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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大学生未来结婚意愿高于预期

“以前我认 为 两 个 人 只 要 互 相 喜 欢 就 可 以 在一
起，现在我觉得谈恋爱还要考虑性格、价值观、未
来发展等因素。”山西大学大四学生小魏一直期待恋
爱 ， 但 对未来的不确定让她对婚 恋 更 多 持 谨 慎 态
度。在她看来，结婚是恋爱的主要目的，在大学毕
业、工作生 活 稳 定 后 会 考 虑 结 婚 ，“ 两 个 相 对 独
立 的 个 体 在 结 合 之后，能够互相支持、互相依赖，
共同面对困难，并且一直走下去，这是我对婚姻生
活的期待”。

小魏的话反映了当下很多大学生对恋爱和结婚的态
度。《中国青年报》 近日发布的一项面向全国各地大学
生的调查结果显示，57.90%受访大学生希望在26-30岁
时走入婚姻殿堂，25.97%则表示在法定年龄以上，任何
年龄都可以。真心相爱（95.32%）与经济考量（85.97%）
为受访者考虑是否结婚的主要因素。

今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
公布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显示，61%的大学生
明确表示会结婚。对于结婚年龄，受访者的理想结婚年
龄是 27.82 岁，而且男生和女生对此的选择基本相近。
据介绍，报告抽样来自 30 所大学，包括 4 所“双一
流”高校、18所普通高校、8所专科学校，覆盖了22个
省份的 26个城市，获得有效问卷 9775 份，其中女性占
比50.95%，平均年龄20.29岁。

“总体而言，大学生未来的结婚意愿高于预期。”中
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婷在解读该报告
时说，大学生未来的结婚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在促进
结婚意愿的因素上，大学生更看重婚姻的精神情感支持
功能，同时也希望兼顾物质支持属性。在抑制结婚意愿
的因素上，婚育成本以及工作家庭平衡因素对大学生结
婚意愿影响突出。她认为，在坚守婚姻和生育的制度性
框架下，大学生对婚育的态度依然出现了发展性的变
化，开始强调恋爱、婚姻和生育基于个体意义上的价
值，如互助进步、精神寄托、情感陪伴以及对自身成长
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对未来的婚恋关系较为看重双方是否
真心相爱，也关注经济考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
学系教授喻丰多年研究积极心理学。在他看来，大学
生 这 种 婚 恋 观 既 有 理 想化憧憬，又基于现实化情
境，二者存在明显冲突。这种冲突受网络、影视、媒
体和一些替代经验的影响。一方面，大众媒介、影视
渲染产生的舆论，折射出内隐的婚恋观影响了大学
生；另一方面，父母、朋友等出现的案例导致大学

生将单个例子而非社会整体作为自身恋爱观的主要
来 源 。“ 在 心 理 学 上 ， 信 念 一 旦 产 生 就 很 难 改 变 ，
因为我们只会去找证实它的原因，而常常忽略反对它
的原因。”

生育是未来理想人生一部分

作为未来 10 余年婚育行为的主体，大学生的生
育意愿如何呢？

总的来看，生育仍然是绝大部分大学生未来理想人
生的一部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
报告》，大学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86 个，超过 80%
的大学生偏好两个子女；大学生仍然将婚姻视为生养子
女的必要条件。对于生育的意义，大学生更加在意养
育子女对自身的意义感和情感价值，而把传统的子女
作为个人晚年生活的保障性功能排在了最后。《中国
青年报》 的调查也显示，37.58%受访大学生未来希望生
育一个孩子，34.03%计划生育两个。此外，74.03%认为孩
子是爱情的结晶，67.74%表示孩子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

“在大学生的认知中，未来婚姻与生育的绑定关
系 依 然 紧 密 ， 大 学 生 的 婚 育 观 并 未 发 生 转 型 性 变
革。”李婷同时认为，生育对大学生来说还是一件相
对遥远的事情，其想法很可能会随着未来工作生活而
不断变化。

即将从北京一所高校硕士毕业的陈同学说，“结婚”
和“生育”在自己未来的5年规划之中。他希望和女朋
友在同一座城市工作、定居，然后结婚、生育。他觉得
恋爱可以偏感性，但婚姻和生育应该理性看待，“双方
结婚之后，应该就生孩子个数、抚育等进行坦承沟通、
相互尊重，因为这会牵扯家庭和谐、开支等问题”。

大学生对未来婚姻和生育问题的理性态度，很大程
度上源于对目前生育阻碍因素的感知。相关调查显示，
居住环境所代表的住房成本、社会环境代表的工作和教
育压力、养育成本，成为大学生心目中影响较大的未来
生育阻碍因素。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 骨 干 专 家 周 宇 香 认 为 ， 多
数 大 学 生 步 入 社 会 后 是 渴 望 拥 有 婚 姻 家 庭 和孩子
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也就是常
说的“婚育难”。而因为一些主客观条件限制，没有办
法寻觅到合适配偶。这源于他们希望找到“三观”相
符、性格相近的伴 侣 ， 以 确 保 在 以 后 的 生 活 中 有
一 致 的 家 庭 观 念 和 育 儿 观 念 。 比 如 对 于生育孩
子数量问题，就源于认为育儿成本较高和对育儿质量
的重视。

加强尊重婚育的引导与教育

大学生的婚育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这种变化
是温和而渐进的，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塑造
当代青年积极健康美好的婚育观的紧迫性。有专家认
为，在下一阶段，婚育结果的变化趋势将取决于公共
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缓解个体在婚育成本与个体发展
上的压力。

相关支持政策正在不断强化。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门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
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将婚嫁、生育、养
育、教育一体考虑，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
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意见还提出，倡
导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尊重父母、儿童优先、夫妻共
担育儿责任；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破除婚嫁大
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倡导积极婚育观念。

“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也会很关心爱情”“这是对爱情的
渴望”……去年底，喻丰在武汉大学进行了一场名为“恋
爱心理学”的讲座，当时的场景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画
面中，不少学生在教室外踮起脚尖、趴在窗口认真听讲。

喻丰认为，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很多高福利国
家结婚率、生育率依然不高，这似乎是一个现代化困
境。破解困境的途径之一是塑造一种更健康理性的婚育
文化价值观。作为高校老师，需要时刻了解大学生婚育
观念变化以及背后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做年轻人的
教育引导工作。他建议开展更多情感教育，让大学
生了解恋爱、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系，防止不良的社
会舆论对年轻人造成“脱敏”现象。

小魏同学对此十分认同。她认为现在一些恋爱综艺、
社会新闻关于婚育的内容呈现过于商业化、娱乐化、极端
化，“看完之后让人更不想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了”。

“应该在全社会重塑一种积极健康美好的婚育文化氛
围，加强尊重婚姻、尊重生育、尊重家庭的引导与教
育。”周宇香建议，从生命历程全周期的角度，在学校教
育中增加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增强青少
年对于生命历程各个阶段婚育知识的了解，普及相关
法律知识，倡导两性交友过程中互相尊重观念，塑造
新型婚育文化。倡导夫妻共担生育、养育责任的家庭
文化，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
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强化青年对情感生活、家庭
生活的尊重意识、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传递积极、
健康、美好的婚恋观、家庭观和生育观。

▶图表来源：《中国青年报》

青年是婚育行为的主体，其婚恋态度
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日前，《中国青
年报》 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的一项调查结
果显示，近六成受访者希望在 26—30 岁走
入婚姻殿堂。另一组数据，中青校媒就相
亲话题面向青年发起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44.84%的受访者接受相亲。

以上调查结果，的确颠覆了不少人的
直观印象。毕竟现实中，我国结婚率呈下
降趋势。民政部最新公布的 《2021 年民政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21 年我国结
婚率仅为5.4‰。一面是不少年轻人想步入
婚姻殿堂，另一面却是结婚率下降、结婚
年龄推迟，为何会有如此反差？

“想恋”的未必“能恋”，“想结”的不
见得“敢结”。带来如此反差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既有个体原因，如部分年轻人受到
个体主义影响，自我意识凸显，或对伴侣

的期待过于理想化而错过婚恋时机；也有
家庭原因，如父母、亲戚花式“催婚”“催
嫁”反而招致年轻人对婚恋的反感；还有
社会因素，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和不断上
升的婚育成本，令不少恋爱中的年轻人对
谈婚论嫁“望而却步”。

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则助推了年轻人
的婚恋焦虑。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
一代，对于婚恋的认知很多来源于网络，
而网上信息的海量化、碎片化特征，极易
使人对事物形成知觉偏差和刻板印象。近
几年，虚拟恋人等“恋爱代餐”在年轻群

体中风靡流行。如果一个人一味依赖网络
了解婚恋知识，一旦他走进婚恋现实，接
触到了生活的负面经验及大众传媒传播的
负面信息，很容易形成对婚恋的非理性思
维，进而出现“恐婚”情绪。

尽管现在年轻人在婚恋问题上有不少
烦恼，但我们仍要看到他们对美好爱情和
婚姻的向往。可以说，他们婚恋观中的很
多内容恰恰反映了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
如今年轻人择偶，看的是“三观”相同，
择的是趣味相近，很多人在选择另一半
时，更多考虑的是精神和情感的契合。舒

婷在 《致橡树》 中描绘的独立、平等、风
雨同舟的爱情观不仅是当下年轻人所追求
的，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变为现实。从近年
热播的爱情影视剧不难发现，“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观念很难在年轻一代中引发
共鸣，委曲求全或过于依赖另一半的行为
更会遭人鄙弃，而互相尊重和理解、相互
支持与进步的爱情成了荧屏主流，备受人
们追捧。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婚恋观，不能
简单拿来比较。对于当代年轻人婚恋观的
变化，我们应看到其中积极进步的成分，

对他们个人多元化的选择给予充分的包容
与理解。

当然，结婚成家，不仅是个人行为，
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政府有
关部门、家庭、学校、社会等要正视年
轻人在不同阶段的情感需求与期盼，一方
面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婚恋观，逐步缓解
婚恋焦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
给予更多支持指导，为他们遇见“对”的
人创造更好的条件与氛围，让“未恋”的

“能恋”、“恐婚”的“不恐”、“想结”的
“敢结”。

大学生婚育观念变化引发社会关注

塑造积极健康美好的婚育观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今年以来，一些青年研究机构、高校、
媒体针对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进行了相关调
查。结果显示，近六成大学生希望在 26-30
岁 时 走 入 婚 姻 殿 堂 ， 但 婚 育 的价值基础
已经发生变化，更看重婚姻的精神情感支持
功能。

中国正处于快速社会转型阶段，青年人的
婚恋行为及婚恋观念变化引人关注。大学生作
为当代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婚育态度更是
社会关注的重点。那么，大学生婚育观具体
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塑造青年人积极健康
美好的婚育观？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为年轻人遇见“对”的人创造更好条件
史志鹏

提高生育意愿的配套政策前五项
（支持的比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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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节日七夕，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举办婚
礼，让这美好的日子见证爱情。图为今年七夕新人们在重庆万州三峡恒
合旅游度假区参加集体婚礼。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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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阳孔学堂中华婚礼在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孔学堂举办，12对新人
身穿中式婚服通过合卺礼、解缨结发、共书婚帖等方式完成传统婚礼仪式。
图为新郎在婚礼现场为新娘整理发饰。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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