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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三项关键的性知识 

 

性知识林林总总，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三项：男人的性高潮是什么样、女人的性高潮是什么样、阴蒂究竟在什么位
置。舍此，男女就很难相互协调，很难寻求到快乐，也就容易背离性的目标――寻欢作乐，更容易背离性生活中的男女
平等。换言之，这三项性知识的知晓程度，标志着中国人实践性革命的能力如何。 

 

总体趋势 

 

关键的性知识的知晓率，从2000年到2006年有了显著的提高。具体表现为： 

 

  2000年 2006年 增加的 

百分点 
男性性高潮      

至少知道一些 86.1％ 92.0％ 5.9
完全知道 34.3％ 42.8％ 8.5



 

2006年的分层情况 

 

无论对于哪一个项知识，无论是至少知道一些还是完全知道，都出现乎这样一些趋势： 

■          知晓率与年龄呈现为反向关系，越年轻的知道得越多； 

■          与受教育程度是正向关系，文化程度越高知道得越多； 

■          与个人收入水平也是正向关系；收入越低的人，知道的就越少； 

■          男人比女人知道得多； 

■          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知道得多； 

■          党员比非党员知道得多； 

■          有过多伴侣性行为的人，比没有过的人知道得多。 

 

历史发展的主要方面 

 

女性知晓率的增幅，超过了男性 

女人对自己的性高潮的知晓率有了很大的增长，从2000年的74.8%上升到2006年的91.6% ，上升16.8个百分点，形
成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反之，男人却下降1.2个百分点。 

女人大致知道阴蒂的位置的人，从38.70%增加到50.40%；尤其是能够完全正确地指出阴蒂的位置的人，从22.19%增
加到31.93%，每年平均增长6.3％，而男人每年却仅仅增加1.7％。 

即使对于男人的性高潮，至少知道一些的女人也从78.00%增加到90.10%，增加12.1个百分点，而男人却下降了1个
百分点。完全知道男人的性高潮的女人虽然仍然少于男人，但是女人的知晓率平均每年增长7.8％，而男人的增幅只有
1.6％。 

 

文化低者的增幅高于文化高者 

例如，对于女性性高潮的知晓率是这样的： 

 

女性性高潮      
至少知道一些 83.3％ 91.4％ 8.1

完全知道 21.9％ 32.5％ 10.6
阴蒂的位置      

大致知道 48.0％ 57.9％ 9.9
完全正确地指出 31.9％ 39.0％ 7.1

受教育程度 00年 06年 增长百分点 
没上学 47.4% 81.5% 34.1
上过小学 77.9% 82.0% 4.1
上过初中 93.6% 92.3% -1.3
上过高中等 95.6% 95.6% 0.0
上过大专 96.7% 96.5% -0.2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低文化者的知晓率有了剧增，才缩小了不同文化水平之间的差距，形成了中国人的全面提高。 

 

中年人的知晓率增长最多 

在各个年龄组中，无论是对于哪一种关键的性知识，40－49岁者的知晓率都出现了很显著的增加，而且增幅都大于
其他年龄的人，每年平均增长最高达到8.2％。 

这说明：中年人越来越重视性生活的质量；或者说，性生活的质量对于中年人的意义越来越重大。 

 

基本原因 

 

■          中国社会的“性化”[①] 

在21世纪以来过程中，人们有了更多的渠道获得性方面的基础知识。“许做不许说”的古老禁忌土崩瓦解、“身体
的档案”一步步解密、“吸引眼球”带来“传媒的性轰炸”日甚一日；因此，人们的关键性知识的增加，实在是很容易
理解。 

■          “高水平稳定型与低水平猛进型”的成因 

高文化、高收入的社会阶层，在2000年的调查中已经占据了关键性知识上的优势，因此在这6年中没有太大的上升空
间。反之，相对弱势的群体具有更大的上升潜力，而且恰恰是他们的知晓率的增加，拉动了全民的性知识水平的提高。 

■          时代的“性化”，催生了“性化”的女人 

最近6年来，中国女性中涌动着一股思潮：承认自己的欲望，倡导自己的快感，寻求性快乐方面的男女平等。木子
美、流氓燕、“身体写作”（或曰“性写作”）等等，不但可以成为社会变化的标识，而且具有催化剂的作用。因此，
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探索自身、了解异性、探寻“性福”的源泉。“好女不言性”的时代行将过去。 

 

反思 

 

尽管最近6年来，人们的关键的性知识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无论是哪一项知识，完全知道的人都还没有到达一半。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性文化的悲剧。 

从主要原因来看，这是“性化”这个双刃剑的另一面。笔者在新著《中国性革命纵论》中有详细的分析，这里仅提
示一点： 

“性化”给我们带来了空前广泛、强烈、普遍、五花八门的性暗示，甚至是性的展示；但是它同时也几乎淹没了一
切非商业的、非大众传媒的性研究成果。这就造成了：“眼球聚焦”＋“时尚崇拜”＋“不求甚解”＝“认同的焦
虑”。 

对于成长于性革命之中与之后的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这才是最主要的威胁。 

 

 

阴蒂的知识，重要吗？ 

上过大学及以上 100.0% 97.0% -3.0



 

2006年的调查中,笔者询问的问题是: 

在女性的身体上，有一个最最敏感的地方。如果适当地刺激那里，就很容易使她兴奋起来，直到出现性高
潮。这个地方就是"阴蒂"，就是这张图里的第5号地方。您觉得这个知识重要吗？  

1．很重要 

2．还算重要 

3．不重要 

 

回答情况如下: 

 

这就是说，四分之三还多的成年人认为这个知识是重要的。这表明，笔者把它作为关键的性知识，得到了大多数人
的认同。 

有意思的是，女性中认同的人，还比男性中显著地少一些。其中的原因会有很多，需要继续深入地分析，这里仅指
出一点：根据发达国家女性运动的经验，女性对于自己的身体、性器官、性欲望以及整个“性”的认同程度，与她们争
取社会平等的进度呈现为正向关系。 

 

从社会阶层分析的角度来看，可以专门考察一下：认为这个知识不重要的人有多少： 

■          在30岁以下的人里面只有16％，可是在50岁以上的人里就多达38％。 

■          在大学及以上的人里只有9％，而在没上过学的人里是45％。 

■          城市人口中认为不重要的只有18％，而农村人口中是29％，农民中则是33％。 

■          收入最高的那10％的人里只有14％，而收入最低的那10％的人里却有38％。 

■          自己健康状况非常好的人里只有24％，而健康不好的人里却是36％。 

■          网虫里只有12％，而网盲里却有39％。 

总而言之，年轻的、高文化的、城市的、收入高的、健康好的、上网的那些人，就会更加倾向于认为阴蒂知识很重
要。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并不完全是被访者个人的主观选择，而是受到他们所在的社会阶层的很大制
约。 

 

大学生的知识更丰富 

 

在2006年的调查里，笔者把全国大学生的回答情况与18－23岁的总人口的情况作了对比，发现如下： 

  很重要 还算重要 不重要 

男性 42.3% 37.4% 20.4%
女性 31.1% 42.0% 26.9%

总体 36.6% 39.7% 23.7%



 

上面的结果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在总体上，大学生对于阴蒂的知识与认识，都超过了社会上的同龄人。这显然符合笔者前面所总结的一般规
律。 

可是，大学女生与同龄人相比，超过的并不多；在“认为阴蒂知识重要”这方面，甚至并没有构成统计学的显著差
异，只能说是基本持平。这种情况说明，所谓“女大学生最开放”，至少并不包括这个方面。 

 

 

 

附录 

1．两次调查的学术意义  

于2000年完成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是全世界第6次、中国第一次同类调查。在
2006年7月－11月再次进行调查,是世界上第一次进行“性”的历史比较调查。 

2：抽样方法  

2006年的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人。 

第一步，将总体分成城市和农村两层。城市的第一级抽样单位（PSU）包括区、县级市、以及部分县（作为抽取镇样
本的单位）；农村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为县。第二步，分别将城市和农村第一级抽样单位按照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
离婚比例进行排序。第三步，将第一级抽样单位按人口规模比例（PPS）进行随机、等距抽样，在第一级抽样单位中共抽
取75个城市样本，45个农村样本。第四步，在被抽中的第一级抽样单位中，随机抽取一个城市的街道与农村的乡镇。第
五步，在抽中的街道和乡镇中现场随机抽取2个社区（居委会）；在抽中的乡或镇中选取1个村（村委会）。最后，又随
机增加了两个城市的社区样本和一个农村的村样本，最终共抽取了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它们分布于全国的21个省市
自治区。 

每个城市社区的抽样框包括：居民清单（包括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现场清点该社区未登记的流动人口。两者汇
总后进行等距抽样。在农村，把村的居民清单作为抽样框，进行等距抽样。 

本次调查应该抽取10203人，实际存在7553人，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有效应答率为79.6%，与2000年的调查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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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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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大学生 同龄人 大学生比同龄人 

多出的百分点 
正确地指出了阴蒂的合计 40.6% 27.4% ＋13.2 

男性 51.2% 31.0% ＋20.2 
女性 28.6% 24.1% ＋4.5 

认为阴蒂知识重要的合计 85.6％ 79.9% ＋5.7 
男性 89.3％ 80.3% ＋9.0 
女性 81.2％ 79.5% ＋1.7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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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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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社区情况：在每个调查点，组长填写“社区基本情况登记表”。这是因为我们在2000年数据分析中发现，被访
者所处的社区的情况，对他／她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课题组  

组长：潘绥铭教授；抽样负责人：乔晓春教授；课题组成员：黄琦、史梅、王昕、张娜、毛燕凌、王东、杜鹃、范
燕春、王冠、侯荣庭、黄盈盈、金一之。现场工作由协和公司承担，刘媛负责协调。全体课题组成员对现场工作进行了
全程质量控制：实地监督、现场记录、实时审核、解决疑难。本研究所进行抽查与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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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地址：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A座104、400；电话：62154498；8250 2956 

电子邮件：pansuiming@hotmail.com；yyingsu@yahoo.com.cn；网站：http://www.sexstudy.org 

[①] “性化”说的是：私人生活与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地被与广义上的“性”联系起来。它是性革命成功之后必然出现的
阶段。详情请看http://www.sexstudy.org里面潘绥铭教授的新著作《中国性革命纵论》。 

关闭窗口

Copyright ©2002-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010）62514498 Email:book@sexstud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