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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一个合适的伴侣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生事件，择偶也一直备受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的关注。近年来，在择偶研究领域中，人类择偶复制现象已成为国内外新兴的热门研究主题。文章从择

偶复制的概念、起源与解释；择偶复制的研究范式及影响因素；择偶复制的最新研究这三个方面详细介

绍了择偶复制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给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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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oosing a suitable partner is a crucial life event for everyone, and mate choice has always got great 
attention from psychologists and sociologists.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Mate choice cop-
ying has emerged as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
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Mate choice copying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cept, origin and explanation of Mate choice copy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te choice copying;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on Mate choice copying. It also offer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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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择偶复制的概念、起源与解释 

择偶复制是指个体在选择配偶时会受到同性别的其他个体的影响，从而做出相同或相似的配偶选择

的现象[1]。择偶复制最初来源于动物择偶行为研究，Dugatkin 在研究孔雀鱼的择偶行为时发现，一条雌

性孔雀鱼会复制另一条雌性孔雀鱼的择偶选择[1]。之后研究者们在鸟类、哺乳类等其他动物身上也发现

了相同的现象，早期的择偶复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动物。2006 年，在 Eva 和 Wood 的实验中，他们要求女

性观看被随机描述成“已婚”或者“单身”的男性照片，而后要求女性被试对这些男性的吸引力进行评

分，结果发现“已婚”男性被认为更具有吸引力[2]。由此，研究者们认为人类也存在择偶复制行为，并

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择偶复制具有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女性在择偶复制方

面可能有更强的倾向性，而男性较少或者不出现择偶复制行为[3]。 
已有研究主要从进化心理学视角、社会学习理论和公共信息理论来解释人类的择偶复制现象。进化

心理学的主要代表理论有亲代投资理论和性策略理论，认为在孕育子女的过程中，女性需要比男性付出

更多的生殖时间和精力成本，因此女性在择偶时会更加谨慎，在择偶过程中更加重视伴侣的经济状况、

亲代投资水平、社会地位等，但是这些信息很难通过外表推断出来，所以个体需要通过参考他人的配偶

选择来间接获得配偶的价值。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择偶复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学习，是个体观察、习得并

使用他人标准评价潜在配偶的过程[4]。公共信息理论认为择偶复制其实是对公共信息的利用。通过观察

其他个体的选择，就能获得关于潜在配偶较为准确的信息，降低选择错误的伴侣可能带来的代价，提高

辨别能力。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并且都有相应的实证研究支撑，不过在这些理论中，进化心

理学的理论最为经典。公共信息理论虽重点探讨不同信息对择偶复制的影响，它也认可个体参考他人的

信息主要是为了获得准确的信息，以降低选择错误的伴侣可能带来的代价。而个体之所以出现学习和模

仿的行为，本质上也与个体想要降低寻找配偶所需的搜寻判断成本从而获得选择性优势，提高择偶成功

率有关。这与进化心理学的理念是吻合的，只不过，进化心理学会更加关注两性在择偶复制的差异，尤

其是女性的择偶复制行为。 

2. 择偶复制的研究范式及影响因素 

在择偶复制的实验研究中，被试通常被称为观察者，实验中向被试呈现的异性图片称之为靶目标，

而向被试呈现的同性图片称之为榜样。经典的实验范式是：先向被试呈现一张异性面孔，要求被试对异

性面孔的吸引力做出评价，之后呈现榜样信息(包括榜样对靶目标的态度、评价或择偶意愿等)，最后让被

试再次对异性面孔的吸引力进行评价。当第二次评分与第一次评分发生变化时，则说明被试产生了择偶

复制，根据评分变化的方向可以分为正向择偶复制和负向择偶复制。两次评分差异的大小代表择偶复制

效应的大小。择偶复制的研究范式主要遵循“前测–观察–后测”的流程，不过在细节的处理上较为灵

活，不同研究在因变量的选择、材料的性质和信息呈现的方式略有差异。在因变量的选择上，多数研究

以异性面孔吸引力为评价指标，也有部分研究采用被试的择偶意愿为因变量[5] [6]。在呈现榜样信息阶段，

变式最丰富，大多数研究会在实验中呈现榜样的面孔，通过操纵榜样面孔是否出现[7]、榜样面孔的表情

(微笑还是中性表情) [8]、榜样与靶目标的关系(朋友还是恋人) [9]、榜样对靶目标的态度(感兴趣或不感兴

趣) [10]、榜样对靶目标的人格特质评价(积极或者消极) [11]等，来观察被试对靶目标的评分是否会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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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并未直接呈现榜样的面孔，而是呈现靶目标的信息，比如标注靶目标是“已

婚”还是“未婚”、“有恋爱经历”还是“没有恋爱经历”[12]、靶目标受到多少榜样的青睐[13]等，以

此来观察被试是否发生择偶复制。评判标准和实验材料的类型均有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目前很多

择偶实验研究往往选择面孔吸引力作为因变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被试对面孔吸引力的评分并不能直接

代表个体的择偶意愿或者择偶行为。在择偶复制研究中，有的研究仅仅呈现榜样人物的表情，微笑或者

自然表情，但有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添加榜样人物对靶目标的态度，如“感兴趣或不感兴趣”，表情加文

字形式使实验材料更加清晰，也许更有利于被试做出选择。 
根据择偶复制的研究范式，已有研究在探讨择偶复制的影响因素时主要围绕观察者、靶目标、榜样

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几方面展开。首先，观察者因素主要包括观察者自身的性别、年龄、吸引力、恋

爱经历、择偶策略、情绪状态、认知风格、人际信任水平、择偶价值感水平等[14]-[19]。靶目标因素主要

包括靶目标的面孔吸引力、性格、恋爱状态和恋爱经历、经济水平等[20]-[22]。榜样因素主要包括榜样的

吸引力水平、受欢迎程度、恋爱经历、性格、表情、数量、群体类别等[18] [20] [23] [24]。除此之外，也

有研究探讨观察者与榜样的社会距离、靶目标与榜样的关系对择偶复制的影响[9] [11]。研究表明，这些

因素均可对择偶复制产生影响。 

3. 择偶复制的最新研究 

择偶复制自提出以来，至今才三十几年，是一个非常新兴的研究领域。由于起源于动物研究，以往

择偶复制的研究中主要以动物为研究对象，目前，人类择偶复制已得到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相关研究

正在不断增加。国内发表在知网的第一篇以择偶复制为主题的研究是在 2011 年，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庄

锦英教授的课题组，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佳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为《择偶复制现象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此后，择偶复制的研究在国内陆续展开，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在已经发表的期刊论文和硕士

论文中，其中将近一半的文章出自庄锦英教授的课题组。庄锦英教授已经成为国内择偶复制研究领域的

权威专家，主要聚焦于探索择偶复制的神经机制。他们还通过脑成像技术证明择偶复制是基于共情的社

会学习过程[25]。 
在国内最新的研究中，李鹏将社会学习机制中的“预测错误”、“意外”、“信任”融入到择偶复制

行为实验中，探讨了预测错误对择偶复制的影响，及意外和信任在预测错误对择偶复制影响中的中介作

用。为了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他们虚构了研究目的，具体实验流程如下：第一阶段：随机呈现 60 张男

性的面孔照片，请被试对其择偶意愿进行评分，即“你多大程度上愿意选择这位男性作为你的长期伴侣”

(1~9 评分，1 代表完全不愿意，9 代表非常愿意)。第二阶段包括预测、意外、信任、后测四个部分。随

机呈现一张靶目标和榜样的配对照片，首先请被试预测该榜样对该目标的择偶意愿，“你认为这位女性

选择这位男性作为她的长期伴侣的意愿是？”，之后，配对照片上呈现榜样的真实选择意愿，包括接受

或者拒绝两种条件，同时请被试者回答“你有多么意外这位女性的选择”，之后再请被试回答“你有多

么信任这位女性的选择”。最后，进入后测部分，再次单独呈现第一阶段的男性图片，请被试进行二次

择偶意愿评分[6]。结果显示，当被试观察到榜样接受靶目标时，被试出现了择偶复制效应，但是当观察

到榜样拒绝靶目标时，个体没有出现择偶复制，对靶目标的择偶意愿评分下降。同时，该研究还发现接

受条件和拒绝条件下的内在机制是不同的。在接受条件下，信任在预测错误对择偶复制的影响过程中起

完全中介作用，即被试的预测与榜样的选择越一致，越倾向于择偶复制，被试的预测错误是通过对榜样

选择的信任，进而影响其择偶复制效应。在拒绝条件下，被试的预测错误越大(被试的预测与榜样的选择

越不一致)，越意外，被试则越不复制，意外在预测错误对意愿变化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6]。 
此外，史莉娜还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探讨了择偶复制与从众的区别，并进一步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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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明确了完成择偶复制任务和从众任务时的脑区，发现相比从众，择偶复制没有显著激活的脑区，证

明了择偶复制具有节省个体认知资源的特点[10]。以往大多数择偶复制研究都集中在“基于个体的复制”

上，即被试仅复制实验中的榜样所偏好的个体，而潘思存将关注点聚焦于“基于特质的复制”，即个体

同时会复制实验中的榜样所偏好的个体特质。比如我是女生，当我看到一个男生受到了很多女生的喜爱

后，我也会因此对这位男生产生了好感，这是基于个体的择偶复制，而如果我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位男生

有好感，而是对所有具有跟这位男生相似的特质的男生产生好感，那这就是基于特质的择偶复制。潘思

存的实验研究显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择偶特质复制，

但是女性择偶特质复制强度要比男性更强[26]。 
国外择偶复制研究视角丰富，研究范式更加灵活。在 Taimre 等人的研究中开始探索女性能否意识到

自己的择偶复制，并使用“在评分时你会多大程度上考虑照片中的女性”来测量女性的择偶复制意识，

结果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自我意识并不存在差异[27]。在 Anderson 和 Surbey 的实验中，他们采用 2 × 
4 被试内设计，探讨靶目标的恋爱状态(恋爱中、从未恋爱、有前任)和靶目标的生育意愿(想生孩子、不想

生孩子)对女性择偶复制的影响，结果发现女性对有恋爱经历的单身男性的择偶意愿显著高于从未有过恋

爱经历的男性，女性对有生育意愿的靶目标的择偶意愿更高[28]。 
总体而言，择偶复制现象已引发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但相关研究仍不是很多。国外对择偶复制的

研究时间更早，成果更丰富。目前，研究者还从更加新颖的视角研究择偶复制，如，探讨为自己择偶和

为他人择偶对择偶复制效应的影响；线上择偶复制行为的特点等。 

4. 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我国择偶复制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不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大部分文献主要以硕士毕

业论文为主，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较少。已有研究主要涉及验证择偶复制现象的存在；从靶目标、观

察者和榜样的角度探讨择偶复制的影响因素；探讨择偶复制的神经机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研

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第一，已有研究主要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生态效度较低，未来研究可以尝

试真人互动的形式，探讨真实生活场景的择偶复制行为。第二，丰富对择偶复制影响因素的研究，除靶

目标、观察者和榜样的因素外，还可以尝试在研究中纳入更多环境因素，既可以探讨择偶环境，如择偶

圈子、择偶压力等对个体择偶复制的影响，也可以从更大的文化环境探讨中西方择偶复制的异同。第三，

由于不同研究采用的实验材料和程序往往存在差异，使研究结果不一致。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尤其要注

意实验材料和实验范式对择偶复制的影响，另外，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核磁共振仪器探讨个体的择偶复制

的神经机制，未来研究可以使用 EEG、眼动仪等仪器，从多个角度、多种技术揭示择偶复制的心理机制。

第四，已有研究主要证实择偶复制现象的存在，以及探讨择偶复制的影响因素，较少关注择偶复制现象

对当下青年人择偶的影响或积极作用，择偶复制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方向，但是如何将择偶复制的理

论成果转化为更具有应用价值的现实成果，从而为当下未婚青年的择偶选择提供建设性的意见，这是十

分有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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