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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未婚先孕的污名与歧视对未婚女性非意愿妊娠的影响

杨克西，和霁晓，李晓亮

（昆明医科大学，云南昆明 650031）

［摘要］目的 探讨社会对未婚先孕的传统观念是如何影响外来未婚女性非意愿妊娠发生的这一社会因素，

为改进和完善生殖健康卫生服务而做出一点努力．方法 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中的目的性抽样法，于 2008年 3

月至 11月的 8个月期间，在昆明市 5家公立医院和 1家私立医院共调查到 25个未婚非意愿妊娠及流产的研究对

象．对研究对象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并全面、客观地了解其生活经历，用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探讨社会对未婚先孕的

污名与歧视对外来未婚女性非意愿妊娠产生的影响．结果（1）医务人员对未婚流产女性普遍态度冷淡； （2）未

婚流产女性多以假名字流产；（3）外来未婚女性更容易频繁更换男友，更易于发生非意愿妊娠．结论 受中国

传统观念的影响，25位外地来昆的发生了非意愿妊娠的未婚青年女性都或多或少地遭遇到医护人员的歧视与冷

漠，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卫生服务提供的不公平、不尊重和不接纳；外来未婚女性则多以假名字流产、频繁更

换男友等贬低自我价值等方式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个人因素加上来自社会舆论的巨大影响使她们承受着未婚

同居、不安全性行为、生殖道感染、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等多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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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from Public of the
Premarital Pregnancy on the Occurrence of Unwanted

Pregnancy in Unmarried Female

YANG Ke－xi，HE Ji－xiao，LI Xiao－liang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3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ttitude to premarital pregnancy on the occurrence

of unwanted pregnancy in 25 migrant unmarried female in Kunming City， and provid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Methods In this investigation，one of the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methods，the

target sampling，was adopted to get access to 25 subjects with premarital unwanted pregnancy and abortion in 5

public hospitals and 1 private hospital for 8 months from March to November in 2008.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in-depth interview， the subjects' life experience was known objectively and completely. And with the theor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ehavior， the influence of public's discrimination to premarital pregnancy on subjects'

unwanted pregnancy was identified．Results（1） Medical staffs were generally indifferent to the subjects； （2）

Most of the subjects required abortion used false names；（3）Migrant unmarried females were more likely to change

their boyfriends and henc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unwanted pregnancy．Conclusions This study show that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attitudes，these 25 migrant unmarried females are more or less confronted with the

discrimination and indifference from medical staffs，which，to a great extent，lead to the unfairness，disrespect，
and no acceptation of the medical service. The subjects tend to devalue themselves to self-protect by having abortion

under false names and frequently change boy friends．Because of the personal factors and the huge impact from

public opinions，they underg the high risks of premarital sex，unsafe sex，reproductive canal infections， unwanted
pregnancy，and ab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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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干预研究及

其效果评估是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热点．青少年未
婚非意愿妊娠和人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社会问

题．无论人工流产在自己的国家是否合法，面对

意外怀孕，很多青少年都选择做人工流产．因此，

近几年来国内外人工流产数字逐步增加，人工流

产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全球每年有 1

500万 15～19岁的少女怀孕分娩，占分娩总数的

1/5 [1]．据卫生部统计我国的未婚女性人工流产数

量也有逐年增长之势[2]．另据报道，我国每年有超

过 1 000万妇女行人工流产，其中 80%的人年龄小

于 24 岁，未婚人工流产占全部人工流产病例的

3/4[3]．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使得人

流是合法的，女性到医疗机构要求人流无需出示

任何身份证件，因此有 90%的未婚先孕女性选择

了人工流产[4]．这成为我国未婚人流迅速增加的一

个社会背景．其次，流动人口的增加也是一大因

素．就昆明市而言，2005年，昆明市有流动人口

130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村涌入城市的青壮年人
口[4]．流动未婚女性所暴露出来的性和生育方面的

问题及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已备受人们关注．

鉴于世界范围内如此严峻的青少年性与生殖
健康现状，本研究在于通过个案研究达到对昆明

市区外来未婚女性非意愿妊娠的产生是如何受到

社会传统观念影响这一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描述与

解释，以揭示外来未婚女性的性与生殖健康的现

状．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研究以医院为研究地点，调查对象的选
择是到医院进行流产的 16～30岁的户籍为昆明市

以外的未婚女性．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中的目的性抽样

法，于 2008年 3～11月的 8个月期间，在昆明市

5家公立医院（武警云南边防总队医院、云南省红

会医院、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红云医院、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和 1家私立医院（云南平安

中西医结合医院）共调查到 25个未婚非意愿妊娠

及流产的研究对象．以扎根理论作为指导，通过

采用质性研究的个人深入访谈法对研究对象进行

个人深入访谈而全面、客观地了解其生活经历，

尤其是在卫生服务选择和利用上的看法和经历．

2 结果与讨论

2.1 医务人员对未婚流产女性普遍态度冷淡

笔者在收集资料的 8个多月间，多次亲眼目

睹或亲身感受到未婚流产女性所遭遇到的冷漠与

歧视．这种冷漠与歧视直接影响到卫生服务提供

的不平等、不尊重与不接纳．而这些受到歧视的

女性所能表现出来的要么毫不在乎、要么沉默木

然，更多的是恐惧与忐忑．在某医院人流室，就
曾有一护士当着其他护士、患者和笔者的面语气

严厉地指责一个即将接受无痛人流术的未婚妇性.

在中国，性行为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有直接

关系，婚前性行为、非婚性行为、青少年性行为、

商业性行为都被不可避免的和性道德的堕落、败

坏联系在了一起．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女性无论出

于何种原因都会被视为“坏女人”而成为一个终

生有污点的人．而当某种疾病或经历一旦和不良

行为相连，成为某种社会意义的象征，表达某种

社会上对某个特定群体的态度就成为了污名产生

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特定群体就必然会遭遇周

围人群的冷漠与排斥，甚至不公正的待遇．

ErvingGoffman 1963 年发表的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一书被公认为是污名

这一概念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开始[5]．在书中，他

对污名有如下比较经典的定义：“当一个陌生人

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发现他拥有一种特质，

这种特质说明他是与别人不同的，而且是不被喜

欢的，更极端的讲，是非常的坏、危险或虚弱．

他因此在我们的心中就从一个完整和正常的人降
低成为有污点的、贬值的人．这样的特质就是污

名，尤其是当它对信誉的剥夺的效果是非常广泛

的时候”[6]．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污名至少包含

了 2种基本成分：基于一些明显的特征或“标记”

定义出的不同和由此引发的对这个人的贬低[7]．也

就是说污名的本质是一种“不同”（Difference）．

它作为一个符号或标记，使带有标记的人成为

“被损坏”（Spoiled）的、“丧失信誉的”（Dis-

credited）的人，并且从某种程度上不能构成完全

意义上的人，成为比“正常的”（Normal）人评价

要低的那种人[7]．



2.2 未婚流产女性多以假名字流产

和研究对象以及医务人员的交谈中，了解到一

个很突出的现象是这些外来未婚女性到医院流产多
选择使用假名字，以至于护士拿着病历本叫半天都

没人应．根据污名的定义，笔者发现，污名就像一

种符号或标记，这种符号或标记就像一张标签被人

为的贴到了未婚先孕的女性身上，使她们是“与众

不同”的，是“丧失了名誉”的，还是“不正常”

的．她们不仅要背负着由未婚怀孕所带来的负面标

签，而且还有可能在医疗、社交、婚姻等等方面承

受许多歧视和拒绝．因此，承受污名的人所经历的

痛苦和感情创伤以及采取的应对策略是和别人对于

他（她）们的种种态度，诸如：同情、厌恶、拒绝

和不赞成等等密切相关的．所以，未婚流产女性多

选择使用假名字来隐瞒身份以避免由污名带来的歧

视以及给家庭成员带来的伤害．

2.3 外来未婚女性更容易频繁更换男友，更易于

发生非意愿妊娠

在对总共 25个研究对象的访谈中，笔者发现

很多被访者会不自觉地反复强调自己与男友是出于

强烈的感情或是彼此相恋时间已久，认定对方是未

来的结婚伴侣才会与之发生性行为，尽管笔者只是

让她们回忆初次性行为的大致情形．从她们这种叙

述逻辑中可以发现未婚先孕的污名化事实上的确引

发了人们对未婚女性道德上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

不仅仅涉及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未婚先孕，而是扩

展到了生活中的许多方面．由于歧视所引发的人们

尤其是老一辈人对未婚先孕者的谴责气氛使外来未

婚女性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舆论压力以及社会

关系网络的破坏．为了免于被人歧视，除了选择沉

默和隐瞒之外，相对频繁更换男友所表现出来的自

我价值的贬低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国外研究发现[6]，一个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

虽然不会遭近亲却会遭到周围人的回避、嘲弄、不

认可和贬抑．承受污名的人可能慢慢去接受那些与

污名相连的文化刻板印象（如消极、堕落、轻浮

等）是正确的．最后，被加烙印的人会在它们尚未

发生之前，预期它们．到了那个地步，她们已在深

刻的羞耻感的认同中完全将烙印内在化．此时，其

行为发展受其否定性自我观念的影响承受污名的人

会慢慢接受自己是“正常”社会交往以外的人，通

常会降低自我尊重．

其实，影响外来未婚女性非意愿妊娠发生的因

素是复杂的，来自于个体的、家庭的、社会的种种

因素都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影响着这个

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并进而造成生理、心

理、社会调试等健康后果．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因

素往往相互交织，因果关系也很难一一对应．个体

因素使她们因未能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认知水平而不

足以保护自己；家庭因素加大了她们在生殖健康方

面受损的机会；而社会因素则使她们在巨大的社会

环境影响力的冲击下迷失自我并在遇到困难时无法

获得及时有力的社会支持．社会环境因素的强大影

响往往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一些社会现象产生认

同而不去问“为什么”，中国社会传统观念中对未

婚先孕的污名与歧视确实从多个方面加剧了未婚女

性尤其是外来未婚女性的社会性别弱势地位，并进

而对其生殖生育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自我效能理论的提出者班杜拉曾经指出

的；“每个个体既是他们周围环境和社会的产物也

是他们周围环境和社会的创造者”[8]．我们只有深

入地认识和分析未婚非意愿妊娠的社会、文化等背

景因素，才有可能有效地维护和促进青少年生殖生

育健康.

［参考文献］

［1］ 吴静，熊光练，石淑华．青少年性健康行为研究概况

［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06，23（2）:97－101.

［2］ 施慧飞．不同年代人工流产情况分析［J］．实用中西医

结合临床，2006，4（6）：52－53．

［3］ 樊尚荣．女青少年生殖健康面临床的问题［J］．中国全

科医学，2004，7（15）：1 055－1 056.

［4］ 余小鸣．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M］．北京：中国方正出

版社，2002：77－80.

［5］ LINK B G，PHELAN J C．Conceptualizing Stigma［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1，27：363－385.

［6］ GOFFMAN，ERVING，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

nt of Spoiled Identity［M］．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3.

［7］ HEATHERTON，TODD F，KLECK ROBERT E，et al．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M］．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2000：3.

［8］ 傅华主编．现代健康促进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

大学出版社，2003：85.
（2012－05－10收稿）

第 33卷32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