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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年年结结婚婚人人数数
创创3377年年来来新新低低
我我国国99年年来来结结婚婚人人数数下下降降4499..33%%

“结婚人数的下降，最直接的
影响会带来生育率、特别是‘一
孩’生育率的下降。”任远说，这将
进一步强化我国低生育率的社会
背景。

2022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曾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三五”时期
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
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
少了473万，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
下降的重要因素。同时，年轻人
婚育观念显著变化，“90后”“00
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
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
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
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
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
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此
外，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
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
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
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贺丹在近日发表的《建立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注重加强“一孩”
生育支持》一文中指出，“一孩”生
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
的主要原因。我国总和生育率从
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
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
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龄
从26.4岁升高至27.4岁。

此外，任远表示，结婚率下降
也会使得人口家庭结构发生一些

变化，比如年轻人口由于结婚率
下降，他们处于单身状态的比重
会提高。因此大龄未婚男性、大
龄未婚女性等现象都会更明显。
另外，社会中单身男性和单身女
性处于不婚和同居状态的现象在
提高，这些新的社会现象会进一
步改变婚恋观念，使社会的文化
观念、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民政部门正在加紧破除结婚
登记中的一些制度障碍。在今年
5月民政部召开的扩大婚姻登记

“跨省通办”试点工作专题新闻发
布会上，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
王金华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人户分离现象较为普遍，长
期外出工作、生活、学习的群众回
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不仅耗费
时间、精力和财力，也带来很多不
方便，群众对婚姻登记异地办理
的需求十分强烈。

王金华表示，为进一步满足
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求，
在前期首批试点基础上，婚姻登
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进一步扩
大覆盖范围，本次将北京、天津、
河北、内蒙古、上海、安徽、福建、
江西、广西、海南、宁夏等11个省
区市纳入，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
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据悉，本次调整后，全部试点
地区将覆盖21个省区市，且均实
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

“跨省通办”，将覆盖我国总人口
的78.5%。

梳理民政部1986年以来的历
年结婚登记数量发现，我国在
2008年结婚登记数量突破1000
万对，而后一直逐年上升，至2013
年达到高峰（1346.9万对），2014
年起，结婚登记数量连续9年逐年
下滑，2019年、2020年、2021年、
2022年分别跌破1000万对、900
万对、800万对、700万对，其中，
2020年的下降数量达到113万对。

从数值来看，2022年是1986
年以来结婚登记数量最低的年
份，也是唯一一个跌破700万对大
关的年份，比2021年减少约81万
对，与2013年的高峰值相比，下降
幅度达49.3%。

任远表示，我国结婚人数不
断走低的背后，有1990年以后年
出生人口数量总体上逐步减少的
队列推移的原因，“在1982—1991
年间，我国经历了新中国的第三
次人口出生高峰，而1990年出生
人 口 数 基 本 达 到 高 峰 ，约 在
2500—2600万，随后的十年来逐

步下降，到1999年，年出生人口数
在1200万左右，当这批人口进入
适婚年龄时，也就是最近若干年
来，我国年结婚人口数量也逐年
下降。”

年结婚人数下降的另一方面
的原因，是我国的结婚率也在下
降，“无论是人们的结婚意愿还是
结婚行为，都在下降。”任远说，实
际上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婚恋
观、婚姻的价值等都在发生变化，

“比如，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往往
需要依赖婚姻才能够维持其基本
生活，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女性受
教育程度和其独立性的提高，婚
姻的价值客观上减弱了，女性的
婚姻观念和结婚意愿也都发生了
变化，女性独立性提高了，这都是
带来结婚率下降的社会原因。”同
时，任远教授还强调，在当下社会
变迁过程中，人口的迁移流动伴
随着流动人口婚姻过程的推迟，
进一步降低结婚率。

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2022年创37年来新低

结婚人数下降或将改变人口家庭结构

近年来，中国结婚人数屡
创新低，不婚、晚婚现象或已成
趋势。这不只是发生在中国，
日本、韩国都有相似趋势。此
前有一种说法是，韩国40岁出
头的新娘就比20岁出头的要
多——— 在2022年结婚的韩国女
性中，40—44岁的人数（1.09万
人）多于20—24岁的人数（1.01
万人）。这已经是韩国连续两
年出现该现象。网友普遍认
为，这是一种晚婚现象。

但需要注意的是，该数据
包含了韩国女性的再婚数据。
在韩国2022年的女性初婚数据
中，40—44岁的人数为4738，
不到20—24岁（9013人）的一
半。因此，与网友看法一致的
其实是另一个数据，韩国初婚
年龄集中在30—34岁。

中国平均初婚年龄
逼近30岁

从中日韩的历年数据来
看，初婚年龄推迟已经是一种
普遍的现象。

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在十
年间变化最大，男性和女性的
平均初婚年龄都推后了近4岁。
2020年，中国的男性和女性的
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是29.4岁和
28岁。

在韩国，30岁之后结婚成
为常态，韩国女性的平均初婚
年龄在2016年就已经突破30
岁，在2022年变成30.8岁。

恋爱和婚姻不再是韩国人
的必需品。早在2011年，面对
高房价、高物价、就业难等社会
问题，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世
代”的说法，意指抛弃爱情、婚
姻和生育的一代年轻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
究中心主任李婷告诉记者，受
教育水平的提升、结婚成本的
上涨、婚恋观念的转变、女性的
职场理念变化等原因都影响着
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

此外，婚姻匹配的难度进
一步增加了。李婷认为，现代
青年既想寻找到能满足精神共
鸣的伴侣，又想对方能拥有一
定的物质基础，这大大提升了
寻找到合适结婚对象的难度。
另一方面，娱乐文化产品对生
活的填充，使得婚姻不再是年

轻人的必需品。

晚婚背后：
初婚人数大幅下降

在中日韩三国中，韩国女
性的晚婚现象最为突出。

据韩国统计局2022年的数
据，30—34岁成为韩国女性最
主要的初婚年龄段，首次超越
了20—24岁年龄段。另外，更
多的韩国女性选择在35岁以后
结婚——— 相比十年前，中日韩
女性在35岁以后初婚的比例分
别增加了8.1%、2.3%和9.6%。

晚婚的背后，是中日韩的
初婚人数在不断下降。中国女
性初婚人数的变化最显著，该
数值在十年间下降了超六成。

李婷说，中国结婚对数的
减少，与适龄结婚人口总量减
少、长期存在的性别比失衡等
原因有关。她补充说，过去十
年，婚姻挤压现象比较严重，适
龄单身男性数量要多于适龄单
身女性数量，部分男性因此被

“挤压”掉，难以找到合适的结
婚对象。

2022年，日本约有50.5万
对新婚夫妇，尽管比上年略有
增加，但仍比2019年的59.9万
对有明显差距。而韩国在2022
年约有19.2万对夫妇登记结
婚，创下历史新低。

在晚婚等潮流之外，一个
新的趋势是传统的婚恋方式正
在发生变化———“姐弟婚”越来
越 普 遍 了 。在 2022年 韩 国
20—39岁的初婚夫妇中，“姐弟
婚”的比例比20年前上涨了
8.26%，达到了19.85%。

该研究分析，由于女性的
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增高，为
避免因结婚生子影响事业和自
我实现，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
晚婚，而这导致她们可选的配
偶范围减小。因此，一些女性
选择嫁给教育和（或）收入低于
自己的年轻男性。

除韩国外，中国部分地区
也出现了“姐弟婚”比例上升的
现象，比如安徽、杭州。最近杭
州发布的2022年婚姻登记数据
显示，女方比男方大1—4岁的

“姐弟婚”占女性结婚总数的
19.31%，已经连续三年上升。

据澎湃新闻、《华商报》、界
面新闻

近年来，我国
结婚人数持续减
少、初婚年龄不断
推迟。刚刚过去
的2022年，我国结
婚人数有何变化？
民政部最新发布
的统计季报数据
显示，2022年我国
结婚人数为683.3
万对。记者梳理
数据发现，这一数
据创下了1986年
（民政部网站公布
有1986年以来的
数据）来的新低。

同时，这也是
自 2 0 1 3 年 达 到
1346.9万对的最
高峰后，结婚人数
连续9年下降。这
其中，2019年我国
结 婚 人 数 跌 破
1000万对、2020年
跌 破 9 0 0 万 对 ，
2021年跌破800万
对，到2022年则跌
破了700万对大
关。从数据来看，
2022年结婚登记
人数比上一年减
少了80.3万对，下
降10.5%。与2013
年最高峰相比，9
年来，我国结婚人
数下降了49.3%，
下降幅度近半。

复旦大学人
口研究所教授任
远对记者表示，现
代化发展和社会
变迁带来的结婚
率下降，以及人口
学因素带来适婚
年龄人口数量的
下降等共同作用，
导致当前时期我
国结婚人数逐年
下降。

“结婚率下
降，以及结婚人口
的减少，会进一步
强化我国的人口
低生育率，尤其是

‘一孩’生育率的
下降。”任远说。

结婚人数屡创新低
中日韩婚姻都有什么变化？

1986年至2022年
结婚登记对数
和结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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