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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家庭的纽带，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
家庭和谐事关民生幸福和
社会稳定。“Z世代”(指
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
代人，也被称为“互联网
世代”)青年是未来10年结
婚的主力军，他们的婚恋
意愿值得关注。鉴于此，
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
题组针对2905名18～26岁
的未婚城市青年，通过问
卷 调 查 、 深 度 访 谈 等 方
式，围绕他们如何看待恋
爱与婚姻，婚恋意愿的背
后存在哪些担忧等进行了
深入调查，并就如何帮助
他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婚恋
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中秋、国庆，连着两
个节日，26岁的小顾都被
妈妈催婚了：“你怎么还
不谈恋爱？跟你同龄的人
都恋爱结婚了，有的孩子
都会打酱油了，你还不紧
不慢的。别挑来挑去，最
后只能挑别人剩下的。”
小顾过节的好心情一落千
丈，跟妈妈争吵起来：“
非 要 把 我 说 得 那 么 不 堪
吗 ？ 身 边 很 多 人 跟 我 一
样，都没谈恋爱。想什么
时候恋爱和结婚是我的自
由，不要再催我了！”

这样的催婚在许多家
庭不断上演，成为两代人
冲突的一大主题。这也反
映出随着时代变迁，青年
的婚恋态度已发生较大变
化。出生于1995—2009年
间的青年，作为“互联网
世代”，他们的婚恋观是
怎样的？面对婚姻，他们
在忧虑什么？

1、恋意愿成青年婚
恋观一大特征“结婚这件
事，父母比我更急，老催

我，催得我都从家里搬出
来了。”“我还没享受够
单身生活，想先把工作搞
好，再买套自己的房子，
结婚的事之后再说。”“
我 不 想 将 就 ， 但 是 想 找
一 个 合 适 的 人 结 婚 挺 难
的。”“我还没有正经谈
过一个对象，影视剧和社
交媒体对我的择偶观影响
比较大。”　…………

婚 姻 是 一 件 人 生 大
事，“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价
值观。而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徘徊在婚姻殿
堂 之 外 ， 结 婚 年 龄 的 推
迟、青年的低婚恋意愿(不
想恋爱/结婚，不确定会不
会恋爱/结婚)已成为全社
会的隐忧。

调 研 中 ， 对 “ 你
将 来 会 谈 恋 爱 吗 ” 的 问
题，12.8%的青年选择“不
谈恋爱”，26.3%的受访者
表示不确定。对于“你将
来会结婚吗”，25.1%的青
年选择“不确定”，8.9%
的青年选择“不会结婚”
，即有34%的青年不再认
为结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
事。此外，有近三成受访
青 年 从 未 谈 过 恋 爱 。 调
研发现，作为未来10年结
婚的主力军，“Z世代”
青年结婚意愿呈现下降趋
势。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
世 界 婚 姻 数 据 预 测 ， 到
2030年，我国20～29岁处
于婚姻状态的人群比率为
69.2%，将比2013年下降8
个百分点。

进一步分析发现，女
性的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
性。女性表示“不结婚”
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
的人数占43.92%，比男性
多出19.29%。女性表现出

更 加 强 烈 的 婚 姻 犹 疑 态
度。而在对恋爱态度的调
查中，并未发现这种性别
差异。这说明在婚姻这件
事上，女性的态度更加谨
慎。经济发达地区青年选
择“不会结婚”的比例占
14.4%，比小城市青年高出
7.7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
越发达，主动选择单身的
人越多。一项统计数据表
明，我国结婚率最低的省
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
市和浙江省。随着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低婚恋意
愿的青年人群还可能继续
增加。

2、婚恋意愿青年，
他们在想什么

被现实障碍所困的“
忧婚族”。一位受访青年
说：“在大城市，年轻人
只有两类，有房的和无房
的。无房的人怎么能拥有
美好的爱情呢？”这句自
嘲，代表了一部分“忧婚
族”的心理。这些青年因
现实中较高的婚育成本而
感到忧虑和无助，进入婚
姻 的 意 愿 无 形 中 受 到 抑
制。中国人一向追求安居
乐业，婚房成为当下一些
人眼中结婚的标配，房产
压力成为青年选择婚姻时
的一大障碍。中国青少年
研究会一项针对北京青年
的调查显示：在有恋爱对
象而未婚的青年中，双方
均无房产的比例为64.62%
。

本次调研显示，在影
响结婚意愿的原因中，青
年选择“结婚的经济成本
太高”的占46%。另外，
选择“生育养育孩子成本
太高”的占56.2%，位列
影响结婚意愿的第二位。
对生育养育成本的忧虑，
让很多年轻人对婚姻望而
却步。“结婚？要考虑彩
礼 、 酒 席 、 房 、 车 、 孩
子，这八个字就把我难倒
了。”网友戏谑的发言道
出了这些“忧婚族”的忧
虑。

把婚姻标签化的“恐
婚族”。网友小周说：“
爸妈问我，为什么不想恋

爱结婚？我说害怕啊，害
怕恋爱会分手，婚姻会失
败，生孩子受罪，婆媳关
系 难 处 理 ， 教 育 孩 子 太
累 … … ” 以 小 周 为 代 表
的“恐婚族”，对婚姻有
较 多 负 面 认 知 和 预 期 偏
差，充满恐惧和焦虑。他
们“谈婚色变”，有些人
甚至没有勇气恋爱。调研
显示，在影响结婚意愿的
原因中，青年选择“不相
信婚姻”的占30.5%，其中
女性占73.4%，女性“恐
婚”者比男性更多。这些
青年对婚姻的负面认知有
些是来自本人或父母亲友
糟糕的婚恋经验，也有些
来自大众传媒对婚姻恶性
事件的报道。例如，一位
受访者谈道：“我无法想
象结婚后的自己，像爸爸
妈妈那样吗？吵吵嚷嚷，
相 互 嫌 弃 怨 恨 着 过 一 辈
子？”还有人说：“看看
网上多少杀妻骗保案，多
少离婚杀人案吧，这些新
闻看多了哪敢结婚啊！”

对 婚 姻 持 “ 佛 系 ”
态度的“懒婚族”。还有
一类青年，对恋爱、结婚
并不排斥，但他们并不会
为了寻找“另一半”特别
努力，而是持一种随遇而
安的态度。小李表示：“
我不会为了结婚就到处相
亲。也许未来我会遇到那
个合适的人，一起携手步
入婚姻的殿堂，但如果找
不到，我也可以一个人生
活。”高压力的工作和学
习、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耗
费了青年大量的精力，他
们没有时间和耐心投入到
恋爱和结婚中。调研中，
选择“觉得自己没时间没
精力结婚”的占34.5%。另
外，在影响结婚意愿的原
因中，青年选择“找到合
适的人很难”的占60.8%
， 位 列 第 一 位 。 没 时 间
再加上成功的概率不高，
很多青年选择了“佛系”
的婚姻态度。还有一部分
青年沉浸在原生家庭的保
护中，现有生活的安逸消
磨了他们追求婚姻幸福的
动力。网友默默说，“从
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爸

爸 、 妈 妈 、 哥 哥 的 呵 护
中，我觉得待在家里就很
好。他们劝我多出门参加
活动，主动去结识一些异
性，但我懒得去。”

对 婚 姻 祛 魅 的 “ 不
婚族”。现代化和城市化
的快速推进提升了青年个
体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互
联网蓬勃发展增强了青年
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
他们在婚恋方面的态度发
生变化，很多人不再视“
结婚生子”为人生必经历
程。有的青年向往自由和
无拘无束的生活，认为有
趣的单身生活胜过将就的
婚姻。这些“不婚族”将
单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
于个人事业发展与兴趣爱
好 中 。 调 研 中 ， 当 被 问
及 “ 不 想 恋 爱 ” 的 原 因
时，选择“一个人很好，
谈恋爱很麻烦”的比例为
74.8%。“我不希望有人
影响我的情绪，不希望在
我很忙很累的时候，还要
去应付另一个人的喜怒哀
乐。”“自己名下有房，
口袋有钱，这才是实实在
在的安全感。结婚不是一
个必选项，更不是安全感
的来源。”这些言论道出
了 一 些 “ 不 婚 族 ” 的 心
声。

3、什么让年轻人在
婚姻殿堂前徘徊

基 于 个 体 主 义 价 值
观，部分青年过于重视对
个 人 价 值 感 的 追 求 。 个
体 主 义 最 大 的 表 征 是 期
望“为自己而活”。“Z
世代”青年深受个体主义
影响，他们注重自我的情
感认知、心理体验、精神
需求和价值实现，不仅个
性鲜明，而且自我意识凸
显，独立性更强。在个体
主义价值观导向下，这些
青年在婚恋中的独立意识
更强，注重自我感受及自
主选择。如果婚姻不能提
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
影响到个人自我价值的实
现，他们就不愿意接受和
选择婚姻。

面对婚姻
“互联网世代”的年轻人在忧虑什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