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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偶复制理论研究综述
王  争

华北电力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北京

摘  要｜配偶选择会受到社会信息和先前经验的影响，个体通过观察同性别他人而获得社会性信息，形成选择潜在配

偶的模式，即产生择偶复制。本文对择偶复制理论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对择偶复制的实证研究及理论解释

进行总结，评述研究范式、神经机制和跨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局限，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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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择偶复制理论提出

配偶选择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择偶的过程需要付出精力和时间，并且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然而，通过模仿他人的配偶选择可以将这一风险最小化，从而降低择偶成本。这种模仿他人配偶选择的

倾向就是择偶复制（Witte and Godin，2010）。

最早有关择偶复制现象的发现源自动物实验。实验中，研究者将雄性鱼所处空间设置为有雌性鱼游

动和无雌性鱼游动两种条件，随后观察另一条雌性鱼的选择。结果发现，雌性鱼选择了先前有雌性鱼在

身边游动的雄性鱼（Dugatkin and Godin，1992），表明出现了择偶复制现象。研究者进一步提出择偶复

制（Mate Choice Copying）这一概念，即指个体进行配偶选择时，会受到同性别他人的影响，从而选择相

同或相似配偶的现象（Dugatkin，2000）。

在之后人类的研究中也发现了择偶复制这一现象。大量研究表明，向被试呈现有关同性别他人及

其配对异性的相关信息，如相貌、性格、婚恋与否和情感经历等，并要求被试对这一异性的吸引力进

行评分，结果均证实了择偶复制现象的存在。例如，伊娃（Eva）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当面对提

供有无配偶的男性信息时，女性被试会对有配偶的男性面孔吸引力评分更高（Eva and Wood，2006）。

此外，有研究发现女性被试对有一到两段恋爱经历的男性的评价要显著高于没有恋爱经历的男性



择偶复制理论研究综述2024 年 9 月
第 6 卷第 9 期 ·172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609190

（Anderson and Surbey，2014）。

2  择偶复制理论主要内容

择偶复制理论的提出者能够追溯到动物学研究。其代表研究者杜加金（Dugatkin）目前任教于美国

路易斯威尔大学生物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动物行为学、生态学等。另一位研究者戈丁（Godin）目前

任教于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生物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动物进化与动物行为学。两人最早有关孔雀鱼的择

偶复制研究是该理论的开端，之后的研究者逐渐将这一理论拓展到人类择偶领域。该理论主要以现象证

实和适用条件探索为主，并在研究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这一理论。

对于择偶复制的界定，有研究者参照动物研究提出择偶复制的概念，即某一雄性动物被其他雌性选

择，会导致作为观察方的雌性增加选择这一雄性的概率，并且这种选择是随其他雌性的选择行为而变化

的（Pruett，1992）。而目前较为广泛的定义是：择偶复制是一种非独立性的配偶选择策略。个体在进行

配偶选择时，会参考先前观察学习获得的有关同性别他人与异性互动的社会信息，做出选择相似或相同

异性的行为（Witte and Godin，2010）。

择偶复制理论的研究范式中，有三个主要的构成要素：观察者、榜样人物与靶目标。观察者即研究

中的被试，榜样人物即被试的同性别他人，靶目标即被试进行择偶复制的异性他人。在研究中通常采用

的范式是，向实验组被试呈现靶目标的面孔图像，并伴随配偶相关的信息，例如，是否已婚（Eva and 

Wood，2006），是否有高面孔吸引力的异性与之配对（Jones et al.，2007），是否有恋爱经历（Anderson 

and Surbey，2014）等。要求被试对面孔吸引力进行评分。而对照组被试呈现的信息与实验组被试相反，

并要求被试对面孔吸引力进行评分。最终将两组被试的评分相减，所得的差值大于零即表明出现择偶复

制效应。

3  实证研究进展及理论解释

择偶复制是基于社会学习的一种选择配偶的策略，个体（即观察者）会通过察觉同性别他人（即榜

样人物）与异性（即靶目标）的交互过程，获得择偶相关的社会参照信息，进而增加寻找相同配偶行为

的可能性（Witte and Godin，2010）。因此，对择偶复制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榜样人物、靶目标、

观察者因素。

3.1  择偶复制的影响因素

3.1.1  榜样人物特征

择偶复制的榜样人物特征能够影响择偶复制。研究者发现，被试对于榜样人物微笑朝向的靶目标吸

引力评分显著高于榜样人物中性表情的条件（Jones et al.，2007）。这是由于微笑传递出的信息是认同和

赞许，因此当榜样人物的微笑表情与靶目标配对时会出现择偶复制。此外，研究者发现当榜样人物的性

格是友善且令人愉快时，相比于冷漠和令人不适的性格能够产生更强的择偶复制效应（Chu，2012）。

也有研究者对榜样人物的受欢迎程度进行操纵，结果发现，观察者对受欢迎的榜样人物择偶复制更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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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Little et al.，2015）。

3.1.2  靶目标特征

靶目标的特征能够引起择偶复制的变化。靶目标的面孔吸引力会对择偶复制产生影响，有研究表

明，面孔吸引力的不同水平会影响个体的择偶复制动机，并且存在性别差异（陈云云 等，2021）。而基

于对靶目标情感状态的判断，当靶目标的情感状态处于长期且稳定的情况时，相比于短暂且不稳定的情

况，观察者的择偶复制效应更弱（Deng and Zheng，2015）。此外，靶目标在前段情感关系中的表现，能

够影响观察者对其吸引力的判断。研究发现，在靶目标被描述为“好”的伴侣的情况下，靶目标的吸引

力显著高于被描述为“坏”的伴侣的情况（Scammell and Anderson，2020）。

3.1.3  观察者特征  

观察者的特征同样对择偶复制产生影响。首先，观察者的性别差异对择偶复制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

差异。有研究指出，只有女性会出现择偶复制（Hill and Buss，2008）；而也有研究发现，男女性均出

现了择偶复制（Little et al.，2008；刘怡欣，2017）。其次，观察者的择偶策略会影响择偶复制现象，

有研究发现采取长期择偶策略相比于短期策略更容易出现择偶复制（Stewart，Stinnett，and Rosenfeld，

2000）。此外，有研究发现观察者的恋爱状态会影响择偶复制效应的大小。具体而言，相比于已婚女

性，未婚女性对信息更敏感并且更容易出现择偶复制（Waynforth，2007）。

3.2  择偶复制的理论解释

3.2.1  社会学习理论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个体可能会受到同性别他人态度或信念的影响，做出模仿他人择偶偏好的行

为。研究表明，儿童模仿同性别他人是性别认同发展的一种手段（Tobin et al. 2010）。当个体成长到

成年期，来自同伴的择偶信息是可靠的社会线索。有学者基于择偶复制的性质提出，择偶复制是个体

通过观察学习他人的择偶标准并运用，发生于特定条件、特定情境下的适应性社会学习（庄锦英 等，

2012）。例如，对有吸引力的榜样人物易发生择偶复制，采用长期策略取向的女性更容易发生择偶复制

等。因此，当个体通过社会学习进行配偶选择，能够高效准确地判断潜在配偶的价值，因而具有较强的

适应意义。

3.2.2  亲代投资理论

亲代投资理论认为，父母均会为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做出投资，但男女在付出的投资代价上存在差异

（Trivers，1972）。因此，性别差异会导致不同的择偶策略，而择偶复制会受被试的择偶策略的影响，

当被试采取短期策略时，相较于长期策略更不容易产生择偶复制效应（Little et al.，2008）。其原因在于

采取短期策略并未将抚养下一代考虑在内，因此通过直接观察外貌特征可以做出择偶选择，而不需要参

考来自他人的信息。但采取长期策略的被试，对于配偶能否提供抚养下一代的资源更加重视，而这一特

征往往难以通过观察外在特征进行判断。因此，参考榜样人物的信息是作为有利选择，会导致择偶复制

的出现。

3.2.3  性选择理论

择偶复制理论存在性别差异，先前大量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女性。基于性选择理论，男性倾向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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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身材姣好、相貌美丽的女性，因其代表着良好的繁衍能力。然而，女性倾向于选择能够为下一代提

供足够资源的男性作为配偶（Hill and Buss，2008），但是这方面的信息却难以像男性一样通过观察外

在特征获得。因此，模仿同性别他人的选择可以降低选择配偶的成本，减少择偶失败的风险及可能造

成的损失。

4  理论实践应用

择偶复制理论的提出与后续研究主要针对进化心理学中的择偶领域，因此其理论结论应用主要集

中于配偶选择。对现实生活应用择偶复制理论的启示是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能够为潜在配偶的评价

提供参考，但在进行配偶选择时应尽可能地充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有研究发现，在未获得足够有关靶

目标的信息时，往往会参考来自他人的信息；而拥有足够的个人信息后，个体能够进行独立判断，择偶

复制现象将减弱或消失（王馨蕾，2016）。此外，择偶复制不仅能够作为择偶策略直接借鉴，个体也会

通过择偶复制拒绝的形式规避风险，即观察者在看到靶目标被同性榜样人物拒绝后，更不易接受该目标

（Pruett，1992）。

5  理论评述

择偶复制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配偶选择行为，该理论的优势在于通过大量有关动物和人

类的研究，证明了择偶复制这一现象的存在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适用条件。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而言，这

一理论显示出对配偶选择和后代繁衍具有重要意义。但该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研究范式较

为单一，研究大多采用观察者对靶目标的面孔吸引力进行判断，但事实上面孔吸引力并不能代表个人魅

力的全部。因此，更多提供靶目标的信息进行综合判断，例如靶目标的身材、性格、经济水平等，能够

提高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有关择偶复制的研究展望总结为以下：

第一，对研究范式的优化。择偶复制的研究范式，主要是通过直接向观察者呈现榜样人物的信息，

如面孔吸引力、表情、性格特征等，其呈现形式以直接观察图片或形容词和简短描述为主。在未来研究

中可使研究者观察某一场景间接呈现有关榜样人物的信息，增加外部效度。此外，先前研究中大多以吸

引力的评分作为择偶复制效应大小的指标，然而吸引力与建立关系意愿间的联系并不明确。因此，未来

研究中可以通过要求被试评价与靶目标建立长期关系的评分来衡量择偶复制效应。

第二，对择偶复制神经机制的研究。有研究者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对择偶复制现象进

行了研究，当被试面对的榜样人物表情与靶目标配对呈现时，激活的是脑岛等脑区，体现了情绪感知的

形式；而当榜样人物的信息以文字的形式与靶目标配对呈现时，激活的是前扣带回等相关脑区，体现了

认知评价的形式（胡蝶，2014）。也有研究者采用fMRI对比择偶复制中的接受和拒绝的脑成像差异，结

果发现，当个体观察到择偶复制拒绝行为时，扣带皮层（rACCg）的激活程度变化与榜样人物对靶目标

的评分变化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择偶复制拒绝与一般的择偶复制可能存在不同的心理-神经机制

（Zhuang et al.，2021）。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探索择偶复制的神经机制。

第三，对择偶复制的跨文化研究。有关择偶复制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外的文化背景，由于东西方文

化在择偶上存在差异，西方更追求独立与自我，在配偶选择上更加自由。而东方文化中，自古以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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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当户对等传统观念的影响，随着时代变迁和对外开放，现代女性在择偶方面逐渐思想独立（张海钟、

刘慧珍，2010）。也有研究者对短期择偶条件下的择偶复制进行跨文化对比，结果发现，西方文化背景

下短期择偶不倾向于择偶复制，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短期择偶被视为长期择偶的预演，从而出现择偶复制

（Amano and Wakao，2021）。因此，不同文化下对择偶复制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关择偶复制的文化差异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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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Mate Choice Coping Theory

Wang Zhe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Mate-selection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revious experience. Individuals obtain 
social information by observing others of the same sex and form a pattern of selecting potential mates, 
that is, mate choice cop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mate choice coping theory, summarizes 
the empirical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mate choice coping, comments on the limitations 
of research paradigms, neural mechanisms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and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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