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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单身作为一种处于非亲密关系的状态及其个体，单身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单身的理论研究跨

域了各个学科领域，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已有研究讨论了单身背后的理论解释，揭示了单身原因

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根据已有文献，梳理心理学研究中目前关于单身的理论，包括社会交换理论、符号

互动理论、发展任务理论以及依恋理论，对其进行评述，帮助理解单身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强调对

不同单身类型的个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同时提升心理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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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singleness, as a state of being in a non-intimate relationship and as an individual, 
is universal worldwid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singleness span a variety of disciplinary fields, and 
there are existing studies in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that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be-
hind singleness and reveal the reasons for singlenes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we review the current theories of singleness in psychological re-
search, including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developmental task theory, 
and attachment theory, to help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singleness phenom-
enon, and to emphasize the adoption of targeted measures for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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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nes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s well as the enhancement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Keywords 
Non-Intimate Relationship Status, Singleness Phenomenon, Theoretical Research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单身现象在世界各个国家不断上演，越来越多的人保持单身状态(Apostolou & Christoforou, 2022；李

婷，郑叶昕，2023)，这导致初婚年龄推迟，结婚率下降，甚至生育率降低的后果(陆杰华，郭荣荣，2023)，
不仅给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影响，同时也影响人口的均衡发展(李芳芳，朱冬亮，2024)。另外研究指出相

较于单身，拥有婚姻或恋爱关系的个体更幸福(DePaulo & Morris, 2005)，相关研究认为长期单身可能导致

孤独、焦虑等心理问题(冯琦等，2024)，单身人士也面临负面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DePaulo & Morris, 
2005；温芳芳等，2023；刘月等，2023)，这引发心理健康风险，甚至诱发性不规范，性犯罪等问题，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但即便如此单身人数依然不断上涨，这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究。单身受到多个复

杂因素影响，也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关注，单身现象作为一个多维度的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社会学、

经济学等各学科，从心理学领域梳理目前单身的理论研究文献，概要介绍了单身的定义、分类，对单身

的理论解释做比较系统的评述，研究并思考单身原因背后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单身生活的复杂

性，扩展单身心理科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为改善单身趋势带来的社会经济、人口变迁、心理健康问题等

影响提供文献和理论支持，帮助制定良好的政策干预措施，达到助婚、促育，同时让社会形成包容开放

的氛围，维护心理健康。 

2. 单身的概念及单身分类 

2.1. 单身的概念界定 

单身作为一种区别于恋爱或婚姻这种亲密关系的状态，首先从社会和法律两个层面来看，在社会含

义中，单身是指长期没有处于亲密关系状态，这个包括没有恋爱关系或未婚，在法律层面来看，单身可

以定义为没有结婚但处于稳定的亲密关系中(DePaulo & Morris, 2005)。在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认为单身指

没有处于亲密关系状态(王燕等，2023; Apostolou et al., 2018)，Heng 等人(2023)认为单身是指未婚或没有

恋爱关系的状态。单身还可以指处于这种状态的个体，Depaulo (2023)提出在不同研究中单身可以包括所

有未婚的人，包括离婚和丧偶的人以及从未结婚的人；还有的定义单身为从未结婚或同居的人，或者没

有在一定年限内保持承诺的夫妻关系的人。赵玮和刘旭阳(2019)在研究高学历适婚单身女性时，将单身定

义为没有结婚。雷梦杰(2023)对大龄单身女性进行研究时将单身定义为未婚且长期没有亲密关系。赵咪咪

(2020)在对单身社会青年进行研究时将单身定义为未婚、离异已育或未育以及其他，主要强调没有建立法

定婚姻关系。总的来看，大多数将单身定义为没有处于亲密关系状态及其个体。 

2.2. 单身的分类 

单身类型根据不同的标准有多种分类，首先单身是自愿还是非自愿，是由个体选择或是环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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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是单身研究的重要主题。Stein (1981)考虑到单身状态的持续时间存在差异，将单身状态的稳

定性加入划分单身类型的维度中，即稳定单身还是暂时单身，提出了以下四种类型的单身成年人：自愿

暂时、自愿稳定、非自愿暂时和非自愿稳定。但稳定和暂时的界限尚无法明确，因此在一些研究中主要

将单身划分为自愿单身和非自愿单身，Fitzpatrick (2023)认为自愿单身即个体选择保持单身状态，希望保

持婚姻自由，非自愿单身意味着个体渴望浪漫伴侣，希望改变关系状态，进入亲密关系，但存在较大阻

碍，导致个体被迫成为单身。除此以外有研究从社会与个体双向互构的角度提出了“恐单族”、“安单

族”和“乐单族”三种不同的单身类型(陈昕苗等，2021)，表明单身状态不仅仅是个体的选择，还受到社

会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陈雯(2023)依据时间、空间、价值诉求等指标，将单身女性分为过渡单身和终

生单身、独居单身和同居单身、主动单身和被动单身等多种类型，揭示单身女性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3. 单身理论研究 

3.1. 社会交换理论 

这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们是理性的，能够客观清晰地评估他们的社会状况。他们认识到他们

生活的哪些方面是令人满意的或令人沮丧的(Clark & Grote, 1998)，计算着其中的成本和利益作为做出生

活选择的基础。通过对单身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如果当单身优势超过劣势时，认为单身更

有利可图时，更可能做出保持单身的选择，相反当单身的效益较差时就会有动机改变关系状态，步入婚

姻或恋爱关系中。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替代方案是反映了个人可用的关系和生活方式选择。替代方案的

两个维度是质量和数量。质量指的是选项的吸引力，而数量指的是选项的数量。Fitzpatrick (2023)以社会

交换理论解释自愿单身和非自愿单身时指出，自愿单身者或许存在潜在发展伴侣，但相较于伴侣关系，

他们认为单身更具有吸引力。例如在对单身优势的研究调查中发现人们觉得单身更具有吸引力是因为他

们感觉更加自由，不用为另一半而妥协，避免经历负面情绪，甚至男性觉得单身可以更加自由的随意约

会调情(Apostolou & Christoforou, 2022)。对于非自愿单身者来说，他们不是选择单身，而是他们无法找到

潜在伴侣或者潜在伴侣的质量不高，以至于单身成为所有方案里面的被迫最好选择。在单身原因的一项

调查研究中王燕等人(2023)提出被动单身是由于在择偶过程中不擅长社交、缺乏情趣等自身弱特点所导

致的，缺乏寻找浪漫伴侣的能力和吸引力。这涉及到在社会交换理论中的障碍概念，即干扰或阻碍进入

关系或实现组建家庭目标的能力的因素，这很好地解释了非自愿单身原因。在对单身男性的定性研究中

指出单身男性有一种缺陷感，认为有各种缺陷(心理、家庭或医疗条件)阻碍或排除了找到浪漫伴侣、建立

和维持令人满意的长期伴侣关系的可能性(Mrozowicz-Wrońska et al., 2023)。 
社会交换理论因其理论具有多样性的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释不同类型的单身，成本效益分析自愿单

身，强调了单身是个体权衡利弊之后所做出的主动选择，而障碍概念则认为非自愿单身是由于有各种阻

碍导致进入关系状态非常困难。但是该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即过于强调认知忽略了情感因素，对于自

愿单身而言，他们选择单身不一定是完全出于理性的考虑权衡，有可能是单身活动能够带来情感上的满

足，同样从非自愿单身角度来说，个体由于一些障碍无法进入一段关系，有可能这种障碍是个体无法改

变的，就像面对残疾人一样，他们由于自身的残疾很难进入或维持一段关系。 

3.2. 符号互动论 

该理论强调社会上的关系、身份等是一种符号，是由社会上的人共同创造和维护的(Verdín & Camacho, 
2019)，认为人们不仅仅是社会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同样他们也能解释这些信息对其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将

如何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符号互动论提出两个象征互动主义的概念，即能动性和涌现，能动性是指

个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自行确定自己的期望并努力创造和实现(Snow, 2001)，强调个体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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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对单身者而言，他们或许对于婚姻并不反感，而是希望走向他们更期望的东西(Fitzpatrick et al., 2014)，
这也意味着如果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他们对于婚姻的渴望是具有可塑性的。这刚好与 Fitzpatrick (2023)以
混沌理论解释自愿和非自愿单身时强调环境因素的变化无常是导致人们对建立和维持关系目标变得不可

控的重要因素的观点相反。涌现是指当有新颖的认知或情感状态出现时将会背离和挑战原有的日常惯例、

实践、观点(Snow, 2001)。这与人际关系标签范围的扩大相一致，人们具有多种关系选择，包括但不限于

单身或结婚，突破未婚与已婚之间的二分法局限性，出现持续扩张，认为单身甚至浪漫的孤独都可以被

接受为一种可接受的生活选择，这或许能够解释自愿选择单身的个体行为。单身男性在主流和占主导地

位的婚姻和家庭地位之外寻找自己的方式，试图摆脱传统男子气概和性别角色带来的束缚(Mrozowicz-
Wrońska et al., 2023)。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往往会有很多标签，既有自我标签也有外部标签，自我标签是个

体内化社会规范，给自己赋予的社会符号，比如对于一些非自愿单身男性来说，从小到大的社会规范都

在告诉他们婚姻是成长的组成部分，他们潜移默化将婚姻视为成长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人生的重要组

成部分，当他们没有获得婚姻时可能被认为具有失败的或者不完整的含义(Eck, 2013)，这意味着非自愿单

身者可能因为这样的标签而回避浪漫关系，或者更积极的投入寻找浪漫关系。在过去的研究中单身被视

为“隐藏的缺陷”或“缺陷 ”的表现(Bergström et al., 2019)，找不到伴侣意味着一个人有问题。外部标

签更多是外界对个体的贴上的标签，比如认为未婚女性没有吸引力是因为她们具有冷漠、野心大等特质

(Nanik et al., 2018)。同时个体的自我标签和外部标签也存在双向互动，将外部标签内化为自我标签，比如

在社会上存在给单身未婚女性贴上所谓“剩女”的标签，存在刻板印象和歧视，外界对单身女性的没人

要、自私、挑剔等污名，让女性不仅遭遇更多的负面待遇，还导致女性产生自我污名，出现抗拒心理和

恨嫁行为(罗蕊，2018)。 
该理论强调个体对于这些社会信息、符号的反应是个体自愿还是非自愿单身的重要因素。符号互动

理论认为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根据自身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来应对，且这种对事物理解的意义是可变的，

因此对于处于单身状态的个体如何理解单身是社会互动的结果，能够很好的阐释单身现象发展背后的社

会因素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该理论也存在模糊性，无法具体阐释个体与社会互动之间如何联系。 

3.3. 发展任务理论 

发展任务理论由心理学家哈维格斯提出，强调个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完成特定的社会和心理任

务(Roisman et al., 2004)。这些任务是社会对个体在某一特定年龄期望其达到的行为发展水平的要求。该

理论与家庭发展理论(Fitzpatrick, 2023)有相似之处，认为个体拥有共同的发展任务序列，在生活的每一阶

段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的“发展任务”，这些任务是个人需要和社会目标在个体身上的反映，完成突出的

发展任务需要充分准备，同时实现任务能促进最佳发展。在青年时期的年轻人面临着多个发展任务，

Shulenberg 等人(2004)提出了七个具有突出任务的发展领域：教育、工作、财务自主、恋爱参与、同伴参

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公民意识。由于年轻人有多个发展任务，他们不可能同时完成所有发展任务，于

是他们需要优先考虑处理一些领域的发展任务，他们所做的关于处理哪些领域的决定影响着他们是否、

何时以及如何寻找浪漫伴侣(Beckmeyer & Jamison, 2023b)。因此强调年轻人对于发展任务的选择影响着

浪漫关系，正如(Beckmeyer & Jamison, 2023b)以生命历程理论和新兴成年理论提出的单身见解一样，生

命历程视角下年轻人的发展轨迹不仅受到时间影响还被机会和限制塑造，个体是否接受机遇的选择影响

着之后的发展轨迹，同样新兴成年理论也强调了成年早期个体具有不稳定性，他们在探索教育、工作或

性的时期中对发展性任务的聚焦影响浪漫投入。对当代年轻人来说，对教育和职业发展目标的关注影响

着浪漫决策，例如在一项定性研究中问及一些年轻人单身的原因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或职业目标，而

选择单身，放弃寻找浪漫伴侣(Apostolou & Christoforou, 2022)。这与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提出的主动单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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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为了未来更好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适应性策略相一致(王燕等，2023)。对于高学历女性来说，他

们因自我的心理独立和事业上的高竞争力而追求更幸福的单身生活(赵玮，刘旭阳，2019)。 
不论是发展任务理论还是生命历程理论或新兴成年理论，都强调单身受到年轻人生活中其他目标的

影响，对浪漫关系是否有兴趣塑造着单身体验，其中个体的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选择有可能成为

发展浪漫关系的机遇也可能成为阻碍。但是该理论更多强调年轻人在青年时期中如何处理和选择发展任

务，对于其他单身群体，比如中晚年时期未婚、离异或丧偶的单身者如何去理解发展任务和选择保持单

身并没有很好的解释。 

3.4. 依恋理论 

依恋是指个体与重要他人之间持续的牢固的情感联结倾向，最早出现在婴儿和最初抚养者之间，依

恋作为一种内在机制贯穿人的一生，依恋可以延展到亲密关系中(Bowlby, 1982)。依恋理论认为人类具有

依恋行为系统，依恋系统的功能根据个体社会经历而不同，当婴幼儿和抚养者之间反应一致时，会发展

一种安全依恋，体验到安全感和信心，而当反应不一致时就会出现依恋系统过度激活或失活的情况

(Pepping et al, 2018)。在成人依恋当中，Hazan and Shaver (1987)将成人恋爱关系概念化为一种依恋过程。

成人依恋焦虑(过度激活)的特征是对拒绝和遗弃高度敏感，担心得不到支持，以及当依恋需求受挫时愤怒

和痛苦。相比之下，依恋回避(失活)的特征是依恋系统受到抑制，对亲密和亲密感到不适，以及过度自立。

这意味着当依恋系统出现过度激活或失活所导致的依恋不安全感可能破坏关系，造成关系的不稳定性。

因此依恋理论也可以解释一些人长期处于单身的原因，(Pepping et al. 2018)研究了特定的依恋取向如何与

一系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相关联，并预测长期单身的原因。通过研究发现回避型依恋个体不相信爱情，

不信任伴侣，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低，抑制情感体验和表达，与他人互动较少，喜欢独处，缺乏社交，规避

依恋系统的激活，防止受到潜在的痛苦和体验失望，这对于关系形成阶段是不利的，具有回避型依恋取

向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保持单身。这与(MacDonald & Park, 2022)提出回避型单身者对于改变他们的关系

状态不太感兴趣，单身能够让他们摆脱恋爱带来的困难相一致。而依恋系统的过度激活与破坏关系发展

和维持认知、情感、行为过程有关，焦虑型依恋个体强烈渴望亲密关系，但对关系和伴侣持有负面看法，

不相信伴侣会回报，存在高度情绪化，难以控制情绪，导致沟通不良，过度的寻求安慰，害怕被抛弃的

恐惧有可能导致关系的破裂，因此依恋过度激活导致的单身与较差的心理社会适应有关，该依恋取向的

个体有可能进入亲密关系，但是实质上关系并不稳定，随时有可能脱离关系，进入单身状态。(MacDonald 
& Park, 2022)研究也发现依恋焦虑水平高的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单身满意度较低，但对浪漫伴侣的渴望

较高。另外(Pepping et al., 2018)研究认为有依恋安全感的个体也可能成为单身，强调长期单身不是因为恋

爱关系困难，而是将单身视为一种安全的个人选择，他们从非亲密关系中得到满足，比如在朋友、家人

的关系中满足依恋需求，表现出积极的心理社会幸福感。相关研究分析单身原因时表明个体因良好的社

会支持系统能够满足情感需求，形成安全的替代性亲密关系而保持单身(王燕等，2023)。 
依恋理论从个体具有的依恋特质解释了三种依恋类型的单身原因，自愿单身的个体一方面可能和依

恋系统的失活，排斥进入亲密关系以避免伤害和痛苦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个体通过社会支持系统满

足了情感需求，获得了依恋安全感，而将单身视为一种个体选择，而非自愿单身可能是由于依恋系统的

过度激活，负面看法和不良行为反应所导致的关系破裂。 
上述的四种理论在揭示单身现象方面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个体主动或被动权衡利

弊选择影响着单身的形成，而符号互动理论则认为个体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

响，单身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发展任务理论虽然也提出个体对于不同领域目标的选

择，但更强调选择的多样性、突出性以及阶段性，依恋理论从个体特质出发，结合个人的认知、情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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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强调内部的心理作用机制是导致单身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这四种理论也都关注到个体因素和

环境因素都塑造着人们如何理解和感受单身，单身现象并非是某一单独因素导致的结果。 

4. 总结与展望 

单身现象在近年来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如何客观正确理解和看待单身的形

成，是相关学科研究领域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李芳芳，朱冬亮，2024)。单身群体本身具有极

大的异质性，个体对于单身的感受和理解影响着对单身所采取的行为，单身涉及多个复杂因素影响，既

有个体因素也有环境因素以及个体与环境交互因素，存在主动选择和被动单身双重情景，对单身的理论

研究有助于分析单身行为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单身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往研究以主流的婚姻家

庭意识形态为主，过去传统的家庭理论更倾向于解释婚姻或恋爱关系，而缺少对单身这种特殊关系状态

的研究，缺少单身中心视角的研究，然而现在更多研究正在不断挖掘单身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理解单身和

保持单身(Beckmeyer & Jamison, 2023a)，单身是否具有不一样的意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探索。有关研究

认为要考虑到单身子类别的重要性(DePaulo & Morris, 2005)，未来单身研究应当关注单身群体的异质性，

对待离异、未婚、丧偶等不同类型的单身个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提升个体

幸福感。客观看待单身现象，在帮助非自愿单身个体采取有效的措施进入亲密关系的同时也应当持有包

容开放的态度，为自愿选择保持单身的个体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减少偏见和歧视，保障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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