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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力作
本书作者潘绥铭是著名的性学家，被称为“中国性学**人”，与刘达临、李银河号称“
性学三杰”，在大众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该书是作者10年调查与思考的总结，是
作者对中国人的性别关系、性生活、性心理等的**思考，内容全面，蔚为大观，堪称中
国的《海蒂性学报告》及《金赛性学报告》。
      2、主题敏感，直指人性
本书的主题为中国人*近10年的性生活，性是任何一个成年人都避不开的话题，这本书写
了中国人性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国人的性欲望、性高潮、性伙伴、婚外性以及自慰
等颇具敏感性的话题。有科学的数据支撑及分析，很多观点是经过严密论证的。
      3、语言幽默，观点独特
该书语言非常具有生活气息，很多关于性的顺口溜都是源自真实生活，具有高度的概括
性及生动性。这些活生生的有关性的段子，带给读者非常直观而印象深刻的阅读体验。
同时，这本书所谈到的很多问题在社会上都很普遍，也很敏感，比如婚内自慰问题、婚
外恋问题、找“小姐”问题等等。
      该书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性与爱。这本书既可以作为性生活
的调查报告，也可以作为个体了解中国人性现状的百科全书。
 

 

内容简介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三
次对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进行了全国总人口的*抽样调查。这本书就是三次调查的结
果的汇总与分析。
本书深刻地揭示出，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其中有一些很出乎人们的意料。本书分为多个专题，不仅包括18～61岁中国人的性
观念、性欲、性生活、性技巧等，也包括婚外情、一夜情、找“小姐”等各种非主流的
性关系，还包括14～17岁少年的性状况，更包括了“多元性别”与同性恋等的情况。在
每个专题里不仅发布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而且剖析了这些现象的形成原因，还从性文化
的高度进行了深入阐述。



作者简介

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从1985年开始，在中国创立与推广性社会学，主要是在连续的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下
，奠定了该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基本概念：初级生活圈、中
国性革命、性产业、性化、亲密消费、性生活的内在矛盾等。他提出“全性”（sexuality
）的研究范畴，主张在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中，在情境、互动与变化中，研究其现象及
意义。他还主张：“全性”与“社会性别”（gender）是相互建构的、不可分割的。
在方法论方面，他基于解释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思想，创立了“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
，以及“社区考察法”、“求异法”和“*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等操作模式，并将它们运
用于自己的定量问卷调查和定性田野研究之中。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
方向是性社会学、女性身体、性工作，以及定性研究方法等。著有《身体?性?性感：对
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性社会学》（合著）、《论方法：社会学调查
的本土实践与升华》（合著），以及数十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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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文革”中，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伟大的人力资源”（《毛主席语录》）投入
革命运动，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
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
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显出来。如果男性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
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文革”是精神摧残，因此不仅不管
真正的“床上事”与生孩子，而且源远流长的“唯生殖目的论”还在此时期内得以复兴
。最经典的例子是当时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笑话: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因为“
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父母也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
“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后，岳父来找女婿说:“是的，你说得对，
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啊。”于是，性遂成。
第一，婚内自慰反而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频率。笔者把性频率分为11个级别，最低的是0
级（在最近的一年之内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最高的是10级（每天一次或者更多）。
结果发现:那些没有自慰过的夫妻的性频率平均处于5.9级上，可是自慰过的却是平均6.5
级，显著地高于前者。
第二，婚内自慰也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丰富程度。笔者一共调查了10种具体的性生活方
式，那些没有自慰过的夫妻平均使用过5.8种，可是自慰过的夫妻却平均使用过7.2种。
第三，妻子自慰促使她更爱丈夫。非常爱丈夫的妻子在自慰过者中达到22.1%，而在不自
慰的妻子中却只占14.7%。
第四，婚内自慰有助于双方的爱情表达。自慰的丈夫或妻子在性生活之外也经常相互亲
昵的比例是77.1%，比不自慰者多出接近9个百分点。同时，自慰的人自己主动提出过性
生活的比例也更高。
第五，自慰提高了性生活的质量。经常很兴奋的丈夫或妻子在自慰者中是33%，在不自
慰的人中只有26.7%。自慰的人有63.7%每次都达到性高潮或者经常达到，而不自慰的却
只有55.3%。
对上述情况其实无须大惊小怪，因为很多人都只看到了自慰可能替代夫妻之间的实际性
生活这一个方面，却忽视了自慰的另外一个方面:它同时也是性欲望与性要求更加强烈的
表现。因此，即使自慰真的替代了一些性生活，剩下来的也仍然多于或者好于那些性能
力稍逊因而不自慰的人。此外，人们也常常只看到自慰是一种性的宣泄，却忽视了它同
时也是一种性感受的积累。无论男女，自慰都是最容易和最快达到性高潮的方式，这就
使得自慰者更多地获得性快乐，从而反过来促使他们（她们）的性欲望和性能力都更强
。这可能就是性方面的“马太效应”的表现之一，也就是越强的人越强，越弱的人越弱
。但是，可能是因为自慰者对于感情的要求更高，所以夫妻打架的也就更多一些，尤其
是丈夫单方面打妻子的情况多出5个百分点。

婚内自慰都是指在婚（含同居）者在最近一年之内自慰过。  第一，婚内自慰反而增加
了夫妻性生活的频率。笔者把性频率分为11个级别，最低的是0级（在最近的一年之内连
一次性生活都没有），最高的是10级（每天一次或者更多）。结果发现:那些没有自慰过
的夫妻的性频率平均处于5.9级上，可是自慰过的却是平均6.5级，显著地高于前者。  



第二，婚内自慰也增加了夫妻性生活的丰富程度。笔者一共调查了10种具体的性生活方
式，那些没有自慰过的夫妻平均使用过5.8种，可是自慰过的夫妻却平均使用过7.2种。 
第三，妻子自慰促使她更爱丈夫。非常爱丈夫的妻子在自慰过者中达到22.1%，而在不自
慰的妻子中却只占14.7%。  第四，婚内自慰有助于双方的爱情表达。自慰的丈夫或妻
子在性生活之外也经常相互亲昵的比例是77.1%，比不自慰者多出接近9个百分点。同时
，自慰的人自己主动提出过性生活的比例也更高。  第五，自慰提高了性生活的质量。
经常很兴奋的丈夫或妻子在自慰者中是33%，在不自慰的人中只有26.7%。自慰的人有63.
7%每次都达到性高潮或者经常达到，而不自慰的却只有55.3%。  对上述情况其实无须
大惊小怪，因为很多人都只看到了自慰可能替代夫妻之间的实际性生活这一个方面，却
忽视了自慰的另外一个方面:它同时也是性欲望与性要求更加强烈的表现。因此，即使自
慰真的替代了一些性生活，剩下来的也仍然多于或者好于那些性能力稍逊因而不自慰的
人。此外，人们也常常只看到自慰是一种性的宣泄，却忽视了它同时也是一种性感受的
积累。无论男女，自慰都是最容易和最快达到性高潮的方式，这就使得自慰者更多地获
得性快乐，从而反过来促使他们（她们）的性欲望和性能力都更强。这可能就是性方面
的“马太效应”的表现之一，也就是越强的人越强，越弱的人越弱。但是，可能是因为
自慰者对于感情的要求更高，所以夫妻打架的也就更多一些，尤其是丈夫单方面打妻子
的情况多出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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