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体结婚对数呈现下降趋势

男平均年龄31.6岁
女平均年龄29.5岁

男平均年龄31.4岁
女平均年龄29.4岁

总体来看，青年
群体初婚登记平
均年龄超29岁，
呈晚婚态势、少
婚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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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婚姻被啥绊住了
N海都记者 唐明亮

每逢“520”、“七夕”、春节等特殊日子，结婚、
催婚的话题总会“火”出圈。但眼下，“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的婚姻观，正面临着挑战，似乎急的永
远都是父母，青年人反而表现得很淡定，这也导致
了青年群体晚婚情况愈发明显。记者了解到，近
年来，福州青年群体结婚数量持续下降，初婚登记
平均年龄超29岁，呈晚婚态势、少婚倾向。是什
么绊住了青年人的婚姻？采访中，多位采访对象
表示，另一半的性格、三观、家庭背景、经济条件，
甚至是工作、安全感、信任感等，都是他们考虑结
不结婚的因素之一。

2020 年福州市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福州全
市（含平潭）常住人口中
18~45 周 岁 的 青 年 共 计
3548080 人，约占全市总人
口数的 42.79%。青年作为
社会的中坚力量，针对他们
的婚恋情况开展界别调研
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此前，福州市政协曾组
织多家单位，通过现场会、
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深度
访谈等方式，围绕福州市青
年的婚恋问题展开调研，形
成《加强青年婚恋引导服务
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2018年，
福州市全年结婚登记为
53264 对；2019 年，全年结
婚登记为 43888对；2020年

全年结婚登记为 34176对，
总体结婚对数呈现下降趋
势。

记者从福州市民政局
也了解到，2021年结婚对数
为 32451 对，下降趋势依
旧。

《报告》也对初婚登记
人数的平均年龄进行了分
析。以 2020 年为例，福州
初婚登记人数为 50531人，
占登记人数 73.9%。其中，
初婚登记男平均年龄 31.4
岁，女平均年龄29.4岁。记
者了解到，2021年，福州初
婚登记男平均年龄31.6岁，
女平均年龄29.5岁。

总体结果上看，青年群
体初婚登记平均年龄超 29
岁，呈晚婚态势、少婚倾向。

如今，最大的“90 后”
已经 32 岁了，“00 后”也已
到了适婚年纪。他们婚姻
的“绊脚石”到底是什么？

“也不是不想结婚，但
婚姻很现实，要有‘面包’才
行。”在“90后”张昭（化名）
看来，薄弱的物质基础往往
是 婚 恋 道 路 上 的“ 拦 路
虎”。他是福州本地人，月
工资稳定在七八千元，在住
房上比起外地人已有了先
天优势。

“要想成家，这个工资
远远不够。”张昭向记者算
了笔账：每月生活费大约
2000元，交通、话费 200元，
服装、护肤品等 1000元，人
情世故等开支 1500 元，再
扣除个人应缴纳的五险一
金最低 1000 元，每个月工
资所剩无多。但如今女孩
的择偶标准，房、车似乎都
成了标配。“婚后两人肯定
要搬出去住，但单是房子、
彩礼等问题，都不是眼前自
己能解决的，以后再要了孩
子，家庭开支肯定更大了”，

面对巨大的婚后压力，让他
没了结婚底气。

据福州市统计局数据，
2021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44249元，按常住地
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5201元，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53421元。

“爱情虽然很甜，但‘面
包’不可或缺。”采访中，不
少采访对象与张昭有着相
似的想法，多数人在爱情与

“面包”的抉择上，会更倾向
选择“面包”。

《报告》对福州市18~45
周岁的青年采用了问卷调
查，有效样本为2971份。其
中，男性占比 49.18%，女性
占比 50.82%。《报告》显示，
在物质基础上，同女性相
比，男性在面临“财”和“物”
等“物质基础”标准时承受
更大压力。这一压力导致
他们推迟婚恋甚至产生恐
婚心态——与其整日纠结
彩礼、房产等从何而来、多
久能有，不如“一人吃饱，全
家不愁”，反而轻松自在。

《报告》提到，青年的婚
恋难问题不是孤立的，需要
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等
多方面共同面对。

首先，思想和认知决定
行为，需要政府、社会、家庭
和个人多方协同开展思想
认知教育，引导青少年及其
家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其次，要优化完善婚恋
相关政策，以制度保障青年
婚恋权益。针对青年所面

临的婚恋困顿现状，应及时
出台相应政策措施，从制度
层面为解决问题提供支撑，
降低婚恋成本，保障青年婚
恋权益。其中，生育政策方
面，切实保障青年在孕期、
产假、哺乳期期间享有的法
定权益，大力降低家庭幼教
和抚育成本；税收政策方
面，优先对已婚青年夫妻减
轻相关税负；用工政策方
面，积极探索保障青年劳动

权益、减轻工作压力的政
策，增加青年婚恋的机会和
时间。

最后，面对青年的多元
化婚恋需求，整合资源，创
新方式，构建多元婚恋交友
平台。包括聚焦青年“用
户体验”提供婚恋交友服
务，拓展青年交友交流模
式，培育富有实效、内涵、
特色的服务项目；切实加
大青年婚恋交友服务力

度，搭建好青年交友服务
平台，对婚恋信息平台、婚
介婚庆行业服务机构的收
费和服务进一步明确和规
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
大对属地低俗低质婚介网
站的管理力度，督促属地
婚介网站实行实名认证、
实名注册，健全诚信交友
服务体系，避免乱收费和低
质量问题，提升青年对网络
婚恋信息的可信度等。

1993年的小林（化名）
自身条件都特别优秀，硕
士毕业，体制内工作，颜值
还高，按照常人理解，以小
林这条件，应该很好找到
另一半，但小林如今依旧
单身。对于小林来说，她
比较在意另一半的颜值和

自身感觉。“两个人就是要
对得上眼，也就是缘分。”
小林说，自己从小在北京
长大，受大城市的婚恋观
影响，在年纪上，她并不是
很着急，“如果没有合适
的，就单着呗，宁缺毋滥”。

采访中，也有部分青年

认为，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
情，自己的择偶标准常常会
被父母、亲戚的观点影响，
甚至被主导。但抛开家庭
因素、经济条件外，另一半
的性格、三观、工作、安全
感、信任感等，也都是他们
考虑结不结婚的因素之一。

《报告》发现，青年人
择偶标准条目众多，同时
很多标准拥有“一票否决
权”，大大增加了婚恋匹配
的难度。此外，“交际圈
小”“没有遇到满意的对
象”“工作忙”也是青年认
为自己单身的三个原因。

多因素影响 单身青年考虑多

解决青年婚恋难 需要多方共同面对

薄弱的物质基础
成为婚恋“拦路虎”

福州近几年
结婚人数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福州《加强青年婚恋引导服务调研报告》、
福州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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