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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临时夫妻”现象的发生蕴涵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有一个从萌

发到消亡的过程。社会心理是“临时夫妻”现象演变机理中重要的因素。对此，应剖析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

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积极寻求消除“临时夫妻”现象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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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夫妻”，也叫搭伙夫妻，是指夫妻双方或

其中一方已结婚，因在外打工而与配偶无法团聚，

临时与他人结成像家庭般的伴侣关系而居家度日[1]。

“临时夫妻”最大的特点是不换掉自己的配偶，而

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

德底线。他们或暗或明地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照

应，以此填补因夫妻长期分居带来的感情生活和性

需求的缺位；而当夫妻团聚时，“临时夫妻”即自行

解体，男女双方仍与自己的配偶过夫妻生活[2]。

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全

国人大代表刘丽指出，一些已婚农民工前往城市打

工，由于与配偶长期分居两地，出现了大量组建“临

时夫妻”的情况。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有悖于道

德伦理的特性，对农民工自身婚姻家庭的破坏性，

及由此引发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上升、子女教

育问题、违法犯罪案件等社会问题的社会破坏性引

起了各大媒体、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学

界和大部分媒体报道主要从一般社会学层面分析农

民工“临时夫妻”产生的原因，探讨对农民工自身、

农民工已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对策建

议，但缺乏从心理学视角对农民工“临时夫妻”现

象的深度解析。农民工“临时夫妻”作为现阶段特

有背景下的一种社会现象，既不是偶然的也非局部

的，其产生背景和形成发展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

机制。本文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农民工“临时夫

妻”现象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以期为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该现象奠定学理基础。

一、“临时夫妻”现象的社会危害与影响

（一）破坏伦理纲常，引起道德滑坡。重视伦理

纲常、重视感情的专一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传统的

家庭伦理观中尤其看重配偶的忠贞，婚姻态度严

肃、保守，婚外情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可耻之事，在民

风淳朴的农村婚外情更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然而正

是在淳朴的农民工群体中产生了大量的婚外情——

“临时夫妻”。“临时夫妻”不仅严重破坏了夫妻忠

贞相守的伦理规范，也正消解着中国社会对婚姻家

庭的态度。

（二）频发多种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临时夫

妻”容易引发多种纠纷和矛盾，是社会的不稳定因

素。一方面，“临时夫妻”涉嫌“事实重婚罪”，且在

生活中常有纠纷。由于他们抱着生活多个照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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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需求等各取所需的目的结为“临时夫妻”，在生

活中只过日子不谈感情，经济独立，感情基础薄弱，

故在财产和感情的最终归属上很容易产生矛盾和

冲突。另一方面，“临时夫妻”容易造成夫妻感情不

和、家庭破裂，甚至伤害自己或他人。因“临时夫妻”

引发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刑事案件并不鲜见。

“临时夫妻”现象给社会和谐稳定埋下一定的隐患。

（三）激发家庭矛盾，瓦解婚姻和家庭。“临时

夫妻”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婚外恋行为，已有研究

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婚外恋行为，容易导致离婚、婚

外性行为、家庭暴力以及更低的婚姻满意度评价[3]，

中国传统的婚姻生态也将受到挑战和破坏[4]。这表

现在一方面，“临时夫妻”配偶的婚外恋经历会冲淡

个人的婚姻满意程度，降低对配偶的感情。另一方

面，当留守在家的一方知晓另一方与他人结为“临时

夫妻”后，心理受到严重伤害，家庭频发冷战、言语

暴力、暴力行为等冲突，有的甚至弃家中老人、子女

不顾，报复性地选择与他人同居，以此表达自己的

强烈不满，最后往往以离婚收场。目前，中国有两亿

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假如1/10的单身农民工与他人

结为“临时夫妻”，那么就有几千万个家庭面临解体

的处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农民工“临时夫妻”的

盛行，必然会对社会的家庭和谐产生严重影响。

（四）身陷双重困境，留守子女成长雪上加霜。家

庭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摇篮，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孩子

身心健康发展的土壤。“临时夫妻”中多数农民工的

子女是“留守儿童”，本已处于亲子教育缺乏的不良

家庭环境中，如父母一方与他人结为“临时夫妻”，

留守子女还将处于因父母出轨引起系列问题的不良

家庭环境中，他们的健康成长将受到严重影响。已

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相对疏远[5]，有盲目

反抗心理，大多对父母充满怨恨[6]，而且更容易产生

心理问题[7]，如对自身的评价低[8]，情绪较不稳定[9]，

社会适应不良问题较突出等[10]。如果留守儿童还在

“临时夫妻”影响下成长，不仅会恶化既有问题，更

会造成责任心的缺失和荣辱观的错乱。一位14岁的

河南籍留守儿童告诉研究者，自从知道爸爸在外面

组建“临时家庭”后，父亲的“英雄形象”在心目中

轰然倒塌。令他更为难过的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

选择和父亲离婚。他说，自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

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11]。

二、“临时夫妻”现象的社会心理机制

农民工结为“临时夫妻”行为的发生，是外界

事件刺激与长期单身外出务工已婚个体心理行为相

互作用的结果。在一定时间内，个体形成某种共同

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即社会心理，是农民工结为

“临时夫妻”的催化剂。“临时夫妻”现象的发生蕴

涵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有一个从萌发到

消亡的过程。社会心理是“临时夫妻”现象演变机理

中重要的因素。

（一）萌发期的心理需要。单身农民工长时间与

配偶分隔两地，其基本的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得不

到满足，同时众多单身农民工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居

住环境和工作环境，这很自然地为单身农民工结成

“临时夫妻”催生了起码的心理条件。

1.低层次需要的缺失。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

为，当个体的低层次需求没有获得基本满足时，低

层次需要对个体更有激励作用，个体行为更多的指

向低层次需要。目前的状况是农民工的低层次需要

严重缺失。首先，由于农民工长时间与配偶分居两

地，无法获得正常的两性生活，他们面临着性需求

这一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的问题。且这部分农民工

大部分为青壮年男女，对性的需求正处于旺盛期。

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调查，2012年外出打工的

16336万农民工中，有12961万人是独自一人外出打

工，其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21至50岁之间正值性

需求旺盛期的青壮年高达80% [12]。且根据过去5年

的结果来看，该数据呈上升趋势。2007年《齐鲁晚

报》在济南的调查表明，40名已婚调查对象中，80%

以上的农民工与妻子长期两地分居，50%以上的农

民工每年与妻子见面的次数少于4次，90%的农民工

3个月以上没有性生活[13]。

其次，农民工情感归属需求也很难得到基本满

足。他们离开家乡熟悉的社会网络，少了家人和亲友

的扶持，生存在充满竞争压力的陌生环境中，他们备

感孤独与彷徨[14]。此外，还得承受远离家庭、夫妻

长期分隔两地相思牵挂的压抑和煎熬。尤其当农民

工独处感到孤独寂寞时，渴望婚姻家庭爱的温暖、

寻求自己避风港的心理需求就日渐强烈。农民工生

理需求和情感归属需求的缺失是驱动其行为发展的

动因，由此，“临时夫妻”就成为满足其需求的一种

可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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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封闭“群居”中产生的多看效应。对越熟悉的

东西越喜欢的现象，心理学上称为“多看效应”。农

民工大多集聚居在城市的某部分区域，居住的出租

房相隔紧密，农民工日常进出中长期碰面，增加了相

互间的熟悉。一个长期在农民工集居地出租房屋的

屋主表示，集中密集的“群居”生活也的确给部分农

民工创造了“在一起”的条件。他说，“出租房的房

间一间挨着一间，一开门，就见着对方，一过走廊，

身子还会擦肩而过。大家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对

于一些独处的民工，确实容易擦出火花”。另外，每

月一般只有一两天的假期，近乎两点一线的生活轨

迹，加上长期在同一工厂、同一工地的“封闭”工作状

态，都给农民工男女提供了许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长期独处的空虚寂寞，加上日久生情的接触了解，最

终一些人突破道德底线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二）发展期的暂时心理满足。随着外出打工时

间的不断增多，农民工群体对临时组建“夫妻”搭

伙过日子行为的亚社会认同，社会价值观念的开放

进化使农民工降低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同时农民

工去个性化的状态诱使他们观察学习、效仿从众已

有的“临时夫妻”行为，“临时夫妻”开始逐渐从个

体现象向群体现象发展。

1.农民工群体的亚社会认同。亚社会是个体的

首属群体和个体社会化的直接背景，个体首先以亚

社会为出发点，并在其被要求、期望和奖罚的环境

中被引导[15]。在同一个城市中，外出务工农民大多

聚居在城市的某部分区域，这些群体形成了城市中

特有的农民工亚社会群体。农民工亚社会群体有着

相似的家庭背景、受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工作经

历，也有着相似的心理需求，与他人相比，农民工相

互之间更理解心理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时的压抑与

苦闷。当个别农民工现实的心理需求超过社会道德

的自律程度时，迫于无奈，他们选择做“临时夫妻”

的行为更能得到农民工亚社会群体的理解和认同，

由此农民工个体选择做“临时夫妻”的行为得到了

对他影响最大的亚社会群体的认同。

2.社会价值观念的开放进化。伴随着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性生活、家庭生活与生育三位一体的传

统两性模式逐渐被打破，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人们有

更多的选择[16]。在过去，非婚同居、婚前性行为等

往往是被认为伤风败俗，而现在人们对这一现象给

予了更大的宽容。进城务工的经历使新生代农民工

的性观念更加具有现代性[17]。靳小怡等人的研究发

现，流动之后，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发生了显著的改

变，现代性有所增强，他们对“未婚先孕”和“婚外

恋”变得比较宽容[18]。这些变化使得农民工逐渐摆

脱了以“男女结合为夫妇，在社会公认之下，约定以

永久共处的方式来共同担负抚育子女的责任”为主

要内容的传统婚恋观的束缚，进而渴望通过现实情

境交往中所谓强化感情的夫妻方式实现自身的利益

诉求和情感满足。

3.去个性化后的放肆。个体处于去个性化状态

时，自我观察和评价的意识降低，内疚、羞愧和恐

惧等行为控制力量被削弱，从而使人表现出通常社

会不允许的行为。去个性化的外在条件有两个，一

是身份的匿名，二是责任的模糊化[19]。“临时夫妻”

农民工的处境恰好具备这两个特点。一是农民工长

期远离亲朋好友，在工作环境中，无人认识自己，所

作所为处于匿名状态中，原有熟人社会里的道德约

束减弱，自我控制系统作用减弱，道德感下降，顾

虑少，促使农民工与他人结为临时夫妻。二是当农

民工成为“临时夫妻”现象中的一分子时，他认为

“临时夫妻”现象的产生是多人共同行为的结果，

自己的责任较少，受惩罚的可能性少，压力感减少，

内疚感下降，从而使行为更加放肆。有报道称，在

一些“临时夫妻”中，不少是通过网上认识、老乡介

绍等方式就轻易地结成“临时夫妻”[20]。工友一般

不会把同伴与他人同居的事告诉同伴老家的“那一

位”，这种互相保密的做法虽然能暂时维系家庭，但

更助于“临时夫妻”农民工的去个性化，使越来越

多的农民工加入到该群体中。某记者调查显示：“临

时夫妻”现象在部分地区已很普遍，并形成群居效

应[21]。“临时夫妻”现象的普遍还引起了国外媒体的

关注，《印度时报》2013年5月16日的一篇报道称：中

国农民工临时夫妻人数或超10万，73%以上已婚。在

庞大的数字背后，去个性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22]。

4.“临时夫妻”群体的观察学习与从众行为。班

杜拉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观察有共同

特征的他人的行为和后果来学习各种行为、行为规

范和行为方式。通过外显学习或内隐学习，个体的

观念与行为向大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时，则会

产生从众行为。当一个尚未结成“临时夫妻”的农

民工面临生理需求和情感归属需求长期缺失时，他

可能会以处于相同处境的单身农民工群体为学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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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观察学习其对同类问题的应对方式，产生从众

行为。他们发现学习对象采取结为“临时夫妻”的

方式来解决基本需要缺失问题，这种解决方式既经

济又有效，且不易被家乡配偶发现，还能保持已有

家庭结构的完善，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问题解决

方式。尚未结成“临时夫妻”的农民工很有可能从

众，选择这种相同的方式解决自己当前问题。“临时

夫妻”行为在在农民工群体间相互传染，这也促使了

“临时夫妻”从个体现象向群体现象发展。

（三）结束期的心理痛苦。当农民工个体夫妻长

期分隔两地状况结束，或在“临时夫妻”关系中获

益未达到期望值、被亲友知晓去个性化状态消失等

原因，主动或被迫结束“临时夫妻”关系，“临时夫

妻”行为结束，但由于这段违背社会道德且极其伤

害家人感情的婚外情经历，农民工会在较长时间里

体验愧疚、自责、痛苦、后悔等消极情绪。

1.夫妻长期分隔两地状况结束。农民工结为

“临时夫妻”的初衷是满足其基本需要，基本需求缺

失的主要原因是夫妻长期分隔两地，所以当夫妻长

期两地分居状况结束，“临时夫妻”行为停止。对于

要与配偶一起在同个城市或相邻城市打工的农民工

夫妻来说，住房是首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已有城市开

始实行廉租房制度，部分用人单位专设农民工临时

夫妻住房，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夫妻团聚提供便利。

2.在“临时夫妻”关系中获益未达到期望值。

不同的农民工抱着不同的期望结为“临时夫妻”，如

情感依托、性需求、分担经济压力、生活多个照顾

等。但当他们在“临时夫妻”关系中发现，同居生活

带来的好处没有达到期望，甚至带来坏处时，这些

农民工会主动选择结束“临时夫妻”关系，另一方则

被迫结束“临时夫妻”关系。但“临时夫妻”的解体

常常跟随着复杂的经济纠纷、情感矛盾，有的甚至

大打出手、对簿公堂。同时双方可能会重新选择新

的同居对象，组成新的“临时夫妻”搭档，也可能不

再选择，彻底结束这种违背道德的行为。

3.被亲友知晓去个性化状态消失。当远在老

家的亲友知晓农民工在外与他人结为“临时夫妻”

时，农民工去个性化状态消失，“临时夫妻”这种婚

外情行为在配偶、子女、亲友间曝光，农民工的亲人

倍受伤害，农民工本人不仅会受到家庭、亲友等原

有熟人社会的强力谴责，自身也体验到强烈的内疚

感、羞愧感、自责感等。而且他还面临婚姻和家庭

濒临瓦解的困境，农民工个体可能会选择结束“临

时夫妻”关系以保全原有家庭，或与配偶结束夫妻

关系，或继续保持原有家庭和“临时夫妻”兼容的

状态。无论哪种选择，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都遭到

破坏，农民工本人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

三、消除“临时夫妻”现象的措施

（一）“临时夫妻”现象社会心理机制的反思。

上述分析表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不足以构成引发

“临时夫妻”现象，农民工生理需求和情感归属需

求等低层次需求缺失是前提，众多单身农民工生活

在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为结成“临时夫

妻”提供了条件，处于相同处境的农民工群体对“临

时夫妻”行为的社会认同，以及社会价值观念开放

使农民工降低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为“临时夫妻”

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单身农民工的去个性化的状态

以及对已有“临时夫妻”行为的观察学习，促使更

多的单身农民工产生从众行为，并加入到“临时夫

妻”队伍中，形成庞大的“临时夫妻”现象。当农民

工与配偶的两地分居结束时，或在“临时夫妻”关系

中获益未达到期望值、被亲友知晓去个性化状态消

失等，农民工会主动或被迫结束“临时夫妻”行为。

这就是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产生的社会心理机

制模型，阐释了单身农民工如何产生“临时夫妻”行

为以及“临时夫妻”个体现象如何发展为“临时夫

妻”群体现象的路径（见图1）。

（二）解决措施。“临时夫妻”作为一种异常的

家庭形式，正危害着家庭的稳定、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人们的道德意识，并引发出多种严重社会问题，

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

看，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社会要创造条件多途径

满足农民工的需要，如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

险网，使农民工的医疗、养老、失业和生育保障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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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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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域限制；建立全国统筹和地方投资的住房保障

制度，为无力租住或购买住房的农民工提供廉价的

政府租赁房；政府投资，同时鼓励民间组织和企业

为农民工提供文化娱乐设施设备，关心他们的精神

生活，帮助他们融入城市；改善子女留守处境，由中

央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经费，根据入学学生的实际

就读情况而不是户口，给予财政补助[23]；企业提供

带薪探亲假和休假，增加夫妻团聚机会；流动人口

输出地基础政府注重培养留守农民生活能力的培

养，使其夫妻双方甚至全家人有能力在异乡创造美

好生活。二是改善农民工封闭的“群居”环境，降低

农民工由于“多看效应”而产生感情的概率。三是

充分发挥道德和法律的社会调节功能，对农民工加

以正确引导，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家庭观、爱情观，

同时大力宣传组建“临时夫妻”的代价，使农民工切

身感受到“临时夫妻”行为对自身、家庭和社会带来

的负面影响，提高农民工对自身行为的调控能力。

四是在农民工打工地方营造熟人社会，强化农民工

各自不同的社会身份，避免农民工呈现去个性化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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