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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sex ratio in a po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
mining mating behavior in animals. We propose that sex ratio also has pervasive effects on hu-
mans. The sex ratio in China is in a state of imbalance, and sex ratio of baby even reaches 120:100. 
But effects of sex ratio to mating behavior of Chinese were not clear. The study examines consum-
er behavior of mating in male-bias and female-bias and gets the effects. Findings show that 
male-bias leads men to spend more money on inviting women to have a meal. Female-bias leads 
women to perceive more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another half and will choose work in the future but 
not family. Research shows that sex ratio indeed influences consumer behavior of mating. We also 
probe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of sex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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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化心理学认为性别比例失衡会影响物种择偶难度，在中国性别比例处于失衡状态，新生儿中男女比例

甚至达到了120:100。性别比例会对中国人的择偶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不清楚。本研究通过对男性

偏多和女性偏多的学生在择偶过程中的消费行为的调查发现，在男性偏多情况下男性会花费更多金钱请

女性吃饭，而在女性偏多情况下女性感知到找男朋友更加困难并且在将来更加偏向于选择工作而不是家

庭。研究表明性别比例失衡的确会对人在择偶过程中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同时也对其理论意义和实践

价值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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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比例；同性竞争强度；异性可获得性 

 
 
 

1. 引言 

性别比例(sex ratio)指的是在某一个特定环境中，男性和女性在总体数量上的比值。对于生殖不平等

的物种来说，性别比例对物种行为的影响不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的男性获得全部的女性。

但是对于生殖平等的物种来说，性别比例在个体交配成功上却有着重要的影响(Emlen & Oring, 1977)。如

果异性的数量大于同性的数量，那么物种获得异性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如果异性的数量小于同性的数量，

那么物种获得异性的可能性将会降低，为了增大自己获得异性的可能性，同性之间的竞争必定会加剧。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性别比例既影响异性的可获得性又影响同性之间的竞争(Weir et al., 2011)，即性

别比例会通过改变交配动力来影响到物种的很多行为。和进化心理学观点一致，动物研究也表明性别比

例影响性内竞争和雄性交配的结果。Nuno 等(2013)通过对尖嘴鱼的研究发现性别比例和性内竞争正相关。

Clark 和 Grant (2010)通过对青鳉鱼的研究发现，当同性青鳉鱼数量增加的时候，青鳉鱼的性内竞争强度

变大，攻击行为增多，并且获得异性的可能性降低。当异性青鳉鱼增加的时候，青鳉鱼的性内竞争强度

变小，并且获得异性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性别比例对行为的影响在动物研究身上也有所体现。 
作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关于性别比例对人类行为影响的文章大多都关注于对婚

姻和家庭产生影响。例如：Gangestad 和 Simpson (2000)通过研究发现女性偏多(female bias)会导致低的结

婚率、更多的婚前生育和更少的家庭投资。而男性偏多(male bias)则相反,会导致高的结婚率、更少的婚

前生育和更多的家庭投资。Pollet 和 Nettle (2008)的研究也发现性别比例影响特定环境中人们的婚姻和家

庭生活。在这之后 Griskevicius 等人(2012)通过研究发现在男性偏多的情况下，男性会减少对未来存储的

行为并且会通过借贷的方式来进行即时消费。在国内关于性别比例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研究

(邢采等，2012；胡振京，2013)，而有关性别比例对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非常少见。在研究方式上关于性

别比例对人类行为影响相关的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式主要有三种：1) 对国家或地区公布的统计数据进行

分析(Helle, 2008)，2)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然后进行分析(Durante, 2012)，3) 采用启动的方式进

行研究(Griskevicius, 2012)。 
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和选择性流产的盛行，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比例已经达到了 120:100 

(Christophe, 2009)。在没有人为控制的情况下，性别比例应该在 105~107 之间，这也是国际上公认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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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基准(Therese & Zhu, 200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新生人口比例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在未来

中国将会有一代人处在男性过多，而女性稀缺的环境中。因此，在中国背景下研究性别比例失衡对男女

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由于高校专业设置的原因，很多高校都出现了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很多高校中男性

数量超过女性的两倍(或者女性数量超过男性的两倍)，例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男女比例达到 2.2:1，因此

我国大学的性别比例存在严重的失调情况。性别比例的失调是否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影响是一个值得

研究的主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大学生为样本，探索性别比例失衡对择偶过程中消费行为的影响。 

2. 假设的提出 

由于在高校中，高校学生接触到的同性和异性基本上都是本校的学生，因此学校里学生的性别比例

将会对学生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在高校中，谈恋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男性偏多的高校中，

由于男性的数量多于女性，那么为了可以成功的找到女朋友，男性可能会增加某些方面的消费来增加自

己对女性的吸引力，包括请女性吃饭和给女性购买礼物等。基于此我们认为性别比例会对男性的这种择

偶行为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性别比例还会影响男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消费感受，在女性稀缺时，

男性应该更加愿意为女性进行消费从而吸引女性。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在男性择偶竞争方面，由于男性偏多的情况下比女性偏多情况下竞争更为激烈，因此男性偏多

情况下男性为女性进行的消费比女性偏多情况下更多。 
H2：在择偶过程中的消费感受方面，男性偏多情况下比女性偏多情况下男性更加愿意为女性进行消

费。 
然而在女性偏多的高校中，女性数量多于男性数量。在中国文化中，女性在恋爱中往往处于被动的

地位，更多的是等待男性来追求自己而不是去主动追求男性。因此为了增加自己对男性的吸引力。女性

通常的行为是将自己打扮得更为漂亮。性别比例失衡不仅仅影响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行为，它还会影响

女生在对自己将来生活的决策。Durante 等(2012)研究表明，当女性偏多的时候，女性偏向于寻找高报酬

工作并且推迟结婚。因为女性偏多导致了男性的稀缺，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寻找到一个可以为未来家庭带

来长期稳定的经济来源的男性将会十分困难，因此女性会偏向于寻找高报酬工作并且推迟结婚，从而为

自己将来的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在中国，人们更加注重对家庭的未来进行考虑，因此与西方女性相比较，

在女性偏多时，中国女性也应该会偏向于寻找高报酬工作并且推迟结婚。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在找男朋友竞争方面，女性偏多情况下比男性偏多情况下竞争更为激烈，因此女性偏多情况下

女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及金钱来装扮自己。 
H4：在家庭和工作选择意愿上，女性偏多情况下女性更加偏重于选择工作，而在男性偏多情况下女

性更加偏重于选择家庭。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大学生。经调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偏重理

工科，校内男女比例为 2.2:1，为男性偏多学校。而华中师范大学为师范类院校，校内男女大学生比例为

1:3，为女性偏多院校。虽然在每个学校中，不同专业的人数比也是有区别的，但是因为在实际情况中同

一学校中的人相互之间的交流较多，而不同学校之间的人交流较少。并且在大学生中，在不同班级或专

业中找到男女朋友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而不仅仅局限在同一班级或专业中寻找男女朋友。因此在进行



性别比例失衡对择偶过程中消费行为的影响 
 

 
274 

分析的时候，我们将学校作为单位而没有将班级作为单位。 

3.2. 研究量表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为 Griskevicius (2012)编制问卷基础上改编而得来，从而用来研究人们在择偶过程

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感受。在问卷改编过程中，我们按照 Brislin (1970)的方法对问卷进行了翻译和回译，

从而确定最终的中文问卷。具体步骤：请两位母语为汉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生，将原问卷翻译成中文，

然后再请另外两位未看过原问卷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生分别将中文问卷回译成英文，之后对比回译的问卷

和原问卷，将有出入的地方根据原问卷进行修改，从而使中文问卷可以很好表达原问卷的内容。调查问

卷分为男性问卷和女性问卷，其中男女问卷各 4 个变量。男性问卷中前三个变量为“计划买礼物花费”、

“计划就餐花费”和“戒指花费”，被试填入具体的花费金额，因此不存在信效度的测量问题。最后一

个变量为“男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消费感受”，由一道题目来进行测量。女性问卷中“装扮花费”这一变

量要求被试填入具体的花费金额，“择偶难度感知”这一变量由一道题目进行测量，“装扮目的”这一

变量由装扮是为了同性竞争和装扮是为了吸引异性这两道题目相减而得来的。参照国外类似文献，在对

一个题目测量的变量进行分析的时候无需测量信效度(Durante, 2012; Griskevicius, 2012)。女性问卷最后一

个变量为“女性的家庭和工作选择意愿(desire for career versus family)”，询问被试“在未来哪个对我更

加重要”，然后要求被试对三个条目进行回答：1) 拥有一个家庭——拥有一份工作，2) 和未来孩子度过

美好时光——拥有一份满意工作，3) 有一个快乐和睦的家庭——达到自己理想的职业高度。通过对三个

条目的回答，我们得知被试对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偏向(∝ = 0.86)，得分越高被试越偏向于选择工作。 

3.3. 问卷发放情况 

本次问卷发放时间为 2013 年 1 月到 2013 年 3 月，问卷随机发放并且在被试填写结束后给予被试 5
人民币作为报酬。问卷发放对象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大学生，被试平均年龄为 21.82 ± 
1.50。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发出男性问卷 90 份，女性问卷 60 份。收回男性问卷 78 份，女性问卷 57 份。

其中男性有效问卷 73 份，女性有效问卷 51 份。在华中师范大学发出男性问卷 70 份，女性问卷 80 份，

收回男性问卷 64 份，女性问卷 75 份。其中男性有效问卷 54 份，女性有效问卷 68 份。 

3.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分析。 

4. 结果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种情况下学生生活费进行分析。对于男大学生的生活费来说，在男性偏多

情况下(M = 791, SD = 277)和女性偏多情况下(M = 840, SD = 250)没有差异，t (127) =−1.05，p = 0.30。对

于女大学生的生活费来说，在男性偏多情况下(M = 944, SD = 428)和女性偏多情况下(M = 922, SD = 315)
也没有差异，t (127) = 0.33，p = 0.75。由于大学生的主要经济来源为每个月从父母处或者做兼职得来的

生活费。而一个人的消费行为与他(她)的经济来源具有重要的联系。两种情况下学生每个月生活费没有差

异，从而使在后续阶段研究学生消费行为是处以同一水平，进而保证了研究结果的有意义性。 
在调查消费行为时，我们将男性择偶消费行为分为计划给正在约会的女性购买生日礼物花费、计划

请女性外出就餐的平均花费和如果向约会的女性求婚在求婚戒指上的花费三种情况。由于被试填写的数

据为非正态分布，所以在进行统计分析的时候，我们将数据进行了取对数处理，得出在男性偏多和女性

偏多情况下男性的三种花费情况如图 1 所示。由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计划给正在约会的女性购买的生日



性别比例失衡对择偶过程中消费行为的影响 
 

 
275 

礼物花费上，女性偏多情况下花费的金额大于男性偏多情况下花费的金额，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发

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t (113) = −1.28，p = 0.21。在计划请正在约会的女性吃饭的花费金额上，男

性偏多情况下花费的金额大于女性偏多情况下花费的金额，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具有

显著性差异，t (127) = 2.83，p < 0.01。在购买结婚戒指的花费上，男性偏多情况下花费的金额大于女性

偏多情况下花费的金额，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t (97) = −0.43，p = 0.67。 
我们认为性别比例不仅仅影响男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消费行为，还影响男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消费感受，

在女性稀缺时，男性应该更加愿意为女性进行消费从而吸引女性。因此我们对男性的消费意愿进行了调查

(如图 2 所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男性的“我认为我愿意在和女性的交流中消费”进行分析，女性偏多

情况下比男性偏多情况下男性大学生认为自己更加愿意在交流中为女性进行消费 t (123) = −4.03，p < 0.01。 
在对女性的行为进行调查时，我们认为女性的择偶行为是以感知到的择偶难易程度作为基础的，所以在

调查女性行为之前，我们对女性感知到的择偶难易程度进行了调查。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女性的“女

性之间在找男朋友相关方面竞争是否激烈”进行分析，女性大学生认为在女性偏多情况下找男朋友相关

方面比男性偏多情况下更加激烈 t (128) = −6.00，p < 0.01。 
 

 
Figure1. Male’s consumer behavior of mating under different sex ratios 
图 1. 不同性别比例下男性的择偶消费行为 

 

 
Figure2. Male’s consumer feeling of mating under different 
sex ratios 
图 2. 不同性别比例下男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消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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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女性在恋爱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更多的是等待男性来追求自己而不是去主动追

求男性。因此为了增加自己对男性的吸引力。女性通常的做法是将自己打扮得更为漂亮。因此在对女性

择偶相关的花费进行调查时，我们选择女性的装扮花费进行了调查由于被试填写的数据为非正态分布，

所以在进行统计分析的时候，我们将数据进行了取对数处理。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女性的“我平均每

个月在装扮自己方面花费多少元(包括买衣服、做头发、化妆品、护肤品等)”进行分析，在男性偏多和女

性偏多情况下，女性在装扮花费上没有显著差异 t (125) = 1.25，p = 0.21。 
女生装扮自己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在同性之间获得竞争力，另一种是为了吸引异性。那么在性别

比例失衡的情况下，女性的装扮目的是否或有所不同呢？在对女性的装扮目的进行统计分析时，我们将

其“装扮是为了吸引异性”的得分减去“装扮是为了在同性间获得竞争力”的得分，从而得出两种情况

下女性的装扮目的评分结果。在女性偏多情况下女性大学生装扮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在同性间获得竞争力

(M = −0.1, SD = 1.80)，而在男性偏多的情况下女性大学生装扮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吸引异性(M = 0.65, SD = 
1.84)。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我们得知两种情况下，女性的评分结果之间差异显著，t (130) = 2.33，
p < 0.05。不同性别比例下女性的择偶消费行为和感受，如表 1 所示。 

性别比例失衡不仅仅影响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行为，它还会影响女性在对自己将来生活的决策。采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女性的家庭和工作选择意愿进行分析，男性偏多情况下和女性偏多情况下女性大学

生生在家庭和工作选择意愿上的得分差异边缘显著，t (128) = −1.82，p = 0.07。女性偏多情况下女性大学

生生更加偏向于选择工作，而在男性偏多情况下女性大学生更加偏向于选择家庭。 

5. 讨论 

在研究性别比例对男性消费行为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将请计划就餐花费、计划买礼物花费和购买结

婚戒指花费作为衡量男性消费行为的指标。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方式是男性在追求女朋友时最常

见也是最能引起女性对男性好感的消费行为。从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请女性吃饭的消费符合我们的

预期假设。即当男性相对数量偏多的时候，为了获得异性的好感以及在同性之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男

性会花费更多的金钱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购买礼物的花费中，调查结果和我们假设的预期不相符合。两

种情况下男性为女性购买礼物的花费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可能是因为购买礼物这种行为较为少见，因此

男性主要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女性的青睐。从而导致性别比例对男性购买生日礼物的花费上的影响

不大。在购买结婚戒指的花费中，虽然也表现出随着男性相对数量的增加，花费有上升的趋势。但是通

过 t 检验分析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可能是因为调查对象为大学生。

在大学阶段，购买戒指并向女性求婚的现象非常少见，因此男性对购买结婚戒指的相关方面了解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自己是否愿意在为女性交流相关方面进行消费的时候。我们得出男性偏多学校男

生得分低，女性偏多学校男生得分高的结果。按照理论来说，应该是男性偏多情况下由于择偶更加困难，

所以男性更加愿意为女性进行消费，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男

性偏多学校男生更多的是迫于外界压力(找女朋友竞争激烈，不得不花)为女生进行消费而女性偏多学校男

生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为女生进行消费，这需要未来进一步研究证实。 
在对女性感知到的择偶难度进行调查时，我们发现随着女性相对数量的增加，女性感知到的在找男

朋友相关方面竞争更加激烈。这支持了本文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也是本文写作的理论支撑，即性别比例

失衡会影响择偶难度，同时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种种行为和决策也是也是以感知到的择偶难度为基础的。 
在研究性别比例对女性行为的影响的时候，由于在中国文化中，女性在恋爱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地

位，所以我们认为女性更多的是通过装扮自己来吸引异性并且在同性之间获得竞争力。因此我们将女生

每月装扮花费作为衡量的目标，然而研究结果显示两种情况下女性的装扮花费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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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Female’s consumer behavior and feeling of mating under different sex ratios 
表 1. 不同性别比例下女性的择偶消费行为和感受 

 女性偏多 男性偏多 p 值 

择偶难度感知 4.14 ± 1.90 2.23 ± 1.63 p < 0.01 

装扮花费 5.19 ± 0.80 5.27 ± 0.89 p = 0.21 

装扮目的 −0.1 ± 1.80 0.65 ± 1.84 p < 0.05 

家庭和工作选择意愿 4.30 ± 1.51 4.80 ± 1.50 p = 0.07 

 

方面说明性别比例对女性装扮方面的消费行为影响不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女性可能是通过更多的其他

的方面来吸引异性，而不是简单的装扮自己。在调查女性装扮目的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女性偏多的情况下

女性打扮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在同性之间获得竞争力，而在男性偏多的情况下，女性打扮自己更多的是为

了吸引异性。并且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处理后的得分结果显著。这说明当女性偏多而

男性偏少时，影响女性装扮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在同性之间获得竞争力，而在男性偏多女性偏少时，影响

女性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为了吸引异性。这对了解女性大学生装扮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调查女性家庭和

工作选择意愿的时候，我们发现随着女性相对数量的增加，女性更加偏向于选择工作。这和 Durante 等

(2012)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说明在女性偏多时，女性寻找到一个可以为未来家庭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来

源的男性将会十分困难，因此女性会偏向于寻找高报酬工作并且推迟结婚，从而为自己将来的家庭提供

经济保障。 

6. 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本文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只是简单的考虑了男性花费中的计划就餐、计划买礼物和购买结婚戒

指和女性花费中的装扮花费。这不能准确并全面的衡量男性和女性的消费行为。 
其次，本文在进行研究时考虑的是男性偏多和女性偏多两种情况，但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各个省

份都是男性偏多女性偏少，只是男性偏多的程度有所区别。在未来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可以从男性偏多

程度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而更加贴近中国的实际情况。 
再次，本文在进行研究时，研究的目的为调查性别比例失衡对择偶相关的消费行为是否有影响。但

是对于这种影响产生的机制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设计实验的形式深入探讨性

别比例失衡对择偶相关的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是怎么产生的。 
最后，本文进行的是自然状态下性别比例失衡对男女行为影响的研究。在这种状况下并没有对除了

性别比例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进行剔除。未来的研究可以设计成启动实验形式，从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影

响，使实验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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