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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率下降是一个正常现象

结婚率下降，首要因素是人口的年
龄结构，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的
发展， 结婚适龄人口的比重在相应减
少， 这必然会导致一般结婚率的下降。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中国的结婚率还会
进一步下降。 比如，2010 年中国的出生
率只有 11.9‰， 以 22 岁为结婚年龄来
看，2010 年出生的人口将在 2032 年左
右进入结婚生育阶段，自然会拉低那时
的结婚率。

其次， 结婚率与经济发展息息相
关。 随着中国人均 GDP 接近 1 万美元，
逐步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结婚率越来
越低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经济发
展与城市化对结婚意愿有着 “双重挤
压”效应。

一方面是主动地使人不愿意结婚，
这是城市化对结婚率的主动效应。相比
农村，城市中的生活更丰富多彩；在陌
生人的社会中也没有了中国传统社会

中的“婚育劝说”，父母亲戚的压力也鞭
长莫及等。

这些因素都使人不想结婚。 有了不
结婚的自由，选择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使得很多人被
动地降低了结婚意愿。 或者晚婚，这就
被动地降低了结婚率。

结婚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晚婚，
这导致初婚时间的推迟。根据媒体报道
的数据，从 2013 年开始，结婚登记公民
的年龄段，由 20-24 岁占比最多，变为

了 25-29 岁占比最多。 结婚年龄的延
迟，体现在每一年的数据上，就是结婚
率的下降。

晚婚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教育年限

的上升， 这其实是城市化的一个表现。
一个人本科毕业大约 23 岁， 如果再读
完研究生，到毕业时就已经 26 岁了。虽
然读研究生的人相对较少，但接受本科
教育的人的确增加了很多。

1977 年， 我国的本科录取人数是
27 万人 ，过了 20 年 ，到 1997 年 ，这一
数字才增加到 100 万。 1998 年高校扩
招后 ， 本科毕业人数飞速增长 ，到
2015 年达到了惊人的 700 万人。 根据
相关估算，本科毕业生已经占到了同龄
人的 20%。显然，这就会推迟结婚年龄。

而且，年轻人在城市中打拼，工作
忙、时间紧、没有时间谈恋爱。恋爱都顾
不上谈，结婚就更是遥远的事了。此外，
城市化也提升了婚姻对双方经济的压

力，比如高房价，就抑制了很多年轻人
结婚的愿望。而且，婚姻还意味着生育，
结婚后生子和育儿的支出也是一种压

力。所以，某种程度上，城市化也使人失
去了结婚的自由。

◆高房价对结婚率的抑制效应明显

城市化过程对结婚率的影响， 房价
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值得单独说一说。

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工作，起
步的工资是很低的。房子看起来是可望
而不可即的。即便在双方家庭的资助下
可以凑到首付，但多多少少自己也要存

一点，至少按揭总要小两口拿吧。
而根据相关机构发布的 “2017 年

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7 届大学毕
业生的月收入仅为 4317 元。其中，本科
院校 2017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4774
元， 高职高专院校 2017 届毕业生的月
收入为 3860 元。 虽然这明显高于城镇
居民 2017 年月均可支配收入 3033 元，
但对于按揭来说，显然还不够。

按一套房子 200 万计算，贷款 7 成
30 年，一个月要交按揭大约在 7000 元
左右，基本上会耗掉两个刚刚进入职场
没几年的年轻人的工资。 而且，除了按
揭，还有装修需要花钱。

所以，中国人结婚，房子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但房子对年轻人来说又非常
贵。那么，一个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结
果就是，毕业了，多工作几年，攒点钱，
再考虑结婚。而且，房子贵，结婚变得更
加理性，于是，婚姻更成为一个双方家
庭的经济行为，这就会加大磨合、协商
时间，从而延长了年轻人的平均婚龄。

◆消除城市化对结婚率的被动效应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对结婚率的影

响， 从地区数据的差异可以得到印证。
结婚率最高的几个地区是西藏、 青海、
安徽、贵州等欠发达地区。贵州 2018 年
结婚率达到 11.1‰，全国靠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8年末，上海、
浙江的结婚率为全国倒数前两名， 上海结
婚率为 4.4‰，全国最低。 另外，天津、广东
等沿海发达地区结婚率也较低。不难发现，
最高的和最低的地区，结婚率相差一倍多。
这就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所以， 结婚率降低其实是一个正常
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结果，
应该理性看待。 不过，从提高生育率的角
度，还是要拿出办法来促进年轻人结婚、
生育。 从城市化的双重挤压效应来看，很
难消除城市化的主动效应，但是，采取一
系列办法， 来解决年轻人在大城市中的
居住问题， 却可以有效消除城市化对结
婚率的被动效应。 （据新华网）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爱结婚？
权威部门统计表明全国结婚率“五连降”，而且未来还会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从 2013 年开始，中国的结婚率逐年
下降。 2013 年全国结婚率为 9.9‰，2014 年降低为 9.6‰，2015 年为 9‰，
2016 年降到 8.3‰，2017 年再降到 7.7‰，2018 年中国结婚率只有 7.2‰，创
下 2013 年以来的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