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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ntemporary women’s marriage problems are multifaceted and com-
prehensive,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population variables. There are traces of the in-
fluence of multi-culture, but also the wrong concept of mate selection, standards and other facto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values, people’s views on mate selection, family, outlook on life, 
marriage and consumption are also diversified. This study life within 16 administrative areas, 
work in Tianjin 150 female participants were studied, the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fi-
nally discusses the 14 factors affecting women’s marriage status, the induction, refined finally 
summarized as four aspects: 1) family factors, including the mother refused to attachment, pa-
renting—pro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mother upbringing—refused to deny, mother role, gender 
role undifferentiated; 2) personality factors, including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 neuroticism, 
language aggression; 3) self-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including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4) 
explain and respond to stress events, including denial, projection, egoistic attribution of positive 
events, avoidance, emotional catharsis, and acceptance of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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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响当代女性婚嫁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既有心理学因素，也有人口变量因素；既有多元文化

影响的痕迹，也有错误择偶观念、标准等因素的影响。在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择偶观、家庭观、人

生观、婚姻观、消费观等等也呈现多样化。本研究对天津市16个行政区域内生活、工作的150名女性被试

进行研究，经相关、回归等分析，最终探讨出影响女性婚恋状态的14个因素，经归纳、提炼最后概括为4
个方面：1) 家庭因素，包括拒绝型依恋、母教养—保护与干涉、母教养—拒绝与否认、母亲角色、性别角

色未分化；2) 人格因素，涵盖内外向、神经质、语言攻击性；3) 自我认知与评价，包括自尊、自我效能；

4) 应激事件解释与应对，主要包括否定、投射、积极事件的利己性归因、回避、情绪宣泄、接受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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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女性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学历水平的不断提升，多元文化的影响，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择偶

观念的个性化，生育观念淡化等，使得当代中国女性的婚恋观、结婚观、繁衍观、家庭观受到前所未有

的冲击。有人把“城市未婚女性”称为“三高”或“白骨精”，然而，与未婚女性存在于同时代、同样

高收入、高学历的其他女性，多数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婚姻，并繁衍了自己的后代，并有了自己幸福的家

庭。高学历、高收入赋予的优越条件不是导致未婚女性出现的必然因素，问题可能出现在：未婚单身女

性存在某些不利于两性交往、维持的因素，或某些因素使未婚单身女性倾向于维持单身状态。 

2. 人口学变量分析 

本研究自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7 月，采用婚恋网站及线下方便取样，在天津市的静海、宁河、北

辰、南开、和平、河西、河东、红桥、汉沽、塘沽、大港、东丽、西青以及河北 16 个行政区域选取了

162 名未婚单身女性，调研采用访谈、相关问卷评估方式，获得有效样本 150 (有效率 92.59%)例。被试

平均年龄 33.97 岁，最大年龄 39 岁，最小年龄 29 岁；学历主要涉及：大专、本科、硕士及博士，分别

为 30 人(20.0%)、70 人(46.7%)、30 人(20.0%)、20 人(13.3%)；其中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国有企业、

外企或合资企业人员分别占 30 人(20.0%)、50 人(33.3%)、45 人(30.0%)、25 人(16.7%)。 

3. 研究工具 

3.1. 研究采用的量表 

人格量表、贝姆性别角色量表、成人依恋量表、恋爱态度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防御方式问

卷(DSQ)、攻击行为问卷、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自尊量表、归因方式量表、应对方式等 11 个量表。在量

表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父母角色认同、性行为态度、同居以及影响择偶进一步交往的非人格因素的调

查。调研结果采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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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格因素的评价工具构成及维度 

研究采用的人格量表是在艾森克人格量表、攻击性及感觉寻求量表基础上合成，包括：内外向、神

经质、精神质、攻击性、感觉寻求 5 个维度。 
艾森克人格量表。该量表包括精神质(P)、内外向(E)、神经质(N)、和说谎(L)四个分量表。 
感觉寻求者评定简表。采用马文·朱克曼早期量表的一个简缩版。该版本有 13 组题目，选择最能代

表你喜好与否，或者你的感受方式的项目，并在 A 或 B 选项上画圈。 
攻击性量表。本次研究的攻击性量表是在郑全全等编制的“初中生攻击行为的主要心理特征问卷”

基础上，对条目进行必要的修改及调整，保留原问卷的结构效度。修改后的问卷内容仍然包括攻击行为

的主要心理特征的 4 个维度，即行为、认知、情绪、语言，共 23 个条目。采用 4 点计分法。并对问卷信

度进行检验，Cronbach α系数为 0.835，信度较高，到达心理学要求。 

3.3. 家庭因素评估量表。 

家庭因素评估主要采用贝母性别角色量表、成人依恋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及父母角色认同等量

表合成。 
贝姆性别角色量表。本研究采用经过我国学者修订之后的问卷，计算的项目和原来有所不同，如果

男性化量表得分和女性化量表得分都大于 4 的话就是双性化，只有男性化量表高于 4 分就是男性化，只

有女性化量表高于 4 分就是女性化，两个都低于 4 分就是未分化。 
成人依恋量表(戴晓阳, 2013)。吴薇莉在 2003 年对成人量表进行了修订。该量表是一个自评量表，包

括 3 个分量表，分别是亲近、依赖和焦虑分量表。依恋类型的划分 AAS 量表主要用于评估成人的依恋类

型，比较个体在亲近依赖复合维度和焦虑分量表的平均分，可以将被测者划为安全型、先占型、拒绝型

或恐惧型 4 种依恋类型。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戴晓阳, 2013)。研究采用岳东梅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评定量表，该量表是一

个自评量表。其中父亲教养分量表有 6 个维度(情感温柔、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

绝、否认，过度保护)；母亲教养方式分量表有 5 个维度(情感温暖、理解，过度保护、干涉，拒绝、否认，

惩罚、严厉，偏爱被试)。 
父母角色认同调查。本部分只有两个问题：1) 你对父亲角色是否认同；2) 你对母亲角色是否认同。

采取李克特 5 点评分标准。 

3.4. 自我控制因素的评价 

本研究对自我控制因素的评估主要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 Rosenberg 自尊量表。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戴晓阳, 2013)。研究采用中文版的 GSES，GSES 共 10 个项目，涉及个体遇到

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 
Rosenberg 自尊量表(戴晓阳, 2013)。是世界上最常用的测量个人自信心的量表。它共有 10 个测题，

用以测量个人对自我感觉的好坏程度。 

3.5. 应激与应对评估 

对未婚单身女性应激及应对进行评估，采用防御方式问卷(DSQ)、归因方式量表和张绍兴等编制的“公

务员应对方式量表”。 
防御方式问卷(DSQ)。本研究在防御方式问卷(DSQ)的基础上，按照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防御机制，选

取了投射、升华、压抑、反作用形成、否认、理智化六个因子组成测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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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方式量表(戴晓阳, 2013)。归因方式采用郭文斌、姚树桥编制的量表，该量表是一个自评量表，

共 10 个事件，其中正、负事件各 5 个。主要从总体指标、内在性、持久性、整体性 4 个方面计分，采用

5 级计分法，将正、负事件分开计分。本研究仅仅考察被试正性事件和负性事件的归因风格。 
应对方式(张绍兴, 2013)。采用张绍兴、孙延林编制的“公务员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包括问题回

避、问题解决和问题接受三个维度，11 个因子(寻求支持，回避，情绪宣泄，问题应对，抑制干扰性活动，

接受事实，求助，克制性应对，幻想，自责，合理化)，采用李克特 5 级计分方法。该量表结构效度符合

测量学要求，Cronbachα系数为 0.864，信度较高。 

3.6. 单身状态评估分值 

恋爱次数、主动分手次数、恋爱持续时间等指标量化后，合成总分值作为评估单身状态的统计分析指标。 

4. 相关变量的统计分析 

4.1. 女性单身状态与人格特质因素分析 

从表 1 主要探讨了内外向、神经质、精神质、攻击性以及感觉寻求 5 个变量与未婚单身女性单身状

态分数值之间的相关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内外向、神经质、攻击性及感觉寻求与单身状态存在显著

水平的相关，虽然相关呈现中低水平，但内外向、神经质和攻击性达到了 P < 0.05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感觉寻求达到了 P < 0.01 的显著水平。进一步对攻击性的 4 个维度与单身状态统计分析，表明：语言维

度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存在中高程度的相关，并且达到 P < 0.01 的显著水平(见表 2)。 
 
Table 1. Analysis of single status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of unmarried women 
表 1.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人格因素分析 

 内外向 神经质 精神质 攻击性 感觉寻求 

神经质 0.208     

精神质 −0.087 −0.458    

攻击性 0.227 −0.073 −0.207   

感觉寻求 0.066 0.114 −0.188 0.085  

单身状态 0.019* 0.164* −0.073 0.020* 0.418**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ingle statu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unmarried women 
表 2.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攻击行为相关分析 

 行为维度 认知维度 情绪维度 语言维度 

认知维度 0.290    

情绪维度 0.259 0.477   

语言维度 0.165 0.403 0.630  

单身状态 0.229 0.445 0.735 0.787**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4.2.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家庭因素分析 

4.2.1. 父母角色认同、教养方式与女性单身状态的分析 
本研究探讨对父亲角色认同、母亲角色认同及父母的教养风格与未婚单身女性单身状态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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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发现：被试群体中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母亲角色认同程度呈中低程度的正相关，与父亲角色

的认同程度呈中低水平的负相关，两者都达到 P < 0.01 的显著水平；进一步探讨了父母教养风格与未婚

女性单身状态的关系。父亲教养方式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存在中低水平相关，但未达到显著水平；母亲

的教养方式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也存在中低水平相关，但母亲教养方式中的过度保护、否认和拒绝两个

维度变量达到了 P < 0.01 的显著水平(见表 4、表 5)。 
 
Table 3. Analysis of parental role identification and single status of unmarried women 
表 3. 父母角色认同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分析 

 父亲角色认同 母亲角色认同 

母亲认同度 0.514  

单身状态 −0.334** 0.321**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Table 4. Analysis of parenting style of fathers and single status of unmarried women 
表 4. 父亲教养方式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分析 

 情感温柔、理解 惩罚、严厉 过分干涉 偏爱被试 拒绝、否认 过度保护 

惩罚、严厉 −0.019      

过分干涉 0.026 0.820     

偏爱被试 0.057 0.709 0.692    

拒绝、否认 −0.001 0.744 0.668 0.744   

过度保护 0.017 0.704 0.669 0.671 0.654  

单身状态 0.350 0.306 0.355 0.308 0.406 0.491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Table 5. Analysis of maternal rearing style and single status of unmarried women 
表 5. 母亲教养方式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分析 

 情感温暖、理解 过度保护、干涉 拒绝、否认 惩罚、严厉 偏爱被试 

过度保护、干涉 0.679**     

拒绝、否认 0.466** 0.605**    

惩罚、严厉 0.485** 0.623** 0.734**   

偏爱被试 0.418** 0.591** 0.680** 0.731**  

单身状态 0.376 0.470** 0.268** 0.306 0.249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4.2.2. 未婚女性依恋类型、性别认同与女性单身状态的分析 
从表 6 可以发现：不同依恋类型的被试在单身状态上的平均数排序依次是：拒绝型、恐惧型、安全

型及先占型。经方差分析，不同依恋类型的被试在单身状态上的分数达到 P < 0.001 的显著水平。经事后

检验：拒绝型女性被试与安全型、先占型、恐惧型女性被试存在显著差异，差异达到 P < 0.001 或 P < 0.05
的显著水平。拒绝型依恋，焦虑水平较低，但其亲近依赖分数较低，从而表现出：拒绝型依恋女性被试

很难和择偶对象形成可信赖的依赖关系或者过于亲密的行为可能使女性被试感到不适应，从而选择保持

适当距离的关系。经事后检验，同时也发现：恐惧型女性被试与安全型、先占型、拒绝型女性被试存在

显著差异，差异达到 P < 0.01 或 P < 0.05 的显著水平。恐惧型依恋，焦虑水平较高，但其亲近依赖分数

较低，从而说明恐惧型依恋被试很难和别人形成依赖关系或者是高的焦虑水平阻碍了依赖关系的形成。 
未婚女性性别角色未分化的被试在单身状态上的合成分数最高(平均值)，其次是性别角色男性化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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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角色的被试在单身状态上的得分达到 P < 0.001 的显著水平。经事后检验：性别角色处于未分化

的女性被试与双性化、男性化、女性化被试存在显著差异，差异达到 P < 0.001 或 P < 0.05 的显著水平(见
表 7)。 
 
Table 6. Analysis of attachment type and single status of unmarried women 
表 6. 依恋类型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分析 

 N Mean Std. Deviation F Sig. 

安全型 20 14.50 1.54 14.025 0.000 

先占型 60 14.00 2.91   

拒绝型 40 20.88 6.97   

恐惧型 30 16.67 7.87   

Total 150 16.43 6.05   

 
Table 7. Analysis of gender roles and single status of unmarried women 
表 7. 性别角色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分析 

 N Mean Std. Deviation F Sig. 

双性化 45 13.76 4.77 11.030 .000 

男性化 44 15.50 3.41   

女性化 10 14.80 2.20   

未分化 51 19.92 7.62   

Total 150 16.43 6.05   

4.3.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自我控制因素分析 

自我效能、自尊(能力、价值)都涉及按一定价值标准或观念对自我认知、评价的结果。两者处于合理

水平，对自认具有正向作用。同时自我效能和自尊(能力、价值)也存在整体与个别之间的差异。研究考察

了未婚单身女性自我效能、自尊(能力、价值)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的相关程度，从表 8 的相关分析使我们

得出以下结论：未婚女性的自我效能、自尊(能力、价值)与女性单身状态存在中高程度的相关，并且相关

达到显著水平(P < 0.01)。即自我效能感、自尊(能力、价值)越高对男性择偶对象要求越高(价值匹配原则)，
相比较于自我效能、自尊(能力、价值)较低的女性择偶空间更窄。 
 
Table 8. Self-cognition and single status analysis of unmarried women 
表 8. 自我认知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分析 

 自我效能 自尊 

自尊 0.637**  

单身状态 0.678** 0.757**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4.4.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应激处理方式分析 

4.4.1.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应激的防御方式 
面对应激时的积极方式对维持自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但防御方式运用不合理回使应激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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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处理。本研究中防御方式涉及 6 种，经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单身状态与

否定、投射两种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且达到 P < 0.01 水平，其中投射与女性单身状态的相关

达到 0.86 的高相关。否定的防御机制的频繁使用，可能反映出被试群体心理尚处在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

而投射的防御方式需结合其他因素进一步研究(见表 9)。 
 
Table 9. Analysis of single status and defense mechanism of unmarried women 
表 9.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防御机制分析 

 反作用形成 理智化 压抑 升华 否定 投射 

理智化 0.421**      

压抑 −0.194 −0.162     

升华 0.237 0.375** −0.339*    

否定 0.029 −0.197 −0.224 0.548**   

投射 −0.350* −0.787** 0.375** −0.540** −0.161  

单身状态 −0.315 0.462 −0.176 0.176 0.408** 0.860**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4.4.2.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应激的应对方式 
面对压力时灵活的采用问题应对、情绪应对，同时考虑问题的可控性、可获取的应对资源等等因素，

本研究应对方式包括 11 个应对行为，经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回避、情绪宣泄、接受事实三种应对

方式与女性单身状态存在显著相关，达到 P < 0.05 和 P < 0.01 的显著水平。我们可以推测：大龄单身女

性过度使用回避、接受事实、情绪宣泄的应对方式，不利于两性问题的解决，对两性之间的矛盾起到加

剧的作用(见表 10)。 
 
Table 10. Analysis of unmarried women’s single status and coping styles 
表 10.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应对方式分析 

 寻求支持 回避 情绪宣泄 问题应对 抑制干扰 接受事实 求助 克制性应对 幻想 自责 合理化 

回避 −0.105           

情绪宣泄 0.161 0.115          

问题应对 0.124 0.455** −0.110         

抑制干扰性活动 −0.437** 0.102 0.365** −0.049        

接受事实 0.374** 0.018 −0.135 0.229 −0.192       

求助 0.044 0.126 0.066 0.143 0.257 −0.127      

克制性应对 −0.184 −0.254 −0.130 0.175 0.013 0.173 0.055     

幻想 −0.303* 0.211 0.174 −0.241 0.505** −0.100 0.215 0.004    

自责 −0.292* −0.104 0.081 −0.343* 0.265 −0.228 0.052 −0.056 0.353*   

合理化 0.034 0.184 −0.011 0.270 0.164 0.242 0.118 0.073 0.095 −0.396**  

单身状态 0.031 0.386** 0.494* −0.067 0.072 0.052* 0.090 −0.216 0.278 −0.176 0.110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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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应激的归因方式 
归因风格对人的心理健康、工作及生活观念等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持久的、整体的、不可控

的是典型抑郁人群的归因风格。归因方式同样影响不同人群对问题的认知和解决。本研究假设：消极事

件、坏事情或没有成功的事情外归因风格，积极事件、好事或成功的事件内归因(即利己归因)于，两者与

大龄女性单身状态存在显著正相关。然而，对被试数据统计分析没有完全证实假设的存在，仅仅证明大

龄女性积极事件的利己性归因与单身状态存在显著相关，达到 P < 0.05 水平(见表 11)。 
 
Table 11. Analysis of unmarried women’s single status and attribution mode 
表 11. 未婚女性单身状态与归因方式分析 

 积极性事件的利己性归因 消极性事件的外归因 

消极性事件的外归因 −0.162  

单身状态 0.462* −0.176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4.5. 大龄女性单身状态与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影响大龄女性单身状态的 16 个存在显著相关的因子：内外向，神经质，语言攻击，感觉寻求，自

尊，自我效能，否认，投射，积极事件的利己性归因，回避，情绪宣泄，接受事实，母教养(保护与干涉)，
母教养(拒绝与否认)、父亲角色认同，母亲角色认同与女性单身状态进行回归方程分析。 

1) 分步剔除自变量获得一系列回归方程。如表 12 所示，回归分析输出的第一个结果是 3 个线性回

归模型或方程。 
 
Table 12. Entry or removal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 12. 进入或移除的自变量 

Model Variables Entered Variables Removed Method 

1 

内外向，神经质，语言攻击，感觉寻

求，自尊，自我效能，否认，投射，

积极事利己性归因，回避，情绪宣泄，

接受事实，母教养(保护与干涉)，母

教养(拒绝与否认)，父亲角色认同，

母亲角色认同 

 Enter 

2  父亲角色认同 Backward 

3  感觉寻求 Backward 

 

2) 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及其比较。表 13 所显示的数据主要是用于对 3 个方程的拟合优度进行判断。

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更主要是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表中数据显示方程的调整后判定系数 = 0.845，
所以该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 
 
Table 13. Comparison of the two regression models 
表 13. 两个回归模型的比较 

Model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1 0.929 0.863 0.839 2.42553 

2 0.929 0.863 0.843 2.39877 

3 0.929 0.863 0.845 2.3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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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归模型有效性的方差分析。 
表 14 中的结果显示，方程模型的方差分析达到显著性水平，即 F 值的显著性水平达到 P < 0.001，

说明方程有效，总体上，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性的线性相关。 
 
Table 14. Anova table of validity of the two regression models 
表 14. 两个回归模型有效性的方差分析表 

 Model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1 Regression 4709.664 22 214.076 36.388 0.000 

 Residual 747.169 127 5.883   

2 Regression 4708.802 19 247.832 43.071 0.000 

 Residual 748.031 130 5.754   

3 Regression 4706.893 17 276.876 48.734 0.000 

 Residual 749.940 132 5.681   

 

4) 回归参数的显著性 t 检验。 
表 15 中数据显示，方程中有 14 个自变量，而且它们的回归系数达到了及其显著地水平(P < 0.001 或 P 

< 0.05)。最后得到一个有效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Y = −137.423 + 0.860 内外向 + 1.057 神经质 + 1.206 语言

攻击 + 0.667 自尊 + 10.315 自我效能 + 1.262 否定 + 19.543 投射 + 6.743 积极事利己 + 2.721 回避 + 3.645
情绪宣泄 + 1.460 母教养(保护与干涉) + 0.755 母教养(拒绝与否认) + 13.750 母亲角色−5.535 接受事实。 
 
Table 15. Regression parameter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est 
表 15. 回归参数及其显著性检验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Model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143.497 33.091  −4.336 0.000 

 内外向 0.807 0.268 0.410 3.013 0.003 

 神经质 1.234 0.252 0.578 4.896 0.000 

 语言攻击 1.329 0.235 0.560 5.642 0.000 

 感觉寻求 −0.770 0.471 −0.121 −1.636 0.104 

 自尊 0.772 0.113 0.959 6.832 0.000 

 自我效能 10.756 1.287 0.789 8.358 0.000 

 否定 1.535 0.600 0.333 2.557 0.012 

 投射 20.469 3.716 1.697 5.508 0.000 

 积极事利己 7.251 1.352 0.956 5.362 0.000 

 回避 3.129 0.672 0.409 4.659 0.000 

 情绪宣泄 4.322 0.653 0.665 6.615 0.000 

 接受事实 −4.205 1.459 −0.336 −2.881 0.005 

 母教养(保护与干涉) 1.394 0.483 0.458 2.886 0.005 

 母教养(拒绝与否认) 0.967 0.351 0.244 2.760 0.007 

 父亲角色 0.495 0.677 0.055 0.732 0.466 

 母亲角色 13.714 3.309 1.042 4.14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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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Constant) −142.383 32.652  −4.361 0.000 

 内外向 0.764 0.198 0.388 3.862 0.000 

 神经质 1.255 0.235 0.588 5.348 0.000 

 语言攻击 1.303 0.211 0.550 6.183 0.000 

 感觉寻求 −.761 0.467 −0.120 −1.627 0.106 

 自尊 0.761 0.104 0.947 7.317 0.000 

 自我效能 10.853 1.219 0.796 8.902 0.000 

 否定 1.608 0.518 0.349 3.105 0.002 

 投射 20.949 3.133 1.737 6.687 0.000 

 积极事利己 7.312 1.324 0.964 5.525 0.000 

 回避 3.170 0.648 0.415 4.891 0.000 

 情绪宣泄 4.272 0.619 0.658 6.904 0.000 

 接受事实 −4.280 1.421 −0.342 −3.011 0.000 

 母教养(保护与干涉) 1.308 0.326 0.430 4.014 0.000 

 母教养(拒绝与否认) 0.939 0.330 0.237 2.849 0.005 

 父亲角色 0.445 0.642 0.049 0.693 0.490 

 母亲角色 13.158 2.379 1.000 5.532 0.000 

3 (Constant) −152.640 28.492  −5.357 0.000 

 内外向 0.762 0.197 0.387 3.860 0.000 

 神经质 1.253 0.234 0.587 5.351 0.000 

 语言攻击 1.318 0.209 0.556 6.300 0.000 

 感觉寻求 −0.764 0.466 −0.120 −1.638 0.104 

 自尊 0.765 0.104 0.952 7.386 0.000 

 自我效能 11.024 1.187 0.808 9.284 0.000 

 否定 1.707 0.494 0.371 3.458 0.001 

 投射 21.699 2.905 1.799 7.471 0.000 

 积极事利己 7.533 1.276 0.993 5.903 0.000 

 回避 3.103 0.638 0.406 4.860 0.000 

 情绪宣泄 4.321 0.613 0.665 7.051 0.000 

 接受事实 −4.615 1.321 −0.369 −3.494 0.001 

 母教养(保护与干涉) 1.326 0.324 0.436 4.093 0.000 

 母教养(拒绝与否认) 0.811 0.262 0.204 3.088 0.002 

 父亲角色 0.465 0.639 0.051 0.728 0.468 

 母亲角色 13.125 2.373 0.997 5.53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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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Constant) −147.638 27.601  −5.349 0.000 

 内外向 0.771 0.197 0.391 3.921 0.000 

 神经质 1.218 0.229 0.571 5.324 0.000 

 语言攻击 1.279 0.202 0.540 6.332 0.000 

 感觉寻求 −0.587 0.397 −0.092 −1.477 0.142 

 自尊 0.739 0.097 0.919 7.632 0.000 

 自我效能 10.837 1.157 0.795 9.365 0.000 

 否定 1.662 0.489 0.361 3.400 0.001 

 投射 21.764 2.898 1.804 7.510 0.000 

 积极事利己 7.610 1.269 1.003 5.994 0.000 

 回避 3.049 0.633 0.399 4.817 0.000 

 情绪宣泄 4.127 0.551 0.635 7.496 0.000 

 接受事实 −4.970 1.225 −0.397 −4.057 0.000 

 母教养(保护与干涉) 1.289 0.319 0.424 4.036 0.000 

 母教养(拒绝与否认) 0.797 0.261 0.201 3.051 0.003 

 母亲角色 12.780 2.321 0.971 5.507 0.000 

5 (Constant) −137.423 26.838  −5.120 0.000 

 内外向 0.860 0.188 0.437 4.584 0.000 

 神经质 1.057 0.202 0.495 5.233 0.000 

 语言攻击 1.206 0.197 0.509 6.131 0.000 

 自尊 0.667 0.084 0.829 7.928 0.000 

 自我效能 10.315 1.107 0.756 9.320 0.000 

 否定 1.262 0.409 0.274 3.088 0.002 

 投射 19.543 2.488 1.620 7.854 0.000 

 积极事利己 6.743 1.131 0.889 5.964 0.000 

 回避 2.721 0.595 0.356 4.571 0.000 

 情绪宣泄 3.645 0.445 0.561 8.183 0.000 

 接受事实 −5.535 1.169 −0.442 −4.733 0.000 

 母教养(保护与干涉) 1.460 0.299 0.480 4.883 0.000 

 母教养(拒绝与否认) 0.755 0.261 0.190 2.894 0.004 

 母亲角色 13.750 2.236 1.045 6.150 0.000 

5. 结论与讨论 

1) 本研究对样本统计分析显示：未婚单身女性被试群体的内外向、情绪不稳定、攻击性(语言攻击)、
感觉寻求与女性单身状态存在相关。内外向、感觉寻求，有利益于未婚女性增加与外界的接触、交流，

能接触到潜在的恋爱对象，但同时又可能由于情绪不稳定及语言攻击而促使其很难维持稳定而持久的恋

爱关系(情绪不稳定，导致过山车式的体验；语言攻击可能威胁到对方自我价值)，这可能是导致未婚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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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处于单身状态的重要人格特质因素。 
2) 性别角色评估存在争议性，但作为本研究的参照标准。被试中未婚单身女性的性别角色与单身状

态确实存在显著水平，并且大龄女性被试得分表现出男性化与未分化的趋势。对父亲的角色认同程度与

女性单身状态呈显著的负相关，但与父亲的教养方式不存在显著性相关，这一现象应引起研究者的思考：

父亲在女孩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功能。目前，中国家庭仍然以传统家庭为主体，母亲一直在子女成长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母亲角色认可程度与女性单身状态存在显著相关，与母亲的教养方式中过度保护

与干涉、拒绝与否认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相关。我们可以推测母亲角色在女孩成长中具有言传身教、性

别角色塑造的作用，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母亲在家庭中处于什么角色、自身的角色是否有利于女孩儿

性别角色的发展与认同。例如，拒绝与否认、过度干涉的教养方式纳入了未婚女性的早期认知图示，形

成了拒绝、恐惧型依恋关系，同时在两性交往中可能更多的采用拒绝、否认、干涉的问题解决方式。被

试群体中存在的未婚女性性别未分化群体，可能是对父母角色不认同，在性别角色发展的关键时期未形

成稳定的性别认同或出现同一性混乱而造成的。 
3) 自尊是对自我概念的整体评价，体现出对自我价值与能力的评价程度。而自我效能则体现出一种

控制感。自尊及自我效能感较高，对于未婚女性单身状态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恋爱次数及主动分手的程度。

恋爱次数增多可能体现出控制感，高自我效能感。主动分手也可能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尊不受威胁。本研

究没有考察未婚女性自恋水平及程度，但自恋是影响人际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4) 无论是防御机制，还是应对方式都是针对应激事件(如冲突、矛盾等事件)，应激事件会引起不愉

快的情绪，可以是愤怒、焦虑、抑郁等。归因方式是对成功事件、负性事件的解释方式。从未婚女性的

防御机制看，目前尚处于不成熟的防御机制，暂时的否定、投身防御方式，短期有利于维护自尊及自我

概念的稳定，但从长远不利于正确认知自我和自我健康发展。面对两性之间应激事件，采取情绪宣泄、

回避、接受事实的应对方式，不利于两性关系的发展，情绪性应对对于不可改变或解决的问题可能有效，

而回避问题或接受事实的应对方式对问题的解决及健康关系的维护并不是有义的，回避、接受事实也可

能是无助形成的预测指标。 
5) 对影响大龄女性单身状态的 16 个显著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得出 14 个因素对未婚单身女性单身

状态具有不同程度的解释作用，这些因素可能单独起作用，也可能存在多因素的交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研

究。但对回归分析后的影响未婚女性单身状态的 14 个因素进行归类，可以概括为 4 个大的方面：第一，家

庭因素，包括拒绝型依恋、母教养–保护与干涉、母教养–拒绝与否认、母亲角色、性别角色未分化；第

二，人格因素，涵盖内外向、神经质、语言攻击性；第三，自我认知与评价，包括自尊、自我效能；第四，

应激事件解释与应对，主要包括否定、投射、积极事件的利己性归因、回避、情绪宣泄、接受事实。 
总之，在多元文化冲击下的当下社会，在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下，女性的择偶观、家庭观、人生观、婚

姻观、生育观、消费观等等也呈现多样化，缺失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人，可能面对婚嫁问题时变得更加

困难。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家庭观、婚姻观的关系，重新认知中国几千年

的“修、齐、治、平”的思想，对培养当代人的家庭、社会及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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