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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婚恋观既影响着自身恋爱、婚姻、家庭的

选择，又与国家未来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密切关

注大学生婚恋观的变化。新加坡既同中国一样，接受着

东方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又采用严密的西方体制，受

到西方文化的浸染，其大学生的婚恋观与中国大学生既

存在相同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一、背景介绍

本文对中国与新加坡大学生婚恋观的探究以调查

问卷的数据为依据，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对恋爱观、性爱

观、婚姻观与家庭观四方面的看法。

本次问卷调查分别在中国与新加坡发放并收集 130

份调查问卷（ID 限制一人一份），历时两个星期，主要采

取网络链接方式，主要调查对象为在校大学生，版本分

为中文版和中英文版。其中，中国版本的调查对象包括

男性47人，女性83人，绝大部分调查者为广东大学的学

生，占总调查人数的90.77%；新加坡版本的调查对象包括

男性41人，女性89人，绝大部分调查者为新加坡原生的

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80.77%，其余为在新加坡学习生活

超过十年的永久居民。

二、中新大学生婚恋观的相似性

在调查恋爱观方面，问卷共设置五道题目。在“你

更认同‘爱在当下’还是‘爱是持久’”这一问题的选

择上，85.38% 的中国大学生与 73.08% 的新加坡大学

生选择了“爱是持久”这个答案。这说明大部分中新两

国的大学生认为恋爱是一件慎重的事情，不能只追求曾

经拥有而不考虑天长地久。对于“您认为爱情对您的学

习（生活、工作等）产生了影响吗？”这一问题，82.31%

的中国大学生与 80.77% 的新加坡大学生均承认恋爱会

对自身的学习、生活及工作产生影响。“您能接受相亲

安排吗？”“您能接受网恋吗？”“您能接受异地恋

吗？”这三个问题主要考察两国大学生对于现今比较

普遍的三种恋爱方式的态度，65.38% 的中国大学生与

65.38% 的新加坡大学生选择能接受相亲安排；30.77%

的中国大学生与 40% 的新加坡大学生选择能接受网

恋；57.69% 的中国大学生与 50% 的新加坡大学生选择

能接受异地恋。这表明，大部分大学生不介意通过亲朋

好友介绍去结识另一半，但对风险较大的网络恋爱仍保

持着警戒的态度。

在性爱观调查方面，问卷设置了三道题目。“您认

为，爱与性这两者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

新加坡与中国的大学生分别有 48 人和 46 人认为两者是

可分割的，占据总人数的 35%以上，而且男性比例高于女

性比例。另外，对“您对婚外性行为或婚外情的态度是？”

这一问题的调查，尽管两国有将近 90% 的大学生对这种

行为持反对的态度，但仍然有十几人对婚外性行为表示

无所谓或赞同。可见，中国大学生的性观念正在日益变

得开放化，一部分人对女子的贞操要求不再严格，“对婚

前、婚外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对未婚同居和试婚持认同态

度”［1］，而新加坡年轻人对婚前性关系的态度则趋于认

可，对婚外情不再一味抨击，反而“将婚外情划入‘隐私’

的范畴有意识地让婚外情有一个隐身场所”［2］“恋爱时，

您的最大接受范围是什么”的调查数据显示：6.15% 的

新加坡大学生与8.46%的中国大学生选择“牵手和拥抱”；

17.69%的新加坡大学生与25.38%的中国大学生选择“接

吻”；8.46% 的新加坡大学生和 12.31% 的中国大学生

选择“性爱抚”；13.08% 的新加坡大学生和 17.69% 的

中国大学生选择“性行为”；54.62% 的新加坡大学生

和36.15%的中国大学生选择“同居”。根据数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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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数以上的两国大学生选择性行为和同居。另外，两

国有半数以上的男生认为同居是最理想的恋爱行为，说

明男大学生的开放度要高于女大学生。

在调查婚姻观方面，问卷共设置五道题目。认同

“爱情是婚姻的归宿”与“爱情是婚姻中的核心因素”

这两个观点的中国大学生占 75.38% 和 84.62%，新加坡

大学生占 59.23% 和 80%，说明两国大部分的大学生都

能正确地认识爱情与婚姻的关系，赞同爱情是缔结婚姻

的核心要素。中国大学生普遍认为最佳的结婚年龄为 25

岁至 30 岁［3］，86.16% 的大学生选择该年龄段。同样，

79.23% 的新加坡大学生选择了 25 岁至 30 岁作为其理想

的结婚年龄。在“在选择婚恋对象时，您会综合考虑对

方的经济状况吗？”这一问题上，76.15% 的中国大学生

与 86.92% 的新加坡大学生均承认会综合考虑，而且女性

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比例。仅有 26.16% 的中国大学生与

27.69% 的新加坡大学生表示完全了解或基本了解《婚姻

法》，说明两国大部分大学生对《婚姻法》处于不太了解

的状态，两国大学生的婚姻法律意识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调查家庭观方面，问卷共设置三道问题。大学

生普遍接受“立业成家”的观点，认为家庭的建立需要

一定的基础，事业的良好发展更有利于家庭的稳定，

分别有 76.92%的中国大学生与65.38%的新加坡大学生

赞同先立业后成家。据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中新两国

大学生选择成立核心家庭，而且女性的选择度高于男性，

75.28%的新加坡女大学生与78.31%的中国女大学生更倾

向于核心家庭（由两代人组成的家庭，父母和未婚的孩子）。

但传统的生育观念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一部分大学

生选择不生育子女。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新加坡

的生育率持续走低［4］，但经过宣传并实施一系列的鼓励

生育政策后，华人大学生的生育愿望正在逐年提高。问

卷的调查数据显示，选择不生育子女的大学生比例不足

总数的 5%，即 95% 以上的两国大学生选择至少生育一

胎，且选择生育两名孩子所占的比例最大。

三、中新大学生婚恋观的差异性

在恋爱观方面，根据调查，选择“LoveIsNow”的新

加坡女大学生比选择同选项的新加坡男大学生高出了

14.33 个百分点，而中国男女大学生仅相差 2.89 个百分

点。另外，中新两国大学生对于网恋、异地恋、相亲安排

这三种恋爱方式存在着些许性别上的不同。首先，在网

恋问题上，新加坡男大学生的接受度略高于女大学生，

而中国则相反。其次，在相亲问题上，中国男女大学生

接受度的差距仅为 7.1%，而新加坡男女大学生接受度的

差距则比中国男女大学生接受度的差距高出了 19.15 个

百分点。在异地恋问题上，中国男大学生的接受度高于

中国女大学生，差距为 6.28%，而新加坡却表现出相反的

情况，且差距为 8.91%。

在性爱观方面，新加坡男大学生认为两者可以分割

的比例略高于女大学生，而中国恰好相反。在“最能接

受的恋爱行为”问题上，中新两国的女大学生表现出明

显差异：48.31% 的新加坡女大学生选择同居，排在第

二位的是占 23.6% 的“接吻”；而 34.94% 的中国女大

学生选择“接吻”，排在第二位的是占22.89%的“同居”。

这说明，新加坡女大学生的开放度大于中国女大学生。

在婚姻观方面，两国大学生对于婚姻物质基础的看

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大学生虽然在考虑婚恋对象时

会综合考虑对方的经济状况，但更看重婚恋对象的“性格

与气质、品德、感情、共同语言、健康状态等内在品质与素

养”［5］。而新加坡大学生则更多地觉得婚姻生活需要具

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且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更能吸引对

象。新加坡大学生在择偶过程中充分考虑对象经济实力

的比例高于中国大学生，尤以新加坡男大学生表现最为明

显。另外，无论是新加坡男大学生，还是女大学生，选择在

30周岁以上结婚的比例分别比中国的比例高了15.57%和

6.7%，说明新加坡大学生的“恨嫁”程度低于中国大学生，

步入婚姻殿堂的脚步要慢于中国的大学生。

在家庭观方面，赞成“先成家后立业”的新加坡

女大学生的比例为 37.08%，新加坡男大学生的比例为

29.27%，即赞成先成家后立业的新加坡女大学生的比例

比新加坡男大学生高了 7.81 个百分点。而选择先成家后

立业的中国男大学生的比例为 34.04%，高于中国女大学

生的 16.87%，两者相差 17.17%。综合分析，在关于成家

与立业何者为首要的问题上，中国大学生的性别差异大

于新加坡大学生的性别差异。另外，在选择“核心家庭与

主干家庭（又称直系家庭，父母和已婚子女或未婚兄弟生

活在一起的家庭）”的问题上，新加坡大学生的性别差异

仅为 2.11%，差异性并不明显，而中国大学生的性别差异

则较明显，选择核心家庭的中国女大学生为 78.31%，比

选择该项的中国男大学生的比例高了 14.48 个百分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和新加坡因同受东方传

统文化的熏陶，在恋爱观、性爱观、婚姻观、家庭观等方面

存在较多共性，但也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持有相同

观点的男女大学生的比例上。总体来说，新加坡的大学生

因受西方文化的熏染，开放程度要高于中国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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