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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恋爱  

  

情之所至，金石为开。大学生的性行为，绝大多数是由于恋爱到一定程度而发生的。因此笔者调查了恋爱中的情
况，分为男生与女生来展现： 

  

大学男生 

  

女生 

恋爱活动  2001年  2006年  增减  
爱上过异性  90.7 83.0 显著减少  
有过恋人  50.8 55.0   
接吻过  43.0 56.2 显著增加  
有过性爱抚，无性交  31.7 20.6 显著减少  



  

从上面的两个表格中可以看出： 

■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曾经爱上过异性的人都显著地减少了，女生减少得还要多一些。这里面的原因一定很多，
可是笔者认为最可能的是：一般来说，大学生（尤其是女生）最容易信奉“纯情之爱”，可是最近5年来，整个中国社会
的迅速“性化”对他们形成了无形的但是巨大的压力。作为一种自卫反应，他们很可能把“爱上”的定义理解得更加严
格，因此毫不奇怪，回答说自己“曾经爱过”的大学生当然就减少了，女生尤甚。 

也就是说，任何社会调查结果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同时来自两个方面：要么是人们的行为真的变化了；要么就是人
们对于这个行为的定义变化了，例如以前看作是爱情的，现在可能认为不是了。社会学家的极致功夫，就是努力分辨出
哪一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笔者此处所给出的判断，有数据分析的依据，只不过容后再细说。 

■          有过恋人这个方面，之所以在5 年之内没有显著的增减，很可能也是因为大学生们对于“恋人”的定义并没有
什么大的改变。 

■          男生中接过吻的人显著地增加了，而女生中虽然也增加了，却没有构成显著的差异。这很可能说明：男生在确
定恋人关系或者接近确定的时候，更加勇于接吻，而女生相对还是保留一些。 

■          如果把“有过恋人”与“接过吻”对照起来看，就可以发现一个有意义的情况： 

在2006年，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接过吻”的人都稍稍多于“有过恋人”的。可是在2001年，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
是反过来的：“有过恋人”的人都多于“接过吻”的人。 

通俗地说，最近5年里的变化，不仅仅反映在性行为的增加，还表现为恋爱的行为模式的变化：以前是先恋爱、再接
吻，而且还有7％－8％的人是恋爱了也不接吻。可是到了2006年，接吻已经不一定是“定情”的标志行为，接吻的双方
不一定就必然结成恋人关系。  

■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有过性爱抚但是没有发生性交的人，从2001年到2006年都显著地减少了。  

如果两情相悦而且没有障碍或者顾虑，那么对于18－23岁的男女来说，性交当然是性爱抚的自然延续。因此，笔者
这方面的调查数据所表明的仅仅是：在最近5年里，大学生恋人们更加自然了。  

  

大学是恋爱的天堂  

  

在第04号简报中，笔者曾经公布了一组数据，说明2006年全国大学生的性交发生率，并不多于全国18－23岁总人口
中的比例。  

但是，在异性交往与恋爱活动这个方面，大学生的发生率却远远超过同龄人：  

有异性好朋友（不是恋人）的，大学生多出16个百分点；其中有两个以上异性好朋友的，大学生多出20个百分点。  

大学生有恋人的，多出11个百分点。  

接过吻的，大学生多出33个百分点。  

大学生有过性爱抚的，多出11个百分点。  

与恋人已经做爱的，大学生多出14个百分点。  

  

恋爱活动  2001年  2006年  增减  
爱上过异性  78.8 67.9 显著减少  
有过恋人  55.0 48.8   
接吻过  47.3 52.6   
有过性爱抚，无性交  27.0 17.3 显著减少  



这种情况，与其说是表明大学生的恋爱活动更加开放，不如说是表明：在大学校园之外，同龄人仍然生活在一个相
当禁忌异性交往与恋爱行为的社会环境中。  

  

  

附录  

1．2006年大学生调查的学术意义  

本研究所曾经4次对大学生的性行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1991年、1995年针对北京地区；1997年、2001年针对全国大学生）。
之所以要间隔4年，是为了保证每次调查到的，都是全新的大学生总体，避免重复。2006年的调查是国内第一次对大学生用电脑进
行性方面调查；既要继续进行历史比较；也要把大学生与中国人总体中18—23周岁的同龄人进行比较。这是首次进行这样的比较，
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的调查对象是在教育部正式注册的高等院校中在校的本科、专科学生。  

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抽样。第一阶段抽取高等院校；按照教育部注册高校的名单（涵盖了所有高等院校）以及学校的在校学生
数量进行等距的PPS抽样，共抽取了40所大学。第二阶段在抽中的高等院校中随机抽取30名学生，包括本科生、专科生、专升本
等，但不包括研究生。第二阶段抽样，首先将学校学生的宿舍楼进行排序和编号，等距抽取宿舍楼；然后再抽取楼层；在抽中的楼
层中抽取宿舍，最后在抽中的宿舍中采取纯随机抽样的办法，抽取一人。  

本次调查了分布在20个省的40所大学。本次调查应该抽取1863人，实际存在1662人，完成有效问卷1267份，有效应答率为
76.2%，与对于中国总人口的调查基本持平。  

3．调查方法  

2006年7月到11月由5个调查组同时进行。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方法：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禁止在被访者的宿舍中访谈。我们事先准备好3－4个访谈室，保证每个房间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
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有关性观念和性行为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
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
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4．课题组组长：潘绥铭；成员：黄琦、史梅、王昕、张娜、毛燕凌、王东、杜鹃、范燕春、王冠、黄盈盈。协和公司承
办，调查全过程，由课题组成员全程监督、记录、审核。研究所进行抽查与质量控制。  

  

（如果有哪一期《简报》您没有收到，请到我们的网站去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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