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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青年择偶观念变迁的三个历史阶段  

最后更新：2008-6-15  

 

一、去政治化，迈向自主，追求财富：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 

 

1．摆脱政治本位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青年“择偶”历来是家庭本位、甚至是家族本位的，择偶的目的正如费孝通

先生所形容的“传宗接代”之需要，择偶标准首先要听从“父母之命”；到了文革时期又加上了

“政治本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政治因素”尤为重视，青年择偶首先要考虑对方“阶

级出身”，家庭有无“政治历史问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粉碎“四人帮”、进入改革

开放以后，以“政治”为首要条件的观念逐渐淡漠，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自主”意愿仍

然不是主流，尤其在农村青年中更是如此。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曾在河北、山西等九个省24627名农村青年中调查，在

择偶方式栏目中，表示愿意“自己认识、完全由自己做主”的只占23.2%；同一年（1983），在

北京等五大城市的调查则显示城镇青年不再由父母物色“好女婿、好儿媳”，也不喜欢由婚姻介

绍所牵线进入“爱情玫瑰园”，而是希望由同学、好友介绍“对象”的也只有一半左右。这说明

两点：一是择偶的“自主”观念还未完全普及；二是城镇青年的“自主”观念先行一步。虽然我

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这一时期的农村青年在择偶观念上的变迁，并没有城镇青年那样更

普遍地实现“我的事情我做主”。而1986年在全国29个省的3402名农村青年的调查中，则有

1857人愿意“自己认识，完全由自己做主”，比例高达54.58%，此后，经验数据普遍表明，

“自主”择偶观念深入人心，普遍成为城乡青年在择偶时考虑的“权利”。 

2．门当户对与物质财富的追求 

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青年择偶虽然走出“政治化”的阴影，但“门当户对”仍然是普遍的

“硬框框”，其强调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是第一因素。1976年到1982年，上海比较通行的择偶

标准是“海、落、空”，“海”是有海外关系，“落”是落实政策对象，“空”是有了供应青年

人组建家庭的空房子。房子和家庭经济成为首要因素，是文革造成的贫困与人心不稳的根本反

映。上世纪80年代中期程乃珊的小说《蓝屋》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镇青年尤其是上

海、北京之类的大城市青年，对拥有大宗遗产或海外汇款收入的“蓝屋青年”的强烈向往。这是

城镇青年择偶观念物质化、硬件化的社会映射。 

虽然这一时期的经验调查数据普遍显示，在性别差异上“男高女低”是一个主流的婚配模

式，即男性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方面普遍高于女性，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

化观念造成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固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主外带来更

多的收入与社会地位）等观念有关，但更是与当时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有关。1982年人口普查统

计数据显示，我国1982年有15-29岁的青年2.92亿，其中未婚青年1.796亿，其中男青年1.016

亿，而女青年只有0.78亿。这说明性别比失衡问题当时已经相当严重，找老婆难、打光棍不单单

在农村是个揪心的话题，在城市也不乏其例，所以“男高女低”是女方市场资源短缺的表现。 

当然，社会的“大数定律”中总是不乏“新新人类”。早在1981年北京大学曾经进行过一项

民意测验，其中一个女研究生说：“夫妻之间更重要的是心灵上沟通和事业上的共同追求”，这

在当时可谓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新眼光，她们摆脱了“物质化追求”的“世俗”，已经走在了

时代的前列，似乎预示了中国后来改革发展过程中青年择偶的变迁方向。 

 

二、由外在转向内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物质利益的刺激得到加强，经济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占据人心。 

1．财富观念的进一步强化 

这一变化体现在择偶标准上，就是物质和经济利益在择偶过程中得到了大大强化，城乡青年

结婚都要求父母或单独由男方提供“四大件”作为结婚的前提，农村青年大多要求的是旧四大

件，即三转（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一响（收音机）；而城市青年已经开始更新换代，要新

四大件（电冰箱、黑白电视、石英手表、洗衣机）作为婚姻缔结的必备品，同时农村青年在择偶

过程中传统观念还影响显著。钱能、李崇建通过对张家港市400多名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青年

进行调查分析发现，90%的青年工人主张自由恋爱，但是，50%的男性都希望女方最好是贤惠、朴

实、任劳任怨，只有11%的男性选择“有技术、文化高、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在结

婚时都主张找一个“现成的媒人”——传统中国农村中媒人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婚姻的公众认可

甚至是“合法性”。这一时期的经验研究数据普遍表明，城镇青年在择偶中要求对方有住房和居

住地为城市的比重上升，求实惠的倾向明显，权衡经济因素的比例递增。农村青年当中对体貌的

要求都不是太高，而是以“一般化”为主，但门当户对却是“硬框框”，尤其是身在农村但改变

了户口的农村青年教师的择偶观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农村青年教师中85.7%以上的人都要求对

方是城镇户口，这是当时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现，更是对经济物质条件的切实考虑。 

2．由外在转向内在 

择偶标准的“物化”取向，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渐由原来的外在物质条件转变为把

内在的、潜在的发展条件作为第一因素。支持这一结论的经验研究首先是钱铭怡等人的一项研

究。钱铭怡等人通过系统抽样的方法对《中国妇女》杂志1985年至2000年15年间刊登的131例征

婚启事采用统计学进行定量分析后认为，女性择偶时仍旧最为关注男方的社会经济条件，但是体

现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表现为对男方学历和职业的关注稍有下降，而对财产、事

业的要求有所上升；同时对对方身高的要求有所下降，体现出当时择偶趋向于“实惠化”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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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配偶的修养、人品的要求呈上升趋势，体现女性婚恋观念的改变和提高。徐安琪通过1996

年在上海、哈尔滨对3200名已婚男女的入户访问调查发现，调查对象最重视的标准是健康、老实

可靠、性格相投和温柔体贴。同时一些物质化条件：如教育、职业、收入、住房等社会经济条件

和容貌、身材等外貌条件也备受青睐。对经济取向最敏感的影响因素是性别，女性在择偶中更关

注未来配偶的经济实力。 

特别是直接针对青年人群的经验调查，也证明了青年人对配偶的财富追求出现了“从对经济

物质资源的直接衡量到对发展潜力考量的变化”。尚会鹏通过对中原一个村落的考察，研究了在

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当中择偶标准的变化：由重家庭条件转为更重个人条件；从以家庭

意志为主向以个人为主变化；出现了对学历和技术的重视；审美观在迅速接近城里人。一项采用

整群随机抽样对广西部分县市720名农村青年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发现，受改革开放环境和大

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农村青年的经济意识增强，社会交往范围扩大，择偶标准由原来的重视婚姻

的外在条件如“门当户对”和“身强力壮”等转变为重视婚姻的内在价值如“情投意合”和“有

头脑、有文化、会持家”。另一项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山东12个地区农村青年的调查表明，农

村青年的择偶主要强调个人因素，尤其是个人的品行、身体健康状况、个性、能力及学识等，而

相对忽视家庭、社会地位等外在因素。 

陆宏英、方奕通过对1997年1月到2001年2月的《家庭》等杂志上刊登的1328则征婚启事进

行内容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征婚者的求偶条件依次是：内在修养（39.60%）；年龄

（23.62%）；体貌（12.32%）；身高6.86%）；初婚（6.75%）；地区户口（2.79%）；其他的

约占8.06%”，这说明内在因素已经成为择偶标准的第一因子。 

通观20世纪最后十几年的青年择偶观念可以发现，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青年交流范围的扩

大，青年择偶中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在经济地位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的同时，由最初片面考虑经济

因素逐步转向个人素质内在条件。也有人认为，从表面上看青年人对配偶经济收入的考虑减少，

他们更关注潜在“经济因子”——因为学历、事业心和发展能力等因素，实际上也是经济潜能。

我们认为，虽然这一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从直接的经济因子转向诸如学历、能力的社会因子本

身，就表明了“眼光”的变迁：不再以现成的外在财富为取舍。 

 

三、物质财富、人力资本、情感的通盘考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1．新的改革背景与财富理念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越来越深入地推进着三大领域的改革，即国有企业改革、教育

改革和医疗卫生改革。这三大改革的深入推进，在普通老百姓当中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加“深

入”：国有企业改革使城镇国有企业工人大批下岗，下岗早期由于国家补贴等原因在生活上还不

算太艰难，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次性结算甚至是一刀“断奶”是普遍的下岗待遇，再就业的困

难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使千千万万的青年人看到了人民币重要性的真切体现；教育改革，使子女接

受教育的成本大大增加，尤其是学费的不断提升，学生在校生活费用的逐步加高，以及学校教育

之外子女培养成本的节节攀升，使青年人在选择配偶时不得不“务实”，浪漫和爱情并不能奠基

教育成本；医疗卫生改革，使健康养护成本越来越超出人们的预期和承受能力，医疗行业公开的

内幕和普通人看病难已经使人们见怪不怪，有钱才能好好看病成了公认的真理。用一句话来概

括，这三大改革的影响给人们在择偶观念上带来的直接冲击是“钱太重要了”，“钱不是万能

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波及到青年人择偶观念上，就是职业、收入、住房、财产等物质

条件的重视程度和期望值在择偶过程中重新回归。 

2．多元化的通盘考虑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总体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婚姻质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成

为众多青年择偶时对未来美好生活憧憬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也越来越得到

重视，情感、品质与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是学历较高的择偶者越来越倾向于“通盘考

虑”，他们更重视对方家庭的文化背景，对未婚伴侣的要求，无论是生理条件、社会经济条件，

还是对人品个性和对方相容互补的考虑，均多于文化程度较低者，而且有更大的概率关注对方具

有现代气质的人品个性。以征婚的方式进行择偶的青年对自己状况的描述也大致是通盘介绍的：

首先是“外在生理条件”，其次是“物质社会条件”，再次是“双方的相容互补”，最后是“内

在品格条件”，让有意应征的对方有个全面的考虑。 

农村青年由于以在外打工为主流，挣钱与寻求发展空间也是第一要务，择偶避不开这一首要

主题。但是相貌、性格、人品等非经济条件也并非不重要。全面综合考虑也是普遍的模式，可以

总结为既重视“家庭经济背景”，也重视“个人素质”；既注重身高、相貌，也重视 “有情人

才成眷属”；既重视人品，也看重“聪明能干”。总体上讲，流入城市之后的再社会化，使她们

在农村形成的传统择偶意识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开始考虑精神孤独的排解；但由于生存压

力，她们又不得不在择偶过程中考虑能否脱贫致富。 

从总体上说，职业、收入、固定财产（房子、车子）等经济因子的回归也是常态，经济因素

在世界各国的婚配模式中都是重要的。经济与健康、性格、情调、相互理解等都是婚后幸福的重

要根源。“门当户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更成了富有阶层择偶模式的走向。笔者认

为，这种现象也是常态，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古德所说的那样，“人们确实可以相信两个家庭所接

受的联姻的条件往往是双方在经济上或社会上门当户对”，“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联

姻’，即阶级地位大致相当的人才可结婚”。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青年

人婚恋观念走向成熟的表现。 

 

注：节选自王水珍撰写的《改革开放30年与青年择偶观念的变迁》，该文发表于《中国青年

研究》2008年第1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