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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suggests that, in the long evolutionary process, men and women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mate selection and mate selection behaviors due to different evolutionary 
pressures. Men tend to look for women of high reproductive value, while women tend to look for 
men who possess rich social resources and are willing to make promises. The idea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s supported by some cross-cultural studies, but there are still limitations in the inter-
pretation of methodology, time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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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化心理学认为男女两性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进化压力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择偶观和择偶行

为。男性倾向于寻找具有高生育价值的女性，而女性倾向于寻找占有丰富社会资源且愿意做出承诺的男

性。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得到了一些跨文化研究的支持，但在方法论，时代差异和文化差异上的解释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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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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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择偶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近年来，电视相亲、相亲网站、约会软件等新兴择偶工具层出

不穷，也出现了对“剩男剩女”“空巢青年”“高富帅、白富美”等择偶话题的大讨论，充分反映了

社会对青年择偶的关注和期待。那么，男性期待寻找怎样的女性，女性希望寻找怎样的男性？不同时

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下男女择偶是否存在普世的标准和偏好？对此，进化心理学做出了回答。进

化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择偶行为有其进化的依据，人类自漫长进化中形成的心理机制，使那些有利于我

们繁殖后代的因素得以保持和传递。男女两性在进化过程中面临的不同适应性问题，使两性个体进化

出截然不同的择偶偏好和择偶行为。因此，男性与女性有较为固定的择偶标准和偏好，且存在较大的

性别差异。 

2. 心理机制的自然选择 

达尔文指出，生理特征的进化是因为它能帮助物种战胜环境挑战和繁衍后代，这一过程被称为自然

选择[1]。如人类长期受疾病困扰，从而进化出免疫系统，流血对种族生命带来巨大挑战，从而进化出凝

血机制[2]。人类的心理机制也深受自然选择的影响。经过自然选择，有利于种族生存和繁殖的心理机制

被保留下来，而不能应对生存挑战的则被淘汰。比如人类的合作行为即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假设在采集

者社会有两个不同的部落，一个部落擅长合作，一个部落不愿合作，而在远古艰险的时期，个体的力量

微不足道，只有团结合作才能保存种族的发展，因此，相较于不愿合作的部落，倾向于相互协助，团结

合作的部落更容易存活下来，保存种族基因，也传递了合作这一心理特质。 
进化心理学是以进化的角度来解释人类心理机制的心理新科学。进化心理学认为当今人类的心理中，

仍然带有漫长的进化史所留下的痕迹[3]，要理解人类的心理机制，就需要研究种系进化过程中的特征，

即过去是理解心理机制的关键，而心理机制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演化物[4]。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要

面对各种形式的适应性问题，主要可归结为两大类，即生存和繁殖问题。人类所有的现存的心理机制都

是在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 

3. 性别与择偶偏好 

择偶是个体选择伴侣，并以结婚为目标的过程。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择偶偏好是一种专门负责解决择

偶问题的心理机制，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针对择偶这一具体且领域特殊的适应性问题，人类进化出

的特有的偏好[5]。虽然男女两性在繁衍后代，传递基因的过程中都面临激烈的选择与竞争，但是由于存

在不同的“适应性问题”，因此各自进化出了不同的择偶策略，而影响择偶策略的最重要因素即亲代投

资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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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代投资是指有机体再生产子代所消耗的能量、时间和资源量[6]。很显然，不同性别个体在亲代投

资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而言，由于卵子比精子珍贵地多，意味着雌性个体只能有有限的后代，而雄性个

体却可以有几乎无限的后代。同时，女性还须承受体内受精、十月怀胎、分娩和照顾后代等责任。因此，

女性个体在繁殖后代上的投资要远远大于男性个体，所以，女性在择偶过程中成为选择者，而男性成为

被选择者。 

3.1. 男性择偶偏好 

总得来看，男性具有较低的生育成本，能更自由地与许多雌性繁殖后代，其择偶策略为贪多务得，

更多地传递基因，而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父子关系不确定性[2]。在实际的行为中，婚姻是解决父子关系

不确定的较好策略[7]，为同时兼顾父子关系确定性与最大化繁殖量之间的关系，男性的择偶倾向通常为

寻找具有高生育价值，且能为后代提供更好照料的女性，其择偶倾向具体表现为下述特征： 
1) 生理偏好 
研究发现男性更喜欢有生理吸引力的女性[8]。生理偏好中主要体现为年龄偏好、外表吸引力偏好、

体型偏好和贞洁偏好。 
年龄偏好：为了更多地繁殖下一代，男性择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具有高生育价值[2]，而年龄则是

该特征的重要指标。在一项包含 37 种文化的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所有国家中，男性都普遍偏好娶

更年轻的女子为妻[9]。国内研究者也发现了该现象，如乐国安等人对天津、Boston 两地的征婚启事的分

析发现，男性年龄越大，就会更大程度地倾向于寻找比自己小的女性[10]。另外，研究者发现一个较为奇

特的现象，即 25 岁以下的异性恋男性会倾向找一个比他们大一点的女性，表面上，这似乎说明进化心理

学的假设存在漏洞，但实际上该现象刚好证实了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即男性总是喜欢生育力旺盛的女性，

当男性本身年龄较小时，比他大一些的女性反而具有更强的生育能力，因为 25 岁左右的年龄刚好是女性

的生育巅峰[11]。 
外表吸引力偏好：饱满水嫩的嘴唇、光滑洁白的皮肤、乌黑油亮的头发、明亮动人的眼睛，这些特

征既是美的标志，也是生育力的象征[5]。进化心理学认为对称的、迷人的容貌暗示个体的身体健康，未

来的病亡几率更小，更有利于物种繁衍和选择性进化[5]。个体对面孔吸引力的偏好也是进化而来的，研

究显示面孔吸引力是个体配偶价值的线索。一张漂亮的面孔意味着更好的基因质量和更高的生育能力[12]。
与男性对外表吸引力偏好相对应的是女性提升自身吸引力的行为，研究表明女性提升吸引力的行为受生

理周期的影响，相较于受孕率低的黄体期，女性在受孕率高的排卵期更愿意通过多种方式来提升吸引力，

以期吸引异性，如提高外表的消费、增加修饰行为以及改变身体行为等[13]。 
体型偏好：在体型指标上，男性较为关注的是女性的腰臀比和胸部。男性偏爱较低的腰臀比，尤其

是接近 0.7 的腰臀比[14]，因为这暗示女性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和较大的生育潜力。另外，丰满挺拔的胸部

也是男性偏爱的女性特征，可能是因为这预示着女性的年轻健康和更强的生育和哺乳能力。 
贞洁偏好：由于“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问题的困扰(即母子关系的确定性是 100%，而父子关系的

确定性低于 100%)，男性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来解决该问题，如择偶中强调女性的婚前贞洁以及婚后忠诚。

对我国男研究生对择偶偏好及其对童贞的态度研究显示，外显态度中，男研究生对童贞的重要性评价较

低，而在使用内隐的研究方法时，男性就表现出了对童贞的重视[15]。 
2) 心理偏好 
除了生理吸引力外，男性也偏好温柔善良且忠诚的伴侣[9]，温柔善良的伴侣更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

为后代提供更好的照料。而忠诚品质则是对贞洁要求的体现，只有伴侣婚后忠诚于丈夫，男性才能确保

自己投资巨大所培养的后代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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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女性择偶偏好 

总得来看，由于女性的高生育成本、更多亲代投资，且只能有有限的后代，因此女性的择偶策略为

精挑细选[16]，其择偶倾向是：一方面，女性渴望寻找基因优良的男性，另一方面，女性倾向于寻求能为

子女提供保障的男性，即高权力、地位，经济基础良好的男性，同时，女性渴望寻找愿意做出承诺的男

性，即通常所说的“好基因”“好资源”和“好爸爸”[17]。 
1) 生理偏好： 
身高偏好：女性偏好身材高大的男性[9]。身材矮小体弱的男性与身材较高和强壮的男性相比，更不

易受女性青睐[18]。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在丛林社会，高大的身材预示着个体抵御外敌的能力，能更好地

为女性和后代提供保护。另外，高大的身材也是身体健康的标志。 
体型偏好：女性更加偏好有肌肉的身材，腰臀比在 0.8~1.0 且肩宽的男性，较好的肌肉力量和强壮的

身体是男性化的体现，是男性吸引力的主要来源[19]。 
年龄偏好：与男性一样，女性在择偶中也存在特定的年龄偏好，不过与男性不同的是，女性偏爱比

自己年长的男性，因为年长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和财富[2]。如一项跨文化研究显

示，女性偏爱比自己大 3.42 岁的男性[9]。而乐国安等人对天津、Boston 两地的征婚启事的分析发现，天

津与 Boston 两地女性征婚者都倾向于寻找比自己大的配偶[10]。 
智力偏好：智力水平显然是好基因的另一种指标。智力水平预示着个体未来的发展潜力，收入水平

和财富状况等。事实上，很多研究中将智力假设为好基因的核心指标[20]。 
2) 社会偏好： 
在远古时期，漫长的怀孕期和哺乳期让女性无法自给自足，且人类婴儿的“未完成性”导致他们不

像其他动物一样生下来就能自己生存，他们需要依靠成人的照料才能存活，因此，女性要想更好地哺育

和抚养自己的孩子，必须找一个能够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源并对后代进行投资的配偶。而且在孕育孩子的

过程中，男女两性的投资也是不同的，女性是直接投资，怀孕、生产、哺乳和照料，而男性则是间接投

资，主要为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资源。因此，女性在择偶时偏向于有寻找有丰富经济资源、较高社会

地位的男性[21] [22]。这些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又可具体化为其他一些特征：如收入、挣钱能力、教育水

平等指标[23]。实证研究表明当女性寻找长期配偶关系时，会更强调伴侶的身份和挣钱能力[24]。而 Buss 
(1989)对 37 种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女性对经济资源的重视程度比男性高出近一倍[9]。 

3) 心理偏好： 
虽然女性希望寻找能为自己及后代提供良好资源的配偶，但实际上，对于男性而言，有资源并不等

于愿意进行资源投资。所以，女性在偏好拥有丰富资源男性的同时，同时进化出对愿意为子女投资的男

性的偏好，即“好爸爸”假设。另外，女性自身的情感需求也对配偶的个性特征提出了要求。因此，在

进化过程中，女性更偏好爱家、踏实可靠、有上进心和责任意识的男性[21]。也有研究发现，女性在择偶

中更偏好有“冒险”精神的男性，可能是由于高“冒险”特质的男性能提供更好的资源、保护以及传递

优质的基因[25]。La Cerra 的研究表明女性希望配偶具有热心、善良等特质使之成为好父亲。La Cerra 的

研究同时发现，在评价一组图片中男性的性魅力性时，女性认为和孩子积极互动的男性更具性魅力，而

对孩子漠不关心的男性，则性魅力下降[26]。 
实际上男女两性的择偶往往是个权衡的过程，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少找到符合所有择偶条件的对象。

如有优秀生物基因的男性不一定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社会资源丰富的男性也不一定具有付出的意愿和真

诚可靠的品质。另外，择偶方本身的条件和状态也会影响最终的择偶结果，因此，现实生活中个体不得

不根据自己的择偶目而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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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化心理学谈男女择偶观的局限性 

1) 方法论的局限 
由于进化心理学对人类的心理特征以及进化特点都是事后解释，而非因果分析[27]，因此，其预测力

上存在局限性，也无法排除一些现象的其他解释，如男女结婚年龄存在差异可能只是与成熟水平有关，

因为女性在生理和情感上都比男性成熟地更早。进化心理学屡遭诟病的另一点即是无法证伪，因为进化

心理学所提出的假设是基于过去的进化史上，而用现在的资料检验过去的假设显然是行不通的。 
2) 文化差异和时代差异上的解释不力 
虽然进化心理学强调一种人类在择偶上的普世特征和规律，但是相关研究还是揭示了人类在择偶上

的文化差异和时代差异。如乐国安对中美征婚启事的研究发现，中美两国个体在配偶选择过程中，确实

存在着性别偏好程度与内容上的文化差异[11]。跨文化的研究也发现不同国家对对女性婚前贞洁的要求不

尽相同，一些国家居民对配偶的贞洁十分重视，而另一些国家居民则并不关心对方是否是处女[11]。李银

河的研究也发现了中国独有的一些择偶特征，即年龄，身高和婚姻状况是中国人看重而其他文化中的人

不太看重的因素[28]。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婚姻形式，比如“丁克族”，即婚后不生育抚养小孩，

这似乎并不符合进化心理学关于个体进化目标是最大化地传递基因的假设。另外，当今时代，随着平权

运动的兴起，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地位也逐步上升，很多女性不再依赖于男性提供经济支持，

其择偶观出现了较大变化，不少女性步入单身主义浪潮，这种现象似乎也难以用进化心理学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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