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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幸福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张贵 良 雷 韬 梁海梅

本研 究依据中央电视 台央视调查咨询中心于 1 9 95年 5月份在全国进行 的
“

中国

妇女问题
”

调查数据
,

分析了我国城市夫妻及其相关因素
。

结果表明
:

1
.

我国城 市夫

妻婚姻幸福 的基本状况属于 中等及 中等以上水平
,

感到婚姻不幸福 的人 占极少数
。

2
.

和婚姻满意度相 关显著 的社会人 口 因素是性别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择偶标准是个人

内在因素
、

个人 自然 因素
、

社会文化 因素
,

观念类型为现代型
。

3
.

所有相关 因素对角

色平等性的预测力最高
,

其次是夫妻交流和婚姻满意度
,

其中对婚姻幸福影响最大的

是观念类型和择偶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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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及目的

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加快
,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

市场经济的轨道正稳步向前伸展
,

人们的

思想观念也经历了较大的转变
,

尤其表现在家庭婚姻方面
,

各种现象层 出不穷
,

如婚外恋
、

情

人
、

第三者
,

甚至同性恋等
。

人们普遍认为
,

现在的家庭稳固性降低
,

婚姻生活也正面临着新的

变革
。

那末
,

我国的家庭婚姻状况到底如何 ? 夫妻婚姻幸福程度有多大 ? 哪些因素在影响婚

姻幸福 ? 这些 问题都是现阶段人们极为关注的
,

它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

又是国内外学者广泛

研究的课题
。

1 99 5 年 5 月 2 日至 巧 日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观众调查网
,

为配合世界妇女大会在我国

召开
,

进行了一次
“

中国妇女问题
”

的调查
,

该系统 51 个调查站的 1 0 9 0 0 个城乡家庭参与了调

查
。

调查以问卷形式进行
,

每个家庭随机抽取 1 女 1 男两个样本
,

最后共回收女性有效样本

1 0 0 61 人
,

男性有效样本 9 2 3 6 人
,

样本总数为 19 2 97 人
。

该调查的误差范围为 3 %
,

可信度为

9 5 %
。

本研究是在此调查原始数据重新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的
。

根据研究需要
,

我们从原始数据

中剔除了父女
、

母子等关系及未婚
、

离异
、

丧偶者
,

专门抽出了在调查样本户中有夫妻关系的城

市夫妻 2 9 6 3 对
,

共 5 926 人
。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sP S S F O R W IN D O W S 6
.

0 专业社会统计软

件
。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
,

要对一个家庭的丈夫和妻子同时进行调查是件不容易的事
,

更不用说

这个调查要在全国范围进行了
。

因此
,

我们十分感谢
“

中国妇女间题
”

调查的组织者和设计者
,

他们无私提供的全部调查原始数据
,

使得本文得以面世
。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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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分析我国城市夫妻的基本特点和婚姻幸福的基本状况
。

2
、

分析影响婚姻幸福的相关因素
。

3
、

探讨各种相关因素对婚姻幸福的预测程度
。

二
、

我国城市夫妻基本特点

城市夫妻基本特点见表 1 3一 4

表 1城市夫妻样本年龄分布 (有效样本 N 二 5, 0 0)
,

婚龄分布 (有效样本 N = 5 9 2引

年年龄龄 人数数 %%% 婚龄龄 人数数 %%%

111 5 一 1 9 岁岁 111
.

000 5 年以下下 5 2 000 9
.

333

222 0 一 2 4 岁岁 4 666
.

888 6 一 10 年年 10 9 444 1 8
.

555

}}} 25 一 29 岁岁 3 4 000 5
.

888 1 1一 1 5 年年 1 3 2 888 2 2
.

444

333 0 一 3 4 岁岁 8 4 777 14
.

444 1 6 一 2 0 年年 6 8 222 1 1
、

555

333 5 一 3 9 岁岁 1 1 3 666 1 9
.

333 2 1一 2 5 年年 3 9 666 6
.

777

444 0 一 4 4 岁岁 9 6 444 1 6
.

333 2 6 一 3 0 年年 5 4 000 9
.

111

444 5 一 4 9 岁岁 6 6 111
lll

3 1一 3 5 年年 4 5 000 7
.

666
1111111 1

.

222222222

555 0 一 5 4 岁岁 4 9 444 8
.

444 3 6 一 4 0 年年 5 5 888 9
.

444

555 5 一 5 9 岁岁 5 7 111 9
.

777 4 1 一 4 5 年年 2 6 000 4
.

444

666 0 一 6 5 岁岁 8 4 000 14
,

222 4 6 年以上上 6 444 1
.

111

表 2 城市夫妻样本受教育程度分布 (有效样本 N = 5 9 0 8)
,

家庭人均月收人分布 (有效样本 N 二 5 9 2 0)

受受教育程度度 人数数 %%% 家庭人均月收入入 人数数 %%%

不不 /初识字字 1 1 777 2
.

000 2 0 0 元以下下 7 0 000 1 1
、

888

小小学学 5 0 555 8
.

555 2 0 1 一 3 0 0 元元 18 9 999 3 2
.

111

初初中中 2 0 3 888 3 4
.

444 3 0 1一 4 0 0 元元 16 0 777 2 7
.

111

高高中或中专专 2 0 6 666 3 4
.

999 4 0 1一 6 0 0 元元 1 1 5 333 1 9
,

555

大大专专 8 3 999 1 4
.

222 6 0 1一 1 0 0 0 元元 4 2 111 7
.

111

本本科以上上 3 4 333 5
.

888 10 0 1一 1 5 0 0 元元 1 0 555 1
.

888

111111111 5 0 0 元以上上 3 555
.

666

表 3 城市夫妻样本家庭类型分布 (有效样本 N 二 5 8 8 2)
,

工作时间类型分布 (有效样本 N 二 5 2 01 )

家家庭类型型 人数数 %%% 工作时间间 人数数 %%%

一一代户户 2 9 9 000 5 0
.

888 正常制制 3 5 8 999 69
.

000

两两代户户 1 9 0 222 3 2
.

333 倒班制制 4 6 111 8
.

666

三三代户户 9 9 000 1 6
.

888 时间不固定
、、

4 3 444 8
.

333

没没没没没工作作 7 1 777 1 3
.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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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城市夫妻样本职业类型分布《有效样本 N 二 5 , 2 6)
.

家庭人 口数分布 (有效样本 N 二 5 8 75 )

职职业类型型 人数数 %%% 家庭人 口数数 人数数 %%%

工工人人 2 1 8 555 3 6
.

999 222 8 4 444 1 4
.

444

农农民民 4 444
.

777 333 3 3 0555 5 6
.

333

军军人人 2 999
.

555 444 1 0 3 444 1 7
.

666

机机关干部部 1 0 3 000 1 7
.

444 555 50 111 8
.

555

科科教文卫工作者者 5 9 333 1 0
.

000 666 1 0 111 1 7
.

222

艺艺术体育工作者者 2555 444 777 4 888
.

888

个个体工商户
、

私营企业主主 1 3 000 2
.

222 888 2 555 0
.

444

商商业和服务业工作者者 3 9444 6
.

666 999 1 777
.

333

合合资
、

独资单位雇员员 7 888 1
.

333 1 0 人以上上 000 000

待待业
、

无业人员员 1 6 222 2
.

777777777

离离退休人员员 1 0 3000 1 7
.

444444444

学学生生 111 000000000

其其他他 2 2 555 3
.

888888888

三
、

我国城市夫妻对婚姻幸福的评价

(一 ) 婚姻幸福量表的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

关于对婚姻幸福的评价指标
,

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标准
,

其中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的奥尔

逊 ( D
.

H
.

O L OS N
,

1 9 8 2) 结合前人的研究将婚姻幸福分为 12 个因子
。

12 个因子分别是过分

理想化
、

婚姻满意度
、

性格相融性
、

夫妻交流
、

解决冲突的方式
、

经济安排
、

业余活动
、

性生活
、

子

女和婚姻
、

与亲友的关系
、

角色平等性及信仰一致性
。

本次研究选择了其中的三个因子来评价

婚姻幸福
,

即
:
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和角色平等性
。

分别由 10 个题目测量
,

共 30 道题目
。

为了检验这 30 个道题目测量的结构效度
,

即分析其是否测量了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和

角色平等性
,

首先对其测量结果进行了因素分析
,

抽取三个题 目
,

分别归为三组
,

构成三个因

素
,

各包含 8 个题目
,

经分析其内容
,

并和原量表相比较
,

发现这三个因素恰是婚姻满意度 (因

素 A )
、

夫妻交流 (因素 B)
、

角色平等性 (因素 )C
,

仅个别题 目的归组有些变化 (见表 5 )
,

这三个

因素的因素解释量为 32
.

5 %
,

说明这 24 个题 目较有效地测量了这三个因素
,

即这 24 题组成

的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

现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对这三个因素的含义做一解释
:

婚姻满意度 (因素 A )指夫妻对婚姻生活诸方面的满意程度
,

如在情感上
、

在承担的责任和

义务上及在价值信仰等方面的满意程度
。

夫妻交流程度 (因素 B) 指夫妻之间相互交流思想
、

需求
,

意见等方面的顺畅程度
。

角色平等性 (因素 )C 指夫妻二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

承担的家庭义务及家庭决策等方面的

平等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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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婚姻幸福且表的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 fN 二 5 7 58
,

城市夫妻样本 )

因因素素 题 目目 因素素 因素素 川 P h aaa

名名称称称 负荷量量 解释量量量

AAAAA 2 9
.

我很满意我们夫妻之间表达情感的方式式
.

6 8 999 1 5 7 %%%
.

7 5 555

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

姻姻姻 25
.

我非常满意夫妻双方在婚姻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务
.

6 8 4444444

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满

意意意 18
.

我非常满意夫妻之间相互谈话的方式式
.

6 7 2222222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22222 3
.

我赞成夫妻之间 目前的价值信仰仰
.

5 8 1111111

111110
.

我非常满意夫妻现在的工作和夫妻在一起度过的时间间
.

5 7 7777777

77777 我非常满意我们解决冲突的方式式 5 3 9999999

22222 2
.

我谈话时
,

配偶总是认真听着着
.

4 7 8888888

22222 7
.

我希望配偶愿意与我分享他 (她 )的感受受
.

4 7 5555555

BBBBB 6
.

我满意夫妻之间的交流
,

但我配偶并不理解我我
.

6 6 222 1 1
.

3 %%%
.

7 6 666

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妻妻妻 1 1
.

有时
,

我不敢找配偶要我需要的东西西
.

6 1 0000000

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

流流流 17
.

对于承担做父母的责任分工上
,

我不满意意
.

5 9 4444444

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度度度 2 8
.

有时候我很难相信配偶告诉我的一些事情情
.

5 9 1111111

22222 0
.

我不满意我们与双方父母
、

朋友的关系系
.

5 7 3333333

88888
.

我的配偶有时发表一些贬低我的意见见
.

5 5 8888888

33333
.

我不喜欢配偶的性格和个人习
’

质质
.

5 5 1111111

11111 9
.

因为担心配偶发脾气
,

所以我不总是把心里的一些烦恼恼
.

5 3 8888888

告告告诉对方方方方方

CCCCC 13 我们家丈夫是一家之 主主
.

6 3 555 5 5 %%%
,

7 2 666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色色色 9
.

妻子应更加顺从丈夫的意愿愿
.

6 t 3333333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等等等 14
.

对于我们来说
,

丈夫的职业比妻子的职业更重要要
,

6 0 4444444

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22222
.

我认为妇女主要应呆在家里里
.

5 8 9999999

44444
.

除非经济上需要
,

妻子不应外出工作作
.

5 6 0000000

33333 0
.

在我们家中
,

丈夫在大多数重要情况上起决定作用用
.

5 0 8888888

22222 1
.

妻子在重要间题上应相信并接受丈夫的判断断
.

4 9 7777777

111115
.

如果家里有很小的子女
,

妻子不应外出工作作
.

4 7 8888888

以上就婚姻量表进行了因素分析
,

现进一步对此量表进行信度分析
。

对婚姻满意度
、

夫妻

交流和角色平等性三个分量表分别计算内部一致性系数 ( lA ph a )
,

结果说明这三个量表的题巨
有较好的信度

。

通过上面的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
,

此 24 题组成的量表可以作为本研究所用
。

(二 ) 我国城市夫妻婚姻幸福的总体状况

我国城市夫妻的婚姻幸福程度到底有多大 ? 我们以量表得分高低来评价
:

1 分代表婚姻

幸福程度非常低
,

5 分代表婚姻幸福程度非常高
,

3 为中间值
,

接着把三个分量表的各 8 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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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相加
,

剔除缺少值
,

求平均
,

结果如表 6 :

表 6 婚姻幸福三因紊的平均值及相互间的差异性显著性 T 检验结果

因因素名称称 平均值 标准差 NNN 婚姻满意度度 夫妻交流程度度

婚婚姻满意度度 3
.

6 9
、

5 7 5 8 4 4444444

夫夫妻交流程度度 3
.

7 5
.

7 1 5 8 2 111 5
.

8 1
赞 朴朴朴

角角色平等性性 3
.

3 9
.

7 0 5 8 3 333 2 4
.

72
于 苦苦

3 5
.

1 7
资 件件

“ p <
.

0 0 1 (标有
“ , ”

的数字为 T 值 )

从表 6 的平均值来看
,

婚姻幸福的三个方面均在中间值 3 以上
,

但均未达到较高的程度 ( 4

分 )
,

其中夫妻交流程度接近 4 分
,

而角色平等性接近 3 分
。

另外从平均值差异性 T 检验的结

果来看
,

三者存在显著的差异
,

按照程度高低排列
,

依次是夫妻交流程度 ( 3
.

75 )
,

婚姻满意度

( 3
.

6 9 )
,

角色平等性 ( 3
.

3 9 )
。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城市夫妻幸福的程度
,

我们把婚姻幸福的三个因素区分为高
、

中
、

低
,

来

直观地显示各自的人数分布情况
。

我们把 4 分以下定为高分组
,

2 分以上定为低分组
,

其余为

中分组
,

结果如表 7
。

表 7 婚姻幸福三因素高
、

中
、

低人数分布

婚婚姻幸福因素素
.

有效样本数数 区分分 人数数 %%%

婚婚姻满意度度 58 4 444 高高 2 1 1 333 3 6
.

222

中中中中中 36 7000 6 2
.

888

低低低低低 6 111 1
.

000

夫夫妻交流程度度 5 8 2 111 高高 2 3 9777 4 1 222

中中中中中 3 3 5 000 5 7
.

666

低低低低低 7 444 1
.

333

角角色平等性性 5 8 3 333 高高 13 5 111 2 3
.

222

中中中中中 4 2 7 333 7 3
.

333

低低低低低 2 0 999 3
.

666

在高分组
,

即婚姻满意高的人有 2 1 1 3 人
,

占总样本数的 36
.

2 %
,

超过 1 3/ ;夫妻交流程度

高的人有 2 3 9 7 人
,

占总样本数的 4 1
.

2 %
,

约为 2 5/ ;角色平等性高的人有 1 3 51 人
,

占总样本数

的 2 3
.

2 %
,

从中分组来看
,

三个因素的人数均超过总样本数的半数以上
,

分别为 62
.

5 %
、

57
.

6 %
、

73
.

3 %
,

而在低分组中三个因素的人数非常少
,

分别仅占总样本数的 1
.

0 %
、

1
.

3 %
、

3
.

6 %
。

因此从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夫妻的婚姻幸福状况属于中等及中上等水平
,

尤其是感到婚姻

幸福的人占有一定的比例
,

仅极少数人感到婚姻不幸
。

四
、

婚姻幸福的相关因素分析

一

为什么有的天感到婚姻幸福
,

而有的人感到婚姻不幸福 ? 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

有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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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
,

也有客观的原因
。

本文将探讨社会人 口因素 (包括性别
、

年龄
、

婚龄
、

受教育程度
、

职业

水平
、

家庭经济收入
、

家庭类型
、

家庭人 口数
、

工作时间类型 )
、

择偶标准和观念对婚姻幸福的三

个方面一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
、

角色平等性的影响
。

(一 ) 社会人 口因素和婚姻幸福之间的关系

首先计算 9 种社会人口因素 (性别
、

年龄
、

婚龄
、

受教育程度
、

职业水平
、

家庭经济收入
、

家

庭类型
、

家庭人口数
、

工作时间类型 )和婚姻幸福的三个因素的皮尔逊 ( K
.

eP ar so n) 相关系数

(结果见表 8)
,

然后一一进行分析
。

表 8 社会人 口和婚姻幸福三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城市夫妻样本 N = 5 , 6 6 )

婚婚婚姻满意度度 夫妻交流程度度 角色平等性性

性性别别 一 0 4 4
健 西西 .

0 1000
.

0 9 3
关 爷爷

年年龄龄
.

0 2 333
.

0 9 7
怪 铃铃

.

0 5 9
爷 爷爷

婚婚龄龄
.

0 2 9
哭哭 .

0 8 8
赞 餐餐

.

0 5 4
肠 ““

教教育程度度 一 0 0 999
.

1 3 3
怪 赞赞

.

0 6 4
“ 餐餐

职职业水平平
.

0 0 777
.

0 0 1
片 份份

一 0 2 111

经经济收入入
.

0 4 7
升 书书

.

0 8 1
份 贾贾

.

0 2 333

家家庭类型型 一
.

0 0 222 {{{
.

0 4 5
关 ““

.......

0 199999

家家庭人 口数数
.

0 2 555
.

0 2 111
.

0 1 555

工工作类型型
.

0 0 999
.

0 0 333 一 0 0 000

赞 苍

P <
.

0 0 1
”

P (
.

0 5

1
.

性别 以
“

1
”

代表男性
, “

2
”

代表女性
,

由表 8 可知
,

性别与婚姻满意程度呈显著的负相

关
,

与角色平等性呈显著的正相关
,

而与夫妻交流相关不显著
。

因此
,

男性婚姻满意度高于女

性
,

而女性的角色平等性要求高于男性
。

2
.

年龄 本研究对年龄划分为年龄组
,

每 5 岁为一组
,

从 15 岁到 65 共划分为 10 级
,

分

别用 1
,

2
,

3
,

… 表示
。

其中巧一 19 组原样本数仅一人
,

不做研究
。

从表 8 可知
,

年龄与夫妻交

流
、

角色平等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

而与婚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不显著
。

也就是说
,

年龄越大
,

夫妻交流程度越高
,

角色平等性也越高 ;反之
,

年龄越小
,

夫妻交流程度越低
,

角色平等性也越

低
,

或者说越趋向于不平等
。

3
.

婚龄 婚龄指从结婚到目前的时间
,

如同年龄一样
,

每 5 年划分为一组
,

共分 10 组
,

分

别用 1
,

2
,

.3 二
表示

,

然后与婚姻幸福三因素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显示
,

婚龄与婚姻满意度
、

夫妻

交流程度和角色平等性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

换句话说
,

婚龄越长
,

婚姻满意度越高
,

夫妻交

流程度越高
,

角色平等性也越高 ;反之
,

婚龄越短
,

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等性均趋

向于低
。

4
.

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划分为 6 个等级
,

即不识字 /初识字
、

小学
、

初中
、

高中
、

大专
、

本

科以上分别用 .1
· ·

… 6 表示
,

相关分析显示
,

受教育程度也与夫妻交流程度和角色平等性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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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正相关
。

换句话说
,

受教育程度越高
,

夫妻交流程度越高
,

角色平等性也越高 ;反之
,

受教育程度越低
,

夫妻交流程度越低
,

角色平等性也越低
。

5
.

经济收入 本次调查中的经济收入这一项
,

指的是家庭人均月收入
,

从 2 00 元以下到

1 5 00 以上分为 7 个等级
,

分别用 1
,

2
,

.3 二
表示

,

数字越大
,

等级越高
。

然后将其与婚姻幸福三

因素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婚姻幸福三因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

而与角色平等

性相关不显著
。

换句话说
,

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
,

婚姻满意度越高 ;反之
,

家庭人均月收入越

低
,

婚姻满意度越低
,

夫妻交流程度也越低
。

6
.

家庭类型 家庭类型指家庭中的人分几代
,

本文把家庭类型分为一代户
、

两代户
、

三代

户共三个等级
,

分别用 1
,

2
,

3 表示
,

相关分析结果为家庭类型仅与角色平等性具有显著的正相

关
,

而与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
。

换句话说
,

家庭中代数越多
,

夫妻角色平

等性越高 ;而家庭中代数越少
,

夫妻角色平等性越低
。

7
.

职业水平
、

家庭人 口数和工作时间类型

职业水平指的是把职业类型按职位高低划分的等级
。

本次调查把职业类型划分为 13 类

(见表 4 )
,

根据我国对职业声望的研究分为 6 个等级
,

数字越大
,

职业水平越高
,

具体划分如

下
:
第 1级

,

包括待业
、

无业人员
,

离退休人员
,

学生及其它 ;第 2 级
,

包括工人
,

农民 ;第 3 级包

括个体工商户
、

私营企业主
、

商业和服务人员 ;第 4 级
,

合资独资单位雇员 ;第 5 级
,

军人 ;第 6

级
,

包括机关干部
、

科教文卫工作者
、

艺术
、

体育工作者
。

然后
,

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是
,

职业水平高低对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程度和角色平等性均

无显著的影响
。

家庭人 口数指家庭中人 口 的多少
。

本文共分 9 类
,

从 2 口人到 10 口 人以上共分 9 个等

级
,

分别用 1
,

2
,

.3 二 ,

表示
,

从相关分析结果可知
,

家庭人 口数的多少对婚姻满意
、

夫妻交流程

度和角色平等性均无显著的影响
。

工作时间类型分 4 类
,

即正常班
、

倒班制
、

时间不固定
、

没工作
,

分别用 1
,

2
,

3
,

4 表示
,

可认

为是等级分类
。

相关分析结果说明
,

工作时间类型对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程度和角色平等性

均无显著的影响
。

(二 ) 择偶标准和婚姻幸福之间的关系

婚姻是否幸福
,

和结婚前是否选择了合适的对象有一定的关系
。

那末
,

选择配偶有那些标

准呢? 这些择偶标准与婚姻幸福有怎样的关系呢 ? 本研究共列出了 15 种标准 (见表 9)
,

经因

素分析抽出三个因素
,

依次是社会文化 (指民族
、

职业
、

国籍
、

政治信仰
、

年龄
、

家庭背景的相近

性 )
、

个人 内在因素 (指工作能力
、

发展能力
、

品德 )及个人自然因素 (指身高
、

容貌仪表
、

收入
、

气

质 )
,

其因素解释量分别是 26
.

5 %
、

12
.

1 %
、

8
.

9 %
,

累计 47
.

5 %
。

然后
,

计算择偶标准的三因素与婚姻幸福三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

结果见表 10
,

由表可

知
,

社会文化因素与婚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

而与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等性无显著的

的相关
。

换句话说
,

男女社会文化背景越接近
,

婚姻满意度越高
,

反之
,

男女社会文化背景差异

越大
,

婚姻满意度越低 ;个人内在因素与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程度
、

及角色平等均具有显著的

正相关
,

也就是说
,

个人的内在能力越强
,

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程度及角色平等性越高
,

反之
,

个人的内在能力越差
,

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程度及角色平等性越低 ;
.

最后
,

个人自然因素与婚

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
,

而与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等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
。

换句话说
,

个

人的自然因素越好
,

婚姻满意度越高
,

而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等性越低
,

反之
,

个人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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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差
,

婚姻满意度越低
,

而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等性越高
。

表 , 择偶标准的因素分析结果 ( N 二 5 8 3 4)

因素名称 择偶标准的重要性 因素负荷量 因素解释量

A

社会文化
2 6

.

5 %

因素

B

个人内在

因素

E
.

民族相同

F
.

职业相近

H
.

国籍相同

G
.

政治信仰相同

D
.

年龄相近

B
.

家庭背景相近

N
.

工作能力

0
.

发展能力

M
.

品德

J
.

身高

1
.

容貌
、

仪表

K
.

收入

L
.

气质

.

7 5 1

.

6 9 9

.

6 9 6
.

6 7 3

.

5 6 9
.

4 5 8

.

8 1 8

.

7 7 2

.

6 0 6

.

7 9 7

.

7 6 1

.

6 4 1

.

5 0 4

1 2
.

1 %

C

个人自然

因素

8
.

9 %

表 10 择偶标准三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婚婚婚姻满意度度 夫妻交流程度度 角色平等性性

社社会文化因素素
.

1 4 1
价 ... .

0 1 999 一 0 2 444

个个人 内在因素素
.

1 5 2
科 份份

.

1 0 2
砚 ““

.

1 0 5
汗 福福

个个人自然因素素
.

0 7 3
任 赞赞

一 0 3 4
赞赞

一 0 9 555

一 “

P <
.

00 1
璐

P <
.

0 1

(三 ) 观念类型与婚姻幸福之间的关系

根据人们对妇女地位看法的不同可以共分为不同类型的人
,

调查列出 11 种有关妇女的说

法 (见表 1 1)
,

划分为传统型
、

现代型
、

维持型
,

其因素解释量分别是 17
.

8 %
、

16
.

7 %
、

1 0
.

0 %
,

累

计 54
.

5 %
,

其中删除了因素负荷量较低的两个题目
。

三种类型的基本含义如下
:

然后
,

计算观念的三种类型与婚姻幸福之间的相关系数
,

结果见表 12
,

传统型与婚姻满意

度没有显著的相关
,

而与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等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
。

换句话说
,

传统观念

越重的人
,

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等性越低
,

反之
,

传统观念越淡薄的人
,

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

等性越高 ; 现代型与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程度及角色平等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

也就是说
,

现

代观念越重的人
,

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程度及角色平等性越高
,

反之
,

现代观念淡薄的人
,

婚

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程度及角色平等性越低 ;最后
,

维持型与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相关
,

而与

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等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

换句话说
,

维持观念越重的人
,

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等性越高 ; 反之
,

维持观念越低的人
,

夫妻交流程度
、

角色平等性也越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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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观念类型的因紊分析结果 ( N二 5 8 8 ) 9

名名 因因 题 目目 因素负荷量量 因素解释量量
称称 素素素素素

AAAAA C
.

享受平静富足的家庭生活要比职业上奋斗的有成就的的
.

68 6661 7 %%% 8

传传传 妇女更幸福福福福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型型型 K

.

女性的职责是照顾丈夫
、

抚养和照顾子女女 二 655555 6

DDDDD
.

女人想哭就哭
,

想笑就笑
,

不用像男人无奈地装扮自己己
.

5 9 11111

BBBBB H
.

女性只有走向社会
,

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值 二 7 1 777 1 6
.

7 %%%

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
代代代 J

.

女性应该和男性平等
,

共同积极地参与各方面的社会生活活
.

6 1 44444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11111
.

女性化妆
、

美容是社会的进步能力力
.

5 9 55555

AAAAA
.

社会的发展与妇女地位的改善密切相关关
.

5888888

CCCCC G
.

女人追求容貌是可以理解的
,

但若放弃对心灵美的追求
,

甚甚
.

7 1 222 1 0
.

0 %%%

维维维 至放弃女性尊严就是可悲的的的的

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型型型 B
.

当发生就业危机时
,

妇女在劳动市场上受到的冲击远大于于
.

6 5 99999

男男男性性性性

删除了两道负荷量较低的题 目( E
,

)F

表 12 自我意识和婚姻幸福三因素的相关系数

婚婚婚姻满意度度 夫妻交流程度度 角色平等性性

传传统型型
.

00 2
...

一 1 9 9
价 资资

一 3 57
赞 骨骨

现现代型型
.

1 4 9
赞 苍苍 .

0 8 4
“ 怪怪

.

1 14
份 份份

维维持型型 一
,

0 2 444
.

1 2 1
长 赞赞 .

0 3 1
份份

户之
.

0 0 1
.

P <
.

0 5

五
、

婚姻幸福与社会人 口 因素
、

择偶标准和观念类型之间的回归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
,

9 种社会人 口 因素 (性别
、

年龄
、

婚龄
、

受教育程度
、

职业水平
、

家庭经

济收入
、

家庭类型
、

家庭人 口数
、

工作时间类型 )
、

三种择偶标准 (社会文化因素
、

个人内在因素
、

个人自然因素 )和三种观念类型 (传统型
、

现代型
、

维持型 )共 15 种变量与婚姻幸福的三个因素

(婚姻满意度
、

夫妻交流
、

角色平等性 )之间存在紧密关系
,

这 15 种变量对婚姻幸福的共同预测

性如何 ? 相 比较而言
,

这 15 种变量在预测婚姻幸福时哪一个更为重要 ? 下面用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的方计探讨这些问题
,

结果见表 13
、

表 14
、

表 15
。

从表 13 来看
,

以婚姻满意度为标准变量
,

在 15 种预测变量中
,

投入现代型
、

社会文化 因

素
、

个人内在因素
、

性别等变量的 F 值均达到非常显著性水平
。

相比较而言
,

其中以现代型变

量 B et a
值为最大

,

表明现代型观念对婚姻满意度的预测力最大
,

可解释全部变异的 2
.

8 %
,

即

现代观念越强
,

婚姻满意度越高 ;其余依次是择偶标准中的个人内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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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

共解释总变异的 6
.

1 %
,

而其他 n 种变量
,

如年龄
、

婚龄
、

传统型等对婚姻满意度的预测

力非常低
,

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

表 13 婚姻满愈度与 15 种预测变项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摘要表

步步骤骤 投入的预测变项项 复相关系数数 决定性系数数 原始分数回回 标准化分析回回 FFF

(((((((长)))
、

( R Z ))) 归系数 (B ))) 归系数 ( B
e t a

)))))

11111 现代型型
,

1 6 666
.

0 2 888
.

1 2 666
.

1 4 000 1 16
.

8 9
. 签 睁睁

22222 社会文化因素素
.

2 1777
.

04 777
.

0 9 333
.

1 0 777 1 0 0
.

8 3
. 解 ...

33333 个人内在因素素
.

2 3 888
.

0 5 777
.

1 1 999
.

1 1 333 8 2
.

0 1 2
份 . 赞赞

44444 性别别
.

2 4 888
.

0 6 111 一 0 7 888 一 0 6 999 6 6
.

9 2
. 畏 甘甘

赞 价 “

P <
、

0 0 0 1

从表 14 来看
,

以夫妻交流程度为标准变量
,

在 15 种预测变量中
,

投入传统型
、

维持

型
、

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个人内在因素
、

个人 自然因素
、

经济收入
、

现代型等变量的 F 值均达到

非常显著性水平
。

相比较而言
,

其以传统型变量 的 eB t a
为最大

,

可解释全部变异的 3
.

5 %
,

即

传统型观念越强
,

夫妻交流程度越低 ;其余依次是受教育程度
、

年龄
、

个人内在因素
、

维持型
、

个

人 自然因素
、

经济收入
、

现代型
,

共解释全部变异的 7
.

5 %
,

其他七种变量如性别
、

婚龄
、

社会文

化因素等预测力非常低
,

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

表 14 夫妻交流度与 15 种预测变项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摘要表

步步骤骤 投入的预测变项项 复相关系数数 决定性系数数 原始分数回回 标准化分数回回 FFF

((((((( R ))) ( 2R ))) 归系数 ( B
e t a

))) 归系数 (eB ta)))))

11111 传统型型
.

18 666
.

0 3 555 一 1 2 222
一

1 6 999 1 4 7 7 2
甘 偏 赞赞

22222 维持型型
.

2 1 555
.

0 4 666
.

0 6 333
.

0 7 444 9 8
.

4 2
份 怪 份份

33333 年龄龄
.

2 3 222
.

0 5 444
.

0 3 222
.

1 0 000 7 7
.

2 5
科 甘 铃铃

44444 受教育程度度
.

2 5 555
.

0 6 555
.

0 7 8 999
.

1 0 222 7 1
.

0 2
甘 赞 价价

55555 个人内在因素素
.

2 6 444
.

0 6 999
.

1 1 444
.

0 8 555 6 1
.

1 4
. 赞 份份

66666 个人自然因素素
.

2 6 999 二 0 7 222 一 06 222 一 0 5 888 5 3
.

0 2
“ 份 ...

77777 经济收人人
.

2 7 333
.

0 7 444
.

0 2 555
.

0 4 333 4 6
.

7 2 二
井井

88888 现代型型
.

2 7 555
.

0 7 555
.

0豹豹
.

0 3 555 4 1
.

5 3
. “ 份份

甘 件 圣

P <
.

0 0 0 1

从表 14 来看
,

以角色平等性为标准变量
,

在 15 种预测变量中
,

投入传统型
、

个人自然因

素
、

个人内在因素
、

现代型
、

受教育程度
、

性别
、

家庭类型等变量的 F值均达到非常显著性的水

平
。

相比较而言
,

其中以传统型变量的 B et a
为最大

,

可解释全部变异的 12 %
,

即传统型观念越

强
,

角色平等性越低 ;其余依次是个人 自然因素
、

个人内在因素
、

受教育程度
、

现代型
、

性别
、

家

庭类型
,

共解释全部变异的 巧
.

3 %
,

其他八种变量如年龄
、

婚龄
、

社会文化因素等预测力非常

低
,

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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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 1 5角色平等性与 1 5种预测变项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摘耍衰

步步骤骤 投入的预测变项项 复相关系数数 决定性系数数 原始分数回回 标准化分数回回 FFF

((((((( R))) ( R Z))) 归系数 ( B))) 归系数 (e Ba t)))))

11111 传统型型
.

3 999 4
.

1 2 222
.

3 2 000
.

3 2 222 56 5
.

9 3
.份 ...

22222个人自然因素素
.

3 5999
.

1 999 2
.

1 4 4333
.

1 3 6663 3 0
.

9 0
.份 份份

33333 个人内在因素素
.

37 555
.

1 111 4一 1 777 2一 09 666 22 2
.

9 6……
44444现代型型

.

3 8111
.

1 4 555一 07 888一 0 6999 1 7 3
.

7 5
朴 .赞赞

55555受教育程度度
.

3 8 6661 4999 0 5444
.

07 1 222 43
,

4 6
母 份 价价

66666 性别别
.

39 000
.

1 5 222
.

0 7 111
.

0 5 000 1 2 1
.

7 4
长 苍 ““

77777 家庭类型型 二 3 9 111
.

1 5 333
.

0 3 666 0 3 999 1 0 5
.

5 4
祷 份 份份

二
奋

P <
.

0 0 0 1

从上面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可知
,

15 种预测变量对婚姻幸福三因素总变异的解释量

并不高
,

其重要性也不同
。

相比较而言
,

这 15 种预测变量对角色平等性预测力最高
,

可解释总

变异的 1 5
.

3 %
,

其次是对夫妻交流程度的预测力
,

而对婚姻满意度的预测力最低
,

仅能解释总

变异的 6
.

1 %
,

同时发现
,

人们具有的观念类型对婚姻幸福的影响最重要
。

六
、

结 论

1
.

我国城市夫妻的基本特点是
:

年龄在 35 一 45 岁之间
,

婚龄在 6 一 20 年的夫妻居多
,

受

教育程度普遍为中等
,

家庭人均月收入普遍在 2 00 一 4 00 元之间
,

工作时间大都是正常班
,

家庭

大小以三 口之家为多数
。

2
.

我国夫妻婚姻幸福的基本状况属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
,

其中夫妻交流程度最高
,

婚

姻满意度为其次
,

角色平等性相比较最低
,

感到婚姻不幸福的人占极少数
。

3
.

和婚姻满意度相关显著的社会人 口因素是性别
、

婚龄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择偶标准是个

人内在因素
、

个人自然因素
、

社会文化因素
,

观念类型为现代型 ;和夫妻交流相关显著的社会人

口 因素是年龄
、

婚龄
、

受教育程度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择偶标准是个人内在因素
、

个人 自然因素
,

观念类型为现代型
、

传统型
、

维持型 ;和角色平等性相关显著的社会人 口 因素是性别
、

年龄
、

婚

龄
、

受教育程度
、

家庭类型
,

择偶标准是个人内在因素
、

个人自然因素
,

观念类型为传统型
、

现代

型
、

维持型
。

4
.

15 种预测变量对角色平等性的预测力最高
,

其次是对夫妻交流和婚姻满意度
,

其中有

15 种对婚姻幸福影响最大的是观念类型和择偶标准
。

由于本研究受数据来源的限制
,

对影响婚姻幸福的其他重要因素尚未探讨
,

如夫妻个性特

征
、

性生活和谐程度
、

个人经济状况等
,

期望今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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