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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高彩礼婚姻中资金转移路径分析

赵代博，程令伟，鄢盛明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近年来农村高彩礼婚姻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通过对甘肃省庆阳市Ｌ塬和Ｇ塬两个地域３个高

彩礼婚姻典型个案的资金转移途径分析，认为当前该地 区 高 彩 礼 婚 姻 的 资 金 转 移 路 径 呈 现 多 元 化 趋 势，且 名 义 转

移路径向实际转移路径演变，“合情理”的创造资金转移路径３个特征。基于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对高彩礼婚姻的资

金转移途径的３个特征进行分析，发现该地区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路径的特征是男方家庭为提高婚姻市场当中

的竞争力，在利益相关方兼职媒人的推动下，不断被动迎合女方家庭要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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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快速城镇化道路，政

府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推动了一系列

的惠农政策，尤其在扶贫领域成绩显著。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提出贫困县脱帽的目标，在一定程度彰

显了我国政府反贫困的决心。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及政策关怀下，农村婚姻支出的跳跃式增长所导致

的“因婚返贫”却令本已脱贫的农村家庭再次陷入经

济贫困。研究显示，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

中国农村的婚姻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１］。陇东地区

部分农村彩礼支出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８万元增至２０１５

年的１８万元，结婚总花费从２００３年的４万元增长

至２０１５年的４０万元。而根据甘肃省统计局最新数

据，２０１５年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６　９３６元。

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天价婚礼花费与低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形成巨大反差，“因婚返贫”在男方家

庭表现的尤为明显。高彩礼婚姻当中彩礼是资金转

移的主要途径，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其他的资金

转移路径，相应的资金转移路径是高彩礼婚姻资金

流通的渠道。一定程度而言，这些资金转移途径是

高彩礼婚姻成为现实的路径基础。那么高彩礼婚姻

中的资金转移路径具有什么特征？这些特殊转移路

径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二、研究现状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于彩礼研究由来已久，以

往的研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对于彩礼的解释理论，分

别是婚姻偿付理论、婚姻资 助 理 论、婚 姻 交 换 理 论。

婚姻偿付理论由弗里德曼提出，这一理论着重强调彩

礼的经济补偿功能，认为彩礼是新郎家庭对新娘家庭

的经济补偿的主要表现形式［２］；婚姻资助理论由孔迈

隆提出，这一理 论 强 调 彩 礼 对 新 建 家 庭 的“资 助”功

能；婚姻交换理论由加里·贝克尔提出，他从经济学

的视角出发对人类的婚姻关系进行了研究，将人类的

婚姻行为看作是一种经济行为，而彩礼是婚姻关系中

一种主要的偿付和交换形式是双方家长为了调整劳



动力、财产权和社会地位的转移，而采取的一种集体

性策略［３］。但无论是婚姻交换理论，还是婚姻补偿理

论，实际上都暗含了婚姻市场要价［４］。

上述关于彩礼的解释理论，并不能够有效地对高

彩礼婚姻现象作出解释，因而需要发展新的理论。韦

艳、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Ａ·Ｙ［６］、陈 友 华［７］、靳 小 怡［８］、石 人

炳［９］等在传统的彩礼解释的理论框架下，从不同的维

度对高彩礼婚姻当中的彩礼现象进行了解释，这些解

释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桂华［１０］

等提出的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当中。要价理论是对于

传统的彩礼解释理论结合新的经验材料的发展，因而

对当前中国农村的高彩礼婚姻当中的彩礼现象具有

极强的解释力［５－１０］。婚姻市场要价理论是在婚姻交

换理论的框架下对高彩礼婚姻中彩礼现象形成机制

的重新解释，在这一理论中婚姻市场要价成为整个婚

姻过程的核心，而在整个婚姻市场要价过程中，彩礼

成为女家庭的要价的核心手段。

然而，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在对高彩礼婚姻中彩

礼现象的形成机制解释之后，并未就婚姻市场中彩

礼的转移形式进行具体的解释。事实上，在高彩礼

婚姻当中，名义上的彩礼并非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

资金转移的唯一形式，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彩礼

是以什么样的名目进行转移？涉及主体有哪些？对

此，之前的研究未曾给出明确而系统的回答。本文

尝试在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的框架下，结合甘肃庆阳

农村地区高彩礼婚姻中资金转移的现实情况，对其

资金转移路径进行系统阐述，以回答高彩礼以什么

样的途径转移和涉及主体有哪些这两个问题。

三、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过程

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资金转移

路径，就是指在高彩礼婚姻关系缔结过程中，女方家

庭利用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使资金由男方家庭

流向女方家庭、新婚夫妻、兼职媒人三类主体的渠道，

本文称之为高彩礼婚姻中的资金转移路径。

陇东地区的 高 彩 礼 婚 姻 因 其 典 型 性 曾 在２０１２

年以来多次被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报道，引起社会

的广泛关注，因而本文此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在调

查方法上，主要采取访谈的形式对新婚家庭成员在

结婚花费方面的信息进行调研。文章的质性材料来

源于２０１６年９月对Ｌ塬与Ｇ塬①的三对新婚夫妻

的访谈。在访谈过程中为了避免夫妻另一方对访谈

对象的影响，笔者分别对男方（刘某、赵某、郑某）和

女方（王某、李某、石某）进行单独访谈，接受访谈的

男女双方共６户人家，涉及务农、外出务工、乡镇公

务员、乡村教师等职业，其家庭皆为普通农村家庭，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访谈重在了解男方彩礼资金来

源及婚礼主要支出，女方接收彩礼后的资金主要去

向，以此回答高彩礼以什么样的途径转移和转移主

体有哪些这两个问题。为了将高彩礼婚姻资金的转

移过程进行系统的呈现，笔者依据对６位访谈对象

的访谈材料，将３对新婚夫妻结婚过程中资金的来

源、转移、流向进行了梳理，如图１、图２、图３所示。

（一）婚姻市场中的４类主体

１．男方家庭。由于农村大量女性人口 外 流，因

此农村婚姻市场中男方家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通

常承担所有的高彩礼婚姻中的资金支出。

２．女方家庭。农村婚姻市场中女方家庭相比于

男方家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因此女方家庭是高

彩礼婚姻当中主要的资金受益方。

３．兼职媒人。当地婚姻关系的建立过 程 中，男

方家庭和女方家庭都必须邀请能代表自己利益、又

具有一定的游说能力的人来一起商讨彩礼金额、出

嫁日期、陪嫁品等事宜。这一人群通常拥有自己的

职业，在当地却扮演着媒人的角色，所以本文中将其

称之为兼职媒人。兼职媒人在促成双方婚姻关系之

后，会获得一定的资金或实物报酬。

４．新婚夫妻。新婚夫妻在本文被看作一个相对

独立的主体，这是因为就整个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

移过程而言，新婚夫妻一方属于高彩礼婚姻的资金

受益方，但其与女方家庭的资金受益却存在着明显

的区别。所以在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过程中本文并

不简单将新婚夫妻分别划分为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

成员，而是单列为一个主体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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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塬：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地区因冲刷形成的 高 地，四 边 陡，
顶上平。甘肃省境内Ｌ塬共有３个乡（镇），其中１个为民

族乡（民族乡不 在 调 查 范 围 内）。Ｌ塬 其 他４个 乡（镇）属

于陕西省；甘肃境内Ｇ塬共４个乡（镇）。Ｌ塬和Ｇ塬分属

不同县管辖，这两塬的高彩礼婚姻具有典型性。



图１　Ｌ塬李某（女）赵某（男）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示意图

注：男方家庭费用由酒席、“三金”、婚纱、媒人费用构成，因“三金”一般构成嫁妆的一部分，但是当地在要价过程中协商由

男方家庭购买，所以此项算作男方家庭的消费支出；Ｗ代表１０　０００元人民币，下同

图２　Ｇ塬王某（女）刘某（男）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示意图

注：男方家庭费用由酒席、“三金”、婚纱、新家具花费构成，因媒人介绍费较高，所以将其单列出来。下同

图３　Ｇ塬石某（女）郑某（男）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示意图

　　（二）婚姻市场中女方与男方家庭的资金来源与

流向

婚姻市场中男方家庭的资金通常来源于三种途

径：家庭存款、银行贷款及亲属借款。农村是一个亲

戚邻里间具有亲密往来的熟人社会，家庭存款和亲

属借款通常是男方家庭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通常

情况下其优先选择顺序为：家庭存款－亲属借款－
银行贷款。作为农村普通人家，刘某、赵某、郑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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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家庭的常年积蓄都不足以承担结婚所需的资金。

男方刘某婚礼总支出３１．７万元，家庭储蓄负担２２万

元，向亲戚借款１０万元。赵某婚礼总花费３９．７万

元，其中家庭存款２０万元，向亲戚借款１０万元，因

需购买新房产，仍向银行贷款１０万元。郑某婚礼总

支出２４．６万元，其中家庭存款１６万元，向亲戚借款

９万元。其资金转移的去向①主要有：

　　１．兼职媒人。以前当地的兼职媒人并不收取费

用，但是随着农村青年女性大量外流，女性婚嫁资源

的缺乏，婚姻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促成婚事收取大量

费用的现象开始出现。在上述的３个案例中，刘某、

赵某、郑某所在家庭支付给媒人的费用分别为２万、

０．２万和１．５万元（见表１）。

　　　　　　　　　　　　　　　　　表１　男方资金支出去向 　　　　　　　　　　　　　　　万元

采访对象 彩礼 衣服钱 “三金” 岁数钱 媒人费用 总支出

刘某 １８．８　 ２　 １．８　 １．３　 ２　 ３１．７
赵某 １８　 ６　 １　 ２　 ０．２　 ３９．７
郑某 １５．６　 １　 ０．８　 １．２　 １．５　 ２４．６

　　２．女方家庭。（１）彩礼：彩礼是整个婚姻花费当

中所占份 额 最 大 的 部 分。以 文 中 采 访 对 象 刘 某 为

例，其支付彩礼１８．８万，整个婚礼的花费为３１．７万

元，彩礼支付占婚礼总花费的５９％，同理，赵某彩礼

支出占婚礼总花费的４５％，郑某的彩礼支出占到婚

礼总出的６３％。不同男性在文化水平、收入水平以

及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彩礼给付金额上也体

现出了相应的差异。例如文中受采访的郑某，父母

在外务工，家庭情况一般，且有一弟弟未婚，因此，其

支付给女方的彩礼则比当地的平均水平１３万高出

３万元左右。（２）衣服钱：男方家庭提供给女方家庭

亲属的“新婚服饰钱”支出。提供的标准一般是按照

女方家庭的人口数来确定。这部分支出在２００３年

大概为每人０．１万元，而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增长到了大约

每人１万元，２０１６年部分家庭达到３万元。彩礼和

“衣服钱”构 成 男 方 家 庭 支 付 给 女 方 家 庭 的 彩 礼 总

额，而通过访 谈 媒 人 得 知，２０１６年 彩 礼 总 额 在 当 地

平均水平 大 约 为２４万 元。（３）“三 金”。如 表１所

示，刘某、赵某、郑某家庭的“三金”支出分别为１．８

万、１万和０．８万元。

３．新婚夫妻。（１）岁数钱添补。传统认为以岁

数钱和嫁妆为代表的婚姻支付构成了新婚家庭最初

的经济基础［１１］。陇东地区在女儿出嫁时，女方家庭

在陪嫁一定数额物品的同时还会携带一定数额的资

金，这部分资金被称为岁数钱。男方家庭会根据岁

数钱的金额进行等额添补，本文称为“岁数钱添补”，

岁数钱和岁数钱添补构成新婚夫妻的共同财产。通

过访谈当地“兼职”媒人得知，Ｌ塬２００３年岁数钱平

均水平为０．３万元，２０１５年大概为２．５万元。而本

文的３个案例中，刘某、赵某、郑某家庭岁数钱添补

支出分别为１．３万、２万和１．２万元。（２）房屋 款。

房屋款是在要价的正式阶段经过男方家庭与女方家

庭协商，男方家庭需要给付给新婚夫妻的房屋购买

（或建造）预付款。根据调查，这一现象２０１１年以后

逐渐出现，到２０１４年部分男方家庭该部分支出高达

１０万元。例如 文 中 采 访 对 象 赵 某 整 个 婚 礼 总 计 花

费４０万元，而房屋款就占到总费用的１／４，因此，也

不得不选择向银行贷款。房屋款属于夫妻双方的共

同财产，在男方家庭给付新婚夫妻之后，通常存储在

银行。不同 经 济 实 力 的 男 方 家 庭 在 房 屋 款 给 付 金

额、方式、时间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对于大多数男

方家庭而言，房屋款已经构成男方家庭结婚花费的

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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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说明的是，在该部分的阐述过程中，笔者 认 为 酒 席、家

具等花费属于结婚过程中正常支出，这部分支出并 不 能 够

体现出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路径的特殊性，所以在 以 下 分

析中不进行阐述。由于“三金”消费虽然由男 方 承 担，但 是

这部分支出在当地先前风俗下并不由男方承担，而 是 女 方

作为陪嫁的物 品。随 着 婚 姻 市 场 要 价 过 程 中 女 方 要 求 的

提高，这部分花费通过要价的形式转移给了男方，因 而“三

金”在本文的叙述中作为构成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特 殊 性

的要素，在叙述中将其视为男方转移给女方家庭的 资 金 加

以阐述。在资金转 移 给 女 方 家 庭、新 婚 夫 妻、兼 职 媒 人 主

体之后，我们认为 转 移 结 束，对 于 转 移 后 各 类 主 体 对 于 该

转移资金的使 用 不 作 阐 述。兼 职 媒 人 作 为 高 彩 礼 婚 姻 当

中的利益相关方，促 成 婚 事 即 可 获 得 一 定 的 额 外 收 益，因

而男方家庭支付 给 兼 职 媒 人 的 费 用 构 成 高 彩 礼 婚 姻 资 金

转移路径特殊性要素，所以在以下的阐述中作为重 要 的 资

金流向主体加以阐述。



　　（三）婚姻市场资金转移路径的主要形式及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甘肃陇东地区高彩礼婚姻

资金转移的路径有：彩礼、衣服钱、房屋款、岁数钱添

补、媒 人 介 绍 费、“三 金”６种 类 型。与 该 地 区２００９
年之前的结婚 过 程 中 资 金 转 移 路 径 相 比①，主 要 呈

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１．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路径多元化。根据对

当地兼职媒人的访谈，在２００９年之前，当地名义上

存在着彩礼、衣服钱、岁数钱添补３种类型的资金转

移形式，但就实际的转移效果而言，衣服钱基本不构

成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进行资金转移的路径。这是

因为２００９年之前的衣服钱是基于实际的购买衣服

花费确定的，由于当时消费水平不高，男方家庭转移

给女方家庭的该部分支出人均不超过５００元②。因

而可以确定的是在２００９年之前，当地结婚过程中男

方家庭向女方家庭的资金转移路径只有彩礼一种形

式，而向新婚夫妻的转移路径只有岁数钱添补一种

形式。之后当地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和新婚夫妻的

资金转移路径演变为以彩礼为主要路径，以衣服钱、

房屋款、岁数钱添补、媒人介绍费、“三金”为补充的

６种高彩礼婚姻当中的资金转移路径。高彩礼婚姻

当中资金的转移路径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２．名义 转 移 路 径 演 变 为 实 际 转 移 路 径。２００９
年之前衣服钱在当地并不构成男方向女方家庭转移

的主要形式，２００９年之后在女方家庭婚姻市场要价

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衣服钱逐渐演变成高彩礼

婚姻当中男 方 向 女 方 家 庭 资 金 转 移 的 主 要 路 径 之

一。媒人介绍费也是２００９年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农

村婚姻挤压不断加剧的现实状况下，因拥有婚嫁女

性资源信息，媒人的作用在促成婚姻当中变得极为

关键，而最初作为象征性地给予媒人表示感谢的物

品，如今演变成明码标价的媒人介绍费。

３．“合情理”地 创 造 资 金 转 移 路 径。２００９年 之

后，当地高彩礼婚姻资金转移路径又多了房屋款和

“三金”（陪嫁首饰）两项。“三金”本来由女方家庭根

据家庭的经济情况提供，但是在高彩礼婚姻当中，女

方家庭通过市场要价的形式将该部分支出转移给男

方家庭，其“合情理”的理由是：“‘三金’最终是回到

你们家的”。房屋款也是“合情理”地创造资金转移

路径的一个产物，房屋款的产生与当前的炒房现象

密切相关，女方家庭考虑到购买或自建房屋的潜在

压力，因而通过婚姻市场要价的方式从男方家庭将

资金转移给新婚夫妻，而该部分资金依据当地的习

俗由新婚夫妻共同保管。其合情理的理由是：“孩子

们买房（建房）压力大，村里别人家娶媳妇也都这个

规矩”。

四、基于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的资金

转移路径解释

　　婚姻市场要价理论认为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

模流动，区域封闭性的婚姻圈已经被打破，婚姻中的

妇女资源实现了跨区域的流动。其结果是大量的农

村未婚妇女流出了村庄，导致地方婚姻资源的流失。

在“从夫居”的婚姻传统中，男青年只能留在本地完

成婚姻，婚姻资源配置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在婚姻资

源结构上出现了大量的“男性剩余”，大量农村男青

年客观上面临着“娶媳妇难”的问题。同时，农村“娶

媳妇难”所造成的示范效应导致了男方在婚姻市场

中的谈判能力下降，造成传统的联姻方式受到冲击。

随着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男方在婚姻市场上越来越

被动，女方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主动地位，在婚姻交

换过程中，女方要价能力越来越高，男方承受巨大的

婚姻代价与压力［１２］。

对于女方家庭而言，女性婚嫁资源的缺乏使得

其在当地婚姻市场的要价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婚姻

市场的理性人，女方家庭（包括待嫁女儿）因而倾向

于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在女方家庭婚姻市场要价能

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女方家庭一方面将需要自身

负担的“三金”这一消费项目通过市场要价的方式转

移给男方家庭，另一方面通过市场要价提高彩礼和

衣服钱的要 价 标 准；同 时 考 虑 到 将 来 的 购 房（或 建

房）压力，在婚姻市场要价的过程中增加了房屋款的

要价形式。

由于当地“男性剩余”，高彩礼婚姻的要价过程

实际上是婚嫁女性资源的竞争过程，男方家庭竞争

获胜的选择就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

更多的是通过彩礼体现出来，而不论其家庭的经济

能力是否能够支撑天价彩礼。由于在婚姻市场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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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过访谈当地的 兼 职 媒 人，他 们 认 为 当 地２００９年 之 前 以

彩礼为主的 男 方 家 庭 向 女 方 家 庭 的 资 金 转 移 并 不 明 显，

２００９年之后开始逐年递增，甚至一年之内不同月份呈现出

数万元的差异。
人均的衣服钱花费信息通过访谈当地的兼职媒人获得。



方家庭凭借自身的要价优势，形成了以彩礼为主的

５种面向女方家庭和新婚夫妻的资金转移路径。而

男方家庭竞争能力却恰好需要通过这５种资金转移

路径彰显，因而被动迎合上述的转移路径成为男方

家庭的唯一选择。

对于媒人而言，其作为利益相关方，在促成高彩

礼婚姻之后会获得媒人介绍费。因而媒人在说媒的

过程中倾向于不断彰显男方家庭的竞争能力，使其

在女性婚嫁资源竞争中获胜，即倾向于男方家庭以

符合女方 家 庭 心 理 期 望 的 路 径 进 行 资 金 转 移。同

时，由于当地的女性婚嫁资源的短缺，作为掌握婚嫁

资源信息的兼职媒人，其向男方家庭的要价能力也

不断增强。因而媒人介绍费作为一种男方家庭向兼

职媒人的资金转移路径同时出现。

概括而言，甘肃省庆阳市Ｌ塬和Ｇ塬高彩礼婚

姻的资金转移路径所表征出的３种特征是在男方家

庭为提高其在当地婚姻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在利益

相关方兼职媒人的助推下，不断被动迎合女方家庭

要价需求的过程中，女方家庭、男方家庭、兼职媒人

三方主体长期互动的结果。

五、结　语

如同社会机制是相互勾连的一样，社会现象与

社会问题也相伴而生。基于市场要价的高彩礼婚姻

对传统的乡土社会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以及家庭

成员相互作 用 形 成 的 相 对 稳 定 的 家 庭 结 构［１２］等 形

成巨大的冲击，而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出现，乡土社会

中新的婚姻、家庭挑战也逐渐形成。高彩礼婚姻当

中多样化的资金转移路径进一步加重了落后农村地

区男方家庭的经济负担。本不具有牟利性的乡土社

会的兼职媒人，如今凭借着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以
一种经济利 益 相 关 方 的 角 色 在 农 村 的 婚 姻 市 场 出

现。虽然一直以来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男性婚姻挤压［１３］，但由于当前农村地区严重

的男性婚姻挤压，男方家庭对于兼职媒人也形成了

极强的依赖，这一切的变化表征着农村婚姻市场朝

着完全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婚姻市场的转变。文中

对于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的路径的分析，形成了

对于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形成了有效的理论补充；同

时高彩礼婚 姻 的 资 金 转 移 路 径 这 一 核 心 概 念 的 提

出，有利于高彩礼婚姻当中资金来源、资金流向等方

向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当前，包括甘肃、陕西在内广

大西北农村地区的男方家庭所面临着高彩礼婚姻所

带来的严重的家庭经济危机。据最新估计，中国的

过剩男性数量达到３　３００万［１４］，这意味着中国落后

农村地区将面临愈加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而化

解这一困境的应对策略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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