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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检验婚姻承诺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中

的测量工具包括: 婚姻承诺量表和婚姻冲突量表。被试为 763 位来自北京市区的已婚女性。
分析表明，婚姻承诺可以调节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的婚姻冲突。研究结论是: 婚姻承诺对相

对高收入女性的婚姻冲突具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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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ital Commit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ves’Economic Contribution and Marital Disagreement

ZHANG Hu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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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marital
commit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ves’economic contribution and marital disagreement．
The measures in this study included marital commitment scale and marital disagreement scale． 763
urban married Beijing women with children were selected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er-earning wives reported higher marital disagreement than those with lower-earning
and equal-earning． In conclusion，marital commitment could buffer the positive impact of higher-
earning wives’economic contribution on marital disagreement．
Keywords: marital disagreement，marital commitment，economic contribution，women

一、研究背景

自从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两性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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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次教育的机会方面越来越公平。1949 ～ 1957 年，两性在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机会的趋

势上在逐渐持平［1］。此后两者差距略有上升［2］。而 1978 年以来，不平等的趋势大大降低，尤其是在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3］。统计数据显示 2010 年全国女本科生的比例达到 49. 68%，女研究生的比

例达到 47. 86%［4］。尽管女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和收入低于男大学生，但是教育程度为女性在劳动力

市场获得有偿工作和提升职业发展空间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其次，我国城市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一

直保持较高比例。新中国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倡导女性解放，积极推动城市女性的全面就业。根据南

京的一项调查，1949 年之前 70. 9%的女性几乎都没有工作，70. 6%在 1950 ～ 1965 年间结婚的女性有

工作，而 91. 7%在 1966 ～ 1976 年间结婚的女性有工作［5］。1978 年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一方面使得年

老、教育程度较低和缺乏劳动技能的女性在就业方面受到市场的冲击和企业的歧视，另一方面也为年

轻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会［6］。联合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 15 ～ 64
岁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在 1985 ～ 2006 年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与世界上两性平等的瑞典相似［7］。
随着政府在家庭福利方面功能的弱化，我国城市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家庭抵御市场风险

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双职工家庭是我国目前城市家庭生活的一种常态。
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她们的个人生活呢? 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女性

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近年来，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对家务劳动分配的影响成为西方学者们关心的一

大热点［8 ～ 9］。根据相对资源理论，个体与配偶给婚姻带来的资源 ( 通常是收入) 多少决定了双方所

应承担的家务劳动的数量［10］。个体的高收入能够转化成婚姻中的权力，以此成为不从事家务劳动的

砝码。换句话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当经济上依赖对方时，就无法获得不从事家务劳动的权力。这

一理论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比如，有的研究发现，当妻子的收入比丈夫越多时，她们从事家务劳动

的量就越少［11 ～ 12］。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有的情况下经济资源越多确实能够减少所从事家务劳

动的数量，但是有些情况下，性别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金钱［13］。具体而言，当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时，

妻子反而会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以弱化这种夫妻收入上的非常态组合［14］。
以往研究中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家务劳动关系的不一致性说明仅仅聚焦于相对资源理论并不全

面，有必要在女性相对收入与家务劳动之间寻找新的变量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自变量和因

变量的关系比较微弱，可能是因为这种关系只影响一部分人，而对另一部分人没有影响，因而在自变

量与因变量之外找到重要的调节变量显得尤为重要［15］。为了全面了解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对婚姻关系

的影响，我们选取夫妻在家务劳动、教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等方面的婚姻冲突作为因变量，以扩展仅仅

聚焦于家务劳动分配的局限性的视野。
西方的很多学者支持夫妻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上的鲜明角色分工有利于婚姻稳定和效益最大化的

假说，因而认为女性的就业和家庭经济贡献会破坏夫妻关系，进而导致严重的婚姻冲突［16 ～ 17］。然而，

当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高于丈夫时，并不是所有的婚姻冲突都很严重。如果女性愿意忠于现有的婚姻

关系或者丈夫时，她们的相对高收入并不是一个危险因素。这种情况下，妻子有可能放弃金钱以换取

家庭内权力的想法，与丈夫共同协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角色分配。已有的研究表明，婚姻承诺与婚姻

冲突呈负相关关系［18］。婚姻承诺在本研究中主要指个体对婚姻关系或者配偶的投入和忠诚程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假设如下。
假设 1: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 2: 婚姻承诺与婚姻冲突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 3: 婚姻承诺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者取自北京市区一所全日制小学的女性家长。采用目的抽样法对该学校三至六年级

·02·



的学生进行取样，让学生将问卷带回家给妈妈作答，并向学生详细说明答问卷时的注意事项。我们发

放问卷 1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63 份，回答比率为 76. 3%。被试者平均年龄为 38. 58 岁 ( SD = 3. 23
岁) ，平均结婚时间为 13. 10 年 ( SD =2. 76 年) 。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者占 11. 7%，中学及同等

学历者占 32. 9%，本科及以上者占 55. 3%。家庭年收入低于 8 万者占 40. 9%，8 万以上的占 59. 1%。
2． 研究工具

我们编制了一个标准化的问卷用于收集数据。主要内容包括: 人口统计学变量、女性家庭经济贡

献、婚姻承诺量表和婚姻冲突量表。
( 1)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 ( WFC) 。本研究中女性家庭经济贡献是指过去 12 个月妻子收入占夫妻

收入总和的 比 例 ( 其 中 收 入 包 括 工 资、奖 金、分 红、投 资 所 得 等 所 有 收 入) 。与 以 往 的 研 究 一

致［19 ～ 20］，女性家庭经济贡献被定义为分类变量，女性收入低于夫妻总收入的 40% 属于丈夫收入高于

妻子，介于 40% ～60%的属于夫妻收入等同，高于 60%的属于妻子收入高于丈夫。
( 2) 婚姻承诺 ( MC) 。本研究所使用的婚姻承诺量表为张会平所编制［21］，该量表是基于对 25 位

中国城市已婚人群的访谈而开发的，结果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2］。该量表由 4 个题目组成:

①我愿意尽力经营现在的婚姻; ②我愿意平衡自己与配偶在乎的东西; ③我愿意在婚姻中作出妥协;

④我愿意化解婚姻中的不开心。采用四点计分法 ( 1 = 完全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同意; 4 = 完全

同意) ，分数越高代表婚姻承诺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检验为 Cronbach α = 0. 87。
( 3) 婚姻冲突 ( MD) 。本研究所使用的婚姻冲突量表为约翰森等所编制［23］，该量表的中文版本

已经在北京经过测试，结果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4］。该量表由 6 个题目组成，被试者要求回

答过去一年在家务分工、花钱方式、教育孩子、照顾老人、结交异性和夫妻争吵等方面的分歧程度。
采用四点计分法，“从来没有”记 1 分，“有时”记 2 分，“经常”记 3 分，“几乎总是”记 4 分。分

数越高代表婚姻冲突越严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检验为 Cronbach α = 0. 78。
3． 研究程序

研究的调查时间是 2009 年 12 月。研究者对所有参与该项研究的班主任进行了专门培训，要求学

校利用周末时间让学生把问卷带回家，并向家长书面说明研究目的和作答要求。家长需要填写知情同

意书，为了保护家长的隐私，每位家长获取一个信封以便问卷答完之后密封，然后由学生把问卷带回

学校直接交给研究者。大部分问卷一周内收回，少部分问卷两周内收回。

三、结果与分析

被试者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婚姻承诺和婚姻冲突上的描述统计 ( 均值和标准差) 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
＜ 40% ( N =374) 40% ～60% ( N =336) ＜ 60% ( N =53)

M SD M SD M SD
F 值

婚姻承诺 12. 36 1. 96 12. 27 1. 87 11. 30 2. 54 F = 4. 92＊＊

婚姻冲突 9. 85 2. 79 9. 67 2. 40 10. 92 3. 45 F = 6. 80＊＊

注: ＊＊p ＜ 0. 01。

ANOVA 检验结果显示，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在婚姻承诺 ( F ( 760) = 4. 92，p ＜ 0. 01) 和婚姻冲

突 ( F ( 760) = 6. 80，p ＜ 0. 01) 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报告的婚姻冲突

高于收入低于丈夫的女性和夫妻同等收入的女性，而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报告的婚姻承诺低于另外两

组。然而，收入低于丈夫的女性与夫妻同等收入的女性在婚姻冲突和婚姻承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女

性的婚姻承诺与婚姻冲突呈显著负相关 ( r = － 0. 26，p ＜ 0. 01) 。
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婚姻承诺对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

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和婚姻承诺为自变量，而婚姻承诺又是调节变量，婚姻冲突为因变量。根据巴

伦和肯尼 ( Baron ＆ Kenny) 的程序［25］，第一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控制变量，第二步进入回归方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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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变量 ［自变量为三分类变量，因而转换为两个哑变量 WFC2 (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

表 2 婚姻承诺的调节作用

变量及步骤
预测婚姻冲突

β ΔR2

第一步 ( enter) 0. 004
年龄 － 0. 07*

教育程度a － 0. 02
教育程度b － 0. 003
家庭年收入 0. 03

第二步 ( enter) 0. 01
WFC2 － 0. 04
WFC3 0. 02

第三步 ( enter) 0. 06
婚姻承诺 ( MC) － 0. 16＊＊

第四步 ( enter) 0. 02
WFC2 × MC －0. 06
WFC3 × MC －0. 15＊＊＊

总计 ( R2 ) 0. 10

注: 1． 教育程度a中 0 = 小学及以下，1 = 中学，本科及以上; 教育
程度b中 0 = 中学，1 = 小学及以下，本科及以上; 家庭年收入中 1 = 高
收入，0 = 低收入。

2．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在 40% ～ 60% 之间) 和 WFC3 ( 女性家庭经

济贡献大于 60% ) ］，第三步进入回归方程的

是婚姻承诺变量，第四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女

性家庭经济贡献 × 婚姻承诺的交互作用。
表 2 所示结果为婚姻承诺对女性家庭经济贡

献和婚姻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2 可见，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大于60% ×婚姻承诺的交互作

用显著，由此可以认为，当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

时，婚姻承诺可以调节她们的婚姻冲突。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以 763 位中国城市女性为研究对象考

察了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对婚姻冲突的影响及其

婚姻承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我们发现以下

结论。
第一，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呈

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

报告了较高的婚姻冲突，而收入与丈夫相同或

较低的女性报告了较低的婚姻冲突，因而假设 1 基本得到验证。这一发现说明，当女性在家庭中的经

济贡献较大时，婚姻关系的确面临很多挑战，女性报告的婚姻冲突较多。这个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相对资源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尽管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在当代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

的事情，但是女性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毕竟只是少数［26］。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性别角色的规范

界限非常鲜明，以至于女性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不仅在形式上违反了传统家庭模式，在功能上也是失

调的［27］。不过，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之间的关系非常小。已有研究也发现，只要女性的

相对高收入一直保持稳定，那么女性的经济优势影响婚姻冲突的作用将不再明显［28］。
第二，婚姻承诺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影响婚姻冲突时发挥了调节作用。这个发现说明，收入高于

丈夫的女性能够从高承诺的婚姻中获益。换句话说，即使女性的收入高于丈夫，如果她们愿意忠诚于

现有的婚姻关系或丈夫，婚姻冲突也会降低。这一结果与最近研究中相对高收入女性只会离开不幸福

的婚姻，而不是离开所有婚姻的研究结果一致［29］。其实践意义在于: 为女性收入高于丈夫的家庭提

供了一个有效的预防和干预婚姻冲突的建议，即婚姻咨询师可以从提高夫妻双方的婚姻承诺入手进行

干预; 同时，也为家庭经济贡献较低的丈夫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预防婚姻冲突的措施，即主动承担家

务劳动和教育孩子等责任，从而提高妻子对婚姻或者丈夫的忠诚度。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验证相对资源理论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尽管女性的家

庭经济贡献会提高婚姻冲突，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小。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可以调节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正面影响婚姻冲突的变量，为婚姻咨询师指明了预防和干预婚姻冲突的措施。本研

究的局限在于采用横断研究设计，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影响婚姻冲突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虽然以往

研究通常使用女性的相对收入来测量她们的家庭经济贡献，但二者不一定等同，比如家庭经济贡献可

能受夫妻管钱方式的影响。同时，本次调查的数据是通过学校获取的，调查的范围只涉及到一个学校

的部分女性家长，没有孩子的或者孩子离开学校的已婚女性的情况需要更大规模的调查去深入挖掘。
另外，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调查中将丈夫对婚姻冲突和婚姻承诺的看法纳入其中，使得婚姻关系的互动

过程更加真实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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