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还是不结？民政部的统计

显示，这一数据在不同地区有明显

的差异。

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

普遍较低，其中结婚率最低的5个省

市分别是上海、浙江、天津、江西和

山 东 ，其 结 婚 率 分 别 为 ：0.45% 、

0.61%、0.61%、0.62%、0.63%。相比之

下，结婚率最高的5个省份分别为贵

州、安徽、西藏、青海、河南，结婚率

均在 0.91%以上，而这些地区人均

GDP都相对较低。结婚率与经济发

展水平呈现相反的走向。

结婚率走低，年轻人怎么想？

在北京从事审计工作的于贤表

示，大城市节奏快，竞争激烈，“审计

行业加班出差是常态，没有时间约

会，也没有时间相亲”，恋爱都顾不

上谈，怎么可能结婚？这反映了不

少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面临的窘

境。即使是有稳定恋情的年轻人，

其中不少也表示不敢轻易“谈婚论

嫁”。上海白领徐珊直言，“生活成

本不断上升，结婚后又必然会考虑

生子和育儿的支出”，从个人到家庭

的转变并非易事。

经济发达地区房价相对高昂，

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年轻人步入婚

姻的步伐。于贤直言：“没有房子，

丈母娘肯定不愿意，住在合租房里

也有诸多不便。但是像北京这样的

高房价，35岁前难以买得起。”

此外，很多都市适婚青年表示

“宁缺毋滥”，不着急结婚。在南京

工作的陆子夫，有房有车有时间，但

他仍表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还

是要找到三观一致，能进行深层次

沟通的人，年龄不是决定性因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代际间

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对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晚

婚、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社会包

容度也在提高，婚姻不再是唯一的

选择。有分析认为，在未来的一段

时间内，受适婚年龄人口数量和结

构变化的影响，结婚率仍可能持续

走低。

文学创作走上了“快车道”，每年都有大

量的作品竞相问世。这种空前繁荣所带来

的琳琅满目和五彩缤纷，让人应接不暇，不

过在繁荣背后也存在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

现象。

当前文艺创作中的种种浮躁现象，特别

是那些抵不住利益驱使和金钱诱惑的“作者

们”，置操守和底线于不顾，视创作如生意，

十几天便可速成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巨

著”。不难想象，这种急功近利、胡乱拼凑而

成的“文学快餐”，其堆积出来的“文学作

品”，其低劣文字会让很多读者深受其害。

重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

峰’”的现象，必须要处理好“千篇一律”以及

“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那些金

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所谓“作品”，即便一时

能够蒙混过关、牟得可观的暴利，但必将被

时代大潮所淘汰。 (光明日报)

多重因素致结婚率逐年走低
专家提示可能影响未来经济发展，国家应及早重视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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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快餐”急功近利难走远
屡屡创新低的购房摇号中签率让一些急

于购房的人沮丧不已，但还有一些人似乎运

气特别好，频频中签。不管是限购限贷，还是

摇号，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打击投机性需求，

满足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是民生问题，

更是公平问题。要让这样的调控达到目标，

让政策善意被感受到，就必须保证制度的刚

性，并执行到位。

(钱江晚报)

摇号不能给投机者留下空间
青少年承载着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

寄托着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决不能让

他们陷入吸毒的深渊。要想让广大青少年真正

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主动防毒拒毒，有关部

门还要经常走进学校，用更多有效形式倡导孩

子们拒绝毒品、珍爱生命。教育部门和学校应

考虑将禁毒预防教育纳入学生的必修课，列入

学校教学任务考核，使毒品预防教育真正扎根

校园。 (北京青年报)

让毒品预防教育扎根校园

“男大当婚、女大

当嫁”，这一中国传统

理念正悄然发生变化。

民政部公布的一

组数据显示，2018年第

一季度全国的结婚人

数 301.7 万对，同比下

降 5.7%，其中上海、浙

江、天津等经济发达地

区结婚率普遍较低。

如果与 5 年前同期结

婚人数的高位428.2万

对相比，2018年一季度

已 经 下 降 了 29.54% 。

专家分析认为，适婚人

口数量下降、婚龄推

迟、城市化进程加快都

是结婚人数不断下降

的原因。

【现象】
结婚率逐年走低

面对逐年下降的结婚人数，多位专

家表示，这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产物，社会应多尊重多元化、个性化的

个人选择，予以年轻人更多选择空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

究中心主任石智雷认为，地区经济条件

越好，对单身和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也

越宽容，“发展水平越高，社会越多元

化。不结婚、单身或者离婚，都是个人

选择。”

陆杰华认为，“80后”“90后”跟“60

后”“70后”明显不同。“经济的发展带来

收入增长，互联网提高信息化水平，更

多年轻人看到了外面社会的变化，了解

到世界的发展。对他们而言，结婚生子

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经历，而是个人选择

的结果。”他认为对于随着社会发展出

现的改变，人们应当转变思想，与时俱

进，应对推迟结婚、事实婚姻、不婚等给

予更多宽容。

然而，相比 5 年前，结婚人数下降

126.5 万，这一变化仍值得政府层面关

注。陆杰华说，在我国，结婚和生育密

切相关，西方国家常见的未婚生育和事

实婚姻等，在我国尚未得到承认。因

此，结婚率降低会影响生育率和出生

率，进而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最终影

响未来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

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较2000年的第

五次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凸显

我国老龄化加速的现状。结婚率和出

生率的走低势必进一步加深老龄化社

会的问题。

专家建议，针对二者的紧密联系，

国家应当重视该问题，认真研究、出台

相应的政策，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比

如，可以适当延长婚假、产假，倡导人们

平衡家庭和工作，从而促进结婚生育。

此外，政府也应推出家庭友好的公共政

策，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纳税的财政政

策，降低家庭的税务负担；一线城市聚

集了大量的优秀青年，但是高昂的房价

让很多人难以在年轻时开始独立的家

庭生活，因此稳定房价、为大家庭提供

廉租房等措施将能缓解部分压力。

(《人民日报》海外版）

【应对】
鼓励婚育应受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

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

表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

婚龄推迟和高速发展的城

市化是自2013年以来我国

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主要

原因。

看出生率——我国人

口 出 生 率 从 1990 年 的

21.06‰ 下 降 到 1997 年 的

16.75‰，之后出生率仍在

持续走低。

翟振武进一步说明：

“自90年代起，出生人口数

量不断下降，是如今结婚人

数不断下降的最主要原

因。这一变 化 既 在 意 料

之中，也与之前的预估相

符。”

看结婚年龄——婚龄

推迟成为当前结婚人数下

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江苏省发布的婚姻大

数据显示，近 5 年来，江苏

人平均结婚年龄每年大约

增长 1 岁。上海的数据显

示，2010 年上海市女性平

均结婚年龄 26.51 岁，到了

2014年达到28.14岁。这一

变化在王洁的意料之中，在

北京读博的她说：“班里的

同学都二十七八岁了，除了

两个工作后重回学校读书

的同学，毕业前大家都没有

结婚的打算。”

翟振武分析，现在我国

成年人 口 近 一 半 会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进 入 硕 士 和

博士阶段的学生数量也

在 逐 年 上 升 ，相 应 的 年

轻 人 独 立 、工 作 和 成 家

的年龄也会推后。早些

年，年轻人到了二十三四

岁，很多就结婚了。现在随

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年轻人

受教育的年限增加，可能本

科毕业就已经 23 岁了，结

婚的年龄必然会不断推

后。相当一部分适婚年龄

的人并没有结婚，也使得结

婚人数偏低。

分析人士表示，城市化

进程的推进和不断发展的

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当代年轻人的婚姻选

择。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

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

高了生活成本，加剧了市场

竞争。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结

婚率反倒走低，这在全球都

是一种趋势。

【成因】
城市化进程是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