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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社会学角度看高学历女性的两难选择 

高学历女性是中国女性未来的代表，她们处于事业和家庭的两难选择中，无论对未婚女性还是已婚女性，都

是如此。目前出现了高学历女性在就业与结婚之间的两难选择。根据团中央2000年高学历青年婚恋及生育观课题

组通过对北京高校科研院所的高学历青年，即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知识青年的调查发现，女青年希望结婚的年龄

最好是在20~25岁之间的占7成，愿意结婚的占83%，当问及晚婚原因时，36%的人是因为本人正在学习。女研究

生不愿独身的占99．8%。认为初婚的年龄最好是在25~30岁之间的占80%。以上数据显示：高学历青年也十分向

往婚姻生活，尤其是女研究生，但因正在学习而不能结婚。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之间，女性被迫做出抉择：首先，

为了学习，避免太早结婚;然后，在为时已晚之前找到一个好对象开始家庭生活。通常高学历女性为了学业，错

失了结婚的最佳时机，对学业的过度痴迷，会改变在候选人数量减少时期寻找伴侣的想法，而使组建家庭变得困

难。这就是目前很多高学历女性的“两难选择”。本文试图从性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1 基本理论 

性社会学的最基本命题就是：人类的所有性行为，无论多么奇特和罕见，与人类的其他任何社会行为一样，

并不是“生物本能”，而是人所处的社会使然。因此，那些用来解释其他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理论，同样也可以用

来解释人类的性行为。 这个命题有三层含义：1、人类的性行为是经过社会化的；2、人类的性行为不是个人的

单独行为，而是处于交往当中的人际行为；3、人类的性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也对社会发挥着作用。 

  

2 女性两难选择的原因分析 

学术界公认，当今中国白领女性结婚难，是因为社会性别角色的影响力在起作用。“男强女弱”、“男主外

女主内”是我们社会的婚配规则，如果是“男弱女强”、“男主内女主外”，则是不“般配”的。男人总是希望

找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方面比自己低些的女性为配偶，而女性也希望自己的丈夫要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经济收

入高。于是所谓的博士男找硕士女、硕士男找学士女便天经地义了，即使不是“男强女弱”，也需要社会地位

“平等”的，没有哪个女性甘心找社会地位尚不如自己的男人结婚。笔者认为，具体到本文提出的现实情况，从

性别是被构建的角度，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女性在生产方式的弱势地位。从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更替入手，我们可以考察妇

女地位在我国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演变。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仍是公有制，男女地位

大致平等。在奴隶社会，私有财产确立的同时，妇女也就成了男子的隶属，妇女在经济生活中完全依附于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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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的全方位沦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无产阶级从被压迫中解放出来，也为妇女的彻底解放、男女平

等的实现提供了根据保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法律上的平等还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由法律上的平等到

现实生活中的平等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女性之前在经济地位弱势的一种惯性延续。 

其次，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女性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何谈社会可接受女性的

教育程度呢？五四时期，女性为争取受教育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终促使女子教育在此间获得长足发展。虽然

女学普遍，女性在教育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不可排除有些女性为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将自己调整到潜在配偶

更高的教育程度上，以学历提升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社会地位但是，女性高等教育更加困难。 

再次，自身原因。主要体现在：首先，对未来丈夫的要求较高，学历上要求是本科及以上，且有一定的能力

和上进心和经济基础上，并且要求感情上，要求丈夫要忠贞，要知道体贴爱护，这样较高的择偶要求也是出现两

难困境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高学历女性的两难选择其背后隐藏着两性冲突。两性社会角色的冲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两

性标准的冲突，它表现为女性模式改造给男性带来的失落感。就女博士而言，她们几乎比较彻底地革除了传统女

性社会角色的因素，并再造了新社会女性基因，她们有了权力有了知识，没有了一味的顺从这是女性的进步和社

会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在男性的眼里却是退化，因为女博士身上已经没女人味了，换句话说，已经不符合男

性一直以来所奉行的标准了，于是她们成了另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女人”这种称谓的流行，与其说

是男性对女人味的追忆，倒不如说是对他们原来设定的女性标准渐失权威的痛惜;第二是两性争夺资源的冲突，

它表现为女性模式改造给男性带来的恐惧感。女性在挖掘了完全可以与男性媲美的潜能后实现了自身的崛起。但

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女性的崛起意味着男性有了与其分割资源的对手。这种分割对久处主人集团的男性来说

是不习惯的，也是不乐意的，随着资源分割的进行，男人们感到了优越感的日益降低和主人地位的日渐不牢。 

  

3 建议与讨论 

第一，社会应给予这个群体以真诚的关怀和帮助。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某些人的个别问题，而是带有一定普遍

性的社会问题;不是某些人的思想问题或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观念问题；不是某些人的生活观念过于

“超前”，而是我们许多人的生活观念过于滞后以及反映这种观念的机制相对滞后。因此，正确对待女博士生的

婚恋问题首先必须转变观念，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真正予以重视，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个人生活问题，无足轻重。

的确，从某一个小范围来看可能涉及的人并不是很多，但作为一个群体，这个问题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了，如

果解决不好，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二，女博士的自我心理调适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大多数知识女性，和男性一样追求事业上的成功，男

性和女性正在以各种创造性的方式设法把他(她)们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所担任的两种角色融合为一体，即男女角

色双性化。女博士生在社会作用的影响下，应该认识到这种角色双性化的存在，在追求事业的同时对家庭生活的

要求也不放松，不拘束于任何一方。首先，女博士生应该改变或增强自我意识，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使自己在

工作与生活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者"其次，女博士生在恋爱婚姻时应寻求与对方的心理相容，“心理相容性”

也就是心灵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并不是两个人毫无二致，主要的是生活目标的一致，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有

相应的文化水平。 

最后，女博士生因择偶的社会限制和自我限制，使她们的择偶范围大为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应该走出

这些限制，选择自己所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在恋爱婚姻家庭中获得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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