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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家了，绝不会像现在这么自由。”34岁的

丁浩（化名）在北京一所高校读博，住在宿舍，吃在食

堂，忙的时候做科研昏天黑地，闲下来了就叫上“驴

友”四处走走。如果不是家人偶尔催婚，他觉得这样

的生活也挺惬意的。

读博以前，丁浩在家乡沈阳一家电视台做技术

员，看到身边的同学纷纷结婚生子，他也曾十分焦虑，

积极相亲，但几段恋爱都无果而终。辞职读博后，他

的想法慢慢变了。“婚姻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舒服，

而不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他说，“现在时间和收

入完全由自己支配，不需要迁就任何人，我很喜欢这

种状态。”

27岁的白领张佳（化名）和男友已经恋爱7年，并

放弃了结婚计划。“每次一谈到结婚，就跟着很多麻烦

和问题，比如融合两个家庭、买婚房、生孩子，双方家

庭分歧都很大。”张佳说，后来她和男友达成默契，只

恋爱不结婚。

眼下，越来越多适龄青年选择不结婚，过着“一人

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

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在上世纪80年代做家庭调查

时，随机抽样中独居人口只占2%左右；而在2007年

做家庭调查时，独居人口已经上升至1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从2015年起，我国一人户占比逐年增加，已

经从2015年的13.15%增加至2019年的18.45%，我

国家庭正呈现单身化趋势。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不结婚是一种主动选择。在

一项“哪些原因让你不想结婚？”的网络投票中，获票

最多的选项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享受单身生活”。

对另一些年轻人来说，不结婚则是被动接受。一位受

访者坦言：“每天‘996’，哪来时间恋爱结婚？”

社交媒体上，“年轻人不结婚”话题引发广泛讨

论。网友纷纷表示：“单着不好吗？为何要去尝爱情

的苦”“每天都有恐婚新理由”“结婚才需要理由，单身

不需要理由”“找不到合适的绝对不将就”……

随着单身青年渐多，“单身经济”悄然兴起，单身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适和便利。面向年轻人的饭店

推出“一人份”套餐，单身公寓市场火爆，迷你小家电

和小型厨具持续畅销，甚至出现了“个人定制旅行”

“一个人的婚纱照”。

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仅813.1万对，连续第七年下降

结婚人数连年降
这届年轻人为啥不结婚？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曾代表

人们对爱情和美好人生的向往。然而，在

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传统的婚姻观正面临挑

战。民政部前不久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结婚登记仅813.1万对，连续第七年下降。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与父母辈相比，越

来越多“80 后”“90 后”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选

择。“30多岁了还没结婚”“20多岁了还母胎SO-

LO”等现象在年轻人中见怪不怪。

■ 新华社“新华视点”

记者马晓媛 李紫薇 高剑飞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对年轻人的

家庭生活，应尊重多元化、多样化的个

人选择，对独居人群给予更多的包容

和理解。

与此同时，结婚人数降低带来

的负面效应也应引起足够重视。结

婚和生育密切相关，结婚率降低会

影响人口出生率，进而影响经济社

会发展。

“结婚是家事也是国事，我们的社

会应该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婚育条

件。”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原新建议，要加大对适龄青年的婚育辅

导力度，保障他们在孕期、产假、哺乳期

期间享有的法定权益。

在完善社会政策的同时，社会还

应对年轻人加以引导，帮助他们树立

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和家庭观。专

家指出，一些年轻人受自身家庭因素

或成长环境影响，对婚姻提不起兴趣，

甚至心怀恐惧；对此学校、媒体等应当

加强教育引导，帮助他们去除偏见，抵

制负面的婚恋观念，形成积极健康的

舆论导向。

对那些苦于找不到对象的年轻人，

社会各方要努力为他们创造渠道，接触

更多适龄青年。专家建议，充分发挥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

织的作用，组织单身青年参加文体娱

乐、兴趣培养、技能提升、社会服务等健

康向上的集体活动，丰富青年交友择偶

的机会。

“对于因彩礼等结婚成本高而结

不了婚的人群，各方也要有所作为。”

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说，“社

会要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

一条线，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反对

铺张浪费，积极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

明乡风。”

专家认为，单身文化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背后

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

——社会转型使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婚姻成为

“选择题”。

李银河认为，单身群体的增加，与当前中国社会

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相关。在传统乡土社会，家庭

不仅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组建家庭是刚性需

求；但在现代社会，完全可以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

结婚变得可有可无，成为人生的一个选项。

“特别对于女性来说，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女性

如果不结婚就没有生活来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女

性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附男性，结婚意愿较

过去大大降低。”李银河说。

——社会教育水平大大提升，使结婚年龄不断

推迟。

“现在硕士毕业已经二十五六岁，博士毕业一般

就快三十了，如果工作几年就更晚。”山西省社科院

研究员谭克俭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年轻人更

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结婚在人生重要性上的排

序降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0年至2017

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

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

——社会对单身青年的包容度在提升。

多位受访者指出，与过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不婚者被视为异类相比，现在对婚姻的观念正变得更

加开放，晚婚、不婚、同居越来越常见，婚姻早已不是

人生的必选项，社会对不同选择也更加包容。

上海白领葛书怡自称“母胎SOLO”，即便一直单

身，她也觉得舒服自在。“即便一个人出去吃饭，也不

会有异样的眼光，甚至有的饭店还给你在对面放个娃

娃。”葛书怡说，“即便是父母和亲戚，好像也在慢慢接

受自己想一个人生活的想法。”

——结婚成本抬高，部分青年经济压力大。

39岁的山西泽州县南村镇人司小东（化名）感叹，

攒钱的速度永远都赶不上彩礼上涨的速度。当地现

在的标配是近20万元彩礼、在市里买房买车，加起来

要六七十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负担很重。“总是需

要再攒攒钱，拖着拖着，就快40岁了。每个村子都有

我这样的光棍，人数很多。”

为年轻人创造
更好的婚育条件为什么选择单身？越来越多适龄青年不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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