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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性别比例持续攀升，并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若干年后中

国将出现几千万光棍的推论时常见诸报端，学术界也开始研究性别比升高的后果。

与此同时，剩女由于其自身的优越条件和在婚姻市场上被边缘化的处境而倍受关

注，剩女和高性别比的共存看似矛盾，但是性别比升高进而形成的男多女少的局

面却不会自动消除剩女现象，因此在性别比攀高的新形势下来研究剩女的成因依

然很有必要，这也是一个契机，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剩女区别于剩男的特殊成因。 

现有文献大都是从社会学、文化伦理学等角度来解读剩女现象，缺乏对剩女

成因的实证分析，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从婚姻观念着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来

分析剩女成因。由于婚姻观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择偶时的行为，本文运用

CGSS2006 的数据，通过对比城市女性和其他人群的婚姻观念，尤其是通过其与

城市男性婚姻观念的对比，得出剩女之所以被剩下的主要原因。 

随着教育、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女性的婚姻家庭观念正在从传统走向开放，

但是，收入和时代的影响只在女性身上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城市男性的婚姻家庭

观念并无多大改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女性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快速提升的社会经济地位让她们的独立自主意识增强，越来越不

认同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对于单身、离婚以及是否要孩子等问题都表现得越来

越开放，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抵触，但是城市男

性的婚姻家庭观念却变化得很慢，婚姻观念变化的不同步直接导致了剩女的婚嫁

困境。另外，城市女性在择偶年龄梯度上显得依然很传统，认同男大女小模式，

而且这一观念并不随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而择偶梯度的存在和剩

女们进入婚姻市场时的高年龄会使她们在择偶时屡屡碰壁。 

 

关键词： 剩女； 婚姻观念；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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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sex ratio continues to rise, and becomes serious social 

concerns. Reporters often emphasize the pessimistic consequence of tens of millions 

unmarried single men in the coming decade in China, and naturally researchers also 

have begun to examin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the elevated sex ratio. Meanwhile, 

the leftover single women attract much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ir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marginalized situati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Leftover women and high sex ratio 

seems contradictory, however, the high sex ratio which can lead to more men than 

women, just would not eliminate the phenomenon of leftover women mechanically. 

This work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leftover women under such high sex ratio 

environment. I wish to highligh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se single wome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mostly interprets leftover wom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ethics and culture, and lack of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leftover 

women. In particular, I use various measures of individuals’ marriage value from 

CGSS2006. By comparing the marriage value differences across rural/urban and 

across gender, we hope to understand the choices made on the marriage market. 

Our results show,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and income levels, less 

urban women are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and family values. However, such 

trend of shifting values due to income and cohort i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only 

among females, not among male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omen's educational level and economic statu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Quickly 

enhanced socio-economic status results in women’s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so that 

they do not agree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any more. Our 

results show females are increasingly tolerant to being single, being divorced or 

childless, etc. They also become less happy to focus on the role of housewife and 

become more demanding in their own labor market jobs. But such changes do not 

coincide with the trend in urban males’ marriage and family movement. Such 

discrepancy in values results in urban females’ marriage dilemma. Furthermore, 

women still look traditional on the issue of marriage age. Most females still hold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6 

expectation of match with some males older than themselves. Such preference does 

not change with education and income. The existence of mating gradient and the old 

age of leftover women when they enter the marriage market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find an ideal marriage mate. 

 

Key words: Leftover Women; Marriage Concept; Empi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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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近年来，我国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性别比持续攀升。人口学中

的男女性别比，是指每 100 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据 2010 年的人口普查，

我国总人口的性别比为 105.20，从绝对数而言男性比女性大约多 3400 万！从年

龄分布看，从 20 岁到 41 岁每一个年龄上的性别比都超过 100，即男比女多（参

看附录表 1）。对于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的高性别比现象的成因，学

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我国民众对男孩的偏好密切

相关。根据各次人口普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从 1982 年的 108.47，上升至 2005

年的 120.49，超出警戒线 13 个百分点。李宏斌、张俊森（2006）指出计划生育

政策可以解释整个八十年代性别比例上升的 93.62% 。 Johannson 和 

Nygren( 1991 )、Qian(2008)、Ebenstein(2010)也已经证实了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

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失衡的首要原因。 

出生性别比失衡相应导致适婚人口的男女比例失衡。当前，这个问题主要表

现在处于适婚年龄段的 70、80 后人口中，80 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为 136，70

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则高达 206。 

高出生性别比例通过影响适婚人口性别比进而可能影响经济运行。这方面， 

Zhang(2009)着重考察了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与我国高储蓄率的因果关系。他的分

析指出适婚人口男女比例失调导致婚姻市场的竞争加剧，迫使男方增加储蓄，提

高竞争地位。Xiaobo Zhang、Shangjin Wei(2012)的研究显示，中国男女比例最高

的城市也是房产升值百分比最高的城市。一个城市的性别比越高，男性之间的竞

争越激烈，房子的需求也就越大。Xiaobo Zhang(2012)研究结果表明在婚姻市场

上男性的超额供给激发了男性的动物精神从而参与更多的企业家活动，工作更长

的时间，积累更多的资产。张晓波（2013）提出性别比的升高可能有利于刺激经

济的增长，但同时也可能降低幸福感和健康等结论。 

适婚人口性别比虽然有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但其最直接的影响理应是

在婚姻市场，其最符合逻辑的后果是大量适婚男性无法找到配偶。而现实中，我

们却观察到，日益增加的剩女渐渐成为社会焦点问题。剩女是教育部 2007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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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公布汉语新词。根据它的定义，剩女是指已经过了社会一般所认为的适婚年龄，

但是仍然未结婚的女性。广义上是指 27 岁或以上的单身女性。有数据表明，2009

年北京“剩女”已突破了 55 万。《海峡时报》有文章称北京剩女数量已达 80 万，

创世界之最。反映在公众视野的，则是越来越多的剩女题材的影视剧被搬上了银

屏。 

在我国高性别比的背景下，剩男的数量理应多于剩女，为何人们的眼球还是

聚焦在剩女身上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经常观察到的是一旦某个女孩有沦为

剩女的可能，就会引起周围亲朋好友甚至自身的恐慌和焦虑。2013 年 3 月 13 日

婚恋网站世纪佳缘发布了全国首个专门针对“剩男”人群的婚恋状况调研报告

《“剩男”的自白书》，从调查的结果可见一斑。接受调研的单身男士们在“狼多

肉少”的情况下却并不感到紧张，绝大部分 30 岁左右的单身男士都表示自己正

处在黄金年龄，毫无压力，只有到了 34 岁的男士才觉得有紧迫感，而女性到了

29 岁就恐慌“恨嫁”，因此这一点形象地说明了数据比例和人们的现实感觉有差

距的原因。 

对于这种数据与现实感受的差距，相关学者各有观点。陈友华（2011）曾经

提出剩女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理由是女性在各个年龄组及受教育程度下都处于短

缺状态，并认为我们不该将“剩女”与“大龄未婚女青年”概念弄混从而夸大其

实，而剩男才是个真命题。另一方面，林宝（2009）基于对“剩男剩女”问题的

认可指出除了总量方面的考虑，确实存在结构性因素（生活节奏的加快、个人价

值追求的多元化、信息不对称、婚姻中介的不规范等）导致婚姻市场的不均衡。 

事实上我们应当看到，剩男更多的是总量问题，而剩女更多是结构性问题。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分年龄的性别比及相对性别比(参看附录表 1)，从相对

性别比可以看出， 26 岁至 39 岁（除了 28 岁、31 岁）的女性数量，少于 28 岁

至 41 岁的男性，即男性相对过剩，按理说应该产生男性婚姻挤压。但是由于择

偶梯度模式的存在，男性一般会找比自己年轻的女性作为配偶，而且年龄越大的

男性，越倾向于找年龄更小的女性，即年龄差更大，所以留给这些大龄女性的选

择就变少了，有可能存在特定婚姻市场中的女性婚姻挤压。 

还有一个对于剩女问题的极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剩女”就是被动产生的，

是被男性挑选后“剩下”的女性。果真如此吗？2010 年，《重庆商报》与腾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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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网联合发起的一项相关调查显示，在被采访的 28 岁以上的未婚女性中，她们

中的大多数经济状况良好，其中月收入在 4000～5000 元有 61.71%，月收入在

5000～6000 元有 13.75%，83.56%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其中 16.4%的还拥有多

套住房。她们的感情经历状况是，有过 3 次以上恋爱的占 80%，最长一次恋爱长

达 3 年占到 35.88%，在最近 3 月的相亲中，有 9 成拒绝了男方。在被问及“被

剩下”的原因时，39.73%的表示，生活圈子小，能接触到的可发展的异性太少。

有 22.34%的认为自己太挑剔，错过了理想的对象。19.4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享

受单身生活，只想恋爱而没有结婚的打算。仅有 5.44%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为自身

条件原因，如不漂亮、身材不好、工作一般、家庭条件差等(《剩女粉皮书》，2010)。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说“剩女”是被“剩下来”的。较好的经济条件，让择偶权

掌握在她们自己手里。而丰富的感情经验也证明，她们并不是无人问津、等待被

挑选的群体。 

可以说，剩女群体是由于她们普遍具有的优越条件以及其在婚姻市场中被

“边缘化”的处境造成的极大落差而引起社会关注。而这样的关切也并不是完全

没有理由的。首先，从优生优育的角度讲，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在 23～30 岁之

间。而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则为 30～35 岁，因此男性对结婚这个问题相对显得

从容。其次，传统的婚配模式是“男高女低”，表现在年龄上一般是男大女小，

在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上男高女低。而剩女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高年龄、高学历、

高收入的条件优越的城市女性，依据传统的婚配模式她们理想中的结婚对象的群

体相对比较小。而且那些各方面条件合适的男性未婚的可能性更小。婚配模式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基于婚姻观做出的行为选择。 

那么，现实中人们的婚姻观是怎样的呢？教育、收入、时代又是否在改变着

人们的婚姻观？如果是，那么是怎样改变的呢？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婚姻观的深

入分析去理解、预测婚姻市场中的类似“剩女”这样的种种矛盾现象。以选择对

象时男女双方的年龄为例，根据我们后面章节对于婚姻观念的实证分析，在认同

男大女小的问题上依然如故，而且城市女性比城市男性更加认同该观点，随着教

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时代的变迁，该结果并无明显变化，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

高，城市女性反而越来越认同男大女小的观点。如此一来，本身就高年龄的剩女，

还期望找到一个年龄比自己更大的单身男性就更加困难了。对于男女年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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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只是婚姻观念的一个方面，我们有必要对婚姻观念的其他方面再做一个仔细的

探讨。因此，要想全面地了解剩女的内心世界、了解她们的真实处境，从而做到

客观地看待并且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研究她们自身的婚姻观念开始。 

当然，我们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剩女的婚姻观，而是希望在全面客观分析我国

城乡男女青年婚姻观念、其影响因素及其随时代变迁的基础上，可以梳理出城市

大龄女性婚姻观念的脉络，可以全面地呈现出其不同之处、形成特点，进而了解

这一特殊群体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剩女主要集中于城市，所以我们重点关注城市

女性的婚姻观念。又因为城市女性的择偶对象以城市男性为主，所以我们也要关

注这两类人群婚姻观念的差异。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剩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学、文化伦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

方面,主要分析的是剩女的成因以及造成的影响。社会学方面的文献主要是运用

社会学经典理论来解读剩女现象，包括社会性别视角、择偶梯度、社会变迁、建

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文化论理学角度的文献则是从社会文化的变迁

以及社会伦理的层面来分析剩女现象、产生原因以及可能形成的影响，心理学方

面的文献则主要关注剩女群体的心理及身体健康状况；国内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

来研究剩女的文献则比较少，现有的关于剩女现象的经济学分析，都是运用基本

的经济学原理比如供求关系、价格刚性、信息不对称、搜寻成本等来解释剩女现

象，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 

首先，社会学角度的文献，大都是从社会学经典理论出发来分析剩女的成因

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唐美玲（2010）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分析婚姻挤压问题，

剩女和剩男现象的出现与社会性别的建构有密切的关系，她认为社会性别视角下

婚姻挤压的成因包括男孩偏好导致的性别比偏高、打破社会性别角色分工给女性

带来的期待和“男高女低”的择偶梯度模式的存在。高修娟（2011）分析了剩女

现象出现的原因，包括男高女低择偶梯度的影响、社会变迁的影响等，她认为剩

女并非一个社会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的失调，不能将剩女视为异类，同时她提出

把剩女现象理解为女性的机遇，不仅是对现有性别观念的挑战，也是对现有婚姻

家庭模式的新尝试、女性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王抒（2012）以个案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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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通过对合肥城区一位剩女的成长、恋爱、相亲经历等的采访，来分析她择

偶标准和择偶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从社会、文化、家庭、个人四方面来分析剩女

的成因。左雪松、夏道玉（2008）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剩女在婚姻家庭中

出现的问题是由于社会对于女性的建构滞后于女性对于自身的建构，当剩女想要

突破旧的家庭模式寻求新的婚姻家庭模式时，社会建构还在男权社会上原地踏步，

剩女在工作领域成功腾飞的同时却未能实现理想婚姻状态的软着陆。魏彤儒、张

刚（2010）认为城市剩女的大量涌现与即将到来的光棍时代形成了悖论，不可避

免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分析了城市剩女可能带来的主要不良的社会影响、剩女

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剩女问题的建议，他们建议国家加大对农村的各项投入，缩

小农村男性和城市女性的差异，为城市剩女择偶创造更大的空间。沈晖（2010）

从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剩女产生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剩女产生的表面

原因是她们婚姻需求程度的降低、择偶标准的超值预期和行动策略上消极被动，

深层次原因包括社会转型过程中生存竞争导致的时空异化进而产生的情感异化，

以及经济压力导致的功利取向在婚姻市场上的反映。唐利平（2010）主要从个人

择偶标准以及社会结构变迁这两个角度来分析剩女婚嫁困境的原因，希望人们能

够对剩女现象持宽容态度，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婚配模式的变迁。林宝（2009）

认为，“剩男剩女”问题的出现有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原因。总量原因是指在婚龄

阶段的男女比例失调，反映在当下中国则是男多女少，男性在婚姻市场中供过于

求，因此总量原因造成的“剩男剩女”问题是单向的问题。结构性原因则是指，

即使在总量均衡的情况下，也总有一些人不能进入婚姻状态，结构性原因造成的

“剩男剩女”问题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存在大量“剩男”的同时，也

有很多适龄女性不能顺畅地进入婚姻状态。结构性的原因十分复杂，现代社会生

活节奏的加快、个人价值追求的多元化、信息不对称、婚姻中介的不规范等等都

是造成适龄男女不能以合适的途径进入婚姻的原因。 

其次，文化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的研究。罗全（2010）主要是从社会文化

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剩女文化，婚恋观的变迁对女性心理影响体现在：强调个人感

情，无爱不婚；追求独立自主，主动逃婚；看中择偶对象物质条件，无财不婚。

剩女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一方面男尊女卑传统观念依然发挥着作用，另一方

面社会文化氛围日益开放、多元化。汪静（2012）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剩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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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指出剩女现象所反映的伦理问题，剩女自我的婚恋观是对“男大当婚、女大

当嫁”的传统婚恋伦理的违背，部分剩女自愿被剩的观念也是对传统孝道的违背，

也是对自身幸福和家庭责任的违背。张磊（2010）从心理学的角度去了解剩女们

的内心世界，发现剩女大多抱有宁缺毋滥的择偶心态、过于理性或者片面，有些

女性由于感情受过伤害而想保持独身，由于大龄未婚的压力带来的心理问题如自

卑、焦虑、挑剔、逆反、忧郁等，剩女的单身生活也可能影响到她们身体健康。 

最后，经济学角度的文献大都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剩女现象产生

的原因。高丙吉（2010）从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入手提出剩女的成因主要是价格

下降的刚性和搜寻成本过高，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过高导致适婚女性的供给相对

过剩，搜寻成本过高也阻碍了她们建立理想的婚姻家庭。严俊勇（2012）也试图

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剩女现象，他用理性预期理论、路径依赖理论、价格刚性理

论、成本理论来解释主动型剩女，而用供求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消费者选择

理论来解释被动型剩女，其中他提出的婚恋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值得注意，

如在以居住地、职业等分类的特定婚恋市场中，很有可能出现女性供给过剩的情

况，这也就形成了局地的女性婚姻挤压。仲晗（2012）除了从价格刚性、搜寻成

本角度来解释剩女现象，还采用了柠檬市场和爱情的吉芬商品论。张溢（2012）

用经济学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检验教育是否妨碍了女性的婚姻，发现教育对女性婚

姻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其配偶教育水平也越高，而

且妻子受教育程度越高婚姻稳定性也越好，另一方面，最高的教育水平将降低女

性结婚的可能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未婚率比较高

的结论，也验证了同类婚和婚姻梯度的存在。 

国内关于婚姻观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征婚广告来分析人们的择偶标准，或是通

过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来分析人们的婚恋观念。 

李银河（1989）通过对征婚广告的定量研究对当代中国人的择偶标准做出了

基本描述，并分析了影响人们择偶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征婚者在征婚

广告中对配偶提出的要求按重要程度排序前五项分别是年龄、性格品德、身高、

婚姻经历、教育程度。从对跨文化的比较中发现，有些择偶标准是中国人比较看

重而其他的文化中人不太看重的，包括年龄、身高和婚姻状况，而其他文化中比

较看重中国人不太看重的有宗教、民族和感情等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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