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与发展 2011 年 第 17 卷 第 3 期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Vol． 17 No． 3 2011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
*

———基于性别失衡背景的研究发现

杨雪燕
1，伊莎贝尔·阿塔尼

2，李树茁
1，袁晓天

1

( 1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49; 2 法国国立人

口研究中心，法国 巴黎)

摘要:利用 2008 年 8 月在安徽省 CH 市 JC 区 27 岁以上的农村男性调查数据，对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频度显著高于已婚男性，但性交

频度和自慰性高潮均显著低于已婚男性。对于大龄未婚男性而言，自慰频度并不能替代性交频度，但却

可能是正常或稳定性活动的有效替代; 同时自慰频度能有效提高自慰性高潮，因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帮

助大龄未婚男性释放性压抑，改善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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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survey conducted at JC Dstrict，CH City，Anhui Province，China，in
Aug． 2008，with participants including married men and bachelors above 27 years old，this present
study analyzed the masturbation behaviors of forced bachelors． The results from analyses indicate
that，the frequency of bachelors’masturb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rried men，

but the frequency of those bachelors’sexual intercourse and masturbation orgasm significantly low-
er than that of married men． For those bachelors，the frequency of masturbation could substitute for
the normal or stable sexual activities rather than that of sexual intercourse; meanwhile，the frequen-
cy of masturbation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cidence of masturbation orgasm，which in turn
help the forced bachelors release the sexual pressure and enhance the sexu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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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女性缺失和性别结构失衡问题。1980 年代以后，由于生育政策和性别鉴定技术等

的广泛应用，这一问题更以不断升高的出生性别比而表现得更加显著。由于近 30 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失衡的累积效应，据估计，整个 20 世纪中国女性缺失数量达到 3000 万以上。它的另一深刻涵义是: 自

2000 年开始，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每年将有 10% 以上的适婚男性找不到配偶，并出现不断

递增的趋势
［1］－［4］。同时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将进一步加剧该性别失衡后果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中国

总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由于婚配梯度模式的存在和人口流动的作用，被“挤压”的这部分男性

永远是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人群，他们普遍具有身处边远地区的农村、年龄较大( 一

般超过 30 岁) 、经济贫困、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等特征，本研究中统一称之为“农村大龄未婚

男性”［5］。
在“普婚制”的中国，无法结婚也就意味着正常的性生活和性需要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满足。在农

村，28 － 35 岁之间的大龄未婚男性仍然有结婚的机会，但是机会已经明显较 28 岁以前小; 而 35 以上的大龄

未婚男性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结婚的可能性①。不能结婚的这部分大龄未婚男性，是通过何种方式或行为满

足其性需求的? 自慰行为作为没有性伴侣下满足性需求的重要途径，对于他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其性与生殖健康状况到底如何? 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我们是否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加以改善? 目前尚无

研究能够系统性地给予解答。
与此同时，作为性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之一，自慰行为本身的相关研究不足，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开展

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从研究人群、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方面拓展性社会学相关研究。为了对中国性

别失衡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我们选择了中国东部某省的 JC 区进行了调查。JC
区的性别失衡状况并非十分突出( 2005 年在 109 左右) ，但由于总体性别失衡和人口流动的影响，JC 区仍然

存在具有上述特征而受到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我们选择 JC 区进行调查的目的是为了独立于性别

失衡背景，通过对比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与已婚男性的自慰行为，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未来日益增

多的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
2 已有研究回顾

2. 1 自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自慰，是指通过抚慰自己的生殖器官以便获得性快感的行为，是人类一种非常普遍的正常活动。从大众

健康的角度看，自慰被研究者和临床医师认为是健康、安全的性行为方式，是人们熟悉自己身体和性需要的

重要行为，也被认为是在没有性伴侣下满足性需求的最好途径
［6］［7］。

研究发现，性交和自慰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自慰行为

是性交的一种替代还是一种独立的能够获得性高潮的一种行为
［6］［8］［9］［10］。

婚姻状况和性交频率对自慰行为发生率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不同婚姻状况的男性自慰行为发生率存在

显著差异，但是关于哪种婚姻状况下男性自慰行为发生率较高的研究结论还不统一。有研究认为，曾婚男性

( 包括分居、离婚、丧偶) 和单身男性比在婚男性以及同居的男性更倾向于自慰
［11］; 而 Michael 等的研究却得

出相反的结论
［12］。

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状况的男性，自慰行为发生率存在很大的差异
［8］［11］。年轻的男性由于

缺乏性伴侣，处于“性待业”期，自慰发生次数高于年龄较大的男性; 受教育程度越高，产生性幻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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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 2007 年 11 月在河南省 LH 市 YC 区针对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进行了调查。此次

调查以个人深度访谈为主，最终获得 22 位大龄未婚男性和 12 位大龄未婚男性家庭成员的个人访谈数据、3 份社区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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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较 28 岁以前小; 而 35 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结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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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大，幻想的内容越丰富，因此有过自慰的比例也就越高; 健康状况是自慰的“物质基础”，身体健康状况

较好的男性更倾向于自慰
［8］［11］［13］［14］。

2. 2 自慰对于个人生活福利的影响

自慰行为最初被认为对人体是有害的，被人类意志所排斥。直到 19 世纪，金西在《人类男性性行为》一

书中开始为自慰正名
［11］［15］。之后，关于自慰的研究逐渐成熟。

中国对自慰的认识也经历了由罪恶到正常的过程。建国初期，“自慰”被认为是罪恶的、对身体有害的。
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了性革命，性开始在中国重新苏醒，并逐步发展起来。性革命对中国人的性观念

和性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性革命之后，中国人在性行为方面表现得更为开放，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自
慰、同性性行为、多伴侣性行为等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关于性的研究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3］［14］。
已有研究发现，自慰对于个人生活福利具有积极的影响，能增进个人对于自身身体的了解、获得性高潮、

帮助自然睡眠、缓解疼痛、疏解压力，甚至能起到防癌的效果
［16］－［19］。其中，自慰性高潮的获得也意味着个

人生活福利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19］。

上述西方国家的已有研究中，大龄未婚男性一般是“主动不婚”，其不婚的原因同其自身的价值观念相

联系; 中国的已有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东部大中型城市，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群体，婚姻

挤压现象并不明显
［10］［20］。然而，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被动不婚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具有什

么样的特征? 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自慰行为的发生对于其自身的性福利是否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本

研究试图通过中国东部某农村县区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找出以上问题的答案。
3 分析框架和假设提出

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中国农村大龄已婚和未婚男性自慰行为的实地调查，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

图 1 分析框架

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对于

自慰性高潮的影响，为改善性别失衡背景下大

龄未婚男性的性健康和性福利寻求对策。分析

框架见图 1。
本研究将自慰行为定义为: 没有性伴侣的

前提下满足自身性需要的一种行为，即用手或

者其他方法来抚摸、刺激自己的生殖器，及身体

的其他敏感部位以求性快感和性高潮的行为。
根据研究目标，本研究包含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研究自慰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国

是一个普婚制的国家，婚姻关系仍然被认为是

获得合法性行为的唯一途径。对于被动不婚的

大龄未婚男性而言，不能结婚也就意味着不能

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性满足。因此，自慰是否能

起到一定“代偿作用”对于他们意义重大
［6］［8］［9］。基于此观点，本部分的研究着重探究自慰行为与性交行为

之间的替代关系。
假设 1，性交频度越低的男性，自慰频度越高。
第二个层次的研究是分析自慰行为对个人自慰性高潮的影响。已有研究认为自慰可以有效改善人类的

性福利，特别是帮助男性达到性高潮
［17］［19］。对于被动不婚的大龄未婚男性而言，这一影响是否显著具有较

大的现实意义。
假设 2，自慰频度越高的男性，越有可能获得自慰性高潮。
已有研究还发现，是否有过性经历以及性交频度更有利于在自慰当中获取性高潮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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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性交频度越高的男性，越有可能获得自慰性高潮。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还发现年龄、健康状况等人口健康变量对于自慰行为的影响，以及教育程度、婚姻状

况等个人社会经济状况变量对于自慰行为的影响
［8］［11］［13］［14］; 同时，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

变量对于性高潮的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
［8］［11］。因此，这部分变量将作为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反映，以析出性

交频率对于自慰行为的净影响以及自慰行为、性交行为对于自慰性高潮的净影响。其中，婚姻状况作为重要

的控制变量单独列出。
4 数据和方法

4. 1 数据来源、调查方法和过程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8 年 8 月在中国安徽省 JC 区的调查。安徽省位于中国东部，是中国出生性别比

最高的 14 个省之一; JC 区位于安徽省中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是中国最早开展出生性别比治理的县区，出

生性别比从 2000 年的 112． 85 下降到 2005 年的 109． 15，但仍然偏离正常水平。
为了确保性问题调查的信度和效度，采用了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 ( Computer Assistant Personal Inter-

view) 。调查在 JC 区下辖 6 个乡镇进行，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等及较差各 2 个。根据各乡镇提供的 27
岁以上的已婚和未婚男性名单进行了简单随机抽样。但由于大龄未婚男性样本数量不足，因此在经济发展

水平中等的第 7 个乡镇又进行了补足。各乡镇样本分布情况如下( 表 1) :

表 1 7 个乡镇的抽样分布情况

MG ZG HL YP ZH TY LG 合计

未婚( 年龄)

27 － 35 20 31 28 17 22 17 5 140
36 － 45 11 11 23 25 21 23 7 121
45 + 17 14 12 11 16 23 16 109

已婚( 年龄)

27 － 35 15 19 18 19 17 20 108
36 － 45 20 23 25 21 19 17 125
45 + 11 17 7 9 9 962

合计 94 115 113 102 104 109 28 665
无效问卷 4 5 4 8 8 5 10 44
有效问卷 90 110 109 94 96 104 18 621

调查时，所有参加调查的男

性都被安排在一个相对封闭的

空间 ( 如乡镇计生办公室或人

口学校 ) 。在回答一些不涉及

隐私的个人信息部分时，由调查

员协助调查对象作答，并教会调

查对象使用电脑答题; 当回答到

性方面的问题时，由调查对象独

自作答，调查员坐在调查对象对

面，视调查对象的需要随时提供

帮助。
4. 2 变量测量

4. 2. 1 核心变量

本研究涉及到的核心变量包括自慰频度、性交频度和自慰性高潮。根据研究问题和验证假设的不同，三

个变量在模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验证自慰行为与性行为的替代作用时，自慰频度是因变量，性交频度是

自变量; 在验证自慰行为对自慰性高潮的影响时，自慰性高潮是因变量，自慰频度和性交频度是自变量。已

有研究中，自慰频度和性交频度一样，通常都是按照一定时期中发生的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来进行测量。根

据时间跨度的长短通常可以包括以下四个维度:“迄今为止有过的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最近一年的自慰

次数或性交次数”;“最近三个月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 以及“最近一个月自慰次数”［13］。但在实际操作中，

时间跨度越长，其测量的准确性越会受到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对这两个变量的测量只选取了“最近一个月

自慰次数或性交次数”单一维度加以测量。
三个核心变量的具体测量如下:

自慰频度。连续变量。通过问“最近一个月自慰次数”，加以测量。
性交频度。连续变量。通过问“最近一个月性生活次数”，加以测量。
自慰性高潮。定序变量。通过问“自慰时是否达到高潮”，以“1 = 从未达到; 2 = 很少达到; 3 = 有时达

到; 4 = 经常都达到; 5 = 每次都能达到”5 个级别加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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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燕等: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行为

4. 2. 2 重要的控制变量———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分类变量。通过问“您现在的婚姻状况”，以“1 = 从来没有结过婚，而且没有同居; 2 = 同居，

但还没有领结婚证; 3 = 已婚且夫妻俩住在一起; 4 = 已婚但夫妻分居; 5 = 离婚; 6 = 丧偶”6 类加以测量。但

考虑到中国背景下婚姻状况与性行为的紧密联系，因此本研究在数据整理时又将上述 6 类合并为两类，一是

未婚且未同居，包括离异、丧偶的情况在内; 二是在婚或同居，包括在婚分居的情况在内。
4. 2. 3 其他控制变量

年龄。分类变量。如本文一开始所说，前期的质性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 35 岁以前尚有

结婚的可能性，但在 35 岁以后就基本丧失了结婚的机会。35 岁对于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而言是一个关

键的年龄。因此，年龄变量以 35 岁为界限划分为两类，一类是 35 岁及以下，另一类是 35 岁以上。
健康自评。定序变量。通过询问个人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以“1 = 很不好; 2 = 不太好; 3 = 一般，

还可以; 4 = 比较好; 5 = 非常好”5 个级别加以测量。
教育程度。定序变量。通过“1 = 文盲，2 = 小学，3 = 初中，4 = 高中，5 = 大专及以上”5 个级别加以测量。
上述变量的描述性信息见表 3。

表 2 分析模型

模型描述 目标

模型 1． 1 将性交频度对自慰频度进行回归 验证假设 1
模型 1． 2 在模型 1． 1 中加入婚姻状况变量

模型 1． 3 在模型 1． 2 当中加入年龄、健康自评和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

模型 2． 1 将自慰频度对自慰性高潮进行回归 验证假设 2
模型 2． 2 在模型 2． 1 中加入性交频度变量 验证假设 3
模型 2． 3 在模型 2． 2 中加入婚姻状况变量

模型 2． 4 在模型 2． 3 当中加入年龄、健康自评和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变量 变量描述
比例 /平均值

( 方差)
最小值 /最大

值

核心变量

自慰频度 最近一个月自慰次数，连续变量
1． 60

( 1． 67)
0 /15

性交频度 最近一个月性交次数，连续变量
2． 87

( 1． 82)
0 /9

自慰性高潮 自慰时是否达到性高潮，5 级测量
3． 52

( 0． 9)
1 /5

控制变量 1
婚姻状况 0 = 未婚且未同居( 包括离异、丧偶) 55． 4% 0

1 = 在婚或同居( 包括在婚分居) 44． 6% 1
控制变量 2

年龄 0 = 35 岁及以下 37． 2% 0
1 = 35 岁以上 62． 8% 1

健康自评 个人对于自身健康的评价，5 级测量
3． 87

( 1． 06)
1 /5

教育 0 = 文盲 6． 1% 0
1 = 小学 28． 0% 1
2 = 初中 45． 7% 2
3 = 高中 15． 5% 3
4 = 大专及以上 4． 7% 4

4. 3 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在描述性分析阶段，首

先通过一般的描述性统计

方法给出了分类变量的比

例以及连续变量的平均值

和方差、最小值和最大值。
其中，定序变量如自慰性高

潮、健康自评等也视同连续

变量处理。其次以婚姻状

况为参照，对于所有变量进

行了比较分析。其中，对连

续变量或定序变量的均值

进行了独立样本的 t 检验;

对分类变量进行了交叉表

分析，并进行了 LR 检验。
在因果分析阶段，主要

采取了分层线性回归方法

进行分析。其具体分析策

略是根据图 1 中的分析框

架验证以下 7 个模型。婚

姻状况作为重要的控制变

量逐步引入到模型中。具

体情况见表 2。
5 结果

5. 1 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 3 给出了本研究所

有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可

以看出，总体样本 ( 包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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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和未婚男性在内) 的每月平均自慰频度是 1． 60 次; 其中，次数最少的为 0 次，次数最多的达到 15 次; 每月

平均性交频度接近于 2． 87 次; 而平均自慰性高潮则介于 3 和 4 之间( 3 = 有时达到性高潮，4 = 经常达到性高

潮) 。总体样本中未婚且未同居( 包括离异、丧偶) 的男性达到 55． 4%，而在婚或同居( 包括在婚分居) 的男性达

到 44． 6%。总体样本中 35 岁及以下的男性达到 37． 2%，而 35 岁以上的男性达到 62． 8%。总体样本的健康自

评接近 4( 比较好) ; 总体样本的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层次，分别占到 28%、45． 7%和 4． 7%。
表 4 对于不同婚姻状况下的自慰频度、性交频度、自慰性高潮状况、年龄、健康自评、教育程度进行了对

比分析。从表 4 的内容看，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频度显著地高于已婚男性，但性交频度和自慰性高潮却显著

地低于已婚男性。大龄未婚男性的年龄分布与已婚男性无显著差异，但其健康自评显著地低于已婚男性。
大龄未婚男性的教育程度总体而言较已婚男性更低，高中及以上程度的大龄未婚男性不到 10%，已婚男性

则超过 30%。

表 4 不同婚姻状况人群的对比分析

未婚 已婚

比例 /平均值( 方差) 比例 /平均值( 方差)
LR /t 检验

自慰频度 2． 04( 1． 91) 1． 05( 1． 05) ＊＊＊

性交频度 0． 94( 1． 84) 3． 88( 2． 62) ＊＊＊

自慰性高潮 3． 45( 0． 96) 3． 62( 0． 87) *

年龄

35 岁及以下 37． 5% 36． 8% 不显著

35 岁以上 62． 5% 63． 2%
健康自评 3． 24( 1． 14) 3． 67( 0． 92) ＊＊＊

教育

文盲 10． 5% 0． 7%
小学 39． 8% 13． 4%
初中 39． 0% 54． 2% ＊＊＊

高中 7． 0% 26． 0%
大专及以上 3． 8% 5． 8%
注: + p ＜ 0． 1，* p ＜ 0． 05，＊＊p ＜ 0． 01，＊＊＊p ＜ 0． 001

表 5 自慰行为与性行为的替代作用分析

因变量: 自慰频度 模型 1． 1 模型 1． 2 模型 1． 3
自变量: 性交频度 － 0． 190＊＊＊ － 0． 037 － 0． 065

控制变量 1:

婚姻状况( 基准变量: 未婚) － 0． 278＊＊＊ － 0． 305＊＊＊

控制变量 2:

年龄( 基准变量: 35 岁及以下) － 0． 030
35 岁以上 0． 023

健康自评

教育程度( 基准变量: 文盲) － 0． 044
小学 0． 079
初中 0． 040
高中 0． 068
大专及以上

F 值 22． 923＊＊＊ 30． 368＊＊＊ 9． 144＊＊＊

Adjusted R2 0． 034 0． 087 0． 096
样本数 616 616 616

注: + p ＜ 0． 1，* p ＜ 0． 05，＊＊p ＜ 0． 01，＊＊＊p ＜ 0． 001

5. 2 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通过模型 1． 1—模型 1． 3 验

证了自慰行为与性行为的替代作用，回归

结果见表 5。
模型 1． 1 考察了性交频度对自慰频

度的影响。性交频度越低的人，其自慰频

度显 著 地 增 加。模 型 的 解 释 率 较 低

( 0. 034) 。
模型 1． 2 在模型 1． 1 的基础上引入

了婚姻变量。此时性交频度对自慰频度

的显著负影响消失( － 0． 037 ) ，取而代之

的是婚姻状况对自慰频度的显著负影响

( － 0． 278 ) 。即，与未婚男性相比，已婚

男性进行自慰的可能性更小。模型的解

释率有所增加( 0． 087) 。
模型 1． 3 又在模型 1． 2 的基础上引

入了年龄、健康自评和教育程度等控制变

量。此时性交频度与自慰频度之间的关

系仍然维持在不显著状态( － 0． 065 ) ，同

时婚姻状况与自慰频度之间的负向关系

仍然非常显著，且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变大

( － 0． 305) 。此外，所有控制变量对于自

慰频度并无显著影响。模型的解释率有

所增加( 0． 096) 。
本研究又进一步通过模型 2． 1—模

型 2． 4 验证了自慰行为对于自慰性高潮

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6。
模型 2． 1 考察了自慰频度对自慰性高

潮的影响。从回归结果看，自慰频度越高

的男性，越能获得自慰性高潮 ( 0. 116 ) 。
模型的解释率相对较低( 0． 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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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自慰频度对自慰性高潮的影响分析

因变量: 自慰性高潮 模型 2． 1 模型 2． 2 模型 2． 3 模型 2． 4
自变量: 自慰频度 0． 116＊＊ 0． 141＊＊ 0． 160＊＊＊ 0． 144＊＊

性交频度 0． 130＊＊ 0． 082 + 0． 055
控制变量 1:

婚姻状况( 基准变量: 未婚) 0． 095 + 0． 089 +

控制变量 2:

年龄( 基准变量: 35 岁及以下) － 0． 085*

35 岁以上 － 0． 001
健康自评

教育程度( 基准变量: 文盲) － 0． 128
小学 － 0． 068
初中 － 0． 043
高中 0． 019
大专及以上

F 值 8． 414＊＊ 9． 445＊＊＊ 7． 590＊＊＊ 3． 850＊＊＊

Adjusted R2 0． 012 0． 027 0． 031 0． 040
样本数 616 616 616 616

注: + p ＜ 0． 1，* p ＜ 0． 05，＊＊p ＜ 0． 01，＊＊＊p ＜ 0． 001

模型 2． 2 是在模型 2． 1
的基础 上 引 入 性 交 频 度 变

量。此时，自慰频度对自慰

性高潮之间的正向影响变大

( 0． 141) ; 同时，性交频度对

自慰性高潮也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0． 130 ) 。模型的解

释率有所增加，但仍然偏低

( 0． 027) 。
模型 2． 3 是在模型 2． 2

的基础 上 加 入 婚 姻 状 况 变

量。此时，自慰频度对自慰

性高潮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 0． 160 ) ，但性交频度对自

慰性高潮的正向影响却变小

( 0． 082 ) ，同时婚姻状况本

身对自慰性高潮也存在显著

影响( 0． 095 ) ，即已婚男性较未婚男性更易在自慰时获得性 高 潮。模 型 的 解 释 率 并 未 发 生 本 质 变 化

( 0. 031) 。
模型 2． 4 是在模型 2． 3 的基础上引入年龄、健康自评、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此时，自慰频度、性交频度

对于自慰性高潮的影响都变小( ( 0． 144; 0． 055) ，婚姻状况的影响基本维持不变( 0． 089) 。年龄对于自慰性

高潮有着显著影响，35 岁及以上的人比 35 岁以下的人更加难以获得自慰性高潮( － 0． 085) 。教育程度、健
康自评变量对于自慰性高潮均无显著影响。模型解释率有所增加，但仍然较低( 0． 040) 。
6 讨论和结论

从描述性分析结果看，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频度显著地高于已婚男性，性交频度和自慰性高潮却显著地

低于已婚男性。这与中国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的现实背景基本吻合。在这一现实背景中，中国农村大龄未

婚男性由于被动不婚而难以获得正常的性生活和性满足，自慰成为这部分人群借以宣泄性压抑的主要

途径
［21］。

6. 1 性交频度与自慰频度之间是否存在替代作用?

从模型 1． 1—模型 1． 3 的回归分析结果看，性交频度对自慰频度进行单变量回归系数非常显著，影响方

向也与假设一致，似乎表明了性交频度和自慰频度之间确实存在替代关系。但当加入婚姻状况变量时，这一

显著关系却有了很大改变，婚姻状况对自慰频度的回归系数十分显著，但性交频度对自慰频度的回归系数却

转为不显著; 当进一步引入年龄、健康自评、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时，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未发生根

本性改变。说明对自慰频度真正发生影响的是婚姻状况而非性交频度。正因为大龄未婚男性的性交频

度明显低于已婚男性，从而造成了性交频度显著影响自慰频度的假象; 一旦婚姻变量引入时，该假象也就

消失了。
分析结果表明，自慰频度与性交频度之间并不存在替代作用，这与 2009 年吴银涛等人在中国大学生样

本中的的研究结论相反，假设 1 并没有得到验证
［10］; 但自慰频度与婚姻状况之间却存在显著的替代作用。

可能的解释是，相比较性交频度而言，自慰可能更是正常或稳定性活动的替代品。由于中国是一个普婚制国

家，已婚或同居是“能够获得正常或稳定性活动”的代名词
［21］; 而性交频度更多的时候取决于每个人的身体

状况或习惯。性交频度低的男性，其性满足的程度却不一定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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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自慰频度和性交频度是否能提高自慰性高潮?

从模型 2． 1—模型 2． 4 的回归结果看，自慰频度、性交频度对自慰性高潮的影响均十分显著，影响方向

符合预期; 且在引入婚姻状况、年龄、健康自评和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后，这一影响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

此，假设 2 和假设 3 都得到了验证。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
［16］［18］［19］。这一发现说明，无论是在西方背景

下的主动不婚，还是在中国性别失衡、婚姻挤压背景下的被动不婚，自慰频度和性交频度都能够有效提高未

婚男性的自慰性高潮; 而这一影响对于已婚群体也同样有效。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结论是: 对于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而言，自慰频度并不能替代

性交频度，但却可能是正常或稳定性活动的有效替代; 同时自慰频度能有效提高自慰性高潮，因而从一定程

度上可以帮助大龄未婚男性释放性压抑，改善性福利。这一发现对于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同样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否有过性经历、以及无论性交频度高低，身处婚姻之外的大龄未婚男性更需要通过

自慰以释放其对于稳定性关系的强烈欲望。在无法很快获得婚姻和稳定性活动的前提下，适当的、有利于健

康的自慰知识、频度、技巧等对于这部分人群非常重要。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 1) 数据的局限。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8 年在安徽省 CH 市 JC 区农村人群的调查; 同时本研究界

定的对象是 27 岁以上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然而在人口迁移的大背景下，这部分男性大多外出打工，留在

农村的多为老弱病残。因此导致数据可能存在部分系统性偏差。
( 2) 方法的局限。由于样本数量的局限性，本研究采取的分析策略是，首先在整体样本中验证三个核心

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将婚姻状况作为主要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然而当将样本划分为已婚和未婚两个

不同群体进行单独分析时，却不能勾画出三个核心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极有可能是由于样本数量的局

限造成的。
( 3) 结果的局限。从分析结果看，模型解释率普遍偏低。模型 1． 1—模型 1． 3 的解释率分别为 3． 4%、8．

7% 和 9． 6% ; 模型 2． 1—模型 2． 4 的解释率更低，均不到 5%。这说明对于自慰行为和自慰性高潮而言，模型

中的变量只能解释较小的一部分变化，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变量并没有涉及，如自慰态度对于自慰行为的影

响，性高潮、自慰技巧与自慰性高潮的关联等。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对流动到城市地区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进行调查，确保足够的样本数量，提高

调查技巧，与本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并进一步挖掘其他更有解释力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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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较晚，研究和探索的范围小，因此，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健康素养评价体系，进行居民健康素养状况的调

查尤为迫切。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达到降低孕产妇、儿童死亡率，防治艾滋病，改善营养状

况，加强烟草控制和改变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也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策略及手段，把提高人们的健康

素养作为健康促进的重要行动和目标
［4］。

( 4) 把居民健康知识评估常态化。定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监测与评价机制，全面系

统地掌握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影响因素，为制定医疗卫生服务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努力使居民健康

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监测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在此基础上，力争将居民健康素养评价指标纳入到国家卫生

事业发展规划之中，作为综合反映国家卫生事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促进我国卫生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5］。

( 5) 加大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针对不同地区的主要卫生问题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

展专题宣传活动，结合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监测结果，分析变化趋势。评价前期所做工作的成效，确定下一

步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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