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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神州

中国结婚率创近十年新低 浙江倒数第二

年轻人的婚姻被啥绊住了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婚姻观，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阅读提示

受教育年限增加、房价高、就业竞争激烈，以及年轻一代“独性”更强等原因，都成为年轻人结婚路上的“绊
脚石”。 “低头看手机”、“微信回消息的速度慢”、“给狗治病上发生分歧”……竟然都成了年轻人分手的原因。

� � � �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 从全国范围来
看，2018 年结婚率仅为 7.2‰， 这个数字创下了近
十年来新低。 从不同省份的差异来看，经济越发达
地区的结婚率越低，2018 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上
海只有 4.4‰，浙江 5.9‰为倒数第二，广东、北京、
天津等地的结婚率也偏低。

年轻人怎么了？ 据分析，结婚率普遍下降的根
本原因在于结婚人数的结构性减少。 与此同时，全
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 房价高、 就业竞争激
烈，以及年轻一代“独性”更强等原因，也都成为年
轻人结婚路上的“绊脚石”。

越来越晚———
初婚年龄创史上新高

北大博士学历、身高 1 米 72、在高校任教，于
晓楠从小到大都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女”。 可随
着她的年龄迈过 30 岁直逼 35 岁， 父母发动一切
关系给家里这个“黄金剩女”安排相亲。

于晓楠觉得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并不太高，
“起码要能跟我聊得来吧，要爱读书吧。 ”

“人们都觉得高校里人才济济，但我入职后发
现，其实很多优秀的男老师早就‘名草有主’了。 ”
于晓楠经历了多次相亲后发现， 虽然看上去学历
高、工作也体面，但因为年龄偏大、自身要求也较
高，加之交际圈很小，在高校找到合适对象的机会
也大大减少。

现在的平均初婚年龄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最
新统计全国平均初婚年龄 25～26 岁左右， 其中城
市达到 26～27 岁，农村大约在 25 岁。 从全国来看，
目前结婚年龄集中在 24 岁～30 岁之间，这部分人
出生于 1989 年～1995 年， 而这几年的绝对出生人
数本身就较前几年在减少，“结婚的人少了自然结
婚率就下降了，这是一个基本原因”。

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全社会普遍受教育水
平的提高。 尤其是女性，现在高校中，本科、硕士
学历的女性已经占一半左右，博士阶段女性占比
接近 40%。 推迟婚龄、晚婚晚育成为一个普遍现
象。

一组数据直观地说明了女性婚姻观的变化：
1990 年，30～35 岁的女性中，未婚只占 0.6%，而到
今天，未婚占到 7%；而 35～40 岁的女性未婚占比
则从 0.3%增长到 4%左右，“都增加了 10 倍以
上”。

近日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修改婚姻

法，将男女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 18 岁，以此来挽
救持续走低的结婚率。 目前婚姻法已经规定了，大
学期间只要达到法定年龄即可结婚生子， 但现实
情况是，作出这样选择的人依旧是极少数。

主动“剩”下———
“独性很强”的年轻人

1981 年出生的刘豪是很多人眼中的优质“剩
男”。 刘豪在天津的城市核心区拥有 3 套房产，其
中两套是“顶级”学区房。 他有一份国企的稳定工
作、没有不良嗜好；天天健身，拥有同龄人中难得
的完美身材。

刘豪理想的另一半要有甜美的长相、 温柔的
性格、和谐的家庭。“听上去要求不高啊，可我给他
介绍 3 个女孩，都无疾而终。 ”他的表姐气呼呼地
说。

他的表姐评价说，“别看他都 38 岁了，其实还
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而他自己倒也觉得无所谓，
每天下班先健身，回到家父母把饭菜都做好了，晚
上打打游戏， 跟朋友微信聊聊天，“一点也不觉得
无聊啊”。

和刘豪一样，这些眼下本该进入婚姻生活的年
轻人，恰是独生子女一代。 这些年轻人生来就是家
庭的中心，因此表现出“独性很强”的特点。

年轻人身上的个人主义是指强烈的自我意识，
他们追求舒适、自由、自我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享受
当下、只对自身负责的生活态度。 同时，在某种程度
上忽视了关爱别人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心等。

通信方式变化和娱乐方式的多样性， 都在加
剧这种“独性”。 在这个一根网线就能联通全世界
的时代，通信方式越发智能化，反而导致人们面对
面的沟通越来越少。 外卖文化的兴起让吃饭不一
定需要有人陪伴， 只需要手机点一点饭菜就能送
上门。

现代生活娱乐方式也越发多样性， 特别是在
大城市里，有无数种选择可以填补空余时间。 这也
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一种感觉： 不一定非要有家
庭，才能享受家庭带来的生活乐趣。

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颠覆了人们“养儿
防老”的传统观念，整个社会也在走向包容，各种
各样的生活方式都能被大众所接受。 不结婚也并
不意味着没有同伴， 大家已经见怪不怪，“过去人
们在小集体里还有道德约束， 现在越是大城市越
开放，谁也不管谁。 ”

被迫单身———
房价高、就业压力大、生活成本高

江西人林文浩研究生毕业， 在上海一家保险公司
工作了 5 年，他努力工作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上海
房价飙升的速度，令人目眩的天文数字让他望而却步。
更让他觉得高不可攀的， 是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有
房、有车、有稳定工作，还有一点更重要———上海户口。

在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和北京两个国际化
大都市，户口问题成了一些年轻人迈向婚姻的一道坎儿。

婚姻的门槛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提高， 无形
中也在水涨船高。 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相对较
高，房价飙升更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望婚却步”。 无
房、无车、无钱都成为婚姻的羁绊。 这些经济欲求的
增加， 迫使很多年轻人必须积累一定的财富才能考
虑婚姻。

财富积累的背后，就业竞争也愈发激烈。 统计数
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虽有所减少，但中
国依然处在劳动力供给的“高原平台”上。 每年 15～59
岁的劳动力人口依旧保持在 9 亿人以上， 直到 2040
年劳动力人口依旧不会低于 8 亿人。 这意味着，就业
压力将长期存在，而激烈的就业竞争，也导致了婚姻
的推迟。

与此同时， 中国快速发展的大城市吸引了 2.88
亿农民工来到这里寻求发展机会， 他们中 1980 年以
后出生的超过半数。如此庞大数量的年轻人在中国的
版图上流动着，这种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结婚
的概率，压缩了他们谈恋爱的机会。同时，选择结婚意
味着必须负担起养育孩子的生活成本，这也促使他们
的结婚率下降。

如果婚恋市场有“鄙视链”的话，那么大多数“剩
女”往往是高知、高收入，处于“鄙视链”的顶端；而“剩
男”则往往是学历和收入都较低，处于“鄙视链”的底
端，这两组人群从根本上就不太可能匹配。

调查显示，对于“如果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结婚
对象，您会怎样？ ”的问题，69.53%的青年选择继续等
待， 直到找到理想的人才会选择结婚；15.61%的青年
选择“保持单身”；有 9.34%的青年愿意“降低择偶标
准”；仅有 5.52%的青年选择“将就结婚”。

面对结婚率一降再降的现状， 不少专家认为这是
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必要过多担心。
无论是晚婚还是不婚， 都是年轻人从自身实际出发作
出的选择，社会应多尊重，给年轻人更多选择空间。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