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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不婚者并没有完全拒绝婚姻，“得一良人”“经济独立”是他们步入婚姻的敲门砖。
相敬相爱、忠贞不二是他们心目中婚姻的理想状态。男性理想的另一半是温柔、贤惠
的，而女性追求的另一半是上进、有担当的。颜值高、性格好是双方共同的诉求。

不婚者承认社会舆论对他们选择不婚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舆论对单身的诸多好处的宣
传、对婚姻的失败案例的分析，多角度传播了不婚理念，从侧面加深了不婚者的坚定
程度。不过不婚究竟好与坏，仍需不婚者权衡利弊、自作判断。

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和发展，婚姻逐渐从公共制度变为奢侈的个性化艺术品。近年来结婚
率不断下降，离婚率不断走高，人们从被动地无法选择配偶转向主动地追求个人发展。
伴随着社会包容性越来越强，人们思想越来越独立，结婚不再是当代人的必修课。

深入探究不婚背后的原因，主要表现为渴望自由独立的主动不婚和经济、个人、家
庭等条件造成的被动不婚。其中，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30岁以上女性更偏向于主
动不婚，她们实力够、底气足，更有自信面对不婚带来的压力和负面影响。

每4个单身的人就有1个可能是不婚者，他们学历高、收入高，思想独立、严于律己，
在享受单身的同时又不排斥恋爱，形成一种“单身者自洽”的状态。从个人角度而言，
不婚大多是出于对婚后琐碎和感情变质的恐惧。总之，不婚有自由，也有孤独，为抵御
不婚带来的“老无所依”，不婚者大多选择从身体健康和个人财富等方面充实自己。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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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样本说明

调研概况 在线定量&定性调研

调研方式 在线调研

调查对象

1. 年龄20岁至45岁

2. 单身人群整体：目前处于单身状态（包括未婚、丧偶、离异）

3. 不婚人群整体：未来短期和长期内均没有结婚打算

问卷投放区域 全国覆盖

问卷投放时间 2021.07

样本总量 3893

调研样本说明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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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说明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城市级别划分标准

一线城市 上海 北京 深圳 广州

二线城市

（包含新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成都市\杭州市\重庆市\武汉市\苏州市\西安市\天津市\南京市\郑州市\长沙市\沈阳市\

青岛市\宁波市\东莞市\无锡市

二线城市：昆明市\大连市\厦门市\合肥市\佛山市\福州市\哈尔滨市\济南市\温州市\长春市\石家庄市

\常州市\泉州市\南宁市\贵阳市\南昌市\南通市\金华市\徐州市\太原市\嘉兴市\烟台市\惠州市\保定市

\台州市\中山市\绍兴市\乌鲁木齐市\潍坊市\兰州市

三四线城市 除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外的其他非五六线城市。

名词释义

坚定不婚人群 未来短期和长期内均没有结婚打算，且想法极为坚定的人群。

非坚定不婚人群 未来短期和长期内均没有结婚打算，且想法比较坚定或犹豫不定的人群。

主动不婚 因追求的提升和观念的改变，选择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追求个人发展而主动地放弃婚姻。

被动不婚 由于个人条件、家庭条件、地理位置等诸多不利因素而丧失择偶条件，被动地无法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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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婚姻从公共性制度逐渐演变为奢侈的个性化艺术品
从原始社会到近代，伴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婚姻逐渐从维系社会稳定、延续社会财富的制度慢慢演变为个人利益和

个人幸福的体现，从社会的产物转化为个人的产物。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1850前：制度婚姻
满足人最基础的生活和生殖需求

1850-1965：友伴婚姻
婚姻的重心逐渐转向亲密和性的
需求，注重爱与陪伴

1965-至今：自我表现婚姻
注重婚姻中的自我表现空间，需要得到
尊重、自身的成长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1

2

3

一夫一妻制

打破了社会等级制度，

有利于人才资源的流动

和发展

近代

自由竞争
没有婚姻的概念，
以男性为主导争夺
社群内的交配权

原始社会
走婚

女性因掌握繁衍的主

动权而掌控社群资源，

男性在不同社群之间

游走

一夫多妻制
婚姻是社会财富的象征，
是少数人的权利；婚姻
使得家庭和家族的财富

得以延续

家庭的诞生

开始形成稳定的小群体，

男女两性分配模糊，目

的在于繁衍人口，促进

生产生活

父系社会母系社会 古代

自由恋爱
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
更顾及个人利益和个人
享受，不再看重社会稳

定和财富传承

现代

婚
姻
形
式
的
演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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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婚姻现状-结婚
虽不放弃，但也不将就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自2014年至2019年，我国内地结婚人数及结婚率不断走低。究其背后的原因，从客观角度来讲，适

婚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生活成本和压力不断上升，婚姻对现代年轻人来说成为了“奢侈品”；从主观角度而言，人们的思

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对婚姻的要求也有所提升，人们不愿意将就，但也从未放弃追求理想的婚姻。

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20》，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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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适婚人数总量下降

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1‰下降到
1997年的16.6‰，至2019年仅为10.5‰。
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导致目前
结婚适龄人数不断降低。

婚姻观念发生改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外来文化的引进，“80
后”、“90后”的婚姻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晚婚甚至是不婚，社会的
包容度也在逐渐提升。

生活压力不断涌现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不断发展的经济也影响了
年轻人的婚姻选择。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生活
成本飙升，市场竞争激烈，很多人反映“结不
起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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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婚姻现状-离婚
与其相互纠缠，不如各自欢喜
2014年至2019年，离婚人数和离婚率持续升高。总体来看，人们对个人幸福和个人发展的追求更为突出，不愿对问题婚

姻继续纠缠下去，而是勇敢地选择回归单身，让彼此安好。

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20》，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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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主张追求个人幸福

对婚姻中出现的矛盾及问题，现代人不再选择
将就，而是更多地为自己着想，勇敢地说
“不”。同时，社会也对离婚现象越来越包容，
主张年轻人自由选择追求幸福的权利。

女性地位得到提升

新一代女性自身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突出，
独立意识也逐渐增强，不再需要依赖男性以获
取经济来源，而是有更多的空间来追求事业的
发展和精神的丰富等。

对感情的忠诚度低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
人”，而现在随着社交软件的普及，人们的接
触面不断拓宽，对婚姻的忠诚度也逐渐降低，
越来越多的人向往更开放的情感关系。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5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