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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伦理问题的调查 

摘要：目的：本次小组调研围绕上海某大学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伦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方法：通

过问卷调查等形式，了解当前关于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现状。主要侧重于调查获取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态度、

大学生避孕知识、大学生对婚姻法了解程度、大学生性知识获取渠道等方面的信息，并从社会、生理、心

理、伦理道德等角度分析这些现象。通过结合应用伦理学课程的相关知识，针对当前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所

暴露出来的性与伦理、婚恋与伦理、生命与伦理（堕胎）等问题提出相关见解。结果：在上海某高校的本

科生中，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学生的比例约为十分之一；两性之间，女性更加坚定，反对婚前性行为（超过

六成），而男性对于婚前性行为态度则不那么强硬，仅不足三成表示反对；发生婚前性行为的目的多样，满

足自己、满足对方、追求快乐是主要因素；在此高校中的婚前性行为里，避孕状况不容乐观，由超过三成

的人表示未作避孕措施；而对于婚姻的看法，多数人均表示不会将目前恋人的婚前性行为情况考虑在内，

特别地，相较于女性，男性持这种无所谓态度的更多。 讨论：对于以上问题分析并提出了我们自己的解决

方案：增加关于性知识的宣传、增加法律知识的普及、树立正确的性道德等。 

关键词：大学生 婚前性行为 避孕 性观念  

Abstract： Objective: to make a survey about the ethical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r.  Methods: using an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to find out the status in quo and 

to analyze them in sociology, biology, psychology and ethnics. The questionnaire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formation of their attitude towards 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r, the knowledge about 

contraception,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Law of Marriage, their ways to gain the knowledge about 

sex and etc.  Results: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a tenth of them have premarital sex. Between 

the two genders, the female are more likely to be against 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r (over 60%). 

But the altitude of male is not so firm, and only 30% are against 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r. 

The aims of 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r are variable and mainly consist of fulfill the desire 

(oneself or others), pursue happiness. The contraception condition in the university is not 

optimism (over 30% students have premarital sex without any protective measures). Most students 

will not consider 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r as one of the factor of marriage. Especially, more 

male hold this attitude.  Conclusions: we raise our own solution towards the mentioned problem, 

such as increasing the publicity of the knowledge about sex, increasing the popularity of legal 

knowledge, and establish a correct moral about sex.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premarital sex, contraception, regulative idea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性观念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同时伴随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据有关研究显示，大学生自杀倾向与性相关行

为联系紧密①。其中大学生婚前性行为不仅容易导致未婚先孕、人工流产、性病传播等危害，

也容易滋生其它社会、伦理、道德与法律问题。由此引发了人们思考与此相关的社会伦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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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文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统计等形式，调查获取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态度、大学生避孕知识、

大学生对婚姻法了解程度、大学生性知识获取渠道等方面的信息，并从社会、生理、心理、

伦理道德等角度分析这些现象。通过结合应用伦理学课程的一些相关知识，针对当前大学生

婚前性行为所暴露出来的性与伦理、婚恋与伦理、生命与伦理（堕胎）等问题提出相关见解。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1 年 11 月，在上海某大学进行性观念的随机抽样调查。被调查者都是大一

至大四的本科生，在调查过程中共征集被调查者 293名，总计发放调查问卷 284份，

回收 260份，回收率为 91.55%；其中有效调查问卷有 248份，有效率为 95.38%。有

效问卷的统计中，填写问卷的男生 140人，女生为 108人，分别占 56.45%和 43.55%。 

1.2 方法 

采用不记名混合式问卷调查形式，在征得本人同意以及充分考虑被调查者隐私

的基础上采用邮箱发放、实地单次少量问卷发放等形式随机抽取某高校在校本科生

进行调查合作。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赞成程度、发生婚前性行

为的目的与现状、对避孕知识的了解程度等。调查结果经 Microsoft Excel 软件进

行统计与分析。 

2、 结果 

2.1  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现状调查 

 

在对本次调查的样本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本科生人群中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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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比较低的。其中男生中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人数站男生总数的 11.43%；女生则为

3.70%，显得更低一些，这也符合我们调查之前的预估。 

    2.2  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赞成婚前性行为的原因统计表 

性别 男生 女生 

性观念解放 52  24  

爱情的重要组成 27  10  

避孕措施的便捷 25  6  

周围情况很多 0  16  

我的权利 28  9  

自由发展的空间 8  7  

 

反对婚前性行为的原因统计表 

性别 男生 女生 

有违伦常 9  21  

女性往往受害 20  51  

不稳定、不利于人

的发展 

4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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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健康 8  5  

不受到法律保护 8  28  

其它 0  3  

本次调查发现，男生与女生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并不完

全表现为前者赞成后者反对，实际结果说明的问题可能将更为复杂。从上面图表中可见，

女生在赞成婚前性行为或者坚决反对婚前性行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上都明显多于男

生（女生：赞成者 23.07%，坚决反对者也是 23.07%；男生：赞成者 10.01%,坚决反对者

5.71%），女生其立场较为坚定，而男生多倾向于选择无所谓或者还能接受，这其中的统

计学意义值得我们关注。之后的两张统计表承接上面对待婚前性行为的认可程度的调查，

将研究的问题推进一步以探索以上态度背后的原因。可以发现，赞成的因素主要是性观

念的转变；但反对者中男女差异再一次体现出来，男生中反对者只关注了一个问题，即

过早发生婚前性行为不利于将来的发展，会对整个人生造成不利影响；女生中反对者则

在此之外还关注了一个问题，即发生婚前性行为多数情况下女性将成为受害者，特别是

在避孕措施不到位等情况下造成的未婚先孕、流产堕胎等问题，会对女性终身造成生理

与心理的不利影响。  

2.3  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目的 

 

在调查发生婚前性行为人群的行为目的时我们发现，不同人各自的情况并不相同造

成各种原因事实上都现实存在，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原因导致大学生选择婚前性行为。但

是相对而言，追求感官刺激的选项相比其它选项略多（28.56%），但我们认为不必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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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这一点，因为这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 

 

2.4  大学生避孕知识调查 

 

通过调查已发生婚前性行为人群采取避孕措施情况时，我们得到上述结果。即人们

没有每次都采取避孕措施，大部分人是经常采取而非每次都这么做（60%）。另一方面从

不采取避孕者占到了总数的 35%，我们认为这个比例是比较危险的数值，说明避孕的宣

传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未采取避孕措施的婚前性行为不仅有发生未婚先孕的危险，更

可能造成疾病传播而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2.5  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对婚姻的影响 

 

已发生婚前性行为人群采取避孕措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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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对其婚姻的影响时，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点是无论男生

女生大多数都认为对方发生过婚前性行为不是自己婚姻的考虑因素（男生：62.14%；女

生：40.74%）。第二点则符合我们的预期结果，即女生更倾向于拒绝发生过婚前性行为

的男子（非与自己），其比例达到了 33.33%。 

3、 讨论 

3.1 关于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与样本数量 

出于一些困难，调查小组得到的样本数量并不如一般的调查文章来得充足，请读者

谅解，但 300人的样本空间已足以说明许多问题。 

关于第一部分中已发生婚前性行为人的比例，首先考虑到填卷人未必完全地诚实；

其次考虑到无论男女，这一比例应当是差不多的，是因为发生婚前性行为必须是一男一

女，从而该比例不至于相差 3倍。这里的差别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统计学上一个不寻

常的误差，另一方面则应考虑为填卷人出于害羞，不愿填写为“是”或者“否”。 

3.2 关于不同年级，发生婚前性行为比例的问题。 

更具意义的，应当是今年的某年级本科生，与未来一年或两年同年级本科生中发生

婚前性行为比例的比较，而在此处在同一时间想比不同年级的人发生比例的情况，一方

面其符合我们的预测：随年级增大比例也增大，另一方面这难以说明性观念随时间的变

化。 

3.3 关于婚前性行为认可程度及其原因的进一步分析 

女生表现出比男生更为坚定的立场，考虑到长期以来，无论在哪种文明中，女性发

生婚前性行为，在精神上都是更加备受社会与家庭的指责，在肉体上是（由于怀孕）受

害更深的一方，这是一种积淀在文化中的枷锁。考虑到女性为冲破这道枷锁，抑或是在

家庭教育中相比较男性，更多地受到来自传统观念的教育，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便比

男性更为明确。成为“赞成”的比例便比男性要高出 5倍的原因。 

而至于“坚决反对”以及“反对”的态度的女性比例要比男性高得多（女性 65%男

性 30%），则是上面所分析到的，历史上的女性因婚前性行为精神及肉体受到极大的伤

害，成为主要因素。 

3.4 关于避孕与婚前性行为 

我们在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伴侣中调查避孕的情况，并没有明确指出二者的关系，而

是在此处讨论，是因为二者的关系并不明朗。一方面，更为简单快捷的避孕措施（古代

没有避孕措施）应当是现代婚前性行为比例增加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怀孕是限制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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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为女性的精神与肉体带来不可磨灭的终生伤害。另一方面，我们

看到在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群中仍有部分（35%）并没有采取避孕措施，说明有些时候

这也并没有成为伴侣间发生性行为时考虑的因素。 

在《在校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及避孕行为研究》
[14]

一文中作者指出，避孕知识的普及

率非常低，仅有 7.3%的调查学生指出知道安全套、宫内节育器、口服避孕药、皮下埋

植、紧急避孕法以及体外排精的避孕方法，这成为避孕措施不到位的重要原因。事实上

避孕措施的教育一般伴随于性教育，性教育的不充分，也成为此间一系列问题的重要因

素。 

3.5 调查中显示出的比例与地区 

文章的调查选取的是上海地区的国内一流高校，生源的学习能力以及家教情况应当

是非常乐观的，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低于武俊青
[16]

和李爱兰
[17]

的调查结果。对于

性的看法以及接受的性教育理应是学生发生婚前性行为的重要因素，据此可以说明这一

点。 

3.6 身体健康与精神 

美国的以安全性行为为目的性教育被认为是失败的，它大大增加了青少年的怀孕率、

流产率、染病率、性犯罪率，但相较于西方的性解放与性自由的观念，我们认为传统的

封建观念甚至更加不可取，因为那始终将女性的人权置于极不平等的地位。 

性自由与性解放带来的健康问题值得反思，但其价值不能被完全否定；不难考虑到

如果避孕的教育获得更大的成功，将成为这一西方观念的良药。而传统的封建观念确实

是保护了人的身体健康，但却应当被我们严厉地审视与扬弃。这是因为我们看到，对于

健康状况的不良影响，到头来毕竟是可随着技术进步而改进的，而对于精神的压抑与人

权的掠夺，却是一种观念的根本性弊病。 

3.7 同性恋与之前的比例 

在最开始的比例中，我们发现男性中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为女性中的 3 倍，是否

其中含有同性恋性行为的因素？作者在问卷中没有设置这一问题，是考虑到这一问题会

引起被试者，特别是其中的同性恋者的强烈反感与抵触。但毫无疑问，同性恋的问题发

生在所有人的身边，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不能排除这一因素。 

3.8 现状，对策与建议 

时代在改变，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学生涉足性生活越来越多，性观念更加开放，性

行为等级越来越高。性是人类的本能，是追求幸福的途径；性是人的权利，但也受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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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制约。人对于性的态度虽然在改变，但“婚前性行为”终究没有到“毫不介意”的地

步，其存在的一些不良影响仍然客观存在，其中特别是女性的妊娠与堕胎带来的永久性

的生理与心理影响。 

加强性教育，特别是避孕的教育。这包括系统的科学的性知识教育，也包括符合我

国社会现状的性观念普及。另外还要加强现代社会人对于爱情与性道德的合适的观念，

无论男女都要强调责任意识，自爱自重与自尊。同时，社会风气对于这种现象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营造合适的社会氛围，是所有社会人的责任。 

 

4.结论 

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上海某高校的本科生中，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学生的比例约

为十分之一；两性之间，女性更加坚定，反对婚前性行为（超过六成），而男性对于婚

前性行为态度则不那么强硬，仅不足三成表示反对；发生婚前性行为的目的多样，满足

自己、满足对方、追求快乐是主要因素；在此高校中的婚前性行为里，避孕状况不容乐

观，由超过三成的人表示未作避孕措施；而对于婚姻的看法，多数人均表示不会将目前

恋人的婚前性行为情况考虑在内，特别地，相较于女性，男性持这种无所谓态度的更多。 

希望通过本次调查，为该高校未来的性教育、性调查等诸多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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