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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

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

稳定。 

但近年来，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中国人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

多了。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

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

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

“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

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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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影响，并提出建议。 

1 中国婚姻现状 

1.1 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

离婚率持续攀升、初婚年龄推迟。具体来看， 

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 2013 年开始下滑。2013-2020 年，我国结

婚登记对数从 1347 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 813 万对，2020 年同比下

降 12.2%；粗结婚率从 9.9‰降至 5.8‰。其中，《2019 年民政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 年初结婚人数从 2386 万降至 1398.7 万人，

再婚人数从 307.9 万升至 455.9 万人、复婚对数从 29.9 万对攀升至 61.9

万对。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25-29 岁接替 20-24 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

“主力军”，高年龄层段（40 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05-2019

年，20-24 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 47.0%降至 19.7%，25-29

岁从 34.3%升至 34.6%，30-34 岁、35-39 岁、40 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

比分别从 9.9%、4.9%、3.9%增至 17.7%、8.1%和 19.9%。 

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1987-2020 年，我国离婚登记

对数从 58 万对攀升至 373 万对。2019 年同比增长-7.7%；粗离婚率从 0.5‰

攀升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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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下滑越明显 

2013 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与 GDP 大体呈负相关关系，也受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因素扰动。具体来看， 

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2020 年上海、浙江、

山东、福建、广东、河北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上海、浙江、山东排名

倒数前三，分别为 3.7‰、4.3‰和 4.8‰。此外，北京结婚率 5.2‰，在

全国排名倒数第七，低于全国平均 5.8‰水平。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2020 年西藏自治区、青海、贵

州、甘肃、云南、宁夏回族自治区、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全国平均水

平；其中，西藏自治区、青海省、贵州省、排名前三，分别为 9.2‰、8.8‰

和 8.0‰。 

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中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分别为辽宁、

上海、山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老龄化严重的省份，适婚

年龄人口相对较低，如果长期存在人口流出，则导致结婚率下滑更加明显。

山东、辽宁结婚率分别为 5.3‰和 5.9‰，全国排在倒数第三、七位；

2013-2019 年山东结婚对数下滑超 45%。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省份，结婚

“主力军”相对较高；四川、重庆、安徽结婚率分别为 6.4‰、6.6‰和

7.7‰。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率，往往经济发展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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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高。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

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黑龙江、吉林、辽宁离婚率分别为 4.0‰、4.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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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社会包容 

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受教育年限增加引发“初婚

推迟效应”。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2019 年博士在校学生数 32.67 万人

增至 42.42 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 158.47 万人增至 243.95 万人，硕士

及博士学历占比 10.81%增至 14.06%。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

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由 1982 年的 5.3 年提高到 2020 年的 9.91 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

1990 年的 22.0 岁上升到 2016 年的 25.4 岁；男性同期从 24.1 岁上升到

27.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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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8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