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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育龄妇女性生活城乡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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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利用“全国1997年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对中国育龄妇女性生活的城乡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总体
而言，我国育龄妇女的性生活状况较好，而在性观念与权益方面也表现良好，包括主动性较强、自主性较高。但分城乡来看，还
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城市育龄妇女在性生活满意度、性观念方面都要强于农村妇女。这也是今后我国计生部门和卫生部门工作
的努力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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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受到各种文化冲击，社会文化观念出现多元化趋势，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人们已不再谈
“性”色变，性解放观念，尤其是妇女的性解放观念已经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那么，在大谈性解放的今天，我国妇女的性生活
现况究竟怎样，特别是二元经济结构深刻影响着社会其他领域的同时，妇女的性生活状况是否也受到这一结构的影响呢？本文旨
在通过对于我国城乡育龄妇女性生活状的比较，对这些问题作出探索。 

2.性与性存在 

随着我国性研究的日渐繁荣，人们对于“性”的认识逐渐深入，“性”已不仅仅意味着“本能”或单纯的“生理反应”。性
研究专家认为“人体内存在一个性的身心系统。它与人的思想紧密相关”。（潘绥铭，1995）可见，“性”概念已由以前的单纯
生理反应，扩大到一种“性存在”（Sexuality），即与性有关的一切人类现象，不仅包括性交、性爱等所有直接的性活动，也
包括所有非直接的具有性含义的活动，也包括人对性的态度、情感、价值观等心理方面的表现等。 

当今，生殖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生殖健康重要组成部分的性健康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性存在的涵义，我们可以看
出，关注性健康，不仅要关注直接或间接的性活动，还要关注人们的性观念等心理因素。这对于开展好生殖健康工作有重要意
义。 

2.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1997年“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 33%的原始数据，比较农村和城市妇女在性生活方面存在的差异。根据性存在的概
念，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研究这种性生活差异：性生活现状，包括有偶育龄妇女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频数；性观念与性权益，
包括有偶育龄妇女对“妻子能否拒绝丈夫性要求”的态度，育龄妇女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以及有偶育龄妇女对“女方能否
主动要求性生活”的认知态度。   

3.中国有偶育龄妇女性生活现状的城乡比较 

3.1性生活满意度 

有偶育龄妇女对于性生活的满意程度主要是通过她们自己的主观感受来作出回答，不存在统一的评价标准。为方便分析，将
“满意”与“较满意”两项合并为“满意”一项，将“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两项合并为“不满意”一项，将“说不清”、
“其他”、“拒答”三项合并为“其他”一项。根据1997年人口与生殖健康全国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多数妇女对自己的性
生活都表示满意，占全部调查对象的74.57%，城市中表示“满意”和“一般”的妇女比例均高于农村(分别高出1.4和2.4个百分
点)；而表示不满意的妇女则是城市低于农村2.5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妇女的性生活质量要高于农村。 

3.2性生活频数 

    根据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计算可知，“在过去一个月中”，城乡有偶育龄妇女的平均性生活频数分别为城市6.91次，农
村8.08次。农村高于城市1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平均数并不能反映具体个人的性生活真实状况，只是对总体概况的
描述。 

4.性观念与性权益 

4.1有偶育龄妇女对“妻子能否拒绝丈夫性要求”的态度 

由表2可以看出，总体而言，认为“可以能做到”的占最高比例为61.10%。认为妻子“不可以”拒绝丈夫或“可以但难以做
到”的比例，均为农村高于城市，分别高出10.4和4个百分点；而认为“可以并能做到”的比例则是城市高于农村（高出15.6个
百分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较城市相比，农村性解放意识还不够深入， “男主女从”的思想仍然对一部分人产生着影响。但
是，我们应该看到，总体上认为“可以能做到”的比例占很大比例（分别为农村57.75%，城市73.39%）。这说明人们的传统的性
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平等、自主的新观念正在成为主流。 

4.2育龄妇女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一向把“贞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尽管人们的性解放意识不断加强，但是，对于婚前的性行为仍
保持相对保守的态度。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不同意”婚前性行为的比例都是相当高的，其中，农村要高于城
市。而城市“同意”的比例高于农村。说明人们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 

4.3有偶育龄妇女对“女方能否主动要求性生活”的认知态度 

    女方能否主动要求性生活体现了妇女在性生活中的权益问题，也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标志之一。从对育龄妇女能否主动要

表1 按城乡分有偶育龄妇女的性生活满意程度
（%） 

地区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其他 小计 

农村 74.26 14.19 6.59 4.96 158
城市 75.69 16.59 4.03 3.69 868
合计 74.57 14.70 6.04 4.69 4054

表2  按地区分有偶育龄妇女对“妻子能否拒绝男方性生活要求”的态度
(%)

地区 不可以 可以但难做到 可以能做到 其他 小计 

农村 21.41 13.09 57.75 7.75 3186
城市 11.06 9.10 73.39 6.45 868
合计 19.19 12.23 61.10 7.47 4054

表3 按地区分育龄妇女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 

地区 同意 不同意 其他 小计 

农村 12.02 81.65 6.33 3870
城市 13.91 77.64 8.45 1136
合计 12.45 80.74 6.81 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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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性生活的态度调查表明，认为“可以能做到”的比例在所有选项中占最高比例，达到43.54%，其中，城市高于农村14.5个百分
点，而认为不可以的比例则是农村高于城市16.7个百分点。说明大男子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 

 5.小结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就总体而言，我国育龄妇女的性生活状况较好，满意度达到74.57%。而在性观念与权益方面也表现
良好，包括主动性较强、自主性较高。但分城乡来看，还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城市育龄妇女在性生活满意度、性观念方面都要
强于农村妇女。因此，这也是我国计生部门和卫生部门今后工作的重点，在普遍提高人们群众性健康的同时，要重点关注农村妇
女的性生活状况，尤其是她们的性观念意识还有待提高。打破在性健康问题上的二元结构，做到城乡一体化是未来性健康乃至生
殖健康工作需要奋斗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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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按地区分育龄妇女对“女方能否主动要求性生活”的态度
（%） 

地区 不可以 可以难做到 可以能做到 其他 小计 

农村 32.11 17.17 40.43 10.30 3186
城市 15.32 21.20 54.95 8.53 868
合计 28.52 18.03 43.54 9.92 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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