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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农民工恋爱

及婚前性行为状况研究报告

□ 胡 珍 程 静

我国有 3.74 亿个家庭，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家

庭最多的国家［1］。当今，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构建和谐

社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属性和持续发展的

重大目标，农民工的婚姻家庭状况，无疑成为实现这

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城市青年农民工婚姻

家庭的现状和特点，把握他们对婚姻、性及家庭的观

念、心态和需求，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性

意见，根据成都市服务行业特色鲜明、青年农民工比

较集中的特点，本课题组于 2006 年 4 月在成都市进

行了专题调查。

一、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研究假设

在本研究中，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是指在成都

市服务行业 （餐饮、娱乐、商业、洗浴等） 工作，

不改变农村原居地户口的、年龄在 18~35 岁间的农

村青年。

进入城市的青年农民工恋爱与择偶的观念、行

为，都受到城市婚恋观、家庭观的冲击和影响。在

“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婚恋文化的

震荡下，青年农民工的恋爱观及行为发展方向将会

偏离他们原来的“乡土背景文化”。而这种偏离将使

“城里人眼中的乡下人”、“乡下人眼中的城里人”

———青年农民工的恋爱观及行为趋同于城市而大不

同于他们的父辈。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揭示这种状况，

为决策者在构建和谐社会时的决策提供一个实证的

依据。

2. 研究方法与调查工具

本课题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研究。样本的确定采取

截点整群抽样的方法。每年 4~5 月，四川省疾病防控

中心与成都市疾病防控中心都要求成都市服务行业的

农民工进行一年一度的例行“身体健康检查”，课题

组调查员利用农民工排队等候体检的间隙，为他们设

立了等候排队时的桌椅，按顺序发放问卷进行调查，

当场答卷，当场收卷。

本课题采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04 年 12 月

出 版 的 《当 代 中 国 青 年 发 展 状 况 指 标 体 系 研 究》

中“当代中国青年恋爱婚姻状况指标体系”部分

的“当代中国青年恋爱婚姻状况调查问卷”。该问

卷经过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论证，其内容基 本能

涵 盖 成 都 市 青 年 农 民 工 恋 爱 观 及 性 行 为 的 主 要

指标。

3. 样本基本情况

我们共发放问卷 1800 份，进入统计系统的有效

问卷为 1589 份，回收率为 88.3%。其中，男性占

28.9%，女性占 62.8%，性别不详的占 8.2%；年龄分

布为：18~35 岁之间的男性占 89.9%，女性占 90.7%；

男性平均年龄为 24.0 岁 （S=5.51），女性平均年龄为

24.8 岁 （S=5.68）。由此可见，此次调查九成以上样

本的年龄分布符合我们界定的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典型

特征。

二、青年农民工恋爱的基本状况

1. 约七成青年农民工的初恋对象为同龄人

在被调查对象中，男性 86.9%的初恋对象为同

龄人，比自己小 5 岁以上的占 9.6%，女性 64.2%的

———基于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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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对象为同龄人，比自己大 5 岁以上的占 33.0%。

男性选择“比自己大 5 岁以上”的仅占 3.5%，他们

不愿意选择比自己年龄大的人为恋爱对象。女性一

般不愿意选择比自己小的人恋爱，在调查中仅有

2.8%的人选择“比自己小 5 岁以上”的人作为恋人，

而有 33%的女性还是选择比自己大 5 岁以上的人作

为恋人。

一项历时 4 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徐安琪主持的中国婚姻质量调查显示：中国

家庭中，妻子年龄大于丈夫 3 岁的占 1.8%，大 1~3 岁

的占 12.2%，夫妻年龄相同或丈夫大于妻子 1~3 岁的最

多，达 56.8%，丈夫大妻子 6 岁以上的，也有 8.4%［2］。

2. 七 成 以 上 青 年 农 民 工 初 恋 的 年 龄 集 中 在

18~22 岁之间

被调查农民工的初恋年龄在 18~22 岁的男性占

60.1%，女性占 78.7%；在 23~35 岁的男性占 19.2%，

女性占 15.8%；低于 17 岁初恋的男性占 20.4%，女

性占 5.2%；男性初恋的平均年龄为 20.0 岁，女性初

恋的平均年龄为 20.4 岁；青年农民工初次恋爱的平

均年龄为 20.3 岁，标准差为 3.05。

3. 九成以上青年农民工初恋的方式是自由恋爱

调查数据表明： 42.8%的青年农民工是与同学

相恋的 （男：53.1%，女：40.4%）；38.7%通过他人

介绍相恋的 （男：30.2%，女：40.6%）。另外通过

网络相恋的 （男：4.6%，女：1.9%）、通过集体活

动和社会活动相恋的 （男：5.6%，女：7.4%） 及其

他途径相恋的 （男：6.5%，女：9.7%） 也占一定的

比例。一项调查显示，50%的男性、53%的女性民

工 表 示 ，他 们 交 朋 友 的 渠 道 是 老 乡 ，除 此 之 外 ，

48%的男性、60%的女性的交友对象是“一起打工

的熟人”［3］。

陈友华的研究显示：“通过他人介绍”和“因学

习、工作而相识”，仍是中国城市人认识恋人最为常

见 的 两 大 手 段 ，前 者 达 到 了 49.3%，后 者 达 到 了

39.4%［4］。徐安琪的调查认为：在中国的婚姻中，父母

包办的占 14.4%，自己认识或介绍认识的占 85.6%［5］。

与上述研究的结论比较可见：青年农民工的学习主

要是在家乡高中毕业以前完成，高中毕业以前的同

学是他们“学历相当、追求一致”的最佳选择对象，

因此，其初恋的方式“因学习、工作而相识”的比

率高于大城市的青年；如果要 “通过他人介绍”，可

能只有与本乡本土的农村姑娘恋爱，更多的农民工

宁可在自己的打工生涯中寻求“知己”，因此，他

们的初恋对象由他人介绍认识的比率远低于城市年

轻人。

三、青年农民工恋爱婚姻观的城市化

1. 城市化之一———近四成的青年农民工“舍得

花钱培养感情”

调查数据显示：近四成的青年农民工用于恋爱

的支出占自己收入的 1/4 至 1/2，也有四成强的青年

农民工用于恋爱的支出占自己收入的 1/4 以下；有

两成强的青年农民工用于恋爱的支出占自己收入的

1/2 以上。

2. 城市化之二———“人格气质”成为男性的首要

择偶标准

男性青年农民工居前三位的择偶标准依次为“人

格气质”（34.5%） 、“才能”（21.1%） 、“性格脾气”

（19.8%）；女性依次为“才能”（33.9%） 、“人格气质”

（26.5%） 和“性格脾气”（17.9%）。男性以“外貌”

为择偶标准的比率 （15.7%） 高于女性 9 个百分点，

而女性以“经济实力”为择偶标准的比率 （8.8%） 又

高于男性 4 个百分点。

陈友华的 《2006 中国大城市婚姻情感状况调查

报告》 研究显示：被访者在择偶条件中优先考虑的是

感觉 （66.57%）、对方的生活能力 （66.32%） 和收入

（36.4%）；男性对女性的“容貌”较为在意，而女性

对男性的“经济实力”的关注程度更高［6］。比较可

见，在择偶时“男性更看重女性的外表、女性则更看

重男性的经济实力”，青年农民工已经和城里人基本

一致。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嫁汉嫁汉，穿

衣吃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性别差异，而不

存在“城乡二元”差别。

3. 城市化之三———3/4 的青年民工能完全实现自

己的择偶意愿

数据表明：农民工进城以后，在恋爱、婚姻的

选择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主、自由、多元化态势：

“乡巴佬”娶城里小姐已不算新鲜，打工妹嫁“城里

郎”也常见。更多的则是“打工仔”与“打工妹”

之间的相互吸引与结合，这种吸引与结合不少是跨

地区的，跨越语言障碍，跨越习俗差异。数据表明，

有 3/4 的青年民工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择偶意愿，且女

性能完全按照自己意愿择偶的比率高于男性 3 个百

分点。但是，仍有 1/4 的民工不能完全按照自己意愿

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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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化之四———1/3 的青年农民工不想结婚

调查表明，一成强的农民工因为“结婚有许多的

麻烦事而不想结婚”，且男性与女性的比率相差不大；

1/5 强的农民工对婚姻持“无所谓”的态度。当然，

66.0%的民工“希望有一个安全的港湾而想结婚”的

仍占了主流地位。但是，农民工“不想结婚”与“无

所谓”的比率和，已经高于当代大学生群体中“不想

结婚”及“没想过”的比率和 （16.8%）［7］，也高于城

市青年认为“结婚不如单身好”及“结婚非常不好”

的比率和 （11.9%）［8］。

5. 城市化之五———1/5 强的青年农民工不想要

孩子

进一步调查青年农民工对“生育孩子想法”的数

据显示：其生育观仍然恪守我国几千年传统“生育文

化观” （包括“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享受天伦之

乐———增添乐趣”） 的青年农民工仍然占了六成强

（62.9%），也就是说，传统生育观对青年农民工的影

响还是很深很广。但是，真正把生育孩子当作“增加

劳动力”已经非常地少，仅占 3.8%；把生育孩子看

作“应尽的社会职责”的占了 1/5 强；还有一成强的

青年农民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虽然 3/4 强的青年农民工仍然信奉祖先“养儿防

老、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的信条，但是，1/5 强的

青年农民工在婚后不想要孩子，这是对几千年中国传

统的“生育文化观”的背离。

6. 城市化之六———“旅行结婚”成为约三成青年

农民工的婚礼形式

虽然仍有 57.5%的农民工以“举办传统婚宴”作

为婚礼形式，且女性达到六成强，高于男性一成。但

是，已经有近三成的农民工采用了过去城市人才采用

的结婚形式———“旅行结婚”。由此表明，相当部分青

年农民工接受了城市化的婚礼形式，且男性的此项比

率高于女性一成。甚至，还有 13.1%的青年农民工

“不举办任何仪式”就结了婚。

四、青年农民工的性行为观及婚前性行为

1. 仅 1/4 的青年农民工坚决反对婚前性行为

女青年农民工坚决反对“婚前同居”的比率

（27.5%） 高于男性 6 个百分点；男青年农民工认为

“婚前同居有益于婚后性生活的适应”（39.2%） 及持

“无所谓”（39.5%） 态度的几乎占了 3/4。也就是说，

男女青年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持接受态度的分别占了

4/5 及 3/4。无独有偶，《信息时报》 记者经过一段时间

的深入采访调查，对 59 名打工妹进行问卷调查与个

案访谈，发现广州外来女工对“婚前同居”大部分持

接受态度! ［9］

2. 1/2 强的青年农民工婚前发生过边缘性行为

调查数据显示：在婚前发生过边缘性行为 （拥

抱、亲吻、抚摸） 的男青年农民工占 56.9%，其比率

高于女性约 8 个百分点；在这些婚前发生过边缘性

行为的青年农民工中，初次发生边缘性行为的平均

年龄为 20.6 岁；在 17 岁以下发生的不到一成，最小

的年龄为 12 岁；七成强的是在 18- 22 岁之间发生，

最大年龄为 37 岁；85.3%的青年农民工初次边缘性

行为与“夫妻”、“恋人”发生，也有一成以上的青年

农民工与“异性朋友”、甚至“一般异性”发生过边

缘性行为；80.0%的初次边缘性行为的方式为“拥抱

亲吻”，“抚摸身体及生殖器官”的不到一成。一项

关于大学生性现状的研究显示：进入恋爱的大学生

几乎都发生过拥抱、六成的发生过亲吻、五成的发

生过抚摸行为［10］。

3. 近四成青年农民工已经发生婚前性交行为

数据显示：男青年农民工发生过婚前性交行为的

占 51.1%，高于女性 16.7 个百分点；在这些发生过婚

前性交行为的青年农民工中，初次发生性交行为的平

均年龄为 20.5 岁，在 17 岁以下发生的占 4.1%，最小

的年龄为 16 岁；约 3/4 的是在 18~22 岁之间发生，

两成强的在 23~30 岁之间发生，最大年龄为 28 岁；

发生过婚前性交行为的青年农民工六成强选择的地点

为“家里”，13.7%的在“宾馆”，15.2%的在“出租

房里”，2.5%的在“宿舍”，还有 7.0%的在“室外及

其他地方”；85.9%的婚前性交对象为“夫妻”与“恋

人”，11.3%的为“异性朋友”，2.8%的为“一般或陌

生异性朋友”。

五、结论与分析

本研究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青年农民工的恋

爱方式及观念逐步城市化；二是青年农民工的性观念

和性行为日趋开放。

1. 青年农民工的恋爱方式及观念逐步城市化

（1）青年农民工的恋爱已经由过去农村里主要靠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向现代的自由恋爱。更值

得注意的是，虽然通过“网络相恋”的仅占 2.7%，

但是，这个微小的改变至少说明，农民工的恋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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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始与高科技的人际交往手段——“网络交往”接

轨，数据的比率虽然是微小的，它所揭示的农民工

恋爱方式的改变却是巨大的。因为，这预示着，随

着农民工城市化的进一步融合，他们的恋爱与婚姻

将更加远离故乡故土的固有模式：不仅在方式上

（从媒妁之言到自由恋爱），而且在时间 （将比不离

故土的同龄人更晚）、空间 （将跨越过去的乡里乡亲

知根知底的乡土到“共同战斗建立友谊”）、以及现

实性方面 （将由现实走向虚拟，尔后由虚拟再走向

现实） 都将发生变化。

（2）在恋爱时“舍得花钱培养感情”。过去，“花

钱培养感情”、“花钱讨好女朋友”似乎只是城市里的

年轻人谈恋爱的专利。因为，他们有“闲钱” （经济

条件好），也有“闲时” （八小时之外是他们花前月

下的自由），可以通过做一系列的“闲事”：看电影、

压马路、逛商场、买女朋友喜欢的小礼品以投其所

好，巩固爱情。而农村里的青年的恋爱不过是在村头

悄悄说上两句思恋的话、在晒场上的背静处偷偷送上

为对方做的绣花鞋垫、或者至多在没有人的田间地角

约会片刻。这种状况现在已大大改变了。

（3）“城市化”特色鲜明的“人格气质”成为

男性青年农民工的首要择偶标准。这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人格气质显然与城里青年“跟着走”

的“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农民工择偶时

的 “感 觉 ”多 半 集 中 在 “才 能 ”和 “ 人 格 气 质 ”

上，他们在农村里“老实巴交”、“能过日子”等择

偶标准，已让位于“人格气质”、“有感情基础”、

“志同道合”等具有现代都市韵味的“择偶条件”。

虽然女性仍受传统“郎才女貌” 择偶标准的影响，

但往日羞于在陌生人面前吐露“意中人”的农村姑

娘，一旦走进城市，大都能落落大方地倾诉自己的

择偶标准。而携手共同致富几乎是每个打工妹的共

同心声。在此方面，青年农民工的择偶观无疑一步

步向城市化迈进。

（4）受到现代观念与城市文化的影响，青年农民

工逐步增强了婚姻的自主意识。尽管青年农民工婚姻

自己做主的比例仍远远低于城市青年，还有 1/4 的青

年农民工在选择配偶上还是不能体现自己的意愿，但

是，他们进城以后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无疑是向城

市化迈进的又一标志。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一迈进的

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受到现代婚姻观念的影响，另一

方面，在“离土不离乡”的现实中他们不得不受制于

传统婚姻观的羁绊。因为在具体的婚姻问题上，他们

或多或少地要屈从父母的要求。因为，在乡下，婚姻

还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影响着家庭甚至家族的

大事。

（5）城市化使得青年农民工对婚姻持否定态度的

比率已经高于其他青年群体。经济基础与城里人的巨

大反差，决定了青年农民工对婚姻态度的改变：青年

农民工因为生存在社会的边缘，不堪各个方面的压力

（主要是经济压力） 而对婚姻持否定态度。婚姻不能

为他们带来轻松和愉快，相反，却成为沉重和痛苦。

这对于以生育文化为主流追求的中国农民来说，青年

农民工的这种对婚姻的“反叛”实在是一种“无可奈

何”的选择。当然，这也许也是远离了面朝黄土背朝

天、生育与发展壮大生产力的关系逐步消解，这些已

经逐步“城市化”的农民工对生育的要求日益弱化的

现实写照。

（6）不想要孩子的青年农民工虽然只占 1/ 5，但

是，其生育观是对传统生育观的极大反动。过去，选

择“丁克”家庭被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们的“高雅选

择”；后来成为那些“凭什么生个孩子来用我的钱”

的“80 后自我意识的表白”。现在，“丁克”在中国

已经由城市蔓延到乡村，由“高知”下移到“草根”，

这一现象的出现被认为是新婚姻革命的一大明显信

号 ， 它 明 显 颠 覆 了 以 往 国 人 对 于 婚 姻 的 普 遍 认

识———婚姻必须包含生育和养育后代的义务。个人

的自我体现在婚姻中被一再地强调，而婚姻的社会

化功能却被弱化了。但是，对于青年农民工而言，

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从下里巴人变成了阳春白雪”。

因为，对于并未彻底消除城乡二元化的国家而言，

农民工城市化的“丁克”生育观：对父母，这是

“大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自己，是放

弃“老有所养”的保障———养儿防老。青年农民工

之所以如此“不可思议”地选择“不想要孩子”，是

自身艰难的生存状态使然。他们尤其不愿意自己的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再继续重复自己“乡村游子———

边缘城市人”的故事。

（7）与传统的结婚仪式渐行渐远。总的来看，起

码已经有四成强的青年农民工的婚礼形式已经颠覆了

祖祖辈辈视为人生四大重要幸事之一的“洞房花烛

夜”的形式———传统婚礼，而且有近三成的青年农民

工选择了独具城市气息的“旅游结婚”，这无疑是他

们进入城市并向“城市化”迈进的重要一步。还有一

成多的青年农民工“不举办任何仪式”就结婚了。分

析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其一，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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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举办任何仪式”就结了婚的青年农民工可能双方

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收入低，玩不起，只好

“一切从简”；其二，也可能是两人的婚姻得不到家里

人的支持，另有隐情，只好“惺惺惜惺惺”，彼此理

解万岁；其三，还有可能是双方都在背弃了原来在家

乡的“婚约”，又不能公开自己的婚姻，只有以“法

律认可”来完成婚姻。

2. 日趋开放的性观念指导了开放的性行为

《2006 中国大城市婚姻情感状况调查报告》 表

明：近 1/2 的受访问者对婚前性行为持肯定态度。

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持肯定

态度的比率 （3/4） 远高于该比率。分析认为：青

年农民工进城后由于生存的竞争，在城里站稳脚

跟成为他们需要多年的时间来奋斗的主题，谈婚

较早，论嫁却要推迟，躁动的性欲，使他们格外

地理解“欲性不能”的苦衷。在此方面，他们没

法像“不怕想结婚，就怕不想结婚”的城里人如

期以婚姻来实现自己的性需要，在同为“打工仔

（妹）”的伙伴中以婚前的性满足性的需要，形成

了在对婚前性行为的认同度及发生率都高于城市

年轻人的差异，这恰好反映了农民工由生存状况

所决定的婚恋真实状况。对于此差异，我们不能

简单地以农民工的思想道德低下，要加强道德教

育来一概而论。恰恰相反，我们应从平等享受改

革成果、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理解这些生活在

城市的边缘人没有基本物质条件实现自己幸福追

求的生存艰辛。

为青年农民工构建起性实现的幸福大厦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项任务。一系列的成都服务行业青年农民

工经历着失恋的打击、“欲婚不能”、离婚的苦痛、夫

妻分居的煎熬的数据，及最后以“找小姐”满足性需

要和“压抑”性欲望而展示的现状，足以让每一个社

会学的研究者为改变这个青年群体的性生活现状而呐

喊。因为，同情须臾不能减轻现实带来的苦痛。只有

尊重青年农民工的性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保障他们性

权利的实现，才是真正在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出谋划

策。如果我们总是站在“淫欲乃饱者之思”的立场，

我们就永远只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反骂饿汉不知

趣”。显然，这样的思维立场，是与构建和谐社会格

格不入的。一个有良知的农民工用工单位的管理者，

都应该把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真正看作和我

们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城里人一样的人，为他们创造

“私人生活的空间”，考虑他们的隐私的需要，为他

们的情感交流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家园。否则，无

论是出于现实的、还是观念的，是出于自己可以侥

幸避免的、还是出于对对方“不可以尊重”的缘由，

“不采取”还是“不会采取”安全措施，“毫无性传

播疾病知识” 的青年农民工就逃脱不了感染性传播

疾病的厄运。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当然也包括青年农民工。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当然也包括青年农民工的家庭。和

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时光

如何更替，在构建和谐婚姻家庭的基础上去构建和谐

社会，均是人们世世代代向往的目标。构建和谐的农

民工婚姻家庭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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