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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境
及其衍生的社会风险

栗志强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境包括两方面：一是指择偶困难，二是指婚姻支付高昂。究其
产生原因，一是出生比例和人口流动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二是城镇化潮流和农民的理性

化使得农村女青年更看重物质和经济利益，从而对男青年构成巨大压力。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

困难可能衍生出一些社会风险：加剧欠发达农村贫困风险，威胁欠发达农村社会安定，增加欠发达

农村养老风险与家庭伦理风险。要化解这些风险，需要帮助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改善经济社会地位，

在欠发达农村开展择偶观和家庭伦理教育，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中提前考虑大龄未婚男青年

群体的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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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年来我国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
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难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

泛关注。魏国学等［１］从经济学视角对农民的择偶

成本、择偶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靳小怡等［２］从人

口学角度对性别失衡导致的各种风险进行了研究。

但是，聚焦于农村青年择偶困难衍生的社会风险的

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

在对豫北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男

青年的择偶困境产生的社会背景因素及其可能衍生

的社会风险进行探讨，并试图提出其应对之策。

　　一、欠发达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境

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境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择偶困难，二是婚姻支付高昂。

１．择偶困难
随着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中

国婚姻市场上的男性婚姻挤压矛盾日趋激化。李中

清等［３］认为，中国女性婚姻的“高攀性”特点，使得

阶层较高的男性结婚的概率较高，而阶层较低的男

性结婚的概率较低。因此，广大经济欠发达农村地

区男青年作为婚姻市场上的底层群体，承担了婚姻

挤压的后果。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农村女青年可

以通过婚姻嫁往经济发达地区，一些经济欠发达农

村地区的男青年则成为择偶困难的重灾区。男青年

择偶困难已成为欠发达农村地区的一大社会问题。

据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３０～３４
岁的大龄未婚男青年占同年龄段农村男青年的比例

为１３．６７％，大大高于（市）镇的９０６％［４］。据笔者

对豫北农村Ｌ县Ｈ镇的调查，该镇的村庄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男青年择偶困难问题，有些村庄由于地理

位置相对偏僻，男青年不得不采用外迁、在县城买房

等方式来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筹码，而有些在

县城买不起房子的贫困男青年则不得不沦为大龄未

婚男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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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婚姻支付高昂
近年来，农村青年婚姻“彩礼”持续攀升已是不

争的事实。在豫北地区，由于婚龄女青年的严重短

缺，婚姻市场成为女方的“卖方市场”，女方获得了

婚姻谈判中的主动权，致使“彩礼”以惊人的速度攀

升。据新华网报道，冀鲁豫部分农村地区结婚费用

居高不下，动辄几十万元的天价成为不少农村家庭

的沉重负担，有些家庭甚至因婚致贫［５］。据笔者调

查，豫北Ｈ镇的婚姻“彩礼”数额在十年间几乎增长
了１０倍。据Ｈ镇 Ｎ村支书李长生介绍，该村的男
青年婚姻“彩礼”在十年前不过几千元，现在却需要

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除此之外，男青年家庭还

需要盖新房、购买家具、汽车，有的女方还要求男方

家庭必须在县城为孩子购买一套商品房（２０１３年当
地商品房均价约每平方米３０００元左右）。照这样预
算，Ｎ村一个男青年结婚，他的家庭需要支出４０多
万元。这样高昂的婚姻支付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

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费用，不少男青年家庭为婚姻

不得不四处借债，从而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即

使是男方入赘女家，也往往需要支付５万元以上的
“嫁妆”，甚至是拿汽车作“陪嫁”。据悉，２０１１年 Ｈ
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８０６６元［６］，由此可以测

算出当地男青年结婚所需的支出是一个农村三口之

家近２０年的收入。当地不少男青年正因为支付不
起这笔高昂的婚姻费用，婚事一拖再拖，而成为大龄

未婚男青年。

　　二、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境产

生的原因

　　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择偶困境因何而产生？
根据涂尔干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社会事实”应该

用别的“社会事实”去解释，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存

在于社会层面。归纳起来，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

择偶困境的产生可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

１．出生比例和人口流动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严
重失衡

婚龄人口性别比是婚姻市场供求关系的决定性

因素，它影响着婚姻市场的平衡。人口学研究表明，

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将会造成严重的婚姻挤

压［７］。表１的数据表明，２０１０年Ｈ镇的婚龄人口性
别比已经严重失衡，婚龄男青年数量大大超过女青

年。表１中的数据仅仅是户籍在 Ｈ镇的婚龄男女
青年的数量，不排除已经在外打工并不打算回家乡

择偶的女青年。因此，实际的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

可能要比统计的情况还要严重。存在失衡的婚龄人

口性别比主要有２个原因：一是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农村
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二是近年来大规模的城乡

间人口流动。

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出生队列
缺失女性达９２０万之多［２］。以笔者所调查的豫北Ｈ
镇为例，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该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已经严重失衡，男女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表２是
豫北Ｈ镇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代８个年份的出生性别比
的官方统计数据。由表２可以看出，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
代该镇的男女性别比基本平衡，１９７８年以后，男孩
的出生数量远远超过女孩。考虑到没有户籍的“黑

孩”（豫北地区农村农民将出生时没有登记的孩子

称为“黑孩”）的存在，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可能要高

于表２的官方数据。

表１　２０１０年Ｈ镇婚龄人口数量、性别统计表

年龄
性别

男 女
合计

１８岁 ５０４ ２５９ ７６３
１９岁 ５９４ ４６５ １０５９
２０岁 ７１３ ５７８ １２９１
２１岁 ７３７ ５６１ １２９８
２２岁 ７０９ ６７０ １３７９
２３岁 １０４５ ８４５ １８９０
２４岁 ７９３ ６５９ １４５２
２５岁 ５７３ ４４０ １０１３

　　资料来源：Ｈ镇计生委人口统计资料。

表２　Ｈ镇８个年份出生男孩、女孩人数统计表

出生年份
性别

男 女

１９６５ ８９８ ８６８
１９６８ ７９５ ７９２
１９７４ ７６０ ８５７
１９７８ ５３６ ４９５
１９８０ ５０７ ４０５
１９８９ ７３７ ５６１
１９９０ ７１８ ５７９
１９９２ ５０６ ２５９

　　资料来源：根据《Ｈ镇志》有关资料整理。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婚姻资源从农村向城镇地

区的单向流动，也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就已经失调的

婚龄人口性别比［８］。由于近年来大规模的人口流

动，农村女青年进入城镇打工，在城镇恋爱结婚或者

嫁往经济发达地区，客观上也减少了欠发达农村地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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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婚龄女青年的数量。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无疑

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婚姻困境的基础性因素。

２．城镇化潮流和农民的理性化使得农村女青年
更看重物质与经济利益，从而对男青年构成巨大

压力

曹锦清［９］认为，城市消费文化向乡村传播所激

起的新的需求是无法在土地上得到满足的，这成为

促使乡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一个强大动因。城市消

费文化表征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代表着先进、文明、

便利、舒适，这些都对当代农民，尤其是农村青年产

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城镇化的大潮之下，过上城

里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追求。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青年在住房、家具、电

器等生活设施上日益向城镇靠拢，追求舒适方便的

现代化生活。对于欠发达农村女青年而言，婚姻正

是实现这一梦想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婚姻索取尽

可能多的钱和现代化生活设施，成为欠发达农村女

青年过上“城里人”舒适生活的梦想。再加上农民

之间的攀比心理，索要高额的“彩礼”等婚姻支付就

形成了风气。

此外，贺雪峰［１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快速进展的农民理性化极快地侵蚀
着中国不同地区农村的传统。农民理性化发展不断

侵蚀农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农民的择

偶观念也呈现出日益理性化的趋势。在豫北 Ｈ镇
的调查表明，男方家庭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已经

成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女青年择偶的基本标准，对婚

后舒适便捷的物质生活的追求成为女青年选择配偶

的主要因素。因此，感情因素在择偶中所起的作用

日益衰退，甚至还出现了桂华等［１１］学者所谓的“婚

姻变迁冲击家庭伦理”的现象。可以说，市场经济

背景下，对经济利益的理性计算几乎渗透到农民生

活的各个领域，婚姻也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交换

行为”。作为稀缺资源的女青年在经济利益上的追

逐在客观上造成了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婚姻支付

的攀升。

　　三、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境衍

生的社会风险

　　社会学认为，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各个部分
具有不同的功能并相互依存，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

可能影响到其他的部分［１２］。笔者认为，欠发达农村

男青年的择偶困境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可能会引发

如下４种社会风险。

１．加剧欠发达农村贫困风险
对于农村男青年家庭来说，择偶难是难以言说

的痛，择偶难导致的高额婚姻支付无疑是一种沉重

的负担。根据笔者的相关研究，农村男青年的婚姻

支付与其家庭条件、家庭地理位置存在反比关系，即

家庭经济条件、地理位置越差的男青年家庭反而越

需要支付高额的“彩礼”等结婚费用。［１３］对于家庭

经济条件较差、地理位置较偏远地区的农民来说，这

笔经济负担更为沉重。尽管如此，儿女的婚姻是父

母心中的头等大事，多数男青年父母是要千方百计

地为儿子筹集结婚费用的。这样，几十万元的婚姻

支付使得不少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背上了沉重的债

务。桂华等［１１］学者通过对河南农村的研究认为，农

村男青年娶一个媳妇需要花费１０年的积蓄，为２个
儿子娶媳妇需要父母辛辛苦苦打工２０年。对于一
些偏远、经济欠发达的村庄，普遍存在因婚致贫的现

象，这将进一步加剧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贫困，扩

大城乡间的差距，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２．威胁农村社会安定
有学者认为，由于“择偶梯度”的存在，婚姻挤

压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是经济层级较低的农村男青

年。［７］因此，农村男青年择偶困难实际上主要体现

为经济层级较低者的择偶困难。这样，择偶困难与

经济上的贫困成为相伴而生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

度来看，经济上的贫困与择偶的困难形成了弱势地

位的多重累积，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有可能产生被剥

夺感和不满情绪，从而危及农村社会的安全稳定。

有学者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从中观层面分析性别比

失衡的后果，指出农村“光棍”群体的存在将会给自

身、家庭和社区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成为威胁社

区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１４］

越轨理论认为，当社会结构没有为每一个人提

供合法化、制度化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合法目标时，

一些人将会采取非法的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婚姻

生活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本应该得到满足。

但是，在择偶困难的背景下，合法的婚姻生活目标的

实现变得十分困难。那么，因择偶困难而大量存在

的农村“光棍”群体的越轨行为必然增加。有些学

者的研究表明，大量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出现可能会

引发打架斗殴、性犯罪、性产业的繁荣、非法性行为

的增加、拐卖妇女儿童、影响家庭稳定等社会问

题。［１５］此外，无法找到对象的农村男青年还有可能

通过买卖婚姻、拐骗婚姻等非法手段进入婚姻，也有

可能通过嫖妓、充当第三者等不正当的方式来满足

·２６·



第５期 栗志强：欠发达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境及其衍生的社会风险

其性需求，从而败坏农村的社会风气和威胁农村的

社会稳定。

３．增加欠发达农村养老风险
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偶困难将会带来诸多现实

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可能导致未来的农村社会养老

问题。据有关学者测算，２０２０年将有 ２４００万“剩
男”面临娶妻问题。［１６］根据择偶梯度理论，这些“剩

男”将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若干年后，

这些“剩男”将步入老年，由于既没有子女也没有配

偶，加之经济上不宽裕，他们的养老和日常照料问题

将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

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４．提高欠发达农村家庭伦理风险
农民的婚姻困境，不仅可能导致上述社会问题，

也可能会冲击着农村家庭伦理。正如桂华等［１１］学

者所言，在当前的农村婚姻市场结构和婚姻模式中，

父母是婚姻负担的最终承担者，子女是婚姻彩礼的

支配者，老年人则是婚姻负担的牺牲者。为了给儿

子娶媳妇，父母要辛辛苦苦打工还债，儿子和儿媳却

住在新房子里，使用着父母用血汗钱购买的现代化

家具和电器，享受着准城里人的生活。豫北农村流

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老的干了，小的淹了”，指的

就是这种现象。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构成了青年人

对老年人的一种代际剥削，反映了择偶困境背景下

农村家庭不平等的代际关系和青年人的伦理缺失。

更令人担忧的是，欠发达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

境还可能导致农村家庭孝道的衰落。在对豫北农村

的调查中发现，由于婚姻市场上女青年的短缺，女方

家庭在婚姻谈判中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借此，不少

女方家庭在结婚之前会向男方提出“约法三章”：一

是不负责养老；二是不负责还债；三是房子产权归自

己，老人搬出去居住。于是不少农村就出现了“青

年人住楼房，中年人住瓦房，老年人住草房”的现

象。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孝因男方择偶困难而获

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不少农民认为“小的都顾不

了，哪里还顾得了老的”。正因为这个理由，这种不

孝者较少有其他类型的不孝者所背负的愧疚与不

安，易使年轻一代认为对老人的不孝敬、不赡养是自

然的事情。笔者认为，这种青年人对老年人的不孝

行为极易在农村社会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在青年

人中蔓延，影响到农村的社会风气。

因此，择偶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欠发达农

村家庭的代际剥削和孝道的衰落，冲击着农村的家

庭伦理，提高农村家庭伦理风险。

　　四、防范社会风险的几点建议

靳小怡等［２］认为，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的不

确定性不在于风险是否会发生，而在于风险将于何

时、何地、何种形式和规模发生，将带来多大的损失。

在未来持续的婚姻挤压之下，欠发达农村男青年择

偶难将成为一个长期性的社会问题，其衍生的一系

列社会风险也将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

短期内无法解决性别失衡这一前提下如何化解择偶

难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是学术界所面临的一大课

题。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帮助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改善经济地位
经济原因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男青年择偶困难的

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多种渠

道对农村男青年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辅导，推

动农村职业教育的逐步普及化，帮助他们提高致富

能力，摆脱经济上的贫困。只有经济地位改善了，才

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婚姻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提高

其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择偶困境与其经济

贫困之间的累积程度，从而降低社会安全风险发生

的概率。

２．开展择偶观教育，在欠发达农村大力倡导以
爱情为基础的择偶观念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女方过分看重男方的经济

条件是导致男方婚姻支付攀升的重要因素，而女青

年之间的攀比使得这种功利化的择偶观逐渐蔓延。

同时，过分功利化的择偶观也是导致欠发达农村家

庭伦理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建议在欠发达农村

开展择偶观教育，大力倡导以爱情为基础的择偶观

念，采用讲座、板报等多种形式的社区文化活动宣传

正确的择偶观，努力树立农村婚姻新风尚。

３．开展家庭伦理教育，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有学者认为，当前农村家庭伦理的缺失是农民

家庭关系日益理性化、农民价值世界倒塌所致，农民

价值世界的坍塌正是农村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相对缺

位的结果。重新建立农村家庭良好的代际关系，防

范农村家庭伦理风险，需要在农村开展广泛的家庭

伦理教育。具体来说，需要通过学校教育与社区教

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在农村社会营造一种

“以孝敬父母为荣，不孝敬父母为耻”的良好社会氛

围。这就需要农村教育部门与民政部门联动，在学

校、家庭、社区中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广泛的孝文化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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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农村舆论导向的缺乏与约束力的弱化也

是农村家庭伦理风险存在的因素之一。由于缺乏正

确的舆论导向，唯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左右了青

年人的是非判断；由于舆论约束力的弱化，大大降低

了青年人不孝敬父母所支付的社会成本。结果，青

年人对老年人的代际剥削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收益，

却很少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这是农村社会的一个

怪圈。在不少农村地区，由于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经

济联系的减弱，村委会的功能也日益弱化，其对于一

些冲击家庭伦理的行为也无能为力。因此，防范欠

发达农村家庭伦理风险，需要确立正确的社会舆论

导向，强化舆论的约束力。具体来说，需要发挥社区

（村委会）在欠发达农村舆论引导中的功能，加强宣

传、教育、监督，采取奖励和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在农

村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并保证其约束力。

４．考虑大龄未婚男青年群体的养老保障需求
对于因择偶困难而出现的大龄未婚男青年群

体，其未来的养老保障和日常照料问题是我们在农

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中需要提前考虑的问题。

一方面要考虑到这笔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以免使

其成为政府的巨大经济负担，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

展；另一方面，要考虑未来农村未婚孤寡老人的日常

照料问题，通过适当的社会养老方案的设计，满足这

些老人的养老需求，使其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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