专题研究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 | 青少年法律研究 | 资讯库 | 论文库 | 数据库 | 专家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中国青年研究》 | 《少年儿童研究》 | 《中国青运史辑刊》 | 家庭教育与培训认证 

您的位置：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1949-1999中国青年婚恋性观念的变动轨迹  

吴鲁平 | 最后更新：2004-5-17  

1949-1999中国青年婚恋 

性观念的变动轨迹 

 

吴鲁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0年，就其总体而言，是中国历史上青年的婚恋性观念变动最为

引人注目的50年。伴随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1966年以前的“文革”前时期：1966-1976年的“文革”时

期；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人口及其文化变迁，青年的婚恋

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在有关青年婚恋性

观念变动的定量研究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信息不对称性。即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定量研究资料较多，而

在此之前，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有关定量研究资料则很少。因此，对前两个时期青年婚恋性观念的定

量描述，主要依据的是被调查对象中的成老年人对当时情况的回顾性调查资料。 

 

一、择偶的自主意识增强，择偶网络从亲缘、地缘到业缘，择偶机会增多，选择空间增大 

 

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多数青年人缺乏对自己婚配对象的选择权。“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式的择偶

方式，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择偶方式。虽然从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起，中国社会也曾掀起过一股自

由恋爱的浪潮，但从空间范围来看，主要局限大城市。更为重要的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这股浪

潮主要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思潮，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变迁，而尚未真正触及到制度层面。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将婚姻自由作为一种家庭制度固定了

下来，从而为青年人从根本上解决无权选择自己婚配对象的问题提供了制度与法律保证。在此社会背景

下，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其择偶的自主意识都不断增强，父母做主的婚姻大幅度下降，而

自主婚姻则迅速上升。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所做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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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当问及“在婚姻问题上你倾向于听谁的意见”时，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选择频率最

高的都是听自己的意见，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76.4%和71.3%；而选择听父母意见的比例在城市青年和农

村青年中分别只占9.7%和14.4%。伴随青年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中自主婚姻占的比例越来越高。1996年

由徐安琪主持实施的《中国城乡婚姻家庭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农村地区，婚姻大事由长辈做主

的比例，在1996年前结婚的人口中占67.2%，1967年至1976年降为62.1%，1977年至1986年降为52%，到

1987年至1996年期间，进一步地下降到43.2%。与此相反，本人做主的婚姻所占比例则从1966年以前的

32.8%上升到1987年至1996年期间的56.8%（见表1）。 

 

表1：不同年代农村夫妻的婚姻自主权 

资料来源：徐安琪主编，《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 

 

此同时，不同结婚年代的人们在择偶的社会关系网和择偶机会方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择

偶的社会关系网存在着从亲缘关系（包括当事人双方是亲属或由父母包办、介绍以及由长辈亲戚、兄弟

姐妹等平辈亲属介绍）、地缘关系（包括当事人双方是邻居或由邻居、媒婆介绍）到业缘关系（包括当

事人双方是同学、师生、同事、同行、朋友、偶识或由同学、同事、朋友等介绍）的发展态势。亲缘关

系所占的百分比在1996年以前为46.1%，1967年至1976年为39.6%，1977年至1986年为31.7%，1987年至

1996年为27.2%，50年来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18.9个百分点）。相反，业缘关系所占的百分比，则从

1996年的27.1%上升到1967年至1976年的32.8%、1977年至1986年的47.5%、1987年至1996年的56.2%。其

次，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择偶的机会存在着越来越增多的趋势。认为择偶时“有很多机会”和“有不

少机会”的比例之和，在1966年前结婚的人中仅占37.9%，到1967年至1976年增至48.2%，而改革开放以

后，比例进一步增加。在1977年至1986年和1987年至1996年两个时期，这一比例分别增加到55.4%和

选  项 结婚年代及%、人数 

结婚年代 -66 67-76 77-86 87-96 总计 

长辈做主，婚前不了解 25.2 13.9 8.2 3.8 11.1

长辈做主，本人不满意 3.8 1.5 1.4 0.9 1.7

长辈做主，本人满意 38.2 46.7 42.4 38.5 41.6

本人做主，父母满意 24.1 32.6 43.1 50.2 39.6

本人做主，父母不满意或反对 0.8 1.0 1.4 1.8 1.3

本人做主，父母不管或早亡 7.9 4.4 3.5 4.7 4.8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人数 477人 613人 
1013

人 

763人 
2866

人 



64.2%。 

 

二、择偶标准：政治条件重要度递减，学历、职业、能力、住房、收入等经济社会因素和爱

情因素日益升值 

 

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人们在

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政治地位上的差异。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不少因家庭出

身、本人成份不好的人往往在运动中处于劣势或不利地位，因而，青年人在选择对象时，非常注重对方

的政治条件。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分层结构也从以政治分层为主转向以经济分层为

主，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青年人在选择对象时，越来越重视

恋人或婚配对象的收入、住房，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学历、职业和工作能力状况。这一择偶观念上的变

化，在1996年由徐安琪主持实施的《中国城乡婚姻家庭状况调查》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证。该项调查结果

显示，城市青年择偶时注重对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比例，在“文革”前（1966年前）和“文革”中

（1967年至1976年）都较高，且相差不大，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6.3%和28.9%；但到改革开放后，其比

例迅速降低。在1977年至1986年结婚的人口中这一比例为15.6%，在1987年至1996年结婚的人口中这一比

例为13.6%；择偶时注重对方本人成份、政治面貌的比例，在文革前结婚的人中占31.4%，在文革中结婚

的人口中占25.2%。改革开放后，这一比例分别下降为1977年至1986年17.3%和1987年至1996年的13.0%。

与政治条件的不断贬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社会因素在青年择偶时的价位却在不断升值。择偶时在

各种因素中更看重收入的比例从1966年前的19.2%增加到1987年至1996年的31.2%；更看重住房的比例从

1966年前的16.1%增加到1987年至1996年的34.7%；更看重学历的比例从1966年前的8.8%增加到1987年至

1996年的22.0%；更看重职业的比例从1966年前的17.8%增加到1987年至1996年的36.1%。 

50年来，青年择偶中爱情因素的不断升值也是非常明显的。笔者于1992年所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青年人至少在择偶理念上已将爱情因素视为择偶时第一重要的因素。他们在“爱情因素”（包括性

格和对自己有无感情等2项指标）上的得分均值得最高，为4.73分（1分表示很不重要，5分表示很重

要）。其实是“经济社会因素”（包括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工作能力、社交能力等5项指标），得分

均值为3.84分。最后才是生理特征因素（包括身高、年龄和外貌等3项指标），得分均值为3.45分。但有

必要指出的是，“爱情因素”与“经济社会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过去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的将重“爱情”与重“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绝对对立起来的状况业已结束，中国

青年中代之而起的是对两者的相互重视。相对而言，他们在理念上更重视“爱情因素”，而在现实中则

注重“经济社会因素”。 

爱情的升值在前面提到的1996年所做的另一项有关调查中也得到了实证。城市青年择偶时更看重性

格脾气相投的比例，在1996年前为36.7%，而到1987年至1996年上升为50.5%；更看重兴趣爱好相容的比

例，在1996年前为6.2%，而到1987年至1996年上升为23.3%。 

 

三、爱情深度逐步提高，维系婚姻的主要纽带正在实现从责任向爱情的转型 

 



表2所反映的是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以及不同文化程序人口婚前的婚姻基础情况。从不同年龄人群在

婚姻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青年中呈不断增长

的趋势，青年的爱情深度在提高。在目前年龄处于30岁以下的人群中，婚前“爱到极点、无法控制”

（4.0%）和“甜蜜愉悦、彼此相爱”（35.5%）的比例之和为39.5%，而在目前年龄处于51岁以上的人群

中，这一比例仅为15%。 

 

表2：不同被访者婚前的爱情深度（%）  

资料来源：徐安琪主编，《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 

 

四、性开放从表层走向深层，婚前性交往呈现出全方位的快速上升态势 

 

青年对性的开放度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次是对性知识的开放度；二是对性行为态度的开放度；三是

人际性行为发生率的高低。第一次层次为性开放度的表层结构；第二个层次为性开放度的中层结构，第

三个层次为性开放度的深层结构。 

笔者于1992年所做的有关调查结果显示，81.3%的青年赞成学校开展青春期性教育，62.2%的青年赞

成父母对子女进行性教育。对于青春期性教育的具体内容，青年中赞成传授性生理知识的占87.4%；赞成

传授性道德知识的占84.6%；赞成传授性卫生知识的占80.2%；赞成传授性心理知识的占71.1%。还有40%

的人赞成传授避孕知识，23.1%的人赞成传授性和谐技巧。这表明，青年对于性知识持相当开放的态度。 

在对性行为的态度方面，青年的开放度也不断增加。1992年笔者所做的调查结果表明，对于恋人之

间的婚前行为持明确反对态度的占55.7%，即有近一半的青年对婚前性与婚姻的分离现象持赞成

  地  区 年  龄 文化程度 

选  项 
城

市  

农

村 

-30岁 51岁- 
小学 

及以下 

大专 

及以上 

爱到极点、无法控制 2.3 1.6 4.0 0.5 1.2 2.4

甜蜜愉悦、彼此相爱 
28.

2

21.

4

35.5 14.5 16.6 43.2

和睦相处、互有好感 
66.

4

45.

6

42.8 61.9 45.8 52.1

出于无奈、勉强结合 1.8 2.6 1.9 2.7 3.0 2.0

互不了解、无感情可言 1.3   15.8 20.4 33.3 0.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样本人数（人） 
313

2

285

9

1187 1037 2130 539



（11.5%）或说不清（32.8%）的态度。而对于婚后性与婚姻相分离的婚外恋现象，青年中表示有条件理

解或同情的占32%，说不清的占30.1%，明确表示应严加谴责（23.3%）和应严加惩处（14.6%）的仅占

37.9%。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所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青年对婚前

性行为的开放度有所增强。认为“婚前性行为不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的比例仅占35.12%，认

为只要双方结婚就可以的上12.64%，只要双方相爱就可以的占32.22%，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的占

20.01%。 

青年中人际性行为的发生率也在攀升。从自报或自己承认的婚前人际性行为或性交往来看，婚前有

接吻行为的比例从1966年前的18.7%增加到1986年至1996年的70.6%；婚前有拥抱行为的比例为1966年前

的10.9%增加到1986年至1996年的55.5%；婚前有性关系的比例从1966年前的1.4%增加到1986年至1996年

的13.2。当然，这是人际性行为发生率的最低线，实际的发生率肯定会高于上述自报的发生率，因为有

些被调查者不愿意当着调查员的面承认自己的某些行为。 

 

表3：不同被访者自述的婚前性交往（多选）（%） 

资料来源：徐安琪主编，《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9 月。 

 

婚前 

性交往 

城  市 农  村 结婚年代 

上海 
哈尔

滨 

甘

肃 

广

东 

-

66

-

76

-

86

-

96

接吻 76.9 63.9
12.

6

47.

7

1

8.7

3

5.4

5

6.2

7

0.6

拥抱 59.2 38.6 6.8
35.

5

1

0.9

2

0.3

3

6.8

5

5.5

性关系 13.8 4.6 1.0 8.6
1

.4

1

.5

7

.0

1

3.2

其中致孕 5.3 1.8 0.1 1.3
0

.6

0

.3

1

.8

4

.5

无 23.1 34.1
87.

3

50.

9

8

1.3

6

4.0

4

2.9

2

7.8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

00

1

00

1

00

1

00

样本人数 1570 1596
133

0

153

7

8

31

1

049

2

288

1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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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大学生自报的人际性行为状况（调查时间：1991年）（%） 

资料来源：潘绥铭著，《中国性现状》，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 

 

 

（原载“中国共青团”www.ccyl.org.cn） 

 

 

吴鲁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木新月 

  爱上异性 有密友 有恋人 接 吻 性爱抚 性 交 

总体 93.2 71.3 47.5 57.9 48.6 7.9

男生 95.3 72.9 46.8 54.2 52.4 8.9

女生 88.8 68.0 48.9 65.7 35.8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