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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青少年性欲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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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受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冲击。如何看待性欲望，是影响青少年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基本问
题。通过调查表明，社会转型期青少年性欲态度主流是科学正确的，普遍认同性欲是人的正常需求。性欲态度受到性别、教
育程度、个体身份、成长环境、同伴交流及网络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为性教育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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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dolescent Attitude toward the Sexuality and Affective Factor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EN Minyan，WANG Jinxin
( Sichuan Sexual Sociality and Sexu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Chengd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

Abstract: Adolescen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re impacted by both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western cultures． How to treat sexuality
is a basic principle that affects adolescent sexual concept and behavior． This study was nationally sampled at random and 456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adolescen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ought sexuality as human’s natural need，which was scientific and
correct and lead to sexual morality ． Adolescent attitude toward sexuality was affected by gender，education level，students or not，growth environment，
intercommunication with fellows about sex and internet programs involcing sex，which provided a lot of information for sexual education．
Key words: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dolescent; attitude toward sexuality．

1 文献综述

对性的态度，古今中外有以下几种: 1) 最严格的性欲态度，认为性是罪恶，性欲望和性行为应该被严格限制

在婚姻关系内，并以生殖为唯一目的。最典型的当属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下的性态度，“既然为了人类的繁衍

非允许性交不可，那就只好把道德标准放宽一点，但是，最多只允许它发生在有婚姻关系的人们当中”［1］。中国

宋代以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严格的性态度，对性压抑和否定［1］。2) 对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如中国古代的性观念

中认为阴阳和合是自然之道，类同于天地的交合，对人的生命至关重要; 但中国的传统性观念仍然强调节欲［1］。
不论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传统，都强调对性欲的否定、节制或者限定，是一种压抑的态度。

到了近、现代，尤其是性解放运动和性学的兴起，对性的总体观念趋于肯定，并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各个

层次肯定了性的自然属性和生理属性。弗洛伊德( Sigumd Freud) 认为，性是一种本能，性欲望是个体一切行

为的原始动力，是建设性的、能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赖希( Reich) 对性欲

也有着类似的态度［2］。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 Maslow) 将性列为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与吃、喝、住、行
等需求一样，是其他高层次需求的基础。张曼琳等人对大学生性观念与性态度的调查发现，50． 8%的人认为

性是身心需求［3］。学者发现性别、个人受教育年限、个体生活的区域人口规模、网上黄色信息暴露等因素会

影响青少年的性容许程度或者性开放程度［4 － 6］。
从心理学讲，认知决定态度和行为，青少年如何看待性欲望这个性的根本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性

道德观，并最终影响性行为方式。当代青少年受社会转型时期多元文化影响，传统的、新兴多元性观念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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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其周围，他们会作何选择? 认为性欲是人的自然属性、本能冲动，还是认为性欲人为可控? 了解青少年

对性欲态度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才能有效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性道德价值观，引导正处于恋爱、婚姻准备

阶段的他们正确处理性的问题，避免因为性无知、性价值观混乱而造成的意外伤害和犯罪，让青少年们更健

全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联合国人口基金 1998 年将青少年界定为 14 ～ 24 岁［7］; 17 岁的青少年生理发育已基本成熟，价值观、道
德观初步形成甚至基本确立［8］; 高考前学业的压力以及对性的禁忌，进入大学后对性的思考及性的实践( 特

别是异性交往、恋爱) 等行为普遍化，对该阶段的青少年进行性相关研究更合适; ( 社会转型始于 1978 年的

改革开放，17 岁以后的青少年出生于 1980 年以后，生于转型期、成长于转型期。) 因此，研究的对象确定为 17
～ 24 岁。抽样方法:

1) 按地理、经济及文化因素将全国 31 省市( 除港、澳、台) 分为 5 个片区，即少数民族地区、东北地区、沿
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各片区各抽取 1 个省( 市)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京市、广东省、湖北省、
四川省。

2) 样本为 5 000，各省( 市) 分别 1 000。分为在校青少年与校外青少年 2 种类型，调查样本以 6∶ 4 的比例

分配。在校生在重点学校、一般本科、高职高专 3 种类型学校抽样。
3) 分别在 3 种高校各抽取 1 所学校，然后在每所学校按不同年级( 1 ～ 4 年级本科生、研究生) 分别抽取

200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校外青少年按照工作单位性质( 无业) 抽取 400 名对象，尽量涵盖各行各业。
回收问卷 4 703 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 4 565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 3%。
数据来自 200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期青少年性道德核心价值观实证调查研究》课题组

编制问卷。问卷由 4 部分构成: 1)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2) 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特别是性道德价值观形

成、发展的影响因素; 3) 青少年性道德价值观的现状; 4 ) 具体的性行为现状考察。问卷设计后，选取了 200
人进行了初测，并聘请专家对问卷进行了讨论修改，以保证问卷的内容效度。

采用社会学分析软件 STATA8． 0，进行描述性统计、交互分析。分析了第 3 部分中性欲态度的现状 1 题，

及性欲态度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包括地区、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环境因

素，包括是否工作、单位类型、成长环境、家庭经济因素、同伴影响、网络影响。由于篇幅限制，仅报告影响比

较大且对性教育有借鉴意义的因素。

3 分析与讨论

表 1 性欲望的态度调查

性欲望是人的正当需求 频次 /人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非常反对 72 1． 64 1． 64

比较反对 287 6． 55 8． 19

无所谓 392 8． 95 17． 14

比较赞同 1 664 37． 98 55． 12

非常赞同 1 996 44． 88 100． 00

总数 4 318 100

3． 1 性欲态度的现状

如表 1 所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性欲望是人的正当需求”的青少年累计达 82． 86%，即绝大多数青少

年能认同性欲望是人的正当需求。8． 95%的被调查者

持无所谓态度，另有 8． 19% 持反对态度。该数据与一

项针对湖州市大学生性意识的调查结果比较一致，16．
6%的大学生认为性需要不正常或者不知道是否正常，

且女性高于男性［9］。
分析认为该部分青少年在多元分化的冲击下对性

欲望的态度模糊，不知该如何正确看待人的性欲望，这

可能会导致他们在性行为上的茫然、缺乏方向，甚至很可能对性行为持禁欲态度。因此从性教育角度来讲这部

分人急需引导。

3． 2 性欲态度的影响因素

3． 2． 1 性别: 男性更极端

在几千年父权制度的影响下，女性的性一直是被否定和压抑的，近现代社会妇女运动的兴起，人们看待

性的态度也在悄然被影响。性别差异一直是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通过对性别与性欲态度的卡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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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发现性欲态度上依然存在性别差异( Pr ＜ 0． 001) ，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的性欲望态度差异

性欲态度
性别

男 女
总数

非常反对 /% 2． 13 1． 16 1． 68

比较反对 /% 5． 50 7． 44 6． 40

无所谓 /% 9． 49 8． 04 8． 81

比较赞同 /% 33． 20 43． 60 38． 06

非常赞同 /% 49． 69 39． 76 45． 05
Pearson chi2( 4) = 67． 544 2 Pr = 0． 000

性欲态度的性别差异显而易见，非常赞同和非常反对的极端态度下，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比较赞同和

比较反对的态度下，两性态度却发生扭转，女性比例远

高于男性。即男性态度更为极端明确，而女性则相对

较为折中。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接

受禁欲教育，对性欲望的态度更为保守，不愿太过明确

地表达。另一方面，男性明确表达非常赞同、无所谓和

非常不赞同的比例都高于女性，这提示我们男性对于

性欲望的态度在极端明确的同时也非常茫然。可能是

因为女性对于男性的性是一直接受的，对于自身的性

也是了解的，所以存在态度冲突的比例更少。而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坚定的反对着女性的性欲望，

女性的性仅为生殖与繁衍而肯定，要男性将每个人的性欲都放至正常的、可接受的意识里相对更困难。男性

可能更多的受到性价值观混乱的负面影响，更需要性教育的引导。该结果与其他研究的结论比较一致［10］。
女性对于性欲态度更为柔和，反而是男性选择“无所谓”态度的比例更多。1999 年对东北师范大学 984 名女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表明仅有 4%的女大学生认为性是“肮脏的”，其余则认为性是人的本能，是人的自然属

性的一个方面［11］。
3． 2． 2 受教育程度: 学历越高者越认同性欲，同时性欲态度也更迷茫

表 3 受教育程度对性欲望态度的影响

性欲态度

受教育水平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
及以上

总数

非常反对 /% 0． 00 0． 00 1． 26 2． 33 1． 75 1． 55 1． 65

比较反对 /% 11． 11 0． 00 8． 37 6． 48 6． 67 6． 18 6． 46

无所谓 /% 11． 11 0． 00 4． 18 6． 99 9． 21 9． 56 8． 92

比较赞同 /% 33． 33 33． 33 25． 52 36． 01 41． 38 37． 96 38． 07

非常赞同 /% 44． 44 66． 67 60． 67 48． 19 40． 98 44． 75 44． 90
Pearson chi2( 20) = 48． 496 5 Pr = 0． 000

表 4 不同成长环境下青少年性欲态度的差异分析

性欲态度

成长环境

乡村 小镇
城乡结
合部

中小
城市

大城市 其他
总数

非常反对 /% 1． 37 2． 44 1． 95 1． 89 1． 11 0． 00 1． 65

比较反对 /% 6． 15 6． 10 7． 80 6． 46 7． 38 9． 09 6． 57

无所谓 /% 8． 42 7． 47 14． 15 9． 47 7． 80 9． 09 8． 93

比较赞同 /% 38． 27 36． 28 36． 83 39． 42 38． 16 36． 36 38． 05

非常赞同 /% 45． 79 47． 71 39． 27 42． 76 45． 54 45． 45 44． 80
Pearson chi2( 20) = 30． 083 8 Pr = 0． 069

表 5 各类学生 /已工作者对性欲望观的影响

性欲态度
学校类型

重点大学 一般本科 高职高专
已工作 总数

非常反对 /% 2． 25 1． 14 2． 01 1． 48 1． 64

比较反对 /% 6． 99 4． 63 5． 40 8． 31 6． 55

无所谓 /% 8． 79 10． 22 9． 92 7． 60 8． 95

比较赞同 /% 40． 47 36． 77 42． 09 35． 35 37． 98

非常赞同 /% 41． 49 47． 25 40． 58 47． 26 44． 88
Pearson chi2( 12) = 43． 651 1 Pr = 0． 000

如表 3 所示，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少年在性欲望态度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Pr ＜ 0． 001) ，但并非与学历呈
线性关。持无所谓态度的比例随着教育程度
的提高而逐渐提高。分析认为，学历高者在接
受学校性教育的同时，也更容易接受多元性价
值观的影响，更容易形成价值观的冲突，更容
易迷茫。因此，性教育在内容上应与社会文化
相结合，帮助青少年在接受性知识的同时深刻
内化，形成统一和谐的性价值观。
3． 2． 3 成长环境: 城乡结合部的青少年性欲
态度更混乱

如表 4 所示，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
年性欲态度存在边缘显著差异( Pr = 0． 069 ) ，

数据表明城乡结合部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与其
他环境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性欲的态度差异
最大，无所谓态度的比例最高，反对比例也最
高。城乡结合部是乡村和城市文化冲突最为
明显的地方，也是传统性观念与现代开放的性
观念冲突最突出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成长起
来的青少年，最容易出现混乱的性价值观，对
性欲的态度也最矛盾。这部分青少年是性教
育的重点对象。
3． 2． 4 各类学生 /已工作者

将被调查者分为学生和已工作者 2 类，不
同类型的被调查者对性欲望态度的选择比例
存在显著差异( Pr ＜ 0． 001) ，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可知: 已工作者反对态度更高，无
所谓态度更低，而赞同态度与大学生无明显差
异。潘绥铭等对中国大学生性交频率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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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大学扩招数年之后的今天，大学生并不与同龄的非大学生形成显著差异［12］。这与本研究的结果部分
一致，仅在赞同性欲为正常需求的态度选择上。已工作者对性欲的无所谓态度更低，可能是因为他们性经验
比学生更多，知道性为何物，因此更少对性欲望产生茫然无措的态度。对性反对态度的相对较高可能是因为
比同龄人更早进入工作岗位，相对接受更少的教育，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性欲态度。因此，教育在一定
程度上能帮助青少年更新性欲观念，更加科学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性欲。

不同学校类型的大学生对待性欲的态度。重点大学的学生无所谓态度更低，反对态度更高。可能是重
点大学的课程设置更完善科学，学生有机会接受正确的性教育，形成正确的认知和态度，从而减少性欲望态
度无所谓的模糊态度。目前的性教育体系可能更多是传统的禁欲教育，从而导致学生将性欲望与不道德联
系，因此重点大学不赞同性欲望为正常需求的比例偏高。因此，应加大对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在读学生的性
教育，并调整性教育的内容，以帮助青少年减少对性的迷茫态度，形成清晰正确的性认知、情感和价值观。
3． 2． 5 同伴与网络影响: 适度谈性 /看性，提升对性欲正常性的认同度，过度则易导致迷茫

表 6 同伴交谈性话题的频率对性欲态度的影响

性欲态度
与同伴谈性频率

从不谈 偶尔谈 经常谈
总数

非常反对 /% 2． 78 1． 41 1． 89 1． 67
比较反对 /% 7． 84 6． 89 4． 34 6． 71
无所谓 /% 16． 67 7． 05 10． 57 8． 87
比较赞同 /% 40． 69 39． 82 22． 83 37． 83
非常赞同 /% 32． 03 44． 82 60． 38 44． 92
Pearson chi2( 8) = 153． 889 4 Pr = 0． 000

同伴也是青少年形成性观念的重要影响因素。考察青少年与同伴交流性相关话题的频率与其性欲望态
度的关系，证实了同伴交谈的重要作用。如表 6 所示，

从不与同伴交谈性话题者，持无所谓态度的比例最高，

反对的比例也较高。“偶尔谈”者无所谓态度比例则
最低。“经常谈“的无所谓态度的比例相对高于“偶尔
谈”、低于“从不谈”，但反对比例却低于“从不谈”。与
同伴适度频率的“谈性”可以帮助青少年减少对性的
无知和迷茫状态，但过度交谈则可能适得其反，可能会
导致青少年对性欲形成一种麻木迷惘的状态。因此，

性教育不可忽视同伴的重要作用，要注意引导青少年
创建一种适度、健康的同伴性交流氛围。

适度了解性能够提升对性欲正常性的认同，过度则易导致迷茫。可见，网络确实可以作为一个传播科学
性知识和正确性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但社会各界应对网络的性信息内容进行控制，充分利用这种现代社会信
息传播手段，引导青少年适度观看内容适当的性信息。

4 结语
在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青少年性欲态度的主流是接纳性需求的正常性，但不容忽视的是，近

20%的青少年对性的态度模糊甚至混乱，不知该如何对待性。随着性科学的普及，青少年的性欲态度也越来越
正确。但有少部分个体迷失在多元开放文化中，性教育工作任重道远。性欲态度受到性别、教育程度、成长环
境、同伴交流及网络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男性态度更为明确极端; 在校大学生比已工作者的性欲态度略显开
放; 重点大学学生和受教育程度高者在性态度更开明的同时也更容易迷失; 城乡结合部这样多元化的成长背景
容易导致青少年性态度的迷茫; 适度的同伴交流和通过网络接收性信息能帮助青少年破除对性的神秘感，形成
科学的性态度，但过度则容易导致迷失。该结果为性教育的对象和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即男性青少年可能
更需要引导，尤其是对女性性欲的接纳和理解; 学校教育与社会环境应同时并举，使教育内容更符合青少年身
心发展需求。适度的性教育、同伴间的性交流、网络接收性信息，都能促进积极性信息的吸收和形成，但过度则
相反。如何充分利用多元文化造福青少年的性心理健康，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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