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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情人节”。对很多单
身人士来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虐狗”时间。
单身汉这么多，有着相当现实

的原因。尽管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
已经连续 7 年下降，但“男多女少”
的现状仍十分突出，未来将有约
3000 万名男性面临着“打光棍”的
窘境。原本相对稳定的婚姻平衡市
场，因为多出数千万男性而变得拥
挤，多出的男性被挤压出去，被迫
成为光棍，从而形成了“婚姻挤
压”的现象。

近 年 来 ， 中 国 各 地 的 “ 光 棍
村”时常见诸国内外媒体，到国外

“买新娘”等违法行为也频频发生，
由男女比例失调引起的婚配问题，
正在危害社会稳定，也在危及人口
生态安全。

事实上，受到损害的不仅是男
性。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

“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观
念，再加上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
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
为，女性生育权存在被剥夺的现
象，妇女身心健康也受到了损害。

男多女少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影
响？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在性别
失衡较严重的地区，父母往往愿意更加努力工
作，希望通过财富增加来提高孩子的竞争力。而
这些地区也会有更多人愿意创业，谋求更大回
报，这就变相推动了GDP增长。然而，这种带不
来社会整体幸福感的增长，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

解决“光棍难题”，终究要从根源上入手。随
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中国男女人口性别比失
衡的局面有望逐渐得到缓解。不过，围绕男女平
等的观念普及、政策帮扶仍需持续推进。一方
面，应当大力宣传社会平等，完善法律体系，制
止就业等方面的歧视行为，保护女性公平就业权
利；另一方面，应当解决计划生育女孩家庭的养
老保障、孩子成才成长等方面的困难，提高女孩
及女孩家庭的发展能力。此外，也要打击非正常
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行为。

“治标”不易，“治本”如何破题

“如果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缓慢，不排除会对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
整；要扭转重男轻女观念，关键是提高城镇化、工业化、教育水平。”

为了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现状，2002年11月，《关于禁止非医学需
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颁布施行，对胎儿性别鉴定
予以明确规范禁止。从2009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
开始，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等联合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使得该类
案件高发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在翟振武看来，由于现有制度不完善和检测技术发展，胎儿性别鉴定越来越容
易，检测双方的“你情我愿”也增加了有关部门的对“两非”的监管难度。

王广州对此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为查处“两非”、保
障妇女权益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建立出生性别比治理联动机制，加强卫生计生、药
监、公安等部门合作，通过“全国一盘棋”的联防群治进行综合治理。三是搭建数
据共享平台，建立出生性别比预警机制。他特别强调，要强化统计监测在综合治理
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明确卫生计生、公安、统计、教育、民政等部门的数据统计职
责，最终实现人口数据的跨部门共享和预警监测。

2013年末，中央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对降
低出生人口性别比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广州分析，一部分第一孩是男孩的家
庭，第二孩更愿意生女孩，或者对孩子的性别已不那么在意，相对而言，更多的女
孩能被生下来。

不过，有人口学家同时表示，如果未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幅度缓慢，
不排除会对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一定程度以后，继续下降的难
度更大。”翟振武说。根据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年）》 设定的预期目
标，到 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小于等于 112，到 2030年稳定在 107。也就是
说，即便一切顺利，离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的时间还有13年。接下来，中国社
会不仅要消化因前30多年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累积的老剩男，还要面对未来13年可
能产生的新剩男问题。

更多专家指出，要实现这个预期目标，扭转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重男轻女”
的传统观念，真正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是治本之策。

2003年4月，“关爱女孩行动”启动；2013年，“圆梦女孩志愿行动”启动……这些
活动旨在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女孩一对一的长期公益性帮扶，唤起全社会对女孩的
关注。

“目前男女平等的观念还很薄弱，男娶女嫁、从夫居、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要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才能逐步改变。”翟振武说，对于性别失衡
的重灾区农村，各级政府应该加快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走机械化、现代农业之
路，减轻因强度体力劳动而产生的男孩偏好。同时，还需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
度、养老体系建设、女性就业平等等制度设计。

“我们要教育好下一代人，培养男女平等的新土壤。当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发
生变化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会逐渐正常，‘剩男危机’才能得到解决。”翟振
武说。

“男多女少”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国都
不同程度地存在性别失衡现象。例如韩国出生人口性
别比就曾偏高，印度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孩死亡率
都出现了偏高现象。为此，韩国和印度采取了一系列
治理措施，“男多女少”现象得到了一定控制，女性地
位也得到了较大提升。据报道，韩国2013年出生人口
性别比为 105.3，创下韩国自 1981 年以来的最低纪
录，出生性别比已趋于平衡。

法律保护：提高妇女地位

早在1994年，印度国会就通过《产前性别诊断技
术法案》，将利用超声波技术检查胎儿性别定为违法
行为，规定只有在政府部门注册的诊所才可以以医
学治疗为目的对胎儿性别实行鉴定。1996 年，印度
政府又明令禁止流产健康女胎。2002年，印度政府加
大对 《产前性别诊断技术法案》 违反者的处罚力度，
规定首犯者最高可判 3年徒刑，第二次可判最高 5年
徒刑。

2005年，韩国判定户主制“不符合宪法”，为结束
男尊女卑迈出了决定性一步。此外，韩国妇女发展
基本法为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起到了坚强的法律保
障作用。韩国男女平等雇佣法、家庭暴力特别法等
在保障女性权益、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方面起到积极
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法规非常注重操作
性和可行性。

同时，韩国、印度以及南非和北欧国家均设立
了专门的性别平等机构，制定专门政策，并为政
策实施和运行提供资金支持，使妇女地位得到了
较大提高。

文化宣传：改变社会观念

韩国的户主制在婚姻、家庭和子女的姓氏继承方
面长期歧视女性。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
程以及对男女平等的广泛宣传，韩国性别比例失衡现
象近年来得到明显好转。

韩国在政府、社会、公民的共同参与下，通过成立
专门的性别平等机构和广泛宣传，注重改变重男轻女的
传统生育文化，倡导性别平等意识。通过政府引导，韩
国开始形成全社会关注女童和女性的社会氛围。

印度政府定期在社区举办讲座、放映电影、召开
讨论会，使“生男生女都一样”的道理逐渐深入人心。

各界参与：扩大影响范围

韩国针对性别失衡的治理主体除了政府外，还包
括其他各种公共组织、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私人
组织、行业协会、科研学术团体和社会个人等。韩国
相关非政府组织较多，且影响范围广泛。

韩国女性团体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并不定
期地举行各种研讨会，以各种形式将最新的思想与民
众分享。最典型的例子是由 25 个女性团体联合组成
的“21 世纪女性研究会”，这是一个由政界、学术
界和文化界等社会各阶层女性共同组成的较宽松的联
合会。

此外，韩国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达到世界
一流。韩国女子大学影响很大，梨花女子大学和淑明
女子大学均为世界较著名的女子高校。受教育水平的
提高也促进了韩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韩国印度这样治理“男多女少”
本报记者 王 萌

■ 他山之石

未来1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约多100万人；未来30年内，3000万适婚男性找不到对

象。专家表示，中国已进入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型社会——

3000 万“剩男”跟谁结婚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深阅读■ 深阅读

刚过完农历鸡年元宵节，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南社村村民张
进春就张罗着办那件悬在他心里很久的事情：“儿子开年就 25
（岁）了，得赶紧把他和县北边李家姑娘的婚事定下来。”在西方
“情人节”到来的前两天——2月12日，老张跟李家约好上门定
亲。这天，老张和老伴从窑洞里屋的木柜子里翻出存有10万元的
银行卡，再提着早已备好的烟酒等礼品，去见未来的亲家。当了
一辈子农民的他感觉自己像上了战场，“村里好多30好几的小子还

‘打光棍’咧，这事今儿必须办成。”
老张着急儿子的婚事也是很多中国父母这些年的隐痛，因为

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儿子娶不着媳妇。“保守估计，中

国未来30年将有大约3000万男人娶不到媳妇。”中国人民大学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

为什么中国男性越来越多，女性越来越少？国务院1月25日
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和国家卫生计生委2
月6日印发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给出了一致的
回答：这都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
衡惹的祸。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它对社会
稳定有何危害？政府将如何帮助这3000万光棍走进婚姻殿堂？本
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名人口学、社会学专家。

中国近年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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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剩男”从何而来

“我国已经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
持续攀升过程，如此累积的结果是，未来 30 年
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
3000万人，矛盾或将集中爆发。”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
响，中国男多女少的情况一直存在。没想到的
是，最近几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末，中
国大陆男性人口 70414 万人，女性人口 67048 万
人，男性比女性多出 3366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02 （以 女 性 为 100）， 出 生 人 口 性 别 比 为
113.51。另据统计，“80 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
为 136 比 100，“70 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
206比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中国适婚人群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的性别比失
衡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失
衡，这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中
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
学会会长翟振武说。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正常情况
下，每出生 100 个女孩，相应会出生 103—107 个
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
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
常值为103—107。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
性别比持续偏高。翟振武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
强烈的男孩偏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追求生男
孩的观念一直存在。二是现代技术条件的发展，
使得生男孩变得容易。他说，小型化、现代化的
超声波检测技术，能够在女性怀孕14周到16周时
检测出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使得很多想生男孩的
家庭更容易实现愿望，如果检测出是女孩，很多
家庭会选择让孕妇人工流产。

正是因为超声波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
发展，再加上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造成了中国出
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高、持续时间长、波及人口
多的现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
别比最高时达到121.2，有些省份甚至达到了130。

“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造成的一个最大的社
会问题是‘剩男危机’或‘光棍危机’。”翟振武
说，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持续出现全
国范围的出生男婴数多于女婴数的情况，以此逐
年累积，按照估算，未来 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
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 3000万人。另外，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
广州领导的课题组向本报记者提供的预测数据，
2020 年，35 岁至 59 岁的未婚男性在 1500 万左右，
2050年接近3000万。

2010 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在对全国 28 个省份共计 369 个行政村进行调查
后，发布了 《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
术报告》。报告预测，2013 年后，中国每年适婚
男性过剩人口在 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 120 万
男性找不到初婚对象。

“除非这些适婚男性都选择与比他们年龄大的
女性结婚，否则，如果他们都在自己年龄段内
及其以下的年龄段找对象，中国未来就会多出
接近 3000 万‘剩男’来。”翟振武说，这还是
以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前提。如果今后出
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幅度缓慢，中国的“剩男”
数量还会增加。

“剩男危机”“危”在何处

“‘丁男’沉积在低文化、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将加剧中国
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同时还会威胁中国的人口生态安全。”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性别失衡问题将是影响
中国人口结构均衡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隐患。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由隐性走向显
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引发‘婚姻挤压’现象。”王广州领导的课题
组承担了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
预判研究工作。他解释说，“婚姻挤压”的通俗理解就是有一部分
人娶妻难或者说会打光棍。

王广州提供的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
示，中国35岁到59岁的男性人口未婚的比例大概在4%左右，“如
果一个男性到59岁还没结婚，基本上就属于终身未婚了，这是一
个非常大的数字，因为女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大概不到3‰。”

什么样的人会存在婚姻被挤压的情况？王广州分析，受教育
程度低的男性往往首当其冲。1990年，35岁到59岁的、小学及以
下文化程度的未婚男性占未婚男性总数的 12.7%。2010 年，这个
比例接近15%。

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也可能成为“剩男”。有社会
学者按照“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社会观念总结了一种梯度
婚配模式。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进
行排序，按照该模式，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
最后剩下的是甲女和丁男。然而，和“剩女”多为个人选择不
同，“剩男”是被动单身。按照《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
术报告》，受到婚姻挤压的“剩男”或者“丁男”更多地集中在西
部地区文化水平低、收入少的男性上。

“剩男问题的实质是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农村贫困地
区、贫穷家庭以及城乡的贫弱男性具有较高的陷入‘光棍危
机’的风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本
报记者说，人口性别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婚姻市场，但更
关键的影响因素是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刺激
并加剧落后地区天价彩礼、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
的发生”。

此外，王广州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女性“赤字”和低生
育率将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中国人
口老龄化进程。

有社会学家认为，10至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
别挤压”将日益严重，男性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女性将更难就
业。从长远看，光棍的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也是一大问题。南
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剩男危机”的深远危
害，不亚于20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 短评
解
决
﹃
剩
男
危
机
﹄
要
先
破
﹃
重
男
轻
女
﹄

刘

峣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