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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国内离婚率持续上涨，婚姻破裂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现象，婚姻质量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

题，提高婚姻质量逐渐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本研究通过综述前人的研究发现，婚姻质量受个体因素、

婚际关系、家庭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提升婚姻质量，应全方位考虑上述

多种因素的影响及相互作用，并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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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divorce rate has continued to rise, and marriage breakdown has be-
come a phenomenon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society. The quality of marriage has gradually be-
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arriage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rough reviewing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quality of 
marriage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individual factors, marital relationship, family fac-
tor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rriage, the 
influence and interaction of the above factor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and cor-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15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154
https://www.hanspub.org/


刘仁娟 等 
 

 

DOI: 10.12677/ap.2023.133154 1289 心理学进展 
 

respond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should be for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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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王自玲(2011)认为婚姻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男女两性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即为当

时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或法律或社会风俗习惯所承认的、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男女两性结合为夫

妻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婚姻是家庭产生的前提。衡量婚姻生活状况的指标很多，婚姻质量是其中一项

较为直接并重要的指标。 
袁莉敏(2007)等人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综合概念，Sabatelli (1988)认为婚姻质量具有

强烈的主观性，是已婚人士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一种切身体会和感性认识；Glenn (1990)认为婚姻质量具有

客观属性，需要借助于相应的客观事实加以评价，借助于生活细节来展现婚姻双方主体的婚姻关系，借

助于相关特征加以展现，呈现出客观性；叶文振和徐安琪(2000)等人将主、客观观点进行综合，对婚姻质

量进行双重评价。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作为婚姻主体，个体在婚姻生活中的主观感受可以对该质量进

行相应的衡量，并相互调适。卢淑华和文国峰(1991)研究表明婚姻质量需要置入社会环境，并由婚姻主体

来对自身进行综合评价，重点关注这些主体的主观幸福性，以及他们的主观感受。 
贾黎斋(2016)认为婚姻质量不仅可以判断家庭是否美满幸福，还可以预测社会的稳定和谐。为此，本

研究综合前人研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以期为提升我国居民婚姻质量提供参考。 

2. 中国人婚姻的现状 

民政部(2021)发布的“2021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我国的离婚率已从 2000 年的 0.96‰上

升到了 3.1‰，并且 2019 年的离婚率高达 3.4‰。国民结婚率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结婚的人数与上一年

同比减少，离婚率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始探究出现这种情况背后的深

层次原因。这些原因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分为经济原因、观念转变以及情感原因等。在经济上，男女双方

的经济地位已与过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相较过去，女性在经济上更为独立，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变

少，这在客观上使得离婚缺少了一些阻碍。观念转变是指人们对离婚的态度。相对以往，人家对于离婚

有了更为包容的态度，不仅当事人对于离婚的恐惧相对减弱，周围人劝和不劝离的观念也相对减少；随

着社会的发展，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现代人对于情感有了更高的需求，这在客观上使得两性情

感变得更加充满变数，需要更多的努力与经营，一旦需要不能满足，无法经营下去，离婚可能就成了最

后的选择。 

3. 影响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 

国内对婚姻质量有着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徐安琪(1996)等学者则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对不同变量

进行客观分析，论述了这些要素与此质量之间的关联性。这些影响要素主要涉及到婚姻主体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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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同质性等。卢淑华和文国峰(1999)等学者则借助于线性结构方程模型，以家庭形态、性别观、婚

姻取向等因素为对象，对它们进行综合性分析，阐述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这几个因素与此质

量存在着正关联性。学者王宇中(2009)等人表示，调适是重要的因素，结果则为婚姻的感受与评价。这意

味着，调适仅仅是影响该质量的重要因素，而非婚姻质量自身。对其进行评价更多是以主观感受为核心，

涉及到夫妻双方的交流、关系、互动等。  
本研究综述前人已有研究，将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归纳概括为以下 4 个方面： 
第一，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是指婚姻双方各自的个人特征。陈媛等(2020)、Wang et al. (2019)、袁晓娇和方晓义(2016)

等学者研究发现，对于婚姻产生影响的个人因素包含年龄、自我和谐、自我情绪调节、价值观、酒精依

赖、性别、成长环境、人格特质、掩饰维度、价值取向、移情能力、酒精依赖、成人的心理分离、夫妻

各自的心理特质、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以及在婚姻中承担的义务、自我状态、抑郁情绪、责任动机及努

力归因等。 
由此可见，影响婚姻质量的个体因素众多。以自我心理因素为例，个体的自我和谐程度、自我状态

越好，那么其婚姻质量水平也越高，如果其自我情绪调节存在问题，那么其婚姻质量将越容易受到影响。

显然，这种个体因素对于婚姻质量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毕竟婚姻是两个人共同参与的社会关系，

还涉及到双方个体因素间相互作用的问题。 
第二，夫妻之间的婚际关系 
婚际关系是指夫妻双方的差异或互动。毕爱红等(2014)、钟梦宇等(2016)、侯娟和方晓义(2015)他人

研究发现，夫妻的背景差异(受教育程度)、情绪、疾病、性格差异、夫妻双方情绪(稳定性(N)、精神质(P)、
掩饰性(L))、夫妻互动因素、夫妻掩饰特质、情感交流、冲突解决、相处模式、夫妻婚恋依恋组合类型、

婚姻满意度、沟通模式、配偶支持水平、夫妻个性组合、育儿压力、伴侣支持、婚姻压力、宽恕、牺牲

动机、夫妻人格维度组合、夫妻间建设性沟通、婚姻归因与配偶感知、亲密关系成长性、婚姻态度、夫

妻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及匹配、夫妻执行功能等。 
相对于个体因素，夫妻间的婚际关系对于婚姻质量的影响更具有直观性。比如夫妻间冲突解决的方

式或模式，这直接决定了夫妻在面对矛盾时的过程以及结果。又比如夫妻间的性格差异，许多夫妻在结

束婚姻时往往会以性格不合为由。 
第三，家庭因素  
夫妻所建立的家庭本身也会对个体的婚姻质量有些较为明显的影响。Liu et al. (2021)、Fatma et al. 

(2017)研究发现这些家庭因素包含家庭收入水平、生活事件、居住地、父母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父母抚

养方式、儿童期虐待、家庭混乱、中国夫妻的原生家庭支持等均对婚姻质量有些显著的影响。 
这些因素中有些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家庭收入水平，这可能决定着夫妻之间用于情感经

营的时间与精力。而有些因素的影响可能是潜在的，不易察觉。比如儿童期虐待。有儿童期虐待的个体，

其在亲密关系中可能存在某些问题，比如不安全感的缺乏，对于爱的表达能力欠缺等，这些都在无形中

影响着婚姻质量 
第四，社会及心理因素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贾黎斋等(2013)、徐红红和胡佩诚(2010)、王厚亮(2003)等人研究还发现，一些

社会性因素对于婚姻质量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比如社会支持、外界因素、心理疗法、心理控制源、心理

调节、社会退缩行为、防御方式、人际关系危机等。 
以社会支持为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使个体在婚姻中遭受挫折之后有更多的机会恢复过来，

从来能理智的解决婚姻中存在的问题。此外，心理调节与干预的介入显然对于婚姻质量的提升有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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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4. 提高婚姻质量的策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多种多样。从这些因素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提高

婚姻质量的方法与策略。 
第一、提高自我 
虽然婚姻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互动，但是从现有研究来看，个体的自我不和谐、人格或心理存在问题

势必会影响婚姻质量。所以，从婚姻质量的角度来看，个体的自我提升不应只局限是物质层面，而更应

注重精神心理层面。如果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应及时寻找专业的干预甚至治疗。 
第二、增强夫妻沟通 
夫妻婚际关系的相关因素表明，在提升个体自我的同时也要增强夫妻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建立良好

的相处模型，尤其是解决冲突的模式。夫妻间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刻意的回避冲突往往会把问题积

累到不可解决的程度。良好的沟通可以让夫妻之间意识到在彼此婚姻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为问题的解

决付诸努力。 
第三、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婚姻是社会生活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婚姻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同样，社会因素，尤

其是来自社会的支持也会影响夫妻的婚姻质量。拥有着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夫妻将拥有更多的可用于

解决婚姻问题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有物质的，但更多的是精神心理层面的，既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

以是专业的婚姻心理咨询与治疗等。 

5. 小结 

婚姻质量是衡量婚姻幸福的重要指标。其受包含个体因素、婚际关系、家庭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婚姻质量的提升策略中，可以从上述因素出发，并注重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

与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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