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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发布

大学生结婚意愿高于预期，但为何走向“个体式婚姻”
文  / 高佳  来源 / 界面新闻

随着各省份陆续公布 2021
年统计数据，一些新的人口变化
趋势引发关注。

截至 2022 年 5 月，中国已
有 31 个省份公布了 2021 年人口
大数据，其中 11 个省份的人口
出现自然负增长，5 个省份首次
转负。而此前民政部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1 年中国结婚登记数
为 763.6 万对，创下自 1986 年
以来公布结婚数据的历史新低。

1987 年， 荷 兰 学 者 Dirk 
van de Kaa 提出“第二次人口
转变”的概念，用以解释生育率
为何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预测
在经典人口转变完成后，社会整
体人口结构的走向以及个体家庭
行为的变化。

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
与发展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
究中心主任李婷及其团队调研撰
写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

（下称《报告》）发布，揭示出中
国第二次人口转变轨迹与青年群
体婚育观念的某些关联。

该《报告》抽取了 9775 份
受访者样本，他们的平均年龄约
为 20.3 岁，来自全国 30 所高校

（包括 4 所双一流高校，18 所普
通高校，8 所专科学校），覆盖
22 个省份的 26 个城市，受访者
中女性占比 50.95%。对受访者
的调查包含基本信息、婚恋意愿
和观念、生育意愿和观念、精神
面貌和婚姻观以及大学生互联网
参与五部分。

李婷及团队通过研究发现，
大学生对结婚和生育仍有期待，

“从总体数据来看，主流观念仍
然认为，婚姻是个体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人生阶段或人生选择”。但
她强调，这份报告最核心的发现
是，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眼中，婚
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
化。“他们不再认为结婚生育是
为获得保障，而更强调婚育对个
体的意义和价值。”她说。

研究同时指出，年轻人面临
的婚育阻力呈现出性别差异。“住
房和养育成本对大学生影响最
大。男大学生更在意婚育成本，
女大学生更在意自我发展机会。”
李婷解释 ：“这提示我们要考虑
统合两性需求的公共政策。”

APP 使用习惯
影响大学生婚育意愿？

 《报告》还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调查，

即通过三个维度，强度（大学生休闲上网

时长）、圈层文化（亚文化圈的参与、APP

的适用类型）、信息暴露（暴露于不同类

型信息的影响）来衡量大学生互联网参与

程度，研究其与大学生婚育观的联系，这

部分的研究发现能否带来启发，甚至改善

当前不甚理想的婚育率？

李婷认为，很多人说，研

究发现，习惯使用某

个APP 的人普遍生

育意愿低，那国

家是不是就要

把这个APP 关

停？研究这个

话题，并不是

把这作为治理

手段。而是想

探讨，传播技术

的变化究竟如

何影响人的婚

育观，又实际

对人的婚育观造成了

哪些影响。

之所以要关注大学生的互联网参与

状况，是因为研究的对象是“Z 世代青年”

（1995~2009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95 �”，“95 �”，

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和 70 �、80

�不同，他们更容易形成一种圈层化的文

化。这种圈层化既体现在他们有许多亚

文化爱好；也体现在因为去中心化的信息

分发机制，有不同偏好的人开始习惯使用

不同的 APP。这样的聚合越来越多，不同

APP 之间出现价值观念上的分化也越来

越明显。

研究发现，微博的使用与大学生的婚

育意愿存在负相关，虎扑的使用与大学生

的生育意愿存在正相关，使用豆瓣与女

性的生育意愿存在负相关，使用小红书与

女性的婚育意愿存在正相关。但李婷一

再强调，研究没有做严格的因果推断，《报，《报

告》还没有严格�明大学生 APP 的使用习还没有严格�明大学生 APP 的使用习

惯会影响其婚育观。

这部分研究想呈现的是，在不讨论因

果的前提下，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在互联

网上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圈层分化。

男女在结婚意愿上有何分别

 研究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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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大学生最大的顾虑为结

婚成本，女大学生受结婚阻力因素的影响更

大；在促进结婚意愿的因素上，男大学生看

重生命历程，女大学生更关注支持功能。

李婷觉得，男女在结婚意愿上的差别主

要出于对自身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的不同。男

大学生仍然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经济的支柱，

因此更在意结婚生育的经济成本。社会上

的普遍观念是，你只有足够成功，才能

养得起一个家庭，这也是男性对自己

的定义和要求。

从女性角度来说，伴随女性

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女性

对自己的定位也发生重要改变，

她们不再把自己定位为家庭照

料者，或家庭事务的承担者，她

们渴求并愿将自己定位为 bread 

winner（注：给家里挣面包的人）。

现在一些年轻女性不愿婚育，并不

是因为不想要家庭，而是面临着延

伸到公共领域的歧视，她们只能这样

选择。

男性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经济的支柱，婚

育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并不因为他们传统，

也不能说这是阻碍进步的观念。男性打破传

统性别规范的潜在成本其实远高于女性。如

果一名女性事业发展不太好，但把家庭照顾

得很好，人们不会觉得她失败。但如果一名

男性失业，只负责照顾家庭，社会对他的苛

责会更多。要改善这一问题，就必须考虑，

在制度上怎样保�女性在市场上不受歧视？

如何激励，才能使男性进入家庭领域？市场、

制度和个体的多方面协作，才能改善或解决

这个问题。

此外《报告》中提到，大学生的平均理

想子女数是 1.85 个，平均意愿子女数下降到

1.36 个。如何理解这一数据？李婷解释，在

研究中设置理想子女数这个指标是为了呈现

生育观念的转变。如果大学生理想子女数

在两个以上，可以说生育观念还是比较传

统，没有发生大幅度转变。如果理想子女

数低于二，说明他们的观念已经倾向于少子

化，对生育价值的认可发生了变化。

当把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两个指标

放在一起，研究看到两者的差异，两个指标

的差值代表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感知。比如，

在他的理想中，有两个孩子是最好的情况，

但现实中，他只想生一个。理想的生育为什

么没有实现？因为现实中有一些因素阻碍人

达到他的生育意愿。从政策角度来看，理想

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中间的差距，就是政策

可以发力的地方。

  通过研究，李婷看到，女性感受到的生

育阻力更大，女性明显面临个人发展与家庭

生育的冲突，相比之下，男性在这方面感受

到的冲突更小。同时，研究也发现，在风险

社会，人们对风险的感知程度有阶层分化。

城镇户口、双一流院校、东部地区、父母受

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抱有

更高期望，能够感受到的社会竞争压力更大，

反而感受到的生育阻力也更大。

青年人的婚恋观为何值得关注

 近些年，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下跌。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和 2021年的出生人口

数据来看，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那么乐观。

同时，网络上弥漫着低生育的情绪。如果

低生育欲望还将持续，那么中国的生育率

可能还没见底，还要持续走低。

生育之外，在婚恋方面，人们通常认

为中国是一个“普婚普育”（普遍需结婚

生子）的国家。从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

2015 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来看，已经差

不多完成婚育轨迹的人，确实呈现出普婚

的趋势，结婚率很高。但李婷及研究团队

想知道，随着代际更迭，今天的年轻人是

不是仍有“普婚普育”的思维，人们对婚

育的观念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如果结婚率持续走低，叠加低生育欲

望，人口形势可能比想象中更严峻，因此

在人口学角度，李婷认为，很有必要关心

年轻人的婚恋行为和婚恋观念。

再者，基于社会学角度，根据“第二

次人口转变”的理论，个体主义兴起，人

们将更多追求自我价值，婚姻不再是必需

品。在中国，家庭一直作为社会运作、社

会治理的基本单位而存在。李婷及团队想

观察，当青年的观念发生变化，从重视家

庭文化转向崇尚个体的价值和意义，那么

人们对家庭作为社会基础单位的信念，是

否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从人口和社

会两个角度出发，李婷及团队选择研究青

年人的婚育观。

“恐婚”“反婚”尚非主流

 《报告》发现，有 61% 的大学生表

示会结婚，有 30% 表示不确定，真正明

确表示不结婚的只有 7%。研究对象是最

年轻的一代人，他们的观念没有想象中那

么激进。

从总体数据来看，大家对婚姻的期待

没有太大动摇，也就是说，目前婚育观念

的主流并不是“反婚”，主流观念仍然认为，

婚姻是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

或人生选择。

青年对于婚姻观念的主流不是“反

婚”，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婚姻制度也

没有发生转型性的变革，年轻人并没有抛

弃婚姻。但研究发现，他们对待婚姻的

态度确实发生了发展性的变化，也可以说，

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发生了变化。

以前，很少人问为什么要结婚，是因

为自然觉得要有个伴儿。但现在的年轻人

中，这样的观点已经淡化。他们觉得结婚

生育不是为获得保障，而更强调婚恋、生

育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

在调查中，对于“为什么要恋爱”这

个问题，排名第一的答案选项是：“恋爱

可以让我们互相帮助与进步。”“为什么要

结婚？”最多的答案是：“需要有精神的

寄托及情感的交流。”“为什么要生育？”

被选择最多的选项是：“陪伴孩子成长是

重要且有意义的事情。”
扫一扫，

看大学生婚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