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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互 联 网 碎 片 化
认知，部分青年对婚恋产
生灾难化思维。互联网信
息 的 海 量 化 、 碎 片 化 特
征，导致深度思维能力弱
化，鉴别信息能力下降，
容易形成对事物的知觉偏
差和刻板印象。伴随互联
网的发展和普及成长起来
的“Z世代”青年，其对
于婚恋的认知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网络。他们零散化
和非系统的婚恋知识、碎
片化思维一旦与生活中的
负面经验、大众传媒中的
负面报道耦合，就会形成
对婚恋的非理性、灾难化
思维，进而出现“恐婚”
现象。源于现代生活时空
挤压，部分青年对寻找合
意伴侣产生无力感。在竞
争日益激烈和工作压力不
断加大的当今社会，高强
度的工作不断挤压着年轻
人的个人生活，造成了工
作与择偶之间的张力。“
白加黑”“996”“007”
已成为部分青年的工作和
生 活 常 态 ， 他 们 常 常 感
叹“累觉不爱”，下班之
后只想静静躺着。加之人
际交往圈子小，网络满足
了大部分交往需要，现实
社交需求减少，以及婚恋
信息不对称，商业化婚恋
服务平台公信力不足，都
增加了合意伴侣的搜寻难
度，延长了搜寻时间。多
重客观因素限制导致了部
分青年结婚意愿低，被迫
选择单身。

基于“宁缺毋滥”的
择偶观，部分青年对婚姻
匹配存在过高期待。择偶
匹配难是青年“不确定”
是否结婚的首要原因，除
了上述客观原因，对合意
配偶的过高期待是青年婚

恋 意 愿 低 的 内 在 主 观 因
素。很多青年对择偶持有
理想主义的态度，而当预
期与现实出现落差时，就
会哀叹：“找到合适的太
难了！”他们既注重“门
当户对”，也注重“内在
匹 配 ” ； 既 要 求 物 质 基
础，也要求三观契合；既
要求“颜值担当”，又盼
望 “ 有 趣 的 心 灵 ” 。 这
种“宁缺毋滥”的择偶观
造成了他们对伴侣的期待
过于理想化，从而可能错
失最佳恋爱结婚时机。

囿 于 婚 育 高 成 本 ，
部分青年对婚姻风险采取
理性规避的态度。随着社
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对子
女 的 普 遍 重 视 ， “ 恋 不
起 ” “ 结 不 起 ” “ 养 不
起”已成为横亘在“Z世
代 ” 青 年 生 活 中 的 三 座
大 山 。 一 项 关 于 “ 情 人
节”的相关调查发现，有
10.77%的“95后”依靠消
费 借 贷 过 “ 情 人 劫 ” 。
价 格 高 企 的 婚 房 、 天 价
彩 礼 、 奢 侈 的 婚 礼 等 结
婚 习 俗 使 得 年 轻 人 结 婚
动 辄 花 费 几 十 万 元 到 上
百万元。养育孩子的精细
化和教育孩子的高投入所
造 成 的 压 力 让 年 轻 人 直
呼“不敢生”，出现恐育
心理。“Z世代”青年关
于婚姻的态度更加理性务
实，对“成本—收益”的
权衡已成为婚姻决策的重
要因素。如果认为婚姻的
成本高于收益，为了规避
婚后可能面临的“婚姻不
幸福”“婚姻会带来诸多
麻 烦 ” “ 养 的 孩 子 不 成
才”等风险，降低和压抑
自身的婚恋意愿便成为他
们的选择。

基 于 “ 母 职 惩 罚 ”

，部分女性对婚姻产生抗
拒与犹疑。伴随着城市化
和市场化进程，女性同样
面临激烈的职场竞争。然
而，以家庭为主的子女照
料模式和不够完善的社会
公共服务体系，使得女性
不得不直面由于“母职文
化 ” 和 职 业 歧 视 而 造 成
的“母职惩罚”。“母职
惩罚”即女性因为母亲角
色而遭遇的求职、工作评
价、薪资、晋升机会等方
面 的 负 面 影 响 。 调 研 发
现，女性不想结婚的首要
原因为“不想生孩子”(占
比为68.83%)，对生育的犹
疑成为女性不婚的客观障
碍。另外，随着主体性不
断彰显，许多女性青年逐
渐突破传统性别文化的藩
篱，重新界定性别角色的
时代意蕴，以保持单身来
表现对传统性别角色和“
母亲角色”的抗拒。

4、何让年轻人“能
恋”“想婚”“敢婚”

提升个人婚恋素养，
使“未恋”的人“能恋”
。对于“懒婚族”来说，
不 仅 要 在 经 济 上 实 现 独
立，更要从心理上真正“
断乳”，走出舒适圈，才
能为寻求亲密关系腾挪出
心理上的空间，从而激活
进入恋爱和婚姻的动力。
同时，积极开拓人际交往
圈子，丰富业余生活，主
动学习与异性沟通的技能
技巧。对于“恐婚族”来
说，要理性看待直接或间
接的负面婚恋经验，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总结失败
经验，改变对婚姻“糟糕
至极”的思维和认知，消
除恐惧心理。对于“忧婚
族”来说，要设置合理的
自我期许和择偶标准，不
跟 风 、 不 攀 比 ， 摆 平 心
态，立足现实，重视婚姻
对双方精神滋养的价值，
如 重 视 双 方 价 值 观 的 契
合、兴趣和性格相投等标
准，勇敢追寻属于自己的
美好爱情。

以 体 系 化 婚 恋 教 育
为基础，让“恐婚”的“

不恐”。建立学校、家庭
和社区三位一体的青年婚
恋教育体系。一是建议教
育部门组织婚恋专家设计
课程，把婚恋教育纳入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从价值
观、知识、能力三个方面
设置初中、高中、大学阶
段相关课程。大中学校要
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
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让青少年形成
重视婚姻、重视家庭的价
值 观 ； 普 及 两 性 关 系 知
识，用系统性的教育消解
互联网碎片化认知，校正
关于婚姻生育的非理性观
念和灾难化思维。二是家
庭要发挥情感港湾的积极
作用，倡导夫妻和睦、男
女平等、情感和谐的优良
家教家风，增强青少年关
于婚恋的正向经验，激发
青少年对爱情、婚姻等情
感体验的向往。三是建议
社区会同专业社会组织、
婚恋专家开设青年婚恋课
堂、婚恋辅导等活动，提
高婚恋教育的可及性，提
升青年的情感经营管理能
力。构建“婚恋友好型”
的环境，让“想结”的“
能结”。一是由宣传部门
组 织 推 动 媒 体 、 文 艺 社
团、文化公司等打造积极
向 上 的 婚 恋 家 庭 文 化 精
品，组织进行最美家庭、
最美夫妻等评选活动，将
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图
景具象化，唤起青年基于
婚姻家庭幸福的积极情感
体验。另外，在全社会大
力提倡文明简约的“新婚
俗”，让恋爱婚姻摆脱功
利化色彩和不良习俗的裹
挟，让全社会以“缔结婚
姻=经济索取”为耻，让
青年摆脱“没房的人没资
格谈恋爱”的内外压力，
重归“两人携手，白手起
家”的美好图景。二是发
挥群团组织的优势，整合
民政部门、市场机构、社
会公益组织等平台资源，
建立健全婚恋交友信息的
大数据平台，探索开发具
备信息收集、科学匹配等
多功能的移动互联交友平
台，打造一批成本低、可
及性强、信任度高的公益

婚恋服务品牌，提供专业
化、精准化的婚恋服务。
三是政府要加强以“婚恋
友 好 ” 为 宗 旨 的 制 度 设
计，制定针对适婚青年的
公共性租房和购房优惠政
策；企事业单位要严格保
障职工的劳动权益，反对
职场过度加班文化，保障
职 工 的 休 息 权 和 休 闲 空
间；单位工会、共青团组
织可积极组织青年交友联
谊活动，丰富青年的休闲
文化生活。

一 是 提 供 “ 买 得
起 ” “ 买 得 到 ” “ 买 得
安 ” 的 普 惠 托 育 服 务 。
建议中央层面加强顶层设
计，出台政策支持清单，
采取托幼一体、社会机构
举办、用人单位自办、社
区嵌入等方式，构建多元
化、多层面的普惠托育服
务体系。系统化培养托育
从业人员，为托育服务提
供优质人才支撑。政府和
行业协会做好从业人员的
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从业
人员职业认同感。有关部
门加强对托育服务机构的
资 质 认 定 与 备 案 管 理 制
度、信息公开制度、质量
监管与评估制度的完善与
实施。二是完善以“女性
友好”为宗旨的生育支持
政策。完善婚姻生育相关
立法工作，延长男性陪产
假，设立弹性、可灵活执
行的父母均可享有的带薪
育儿假，引导男性更多承
担 养 育 职 责 。 改 变 现 有
的“雇主责任制”的生育
保险费用承担模式，在所
有用人单位都缴纳生育保
险费的基础上，加强政府
统筹，促进生育成本的社
会共担，从而降低雇主的
生育保险负担，缓解职场
性别歧视。三是推进家庭
教育指导，塑造科学理性
的养育教育观。通过宣传
教育、家长课堂等途径，
积极宣传新型人才观和新
型家庭教育理念，反对过
度精细化、攀比型教养和
教育，杜绝教育中的“抢
跑”现象，降低养育成本
和教育焦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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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婚姻
“互联网世代”的年轻人在忧虑什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