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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抽样问卷调查资料 , 描述和发现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及其主要特点 , 并通过多元回归

估计 , 检验所提出理论假设 。实证结果基本上支持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再社会化理论和边缘化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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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data from a questionnaire sampling survey, the present pape r describes the

ma te-se lec tion in tention and itsma jo r cha racteristics of the “ floating” girls, and conducts a sta-

tistical test o f the theo re tica lhypo thesis through a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re

-socia liza tion and margina lization theo ries o f the “ floating” g irls’ ma te-selection inten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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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中形成 、并不断扩大的人口流动是我国这些年来人口社会变动中的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在这一风景线中 ,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外来打工妹则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景点 。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她们的

规模 、扩大的速度 、流动的线路 、域界的分布以及她们流动的原因 ,紧接着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对这些年轻女性

生育选择的描述和评价 ,甚至认为她们的流动是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一大挑战 。随后 ,人们才把视野投放

到关于城乡流动对她们生活方式特别是婚恋方式的影响上 。虽然这种关注的拓展也是一种进步 ,甚至是包

涵着对外来打工妹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但我们的许多研究和评价还是单一学科的 、非客观的和不全面的 ,不

论是学界还是政府的管理部门都期待着有更为科学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首先回顾和评价已有的文献 ,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关于外来妹择偶意愿的理论解释框架;其次是

介绍本研究的资料来源 、样本的主要特征 、变量的测量和处理以及分析方法的选用;第三是运用问卷调查获

得的第一手资料描述外来妹的择偶意愿 ,发现所存在的主要特点;第四是对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

验和讨论;最后是利用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有针对性地展开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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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1. 1　西方研究

以流迁人口婚姻家庭行为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多彩 ,形成了以人口学 、社会学 、社会心

理学和经济学为分析视野的许多理论解释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

(1)人口结构理论 (Cu ttentag,M. and P. Seco rd, 1983),认为外来务工者的婚姻家庭行为是本群体人口规

模 、适婚人口性别比和居住分布密度等变量的共同函数 ,来自同一个迁出地的人口越多 ,性别比越均衡以及

居住越集中 ,同乡婚配就越多 ,婚姻稳定性就越高。

(2)结构同化理论(S tephen and Bean, 1992),认为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趋同必将逐

步消除二者在婚姻家庭意识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

(3)亚文化假说 (Sw icegood et a.l , 1988),认为外来务工者的婚姻家庭实践取决于他们对原有文化价值

的保持程度 。

(4)社会地位分析(Ha lli, 1987),认为外来务工者的外来身份以及由此而生的边缘感觉和不安全感 ,都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安排 ,与当地居民对比 ,他们的个人发展具有更大的婚姻家庭代价 。

(5)交换理论(S trong and DeVau lt, 1986),认为婚姻家庭是当事人各自所拥有的资源理性交换的结果 ,

异地创业的不稳定性和压力强化了外来人口的婚姻交换意识 ,促成了婚姻市场上许多社会经济长处和非社

会经济优点相交换而形成的婚配。

(6)选择理论(Kahn, 1988),认为流出人口大部分具有同质性 ,即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 ,并具有强烈的

发展愿望和对都市现代生活的追求 ,流入后都会主动地推迟结婚和控制生育规模 。

1. 2　我国研究

根据文献检索 ,我们发现中国学者近年来也从人口流迁的过程和原因分析转向对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生

活的研究 ,已经形成一定的科研产出 。这些研究成果有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于 1986年组织的 16省市迁

移调查结果 ,对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的分析 (谭晓青 , 1990);2002年国家计生委举行的 “全国婚配观念和生育

意愿”调查(潘贵玉 , 2003);2005年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组织的 “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和生殖健康问题研究 ”

(张翼 , 2005);用人口学方法分别对上海 、浙江 、江苏 、广东等地迁入女性和打工妹婚育观念和行为的研究

(彭希哲等 , 2003;徐爱光等 , 1992;黄润龙等 , 2000;陈印陶 , 1997);从社会学 、人口学角度对北京外来女婚姻

模式 、家庭类型的分析 ,对安徽 、四川外出打工女性婚姻生育观念行为变迁的解释 ,对厦门流入人口择偶观念

和行为的探讨 ,以及对深圳已婚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的调查研究 (林富得等 , 1998;宋国臣等;1999;郑真

真 , 2002、2003;叶妍 、叶文振 , 2005;迟书君 , 2005);以及从人类学视野对贵州外出打工对家庭和迁出迁入两

地影响的研究(张继焦 , 2000)。

1. 3　简单评价

以上简略文献回顾表明 ,学术界对于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还是有限的 。首先 ,西方学者的理

论分析大都局限在国外 ,对我国外来打工妹的应用研究甚少。而且 ,由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显著差异 ,这些

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打工妹的婚恋变迁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 ,尽管未婚打工妹在流动人口中占有相

当的比重 ,她们进城后婚恋观念和行为的变化具有重大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意义 ,我国学者却还没有给与足

够的重视 ,专门的深入的研究还是不多。第三 ,相当一部分的国内研究都缺失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和停留在

简单的统计描述和比较分析 ,假设检验式的量化研究相对比较少 ,而且还没有学者从性别的视角探讨外来打

工妹婚姻家庭问题。第四 ,大多数研究是在某一个学科的范畴内进行 ,缺乏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第五 ,不少

研究只侧重婚姻或家庭过程的某些侧面。最后 ,许多研究偏重于对外来打工妹的微观分析 ,较少从微观与宏

观相结合的理论角度透视这一特殊群体的婚姻家庭行为 。

鉴于此 ,我们有必要通过更为科学的研究范式和合理的理论框架 ,把对外来打工妹婚恋问题的研究引向

深入 ,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能有所突破:(1)使用专题的入户问卷调查资料 ,系统描述外来打工妹的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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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具体实践和行为特征 ,把现有的单性别侧面分析转化为双性别多侧面的比较研究 。 (2)提出一套融合

多学科视角的关于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生活选择的理论解释框架 ,把侧重于描述分析的现有研究推进到更

深层次的解释分析。 (3)通过社会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 ,把过去比较一般化的定性讨论提升到更为严格的

参数估计和模型检验 ,分析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1. 4　理论框架

我们将从四个角度透视所提出的研究问题 。首先 ,比较分析的视角 ,这主要是外来打工妹与打工仔之间

的性别比较分析 。第二 ,多学科综合分析的视角。婚姻家庭是一个具有多学科性质的领域。以上的文献综

述表明 ,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既有重要的学科意义又显示出本学科的局限性 ,要克服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还

要加强各相关学科的交融 。我们在突出人口学 、社会学分析的同时 ,也考虑采用经济学 、心理学等其他学科

的理论与方法。第三 ,西学中用的视角。如上所述 ,西方学术界在流迁人口的婚姻家庭研究方面已有相当丰

富的学术积累 ,我们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有选择地把西方的相关理论应用于我国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选

择的研究。第四 ,微观和宏观结合分析的视角 。除了个人条件以外 ,流出流入地的文化社会经济环境也都会

影响外来打工妹婚姻家庭生活的安排和稳定。我们在设计理论解释框架时也把这些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结

合进来 。

根据以上的思考 ,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理论解释框架(见图 1)。框架的右边是被

解释变量或我们要分析的对象 ,即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择偶意愿是当事人关于未来婚配的愿望或心愿 ,

它包括择偶态度或动机 ,即要不要择偶和为什么择偶;择偶的时间 ,即什么时候择偶或考虑婚姻大事;择偶的

标准 ,即择什么样的偶或择偶的条件偏好和要求;择偶的途径 ,即采取或通过什么方式择偶 。我们认为 ,外来

打工妹的择偶态度是关键的 、基本的 ,如果她们不想择偶 ,就谈不上其他的择偶考虑 ,如果择偶的目的不一

样 ,那么择偶的标准 、时间 、甚至方式也会不同 。但由于资料的限制 ,本研究暂时不考虑择偶意愿各个侧面之

间的内在联系和互相影响 。

框架的左边是三个层面的解释因素 ,体现我们的两个理论思考 ,一是外来打工妹择偶的再社会化理论 ,

也就是外来打工妹进入城市务工实际上是经历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 ,结构性同化水平越高 、外出人口的选择

性特征越明显(如教育程度都相对比较高 ),外来打工妹与当地居民在婚姻家庭观念和行为方面的趋同性就

越强;相反 ,外来人口规模的扩大 、居住集中程度的提高 、以及外来亚文化的发展则减缓这种趋同的态势。外

来打工妹择偶的再社会化理论是从正面理解外来打工妹的婚恋变化 ,它表明外来打工妹在城乡流动中逐步

接受城市比较进步的婚恋方式 ,形成比较先进的择偶意愿。二是外来打工妹择偶的边缘性理论 ,即外来打工

妹的边缘性 、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以及社会经济资源的缺乏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她们的交换意识 ,进而使她们

的婚姻家庭生活选择具有相对比较大的经济实用性 ,其婚姻家庭关系也多了一份潜在的风险。因此 ,外来打

工妹择偶的边缘性理论关注外来打工妹在城乡流动中凸现出来的婚恋问题 ,并指出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制

度和文化的根源 。

图 1　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理论解释模型

具体地说 ,影响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三个层面

因素是:社会方面的因素 ,包括流动经历和地域文化;

家庭方面的因素 ,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个人方面

的因素 ,包括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性质 、收入以及

恋爱经历等 。它们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是

(图 1):

(1)流动经历培育了外来打工妹在择偶方面的现

代化取向。她们到城市以后 ,经过一段时间城市生活

的潜移默化 ,会在思想观念 、生活习惯等方面逐渐习得现代性 ,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越长 ,这种现代性就会越明

显 ,反映在婚恋方面 ,其择偶观念和行为也越趋向现代化。当然 ,这种再社会化程度还取决于她们的居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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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流出地地域文化的性质。住在城区还是住在城乡结合部或所谓的 “浙江村 ”、“河南村”,有着十分明显

的区别 ,她们与城市的主流文化 、常住人口以及生活方式的交流和融合都呈现出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地域文

化是指流出地关于婚恋等方面的意识形态 ,地域文化中有关择偶的观念越保守 ,流动人口的择偶意愿也会越

传统。但是 ,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很重要 ,距离越远 ,交通的成本越高 ,回去的次数越低 ,对原

来择偶文化的认同和回归也会越小。

(2)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外来打工妹择偶的现代化程度呈正相关 。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 ,其择偶观念就

会越先进 ,在女儿流动前的共同生活中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 ,使她们的择偶观念也越趋向现代性 ,而且高

文化程度的父母在女儿流动以后 ,也会给与她们更多的择偶自主性 ,进而加快她们的择偶再社会化进程。

(3)个人背景也会影响外来打工妹对城市现代择偶观的接受程度。一般认为年纪越轻 、文化程度和职

业层次越高 ,越容易习得现代观念 ,其择偶期望也更趋向现代化。恋爱经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有过初恋经

历的人 ,对择偶的认识会更加理性化 ,如在择偶时间上 ,可能会认为理想的择偶年龄应该比自己的初恋年龄

更大一些 ,这样不仅能够给与婚恋选择更为成熟的考虑 ,而且还有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但是 ,我们认为 ,

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关系可能由于外来打工妹自身社会经济资源的限制而发生质的变化 ,建立在择偶的边缘

性理论和资源缺乏理论基础上的交换意识和务实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

2　资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2. 1　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近期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和湖里区举行的关于流动人口婚恋的问卷调查 。该调

查的选点没有刻意遵循在概率意义上对厦门市流动人口这一总体的代表性 ,而是以厦门市政府有关流动人

口分布的数据来确定调查的区域 ,即考虑到流动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工厂 、建筑工地和服务机构等地点 ,我们

就深入这些地方展开调查 。该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 487个。根据本研究对调查对象的界定 ,我们从有效样

本中梳理出 298个未婚流动人口 ,其中 153个未婚女性流动人口或外来打工妹就是本文的研究样本 ,而 145

个未婚男性流动人口则是本研究的对照样本 ,用来发现择偶意愿的性别差异 。

2. 2　样本特征

通过对样本的简单结构分析 ,我们发现流入厦门市的外来打工妹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流出地以福建本省居多 ,以农村居多 ,前者占 69. 3%,后者为 47. 8%。

(2)研究样本平均在外务工时间不到 3年 ,其中以 1 -4年和 4 - 7年的务工时间为多数;来厦平均务工

时间为 2. 46年 ,其中以 1 - 4年的居多 ,达 43. 8%。

(3)研究样本的父母文化程度偏低 ,但平均都高于参照样本的父母 ,还有父母间的教育程度差反映了传

统的 “男高女低”的婚配文化。

(4)年龄结构年轻化 ,一半的研究样本人口年龄小于 20岁 ,平均年龄为 20. 06岁 ,约比参照样本小 3岁。

(5)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基本上都具有初中及以上的教育水平 ,但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较低 ,只有

不到 6%的外来打工妹得到大学及以上的高等教育。

(6)职业性质以生产 、运输业和商业 、服务业居多 ,但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比例高出男性近 21个百分点。

(7)月收入水平偏低 ,其中月收入低于 700元的占 26. 1%,比男性样本高出 15. 7个百分点 ,平均月收入

只有 826元 ,比男性流动人口低近 200元。

(8)大约 55%的外来打工妹有过恋爱经历 ,但该比例明显低于外来打工仔。

2. 3　变量测量

2. 3. 1　因变量的处理

如上所述 ,本研究要解释的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包括四个侧面 ,即择偶态度 、择偶标准 、择偶时间和择偶

途径。在问卷中 ,我们用两个问题了解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态度 ,一是要不要择偶或结婚 ,二是为什么要结婚

或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前者是 (0, 1)分布的虚拟变量 ,要择偶结婚的为 1,否则为 0。后者为多选题 ,共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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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选项 ,每个选项都是 (0, 1)分布的虚拟变量 ,我们的处理方式是 ,从十个选项中挑选代表个人爱情追求的

“相亲相爱” 、代表传统婚姻安排的 “人生必然过程”、以及代表经济利益偏好的 “改善生活条件 ”分别建立回

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

在择偶时间方面 ,我们在问卷中问了两个问题 ,即 “您认为几岁恋爱最合适 ”和 “您认为几岁结婚最理

想 ”这两个问题的选答结果都是连续的数量指标 。我们将建立一般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解释被调查对象的

选择。

有关择偶标准 ,我们用 “您择偶时 ,主要考虑对方哪几个方面的条件 ”来提问 ,也是一个多选项问题 ,共

有七个选项 ,每个选项都是 (0, 1)分布的虚拟变量。我们从七个选项中挑选 “物质条件” 、“社会关系”和 “政

治面貌 ”选项 ,分别代表 “经济”、“社会 ”和 “政治 ”三种择偶取向来建立多元回归解释模型。

最后 ,我们在问卷中用一个问题了解外来打工妹的择偶途径 ,即 “您希望通过哪种方式认识对方 ”这个

问题主要反映外来打工妹在择偶方式上有多大的自主性 ,我们把 “自己认识 ”的选项赋值为 1,其他选项赋值

为 0 ,处理成(0 , 1)分布的虚拟变量 ,再建立回归模型加以分析。

2. 3. 2　自变量的处理

本研究一共选用 10个解释变量 ,其中反映社会文化作用的变量 3个 ,表现家庭影响的 2个 ,其余的 5个

是个人变量 。社会解释因素分别是体现 “流出地地域文化 ”和 “异地流动状况 ”的 “流出地类型 ”、“来厦门前

出外打工经历”和 “在厦门务工时间 ”等 3个变量。 “流出地类型 ”处理为 (0, 1)分布的虚拟变量 ,从城镇流

出的为 1 ,来自农村的为 0;“来厦门前出外打工经历 ”也处理成 (0, 1)分布的虚拟变量 ,来厦门前有过出外打

工经历的为 1,否则为 0;“在厦门务工时间 ”以在厦门的实际停留时间计算 ,是一个连续的数量变数。

家庭解释因素有两个 ,分别是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都处理为连续数量变数。

选用的 5个个人解释变量分别是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性质 、月收入和初恋经历等 ,其中年龄 、教育程

度和月收入是连续的数量变数 ,其余的处理为 (0, 1)分布的虚拟变量 。

2. 4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 SPSS10. 0统计软件来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 。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和被解释因素的

统计性质 ,我们将采用下列三种分析方法 ,即对比分析法 、一般回归和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 。

首先 ,我们通过性别比较 ,既对研究样本进行描述分析 ,又揭示外来打工妹在择偶态度 、择偶标准 、择偶

时间和择偶途径等方面的性别特点。

其次 ,由于择偶意愿的时间侧面 ,即被调查者对 “您认为几岁恋爱最合适 ”和 “您认为几岁结婚最理

想 ”的选答都是数量变数 ,我们将利用一般或常规的多元回归方法来加以统计估计 ,以揭示所选用的各种

自变量对外来打工妹择偶时间的影响性质和程度。

最后 ,考虑到择偶意愿的其他侧面都是用 (0, 1)分布的虚拟变量来测量 ,我们将利用相应的 log istic回归

分析方法估计模型的实际统计值 ,以验证前面所提出的各个理论假设是否成立。

3　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描述分析

在性别比较中所展开的描述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多景图 ,揭

示出了几个比较明显的性别特点:

(1)外来打工妹对婚姻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态度 ,不婚意愿在我们外来打工妹中增长 ,或者不想结婚

的外来女工人数在增加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 。从具体的数据来看 ,大约平均每十个外来打工妹当中 ,就有

3个表示不想结婚。

(2)在择偶动机上 ,外来打工妹要比外来打工仔更加现代取向和淡化传统追求 ,除不到 10%的被调查对

象还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善生活条件以外 ,她们基本上没有从生育功能和性功能方面考虑个人大事 ,更没有想

以择偶为手段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是 ,她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把婚姻当作人生的一个必然过程 ,而且还

呈现出较明显的从众心理和行为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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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外来打工妹择偶态度的 Log istic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择偶意愿

择偶动机

相亲相爱 改善生活条件 人生必然过程

B Sig. B Sig. B S ig. B S ig.

社会解释因素

　城市 -. 224 　. 702 -. 517 　. 331 　 . 159 　. 865 　. 128 　. 833

　镇 -. 204 　. 704 -. 937 　. 088 - 1. 772 　. 143 　. 249 　. 666

　外出经历 　. 082 　. 884 　. 172 　. 750 　1. 190 　. 239 　. 231 　. 713

　来厦月份 　. 032 　. 051 　. 011 　. 387 　 . 003 　. 914 　. 019 　. 198

家庭解释因素

　父亲教育 -. 079 　. 291 -. 066 　. 384 -. 044 　. 722 -. 046 　. 600

　母亲教育 　. 135 　. 050* 　. 165 　. 016* -. 216 　. 060 　. 088 　. 232

个人解释因素

　年龄 　. 231 　. 113 　. 148 　. 238 　 . 070 　. 754 -. 034 　. 819

　个人文化 -. 016 　. 902 -. 005 　. 967 　 . 571 　. 048* 　. 370 　. 024*

　职业性质 　. 329 　. 482 　. 548 　. 203 　 . 998 　. 237 　. 406 　. 418

　收入 　. 000 　. 837 　. 000 　. 658 -. 003 　 . 166 　. 001 　. 509

　恋爱经历 　― 　― 　― 　― 　― 　― -. 170 　. 773

M odel Ch i- Square 24. 242 16. 700 11. 563 12. 489

正确预测率 71. 0% 71. 8% 90. 2% 67. 4%

*, **, ***分别表示在 0. 05、0. 01、0. 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 下同。

表 2　外来打工妹择偶时间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恋爱时间 结婚时间

B Beta S ig. B Be ta Sig.

社会解释因素

　城市 -. 739 -. 131 . 211 　. 098 　. 020 . 853

　镇 　 . 506 　. 097 . 348 　. 085 　. 019 . 860

　外出经历 -. 149 -. 028 . 794 　. 455 　. 098 . 367

　来厦月份 -. 012 -. 132 . 389 -. 014 -. 187 . 256

家庭解释因素

　父亲教育 -. 046 -. 070 . 567 　. 004 　. 007 . 952

　母亲教育 　 . 047 . 085 . 511 　. 005 　. 011 . 932

个人解释因素

　年龄 　 . 365 　. 449 . 010** 　. 507 　. 688 . 00***

　个人文化 -. 089 -. 071 . 507 　. 198 　. 174 . 157

　职业性质 　 . 524 　. 110 . 267 　. 713 　. 173 . 101

　收入 　 . 002 　. 218 . 082 -. 001 -. 065 . 583

　恋爱经历 -2. 069 -. 386 . 00*** -. 719 -. 155 . 149

R - Squa re 0. 330 0. 344

F 3. 449 3. 433

　　(3)在择偶时间

上 ,外来打工妹的选择

分布比较集中 ,期望恋

爱时间和结婚时间主

要落在 20 - 23和 24 -

27岁之间。平均的期

望恋爱时间为 21岁 ,

与外来未婚男性持平;

平均的期望结婚时间

为 25岁 ,比外来未婚

男性小一岁半 ,都显示

出比较明显的推迟趋

势。

(4)在择偶标准

上 ,外来打工妹更加注

重对方的个人品质和

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传

统的择偶倾向 ,特别是

对学历背景和政治面

貌的偏好 ,都有很大程

度的淡化 。

(5)在择偶途径

上 ,推崇自主择偶的比

例高达 87. 6%, 但由

于自身经济社会背景

的限制 ,外来打工妹的

择偶方式具有较为明

显的单一性。

4　外来打工妹择偶

意愿的解释分析

在这里 ,我们一共

要估计和验证十个回

归模型 ,其中关于择偶

态度的有四个 ,它们分

别是一个择偶意愿

(即要不要结婚 )和三

个择偶动机 (即代表个人爱情追求的 “相亲相爱 ”、代表经济利益偏好的 “改善生活条件 ”以及代表传统婚姻

安排的 “人生必然过程 ”);关于择偶时间的有两个 ,它们分别是期望恋爱时间和结婚时间;关于择偶标准有

三个 ,它们分别是被调查者对未来对象所具备的经济(物质条件)、社会(社会关系)和政治 (政治面貌 )条件

的重视程度;以及关于择偶途径的只有一个 ,即是否自我结识 。

所选用的解释变量是前面提到的分别处于社会 、家庭和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 ,特别要提到的是 ,为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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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拟合效果 ,我们并没有把所有解释变量都投放到十个模型中去。表 1至表 3是我们整理出来的拟合结果 ,

其中表 1是择偶态度的估计结果 ,表 2是对择偶时间的统计测算 ,而表 3则集中反映对择偶标准和途径的实

证检验 。下面我们将从整个模型的拟合效果 、个体变量的影响性质和程度 、以及检验结果的总体评价三个方

面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

表 3　外来打工妹择偶标准与途径的 Log istic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择偶途径

择偶条件

物质条件 社会关系 政治面貌

B Sig. B Sig. B S ig. B S ig.

社会解释因素

　城市 -. 182 . 805 -. 199 . 750 . 123 . 813 - 1. 008 . 153

　镇 1. 586 . 172 -. 083 . 882 -. 895 . 079 - 1. 088 . 114

　外出经历 -. 176 . 821 -. 017 . 977 . 731 . 166 . 244 . 711

　来厦月份 . 007 . 690 . 021 . 158 . 001 . 943 . 010 . 521

家庭解释因素

　父亲教育 . 087 . 424 . 012 . 882 . 064 . 357 -. 113 . 240

　母亲教育 -. 084 . 415 -. 069 . 338 . 124 . 041* . 172 . 049*

　个人解释因素

　年龄 -. 182 . 275 -. 310 . 044* -. 046 . 708 -. 091 . 561

　个人文化 . 370 . 032* . 142 . 335 . 033 . 785 -. 162 . 292

　职业性质 -. 189 . 765 . 297 . 545 . 042 . 919 . 407 . 435

　收入 -. 001 . 673 . 002 . 157 . 000 . 632 . 001 . 584

　恋爱经历 - - -. 570 . 299 - - . 287 . 641

M odel Ch i- Square 12. 463 9. 079 18. 049 9. 952

正确预测率 89. 5% 62. 0% 67. 7% 71. 7%

4. 1　模型的拟合效果

在 8个 Logistic回

归模型中 ,拟合效果最

好的为择偶的经济动机

模型 ,其正确预测率高

达 90. 2%,最低的是择

偶的物质条件模型 ,其

正确预测率也达到 62.

0%;另外 ,正确预测率

在 70%以上的模型有 5

个(见表 1和表 3)。

两个多元回归模型

的拟合效果也不错 ,它

们的 R平方值分别达

到 33%和 34. 4%,也就

是说恋爱时间模型解释

了 33%的被解释变量

的方差 , 以及婚姻时间

模型解释了 34. 4%的被解释变量的方差 (见表 2)。因此 ,从拟合的效果来看 ,这些模型的预测能力还是比

较强的 ,或者换句话说 ,本文的理论建构还是比较符合所研究的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

4. 2　解释变量的影响性质和程度

从几个表所展示的数据来看 ,虽然不是所有被选用的解释变量的影响都具有统计的显著性 ,但是 ,有几

个重要解释变量的作用及其作用的方向还是和前面的理论假设基本上相一致的 。

首先 ,作为表示流入城市再社会化作用最重要的变量 ,来厦打工的时间长度确实对择偶意愿有着基本显

著的影响(在. 051的统计水平上),而且正如我们所假设的一样 ,是一种正向影响 ,即在厦的时间越长 ,对结

婚的积极性越低 。

其次 ,与父亲的教育相比 ,母亲的教育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外出打工女儿的择偶意愿 ,它在女

儿的择偶愿望 、择偶的爱情动机 、择偶的社会条件和择偶的政治条件等四个模型中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

性 ,具体地说 ,母亲文化水平越高 ,外出打工女儿的择偶愿望越弱 ,择偶的爱情取向越明显 ,以及对未来对象

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身份的要求也越高 ,基本上与我们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相符。

最后 ,在个人解释因素中 ,教育背景 、岁数大小和恋爱经历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外来打工妹的个人文化

水平对择偶的经济动机 、接受传统的婚姻安排 (即把婚姻作为生命周期的一个必然过程 )、以及择偶途径都

有显著的影响 ,文化水平越高的外来打工妹 ,越会注意择偶是否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 ,越会把婚姻看作人生

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或不可或缺的经历 ,越会采取自我结识的办法去寻觅意中人。很显然 ,前两种的影响

关系是和我们通常的理解不相符的。但是 ,考虑到她们具体的生存状态和环境 ,我们又会觉得这些选择其实

是比较合理的。外来打工妹文化水平的提高可能一方面会强化她们想过更好生活的愿望 ,另一方面又会增

加她们在城市婚姻市场的价格 ,最后致使她们在择偶时加入更多的经济需求 ,也把可以带来情感和经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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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生活纳入人生的过程。外来打工妹的年龄和择偶的时间偏好 、还有择偶的物资条件的关系密切 ,年龄

越大的外来打工妹 ,所期望的恋爱时间和结婚时间越晚 ,对对方的物质条件越不讲究 ,这些关系和我们提出

的理论假想不吻合。也许 ,年龄比较大的外来打工妹会对婚姻有更多的理性思考 ,相应的也会推迟她们恋爱

发生的时间和实际进入婚姻关系的时期 ,加上年龄比较大的女性相对来说拥有较多的社会经济资源的积累 ,

结果还会使年龄比较大的外来女性不会太在意对方的经济状况。而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外来打工妹来说 ,恋

爱排除孤独 、寻求情感慰藉和增加社会经济扶助的效用则显得相对比较重要 ,期望早点恋爱 ,期望和经济条

件比较好的对象牵手 ,自然成为她们择偶意愿的一种比较明显的倾向。

与我们的假设相一致 ,外来打工妹的恋爱经历对她们的期望恋爱时间有着相当显著的负面影响 ,即相对

于没有恋爱经历的姐妹 ,有过感情交往的外来打工妹越期望推迟择偶结婚的时间 。

4. 3　实证检验的总体评价

以上的结果分析表明 ,本文所建构的大多数理论模型都具有比较满意的解释能力 ,对深入理解外来打工

妹的择偶意愿是有帮助的。当然 ,鉴于有 3个模型的正确预测率水平还低于 70%,我们还必须增加更合适

的有关再社会化和边缘化的变量 ,以进一步改善这些模型的拟合程度。

在本文选用的 10个解释变量中 ,有一半解释因素的影响具有统计的显著性。相对比来说 ,母亲文化程

度的作用是最大的 ,它对外来打工妹的 4个被解释择偶变量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母亲教育程度与外

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现代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再一次得到证实。这主要是由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所决定的 。由于我国传统家庭制度和性别文化的安排 ,未婚子女特别是女儿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

长 ,彼此之间的互动既是经常性的又是全方位的 ,因此受母亲的代际影响也是最大的最深刻的 ,甚至由于对

母爱的感恩也会按照母亲的意愿去生活着 。母亲通过较好的公共文化教育所形成的先进婚恋观 ,会通过她

与女儿的交谈 、对别人的评论 ,以及自己的身体力行 ,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女儿 ,从而影响着女儿婚恋观念的

最初形成 ,并指导女儿随后的择偶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提高农村女性的文化程度不仅对她们自己的择

偶观念更新有好处 ,而且还会惠及她们的孩子 ,去建构一个与时代同步的婚恋模式。

外来打工妹的文化程度和年龄对她们择偶意愿的影响并列第二位 ,都对择偶意愿的三个因变量具有显

著的解释力 。一般来讲 ,女性的文化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她们形成强调爱情的新型择偶观 ,这主要是因为较

高的文化程度赋予了她们较强的认识和接受先进婚恋观念的能力 ,同时又削弱农村传统婚恋文化所产生的

负面影响。但是 ,外来打工妹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化水平对择偶观念现代化的正面影响 ,我们在看

到文化程度增强外来打工妹在择偶方面的自主意识的同时 ,还发现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外来打工妹更希望早

日摆脱资源缺乏和经济生活相对拮据的状况 ,并把择偶和联姻作为尽快致富的手段之一 ,使自己婚姻添加了

不少功利的色彩 。外来打工妹的年龄和择偶模式的实证关系更有力地支持我们所提出的边缘化择偶理论。

越年轻的外来打工妹 ,不仅越希望早恋早婚 ,而且还越期待与一个经济条件优越的对象建立婚恋关系 ,以便

从婚恋中走出一条脱贫的路子 。

来厦务工的年限对择偶意愿的正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再社会化的择偶假想 ,即在城市打工就意味

着要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 ,而打工时间的长短往往意味着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此消彼长 ,

潜移默化地转变着外来打工妹的择偶观。然而 ,这个变量只对一个被解释的择偶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的事实

又告诉我们 ,流入城市对外来打工妹择偶观念和行为的再社会化作用其实还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 ,如语言习

俗 、居住方式 、交友圈子甚至来自同一个流出地的人口规模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再社会化的进程。例

如 ,由于社会网络的限制 ,即外来打工妹的社会网络多以 “强关系 ”为主 ,无论是职业介绍 ,还是工作 、生活和

社会交往 ,都局限在一个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老乡圈子里 。而且她们来到城市以后 ,首当其冲的生存压力

迫使她们必须集中精力打工挣钱 ,高强度和严重延时的劳动减少了她们的闲暇时间 ,有限的收入又让她们无

法开展更多的社交活动和拓宽与常住人口的交往范围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都可能降低城市的再社会化

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只用一个在流入城市停留的时间来作为再社会化的测量指标明显是不够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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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我们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种解释 ,即由于新生代的外来打工妹对城市文化不仅认同的速度快而且认同的程

度深 ,致使她们在观念上趋同于那些富有流动经历 、深受城市文化影响的 “老 ”流动姐妹 ,进而削弱了流动经

历与择偶观念现代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问卷抽样调查资料 ,从择偶态度 、择偶时间 、择偶标准和择偶途径四个侧面 ,描述和发现外来打

工妹的择偶意愿及其主要特点 ,并通过多元回归估计 ,检验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外来打工妹择偶意愿的两个理

论 ,即再社会化理论和边缘化理论。实证结果基本上支持我们的两大理论假设 ,表明流入城市对外来打工妹

的择偶观和择偶模式起到一定的再社会化作用 ,她们在农村形成的传统择偶意识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与

此同时 ,由于她们在流入城市的边缘性地位 ,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压力 ,使得她们不得不把婚恋演变为一种

尽快从经济上脱贫致富 、从精神上排解孤独的工具 ,使自己的婚恋变迁呈现出 “二元 ”并存的状态 ,即交织着

爱情与功利 、自我与从众的综合变化 。在城乡流动中走过来的外来打工妹再也不是原来的农家姑娘 ,她们的

婚恋观已经打上了都市的印记 。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外来打工妹数量与时俱增 ,她们在为流入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的同时 ,也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人生安排而面临许多个人的婚恋问题 。我们认为 ,流入城市可以从以下三

个方面去关心和帮助我们外来打工妹的婚恋实践:一是从文化和政策两个方面消除对外来打工妹的歧视 ,使

她们在享受市民待遇的同时 ,真正和城市居民融为一体;二是为外来打工妹提供更多继续教育的机会和资

源 ,引导她们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 ,并把知识转化为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实现教育和婚恋之间的积极

互动;三是把当地的商业性婚介机构变为社会公益事业 ,以及整合工青妇的资源 ,通过开展适合外来打工妹

的各种社会活动 ,为她们搭建鹊桥 ,拓宽交友范围 ,以便适时地 、有质量地解决好自己的婚姻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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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贫困(表 7),例如 ,在总体中 ,参加医疗保险者占

总体的比例是 36. 5%,在贫困人口中 ,只有 4. 8%的

人能够享受医疗保险 。

表 6　不同人口群体的健康状况和贫困发生率(%)

健康状况 总体 非贫困人口 贫困人口 贫困发生率

不健康　 2. 2 2. 0 3. 2 12. 90

一般　　 19. 2 18. 6 26. 4 11. 91

比较健康 24. 1 23. 6 28. 8 10. 37

健康　　 39. 3 39. 8 33. 6 7. 42

很健康　 15. 2 16. 0 8. 0 4. 57

表 7　不同人口群体中享受医疗保险和其它

保障的人员占相应总体的比例(%)

类别 退休金 医疗保险 失业 无任何福利

总体　　　 29. 0 36. 5 10. 6 55. 0

非贫困人口 31. 3 39. 5 11. 2 51. 8

贫困人口　 4. 0 4. 8 4. 0 90. 4

4　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对数据的描述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就男性和女性相比较而言 ,女性更可能受

贫困的袭击而沦为贫困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贫困与

就业状态关系密切 ,因此 ,女性更易陷入贫困这一事

实在较大程度上与男女两性的就业环境有关。由于

各种原因的总和 ,如男女两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 、

在家庭中的不同分工 、受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同冲击

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歧视等造成女

性面临的就业环境更加不利 ,因而更易陷入贫困。

第二 ,贫困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 ,劳动年

龄的两端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区域 ,具体说来是 22

岁以下的人口和 45 - 49岁组的人口最易陷入贫困 ,

劳动黄金年龄组的人口贫困发生率最低。

第三 ,个人人力资本的存量对贫困有显著影响 ,

数据分析表明 ,受教育状况和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更容

易受贫困的袭击 ,而学历较高者和健康状况良好者则

不易陷入贫困 ,受教育状况越好 ,贫困发生率越低。

上述特征也同时反映了我国城镇地区的贫困与

就业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 ,一

般情况下便可以避开贫困的困扰 。相对来说 ,女性 、

劳动年龄两端的人 、学历较低者和健康状况不佳者

之所以易陷入贫困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特征和

相关的个人特征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

力 ,容易失业或者是难以找到既能要求较高 、收入较

高的工作 ,因而容易沦为贫困 。

针对这种情况 ,在我国 ,为了从根本上缓解贫

困 ,除了健全和完善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外 ,关键

仍然在于针对不同人口群体的特征 ,通过各种渠

道促进就业和再就业 ,就业是最好的保障 ,提高人

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就业能力是摆脱

贫困的最长远 、最根本的方法;扩大就业 , 实现更

高的再就业率 ,是治理城市贫困和帮助穷人的最

有效措施 。同时 ,就业能力的高低和个人的技能

水平存在密切联系 , 因此 , 通过建立和完善多层

次 、多渠道的职业培训体系 ,提高弱势群体的竞争

能力 ,是提高他们就业率的关键 ,故应成为城市扶

贫政策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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