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3 年 6 月第 5卷第 6期

基金项目：基于两种实验范式的择偶匹配影响因素动态互依模型研究，国家级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1BSH043）。

通讯作者：何荣娟，广东培正学院专任教师（讲师），研究方向：心理健康与教育。

文章引用：何荣娟，李智炫，陈佳佳，等．青年婚恋择偶现状各因素的现状分析［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3，5（6）：619-624．

https://doi.org/10.35534/pc.0506070

青年婚恋择偶现状各因素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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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了解青年婚恋择偶的现状，了解前人的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对青年婚恋择偶现状进行探讨。发现当代青

年人婚恋观一方面存在多元、浪漫和积极特点，也存在着标准单一固化、角色定位不清、能动性差等问题，

在婚恋观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对外貌、身高、经济、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进行研究。发现不管是生理资

源、两性学历与收入资源、两性心理特质资源等方面，在择偶中都强调匹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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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青年择偶研究现状

曾远力通过文献统计软件 Cite Space 分析，将国内对于青少年婚恋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

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04 年，这阶段关于青年恋爱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平均每年在核心期刊的发表量

在 10 篇以下。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于婚姻，家庭道德、婚姻关系和婚姻观等，其研究方法多

为调查与论述，较少实证性研究。

第二阶段是 2005 年至 2013 年，这期间，对于青少年恋爱的研究发表量处于曲折上升的阶段，年平

均发文量约在 10 ～ 20 篇，少数年份超越了 20 篇。这一阶段学界对青年农民工的择偶标准问题，变迁

的择偶观念等问题产生了关注，并且研究中越来越关注刚成长起来的 80 后群体。

第三阶段是 2013 年至目前，这一阶段，学界比上一阶段更加重视青年人的婚恋问题，每年发文量

基本稳定在 20 篇，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 30 篇，由此可见学界对于青少年婚恋问题越发重视［1］。

目前，国内对于青少年的婚恋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婚恋观研究和择偶研究。对于婚恋观研究更倾向于

访谈、问卷调查和文献综述。对于择偶研究，普遍采用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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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婚恋观研究现状

婚恋观是指人们对有关爱情、恋爱、婚姻、生育、家庭等问题的态度、动机、目的和看法［2］。婚

恋观影响着个体择偶标准，有些有关婚恋观的研究是基于青年群体的婚恋观现状的内容研究。王宇中等

通过对大学生以及其父母的婚恋观的量化研究，其结论是当代男女青年结婚的最佳年龄应该分别是 26

岁左右和 24 岁左右。人们更赞同男比女大，男女受教育水平平等；女生更看重男生的社会资源，男生

更看重女生的生理资源［3］。王飞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青年追求的是健康、稳定、开放的恋爱关系，

虽然也存在部分悲观消极的预期［4］。宋小鸥的调查显示，当代青年婚恋观体现出方式多元化、标准物

质化和婚恋形式多样化的特点［5］。张艳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发现高知女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存在“主动

单身”意愿突出，具有选择更理性、更自主性，择偶标准更加自我固化等特点［2］。李果通过对大学生

群体的问卷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婚恋观存在婚恋动机盲目化、婚恋意志脆弱、角色观念模糊等问题［6］。

而唐雪通过对 745 份针对研究生的婚恋观问卷调查显示，一方面表现为婚恋观总体积极的同时，另一方

面也存在随大流、态度能动性差、渠道单一和婚恋标准单一的问题［7］。

总体上看，当代青年人婚恋观一方面存在多元、浪漫和积极特点，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标准单一固化、

角色定位不清、能动性差等问题。

1.3  婚恋观的影响因素研究

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了当代青少年的婚恋观呢？苏红通过对大学生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两性

大学生在对方是否同一民族、是否独生，以及年龄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8］。李鑫芳通过“中国大学生追

踪调查 2020”的数据，以及统计分析探寻三个系统，即微观系统，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9］；

中观系统，包括家庭，校园环境；宏观系统，包括户口和生活地区。从三者对大学生恋爱观的影响程度看，

男生相对于女生的婚恋观更现代化，受教育程度越高，婚恋观越现代化。家庭环境、校园环境和生活地区

对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显著，非农户口相对于农业户口，婚恋观更现代化［9］。这与王宇中所采用的生理、

心理和社会资源对等性的结论一致。从性别角色特征来看，男性在婚恋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养家糊口，女

性扮演照顾人的角色。在 37 种文化的 10，000 多名参与者中测试了择偶偏好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男

性更注重外表吸引力，女性更喜欢勤劳和经济富裕的男性，［25］学者研究认为，女性以智力、身高、教育

程度、责任心、社交能力，以及宗教价值作为择偶标准，男性选择伴侣更注重外表。女性选择伴侣注重种

族和智力，男性注重的是身体吸引力，女性对地位较高和职业较好的男性更感兴趣；认为男女在选择配偶

时候都对宗教背景和贞洁有相同的要求。美国男性更注重女性外表吸引力，美国女性注重男性热情、经济

地位、社会地位。学者在研究结果中揭示男性注重外貌吸引力，女性注重抱负等［26］。

1.4  影响择偶的各因素研究

（1）两性生理资源匹配研究

生理条件即适龄青年的外貌与健康情况，是青年恋爱择偶时的必要考虑因素之一。当事人着重考虑

的生理条件包括相貌、身高、身材、年龄、健康。在相貌上，五官大小及比例等存在个人偏好，但肤色

白皙、穿搭得体、干净整洁的对象普遍更受青睐。身高上，大部分人都倾向于选择身高高挑的人作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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侣［22］，对女性而言，高个子的男性符合力量感、主动感、安全感等追求；对男性而言，高挑的女性一般

贴合苗条、优雅等择偶标准。身材方面，在目前以瘦为美的主流审美下，骨骼感更受青睐，并对肥胖有一

定排斥，出于热爱运动的健美匀称身材则是加分项［11］。年龄上，女性因生理与心理的发育较男性早，年

龄较大的男性更匹配女性对成熟稳重、懂得照顾人的认知程度，同时减轻了自身先老去的焦虑；男性因为

主动性、保护欲等因素，则倾向于选择年龄比自身小的女性，且也认为年轻女性更青春貌美［15，17，20］。 

在健康上，身体是革命本钱是大众普遍认知，伴侣的健康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婚后家庭乃至成员后半生的

生活质量，从而影响幸福感［12］，随着遗传病科普，现代社会择偶中，对象的疾病家庭遗传史与婚前体检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14］。苏珊·斯普雷彻（Susan Sprecher）分析了成年初期以及以后的择偶偏好，他以 18

岁到 40 岁之间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发现不同年龄段的成年人在择偶条件与心理方面也会出现显著变化。［27］

（2）两性学历与收入资源匹配研究

学历条件方面，根据已有具体采访与调查数据，部分大学生倾向于选择学历比自己高的伴侣，高学

历意味着就业、收入、生活更有保障，能够为双方提供安全感［12］。部分大学生也认为拥有高学历的伴

侣，能够在面对亲戚朋友时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高学历或学历对等也会降低交流难度和代沟风险，使双

方关系更为平等［10］。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并不在意伴侣的学历高低，更重视其实际能力与发展水平，认

为高学历不是生活、交流、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更愿意靠“真心”去磨合学历差异带来的生活冲突［19］。

收入水平方面，根据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与重视伴侣的经济收入水平，且认为对方工作能力的

高低与发展潜力，是影响未来婚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15］。

（3）两性家庭背景资源匹配研究

在家庭经济背景问题方面，农村女性择偶观念偏向于传统，着重考虑家庭内部的发展，因此农村女

性对伴侣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品性上，例如对方是否具有责任心、是否能胜任丈夫与父亲的角色、是

否能维护家庭的稳定，而城市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社会竞争与压力更多，比起品性，更加关注伴侣

所拥有的资源，如学历、经济收入水平、能力发展等指向物质条件的方面［12，17］。

家庭背景还包括子女数量。按照社会交换理论，在理性选择的情况下，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女性，

因独自承担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无论是经济还是精力上都是重担，容易身心疲惫，她们更倾向于选择

性格温和、体贴的伴侣［8］，但也有研究发现，非独生女性比独生女性更注重男性的温和与体贴，其解释为，

非独生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关注不如独生女性多或集中，因此在选择伴侣时倾向于“顾家”“体贴”

的男性作为补偿［18］，独生女性则从小受到原生家庭集中的关爱和支持，且能全部继承父母的积蓄，资

源和情感来源的保障使她们竞争压力相对小，对比同龄非独生女性更外倾，更愿意进行事业与个人发展

规划，同时心理成熟较晚，安全感不足，同时成长中习惯通过物质支持获取安全感，因此物质条件丰富

的男性依然更吸引独生女性［24］。此外，因“有车有房再结婚”的观念与彩礼习俗，男方家庭通常为结

婚花费较大，因此兄弟多的男方家庭会引起女方及其家长的担忧。琳达（Lynda，2021）分析了小规模

过渡群体的配偶选择，具体研究了经济发展、文化特质等要素对配偶偏好的影响，认为城市居民相较于

农村居民来说，择偶偏好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择偶偏好还跟面部吸引力有很大关联。［28］

（4）两性心理特质资源匹配研究

心理特征资源通常包括性格与具体个人观念。性格方面，具体组合千变万化，但按照内外向进行组

合，匹配主要有三种情况：双方都外向，即相互输出且观点契合度高；双方都内向，彼此交流不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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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心照不宣、观念契合、默默支持；外向与内向彼此结合，呈现出明显的主被动关系，并在各自擅长

的领域互补。对于硬实力资源都相对匮乏的男性而言，发展个性上的软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若自身学历、

工作、收入、家庭背景等因素都难以满足心仪女性的要求，则孝敬老人、热爱家庭成员、对待家庭与工

作具有责任心、保持上进与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等具有发展前景的品质，将会有效提升择偶成功率［24］。

王大卫（Wang Dawei，2021）借助于模型质量分析了男性和女性的择偶选择情况以及择偶复制情况。他

认为男性和女性在低质量模型下并没有出现显著差异，但是都会受到高质量模型的影响。［29］学者使用

投资模型研究相互依赖理论，认为承诺代表关系满意度，替代方案质量和关系投资。婚恋对象相互依赖

是对方的投资方式，也是婚恋对象的特征。［30］

基于世界观和人生观，如何看待和规划自己的人生等，都会影响个体思维层次，影响其对待爱情的

态度，影响爱情的理想模式与追求。消费观上，人们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消费观相近的恋爱对象，例如务

实持家的个体倾向于选择节约、有储蓄习惯、消费自控力强的人［18］，而高消费的个体则倾向于选择经

济实力强、消费较为大胆和自由的人。择偶观则是综合上述因素，并得出的个人择偶标准，以及择偶过

程中对对方的要求和选择规则。

教师或辅导员需引导学生理性看待恋爱，保证恋爱大体上不影响学习质量，并根据当前社会趋势与文

化背景，开展如讲座、主题团体活动等积极健康的引导活动，引导学生秉持科学的择偶观，以三观契合、

相互爱戴、有共同兴趣爱好和理想目标为前提，并综合自身的物质条件、心理需求、发展需求等选择配偶［14］。

1.5  信息板技术研究进展

根据《大辞海》的解释，信息板技术（Information Board Technique）是心理学研究技术的一种。是

使用 VB 程序编写的一种计算机程序，多用于研究决策过程。在计算机上呈现多行和多列的独立信息组块，

每一块均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相关因素，被试在决策过程中可利用这一信息，点击相应组块则信息呈现，

点击另一组块则先点开的组块信息关闭，正在点击的信息打开。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点击每一信息组块

的次数和阅读时间。通过这些信息可了解被试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哪种因素的影响。此方法是了解决策过

程无意识因素对决策影响的有效方法［12］。

信息板技术最早是由佩恩（Payne）于 1976 年运用到实验中，并于 1991 年实现了计算机化。［30］后

来信息板技术逐渐被广泛运用到有关决策过程影响因素的研究实验中。择偶包含较为复杂的信息加工过

程，也是多属性的决策问题。卡斯特拉诺（Castellano）指出，择偶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择偶行为内部的

信息加工过程。［31］刘永芳等人在实验中采用了用于特定条件下的信息板技术，以 68 名 20 ～ 33 岁的

未婚女性为被试，探讨了她们在信息板上作出择偶决策时的线索偏好及信息加工方式，研究证实在完成

信息板任务时被试间接表现出来的线索偏好不完全等同于主观评估给出的线索偏好［16］。李龙珠等人于

2016 年以 37 名 19 ～ 29 岁之间的未婚男性为被试，探讨了他们在信息板上作出择偶决策时的线索偏好

及信息加工方式，补充了性别差异对择偶内隐偏好有关的内容［13］。

2  述评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来，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研究者多采用访谈、问卷和测评等方法，深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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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影响人们择偶的各类各层次因素，通过分析，可以大致勾画出这些影响因素的轮廓。即人们更赞同

男比女大，男女受教育水平平等；女性更看重男性的社会资源，男性更看重女性的生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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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Selection Factors of Younth’s Marriage and the 
Love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He Rongjuan Li Zhixuan Chen Jiajia Wang Yuzhong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age, Guangzhou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th’s marriage and selection, understand 
the previous research, explo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nh’s marriage and choic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iverse, romantic and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younh’s 
view of marriage and love, and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solidification of standards, 
unclear role positioning, poor initiative, etc. In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rriage and 
love, research on appearance, height, economy, education level, social status, etc. It found Matching 
is emphasized in mate selection whether it is physiological resources, gender education and income 
resources, gender psychological trait resources, etc.
Key words: Youth; Marriage; Mate cho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