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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学历女性流行婚恋观原因剖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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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学历女性本是目前中国社会分层中的知识精英层，有着良好的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高等优势。从高学
历女性的角度出发了解目前的流行婚恋观，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关分析，一方面能够了解高学历女性婚恋观，另一方面

在充分了解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可以促进高学历女性的心理健康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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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婚姻是一个家庭的基础，家庭是婚姻关系的组织形

式。关于婚姻的本质，从其外在表现上看，婚姻主体双方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需要是婚姻的基础。但事实

上婚姻中存在的社会属性才是婚姻的本质，婚姻是道德伦理法律等规定的产物，社会体制、生产力状况

和经济生活等社会因素都与婚姻关系、婚恋态度有着必然联系。个体的婚恋观是其价值观在婚恋问题

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对个体的恋爱择偶观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作为婚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婚

恋不仅是缔结婚姻、建立家庭的前提，而且关系到婚姻生活的满意度跟生活质量。

高学历女性是中国现代女性中的一个团体，尤其在婚恋问题上一直是社会较为关注的焦点。她们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女性的未来，她们的婚恋观跟婚恋取向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未来中国婚姻家庭生

活的某种发展趋势，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中国女性未来婚恋观的发展方向。笔者作为高学历女性

中的一员，接触到的高学历女性较多，对高学历女性的择偶观较为了解。目前已有的有关高学历女性婚

恋问题的研究，一般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的相关论文较少。本研究试图从女性的

角度，依托择偶理论来分析目前流行婚恋的成因。

１　当前高学历女性流行的婚恋观
１．１　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是中国婚恋中的旧习俗，是指婚姻中的男女双方在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条

件上相当［１］。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同类匹配理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国当前的高学历女性是当代

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她们有着比其他女性更加丰厚的工资和更加优越的条件，因而在择偶时自然就拥

有更多的自主权。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在婚姻

需不需要“门当户对”这个问题上，５２．２％的人认为需要，２７．２％的人认为不需要，２０．７％的人认为不好
说［２］。可见人们在择偶的过程中还是非常注重“门当户对”这个问题。经受现代与传统文化冲击的当

代高学历女性，她们的婚恋不可能完全不受社会因素干扰，只不过有些方面影响较为隐蔽。其实，“门

当户对”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现实价值的。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夫妻双方文化程度相似更有利

于双方的沟通，同时也能够减少冲突，还能带来心理上的快乐。费孝通先生认为高度的契合不易凭空得

来，只能在相近的教育和人生经验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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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相亲热
相亲是中国传统婚礼礼节之一。旧时两个青年男女并不见面，全权由父母包办，由红娘牵线，双方

互通意见，于是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经过一些必要程序后，一对新人由此产生。现在相亲有很多

种形式，朋友、父母、家人介绍，再加上各类相亲节目网站，《我们约会吧》《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在各类

卫视掀起了相亲节目大战，再加上世纪佳缘、百合网、珍爱网等各类相亲网站，相亲话题被推上了风口浪

尖。其中，高学历女性在相亲大军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究其原因：一是高学历女性在择偶问题上过度要

求完美，使其失去了一个接一个的机会；二是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中国男性甚至知识青年在择偶上不

愿选择比自己强的做伴侣，高学历女性在自由恋爱市场上并不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三是高学历女性因

为事业跟学业而忽略了爱情与婚姻，将工作重心放在学业跟事业上，人际交往圈变小；四是相亲确实高

效可行，确实有其存在的理由，有研究表明，在当下，年轻人寻找交往对象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亲友同事

之间的介绍［３］。相亲固然不是爱情最理想的途径，但对婚姻来说，还是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对待

相亲不应该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如果真的能够通过相亲的形式找到相伴一生的伴侣，不失为一种较好

途径。

１．３　嫁高富帅
受西方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影响，整个社会在婚恋问题上呈现出一种功利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同

样表现在高学历女性的身上。虽然大部分高学历女性希望能找个成熟稳重的男性过靠谱日子，但是这

其中也有不少人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嫁入豪门。近日广州一份调查报告结果显示：５９．２％ 的女大学生愿
嫁“富二代”，理由是能少奋斗几十年。２０１４年６月在上海的一次社会调查中，过半数女大学生对“小
三”这种现象表示理解和接受。近年来，房价上涨，工作压力大，经济压力使得部分女性将婚姻工具化、

物质化，评判好男人的标准越来越简单地综合为“有房有车”。“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在自行车上

笑”代表了部分对待婚姻和金钱的态度。还有歌曲唱到：“要嫁就嫁高富帅，千万不能沾上穷挫矮，现实

社会残酷又无奈，穷苦的日子让人难捱。”在职场压力、社会压力下，有人努力拼搏，也有人在彷徨与无

奈之下选择嫁富二代。但是别忘了，一方面，虽然富二代在择偶要求上不看中绝对的条件匹配值，但是

会存在某些超乎常规的苛刻要求；另一方面，如果婚姻跟恋爱单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如果双方感情

并不深，他们在金钱上都会防着对方，这样的日子久了便有些难以忍受了。

１．４　姐弟恋
姐弟恋是现代社会较为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通常以３０多岁的女性和２０多岁的男性这样的组合

存在。而在这类群体中不难发现，高学历女性占了很大的比重，一方面是因为高学历女性在学业上花费

了较多的时间，导致其婚姻年龄的推迟，另一方面对于男性而言，一个３０岁左右的女性的魅力处于最完
美的时期，既有成熟女性的阅历与睿智让男性崇拜，又有让男性为其疯狂的独特魅力，能够让其得到姐

姐般善解人意的温柔缓解生活带来的压力与抑郁，这从精神分析理论上来说，说明男性在择偶的过程中

希望能够找到与母亲作用相仿的异性，存在一定的“恋母情结”。而２０岁左右的男性在和与自己年龄
相仿的女孩相处的时候，常常就需要对女孩迁就跟照顾，心理负担较大，恋爱中的不愉快体验较多。相

比之下，跟比自己年纪大的女性相处时，获得了更大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对于女性来说，２５岁的男性
生理状态很好，生理、社会功能都处于最佳状态，身强体壮，处于个人精力的顶峰。

１．５　晚婚不育
在我们身边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群体，她们早已找到情投意合的恋人，但迟迟不肯走入婚姻的殿堂。

在当代社会，她们不再单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她们还得以一种雌雄同体的姿态奋斗在岗位上，事业处

于上升期的她们希望能够以事业为重，不希望过早地步入婚姻。在当前沉重的就业和经济压力面前，很

多人对爱情和婚姻的信心不足，也就很自然地选择了晚婚。与此同时，很多已经结了婚的高学历女性也

不愿过早要孩子。一是没有孩子的夫妻能够拥有较多的自由，二人世界不会被打扰；二是养孩子的巨大

压力让人直不起腰来，为了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和较高质量的生活，选择等到条件满足的时候再要孩

子；三是有些高学历女性不愿孩子拖累了她们的事业，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努力实现自己

的价值跟展现自己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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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试婚同居
试婚同居是指没有正式结婚的男女自愿、持久、以夫妻的身份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种民事行为［４］。

试婚者把试婚当做结婚前的准备，一是对婚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心存疑虑，二是试婚让试婚者靠得更

近，了解更深，对对方的人品、能力和性能力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对于以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

些现实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年轻人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感。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婚姻与道德》

中提到：“如果一对男女没有过性经验而结婚，就如同一个人买了房子，等到要搬进去那天才看到自己

买的房子，万一不合意呢？”试婚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婚后分手的悲剧，但实则是试婚者不希望

被婚姻关系束缚住或害怕婚姻的失败。

１．７　ＡＡ制婚姻
ＡＡ制是说每个人分担自己的那部分费用，通常用于饮食聚会及旅游等场合。近年来演变成一种

当下婚姻中较为流行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夫妻ＡＡ中，双方均为经济独立体，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
的，双方为自己的所需买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商业社会浪潮和女性独立观念对传统婚姻的冲

击。这种婚姻经济制度受到了高学历女性的青睐，她们认为这种方式既简单实用，又合理公平，减少了

夫妻间为了金钱的争吵，也有利于爱情的保鲜。这种现象与现代人对于婚姻和爱情的信任感下降、怕婚

姻失败后损失过重、对于婚姻缺乏安全感等因素有关。事实上，这种家庭经济模式反而提高了离婚率，

因为财务经济上的自主让双方对对方的信任感降低，缺乏家庭的整体感，长此以往，会缺少家庭贡献和

牺牲精神。另外，财产都是分开的，反而大大降低了离婚的代价，对待离婚的态度也会较为随意。

２　当前高学历女性流行婚恋观原因剖析
２．１　市场经济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给我国市场经济带来了飞速的发展，丰富了大众的物质生活，也冲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转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其中也包括婚恋观。富裕的家庭条件无疑给现代婚恋以及家庭生活奠定了

物质基础，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享乐观念和功利化心理，这种心理也表现

在了高学历女性婚恋择偶等问题上。许多高学历女性极想通过家庭、婚姻这一捷径来提高自己的生活

质量，获得事业上的高起点，于是争先恐后嫁高富帅、当小三以获得较高的认可和社会地位。另外，人们

在现实择偶婚恋的过程中更多关注工作、住房、经济收入、家庭背景等，而对文凭、学历、相貌、年龄等方

面的要求明显下降。婚姻不再是爱情的归宿，而成了人们利益的交换。

２．２　女性经济独立与人身依附的内在契合
从现阶段而言，高学历女性虽拥有了更多公平的就业机会，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地位也随着提高，

从而开始要求生活多姿多彩，举起民主的大旗，不再甘于做男性的附属品和种族延续的工具。但是，这

种独立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在择偶和婚恋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在择偶问题上仍然倾向于寻找社会地

位、受教育程度与自己相当或者比自己高的男性。“男下娶，女上嫁”依旧是很多女性心中的观念。从

这个观念背后，我们看到，女性对于男性人身依附的性格惯性在根本上并没有改变。

２．３　媒体的过分渲染和消极影响
传媒的迅猛发展拓展了人们的交友范围，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交友平台，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众

的人生观和婚恋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为提高收视率和群众关注度，呈现一些过于低俗化、功利化的价

值取向，错误引导民众，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婚恋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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