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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经纬 

 

构建家庭支持政策减少婚姻恐惧 
 

对话人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原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陆杰华  
《法制日报》记者  赵丽  《法制日报》实习生  董佳莹 

 

    社会包容度提高 

    婚姻非唯一选择 

    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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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至 24岁占比最多,

变为了 25岁至 29岁占比最多,而且结婚率也在逐年下降。据我们调查,对于很多“80后”“90后”

而言,晚婚、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 

    陆杰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代际间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很多“80后”“90

后”而言,晚婚、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社会包容度也在提高,婚姻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不过也要

注意,现在到 2018年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数量也在不断下降,所以造成结婚率下降。 

    原新:原因有四。第一,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受教育时间的延长推迟了婚龄。大学毕业基本 22

岁左右,读研读博毕业后就接近 30 岁,到达法定婚龄即可结婚的规定很明确,但现在求学阶段结婚

的人非常少； 

    第二,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结婚年龄的推迟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受教育时间的延长使

得就业推迟,结婚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即便达到了法定年龄,但有些人还需要就业,积攒一定

的财富后才会选择结婚； 

    第三,整体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人们的婚姻理念变化很大。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方式不一样,比

较来看,农村的结婚年龄比城市的结婚年龄要早两三岁,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社会竞争的加剧

也在推迟人们的结婚年龄； 

    第四,现代社会娱乐方式和各种各样的智能电子设备导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一种自由的生活

方式。毕竟结婚是对彼此的一种责任和约束,所以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比较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在

主观地推迟结婚。 

    同时,不结婚不代表没有别的生活,比如性行为。不结婚也可以有性伙伴,这在过去的文化中是

不可以接受的,但现在慢慢在被接受。 

    记者:有人认为,城市化也提升了婚姻对双方经济的压力,比如高房价抑制了很多年轻人结婚的

愿望。而且婚姻还意味着生育,婚后育儿支出也是一种压力。所以,某种程度上,城市化也使人失去

了结婚的自由。 

    原新:不要把造成晚婚晚育的原因单一推给高房价。其实整个生活成本都在提升,比如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结婚的四大件和现在的四大件相比,成本已经提高。现在结婚的排场可能也比较

大,婚后生活成本,有孩子以后养育的成本都很大,所以总体上整个生活成本的抬升太高,也在压抑

着人们推迟结婚。 

    陆杰华:现在处于适婚年龄的人是 80后、90后,他们的人生选择在不断增多。房价只是一个因

素,人生选择、保险制度健全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婚姻年龄推迟。 

    记者:在调查中,很多受访者似乎都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一定要积攒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后再

进入婚姻生活,他们认为这才是一种比较有保障的做法。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公布

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 ,2017 年上学期 ,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

19042.6亿元,占 2016年 GDP比重达 2.48%。 

    原新:城市化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按照国家的各项规划,城市化率到 2020 年要达到 6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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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 70%,2050年达到 80%左右,也就意味着将来人口主要生活在城镇,这是大趋势。在这种情况

下,结婚年龄的延迟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不可能再回到早婚早育的年代,人们对结婚、生育的兴

趣和文化特征都在发生一些颠覆性的变化。 

    记者:今年两会,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及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已与我国当前

的人口发展形势、生育政策等不相适应,建议尽快对现行婚姻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按照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的“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要求,对婚姻法修改为“男不得早

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同时删除“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陆杰华:我个人认为应该保留现有婚姻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原新:我不认为修改法定结婚年龄会对结婚率有多大的刺激。晚婚晚育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氛

围,如果改变政策,可能会有个别人提前结婚,但从大的趋势来看,结婚年龄受法定婚龄的约束会越

来越小。 

    国家倡导的是按政策生育,没有说鼓励生育,这是两个概念。我们还没有到鼓励生育的地步,计

划生育 40年,我们的口号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两件事都已实现得非常好。其实到现

在,我们只是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也没有完全控制住人口数量,现在的总人口还在继续增长。 

    提升家庭经济功能 

    减少女性生育恐惧 

    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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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年轻人在大城市的居住问题,可能能有效消除城市化对结婚率的被动效应。 

    陆杰华:我们未来的婚姻可能会出现多元化趋势。所以,未来在制定法律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

要问题是,对婚姻和生育来说,怎样能够有更多的包容性。 

    在现有的婚姻法框架下,怎样保持适量的适婚年龄,保持比较合适的年龄来生育,这是需要考虑

的重要因素。 

    原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和生育政策配套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要解决结婚和生育中主要影

响因素的一些成本,如抑制房价,规范租房市场,降低居住成本,保障年轻人就业等。 

    另外是构建家庭支持政策。现在一提到家庭支持政策,好像就是提倡人们生孩子,其实这是完

全错误的理解。所谓的家庭支持政策,是指国家或市场强化家庭发展能力或功能的一系列经济措施,

如提升家庭经济功能,经济功能是保持家庭消费和整个家庭活力的重要资源。扶贫攻坚中消除零就

业家庭就是典型代表。 

    记者:家庭和整个社会的沟通、对接方面也很重要。家庭延续功能、家庭教育功能、家庭哺幼

养老功能、家庭抵御风险灾害功能,这都是家庭发展所需要强化的一系列能力。 

    原新:家庭支持政策的落实涉及国家很多部门,需要多部门共建。如果家庭支持政策构建得比

较好,那么就能相对减少人们对婚姻和生育的恐惧,或帮助解决生育方面的困难,如提供具有公共服

务功能的托儿育儿机构、保障孩子上学有足够的学位、提供一定的生育补贴等。 

    如今,很多方面都在慢慢改善,如今年出台的六大领域支出可以适当抵扣一部分税收,包括养

老、供房、医疗、继续教育等。此外,独生子女老人的照顾假,已经有 14个省市出台,还有 4个省正

准备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