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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家庭背景下长大的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包含的既是

对家庭的责任，又是对社会的义务。但是，如今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社会中到了法定结婚年龄的青年

人却推迟婚姻甚至不想结婚的比比皆是。为了研究了解适婚青年推迟婚姻的原因，本文以扎根理论和深

度访谈的方法透过四位适婚“90后”展开调查，并初步形成了结论：适婚青年因为个体结婚意愿低、社

会宽容度高、家庭足够包容三方面原因而不想步入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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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 raised in Chinese family settings: “Men should marry, women should marry” seems to be 
a natural process that encompasses both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social obligations. But, in to-
day’s fast-paced life, young people in society who have reached the legal age of marriage have 
postponed marriage or do not want it.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asons why the marriage of the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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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geable youth is delayed,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n investigation through four marriageable 
“post-1990 generation” by taking root in theor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reached a prelimi-
nary conclusion: Marriageable young people do not want to enter into marriage because of three 
reasons: low willingness to marry, high social tolerance and adequate family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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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得到了极大丰富，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

更是让社会观念的包容性明显增强。而婚姻态度的变动及其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替代可能性，一直备受关

注与研究。随着未婚和非婚同居人口的增加，生育率的降低和离婚率的上升，以及家庭主义作为一种文

化价值观的式微，Cherlin (2004) [1]认为从西方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婚姻经历了从制度婚姻到伴侣婚姻，

再到个体婚姻的历史阶段；而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设置正在去制度化(Popenoe, 1993; Coontz, 2004) [2] [3]。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离婚率持续上升，与此同时，社会对同居的宽容度也日渐提高，同居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几乎完全不被接受，反对率高达近九成，到 90 年代末，婚前同居尽管依然遭反对，

但反对率有所降低，约占调查总数的 3/4 (卢淑华，1997) [4]。对中国当前离婚率和同居宽容度的提高，

一些学者和媒体随之纷纷做出这将造成越来越多的“恐婚”、“不婚”一族的推测(王聪聪，2008；王坤，

2006；晓伊，2006) [5] [6] [7]。而国际上的一些调查结果却显示，不少国家赞成“结婚是个人自由，所以

结婚不结婚都可以”的都占到大多数(徐安琪，2004) [8]。 
根据中国 2001 年修订的《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

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而法定年龄是成婚的基本条件(高颖和张秀兰，2012) [9]，可为什么当今社

会晚婚甚至不结婚的群体越来越多，特别是已经到了适婚年纪的青年群体，他们基本的婚姻态度到底如

何？为了了解这种“到了法定婚龄，推迟结婚的态度”，本文将探讨作为适婚年龄的先行者——“90 后”

的观点，讨论他们还会毫无疑问地选择结婚吗？与同居或不婚相比，结婚对他们还有优势和吸引力吗？

婚姻，对他们来说，还是人生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吗？为此本文以扎根理论建构的方式，通过深度访

谈，来了解适婚“90 后”对推迟婚姻的意愿态度。 

2. 文献综述 

(一) 适婚青年人推迟婚姻的意愿 
推迟婚姻这种社会现象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即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杨扬，2017) 

[10]。而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1013.9 万对，比上年

下降 4.6%，结婚率为 7.3‰，创下近 10 年来的新低，另外在该报告中如果减除掉再婚的人口数量，那么

以上的数据肯定会更低。同时与创 10 年新低的数据所对应的还有全国有超过 2 亿的单身成年人，而超过

7700 万的成人选择了独居(2018 年民政事业统计公报，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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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婷婷(2019) [11]发现结婚率下降有一定的社会归因，一方面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在劳动市场中的参

与度愈发重要，不少女性更是获得了超越男性的成就与尊重，这就导致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婚姻模

式走向解体；另一方面，最近 15 年来离婚率不断走高，去年达到了 3.2%的破纪录水平，这种结果无疑

冲淡了未婚青年对婚姻的美好预期。不过有学者更强调某些政策对婚姻市场的政策，如吴要武和刘倩

(2014) [12]发现高校扩招对中国婚姻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高校扩招不仅导致入学人数迅速增加同时

也导致推迟进入婚姻市场，於嘉和谢宇(2013) [13]发现住房制度改革对我国城镇居民的初婚产生了影响，

房价上升通过教育这一中介机构对初婚产生作用。  
除此之外，结婚的成本越来越高，承当的责任越来越大也是青年人推迟婚姻的原因之一(胡佩和王洪

卫，2020) [14]。Becker (1973) [15]首次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婚姻中，他认为结婚的收

益在于拥有和抚养自己的孩子，获得两性之间的满足等，而结婚的成本则包含了法律费用和伴侣搜寻成

本等，当净收益为正时，理性经济人将选择结婚而非单身，他强调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工资率)、个人特征

(相貌、智慧、受教育程度等)是两大影响婚姻净收益的因素(Becker, 1981) [16]。同样 Michael (1977) [17]
基于实证研究婚姻推迟问题，得到工资率对男性的初婚年龄有负向影响，对女性的初婚年龄有正向影响；

教育以及生活在大城市对两性结婚年龄都有负向影响，不过其对女性推迟婚姻的影响大于男性；年龄对

两性初婚年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绝对收入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婚姻决策存在异质性。 
综上所述，对于适婚青年人为什么推迟婚姻可以有三个层面的考量，分别是自我感知层面、社会感知

层面以及家庭感知层面。为了更进一步的阐述本文的观点，下文运用扎根理论去构建本研究的解释理论。 
(二)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最早由 Glaser 于 1967 年提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最适用于理论建构的质性

研究方法”(贾旭东，2016) [18]。同时 Glaser (1978) [19]提示研究者，扎根理论最终要去向的地方是“呈

现行动者在处理某个问题时的行为变异，找到各种行为模式，并将这些模式用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

依据这种思路，经由扎根理论的“自然涌现”和“持续的比较分析”，研究者应该细致地探寻和描述“我

们所参与的研究环境中发生了什么，研究对象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解释自己的言论和行为”(陈
向明和边国英，2009) [20]。 

根据认识和操作而言，扎根理论分为三种：1) 由 Glaser (1992) [21]提出的经典扎根理论，实施骤主

要包括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性编码；2) 由 Strauss and Corbin (1998) [22]提出的程序化扎根理

论，其实施步骤主要包括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3) 建构型扎根理论，由陈向明等(2009) [20]
提出其实施步骤主要包括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与理论编码。本文采用 具有“扎根精神”的经

典扎根理论来构建适婚青年人推迟结婚的意愿的构念。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 研究对象 
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90 后”青年，受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对于恋爱和婚

姻的认识已经日趋偏离传统的价值取向，总体上较为自由、开放，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郭磊，

2016) [23]。孙明辉、丁晓燕(2013) [24]也指出“90 后”青年的恋爱动机呈现多元化，感情因素并不是恋

爱的唯一出发点，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满足自身的生理需要和从众心理也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当下的

“90 后”是最接近甚至已经到达法定结婚年龄的青年群体，因此本研究的对象也主要聚焦为适婚的“90
后”，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法定年龄，却还推迟婚姻”这一命题。 

(二) 数据与抽样 
根据前文，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根理论法和深度访谈法。抽样方式为目的性抽样，即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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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研究目的提供最多信息量的研究对象。访谈方法为半结构式访谈，并用其收集研究的第一手数据资

料。访谈对象选取条件为：一是笔者熟知的那些已经适婚年龄还不结婚的“90 后”，以他们的真切感受

为原始资料组成信息源，并且一定的熟悉程度可以帮助笔者更快速准确地进入访谈；而是考虑性别、年

龄、职业等多样性人口统计学特征，这为笔者提供了多元的视角。据此本文笔者邀请了 4 位适婚儿未婚

的“90 后”接受访谈，分别为 2 男 2 女，她们的情况如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for respondents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小 F 男 22 专科 公司职员 

小 C 男 26 本科 政府职员 

小 Y 女 29 本科 个体工商户 

小 M 女 223 本科 公司职员 

 
在访谈之前提前 1 天后受访者沟通，需求其受访意愿并向对方保证访谈记录只是用于学术研究并不

会另作他用，而且在访谈中均用代号指定受访者，保护其隐私。同时向受访者确定访问形式、时间和注

意事项，以保障正式访谈的顺利实施。正式访谈是，先提醒受访者注意事项，然后引导其进入访问主题

情景并根据事先准备好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见表 2)逐步展开。在访谈过程中，根据受访者的实际情况通

过网络电话和面谈的方式采访，其中由主要由笔者提问，受访者参与回答与互动，同时进行笔录和录音。

笔者在提问的时候尽量采用受访者习惯的语言提问，努力做到共情倾听。正式的采访用时 17 分钟到 50
分钟，平均控制用时 31 分钟。而后根据四位受访对象的访谈笔录和录音资料整理出文本数据进 2.5 万字。 

 
Table 2. Interview outline 
表 2. 访谈提纲 

编号 题目 目的 

1 

你现在是否单身？ 

自我感知层面 
了解婚恋观 

1.1：若单身则回答——单身多久了，为什么？是否满意现在的状况？是否要打算 
结束单身？，是否择偶方面存在难度？ 

1.2：若恋爱则回答追问——是否有结婚打算？为什么？ 

2 没结婚的我们，怎么看待别人的婚姻生活？是否向往？ 

3 

你的择偶标准是那些(以下选 4 个)，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是否要满足你所有的标准才选择婚姻？ 

爱情、人品性格、健康、聪明、收入、外貌身高、职业、学历、兴趣一致、发展前途、

父母赞同、年龄相当、家庭社会地位、家庭财产、生长环境、家庭人 

4 你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导致你不结婚的原因是那些方面？最主要的是？ 

社会感知层面 
了解婚恋观 

5 你是否认为恋爱然后结婚是人生的必须吗？ 
若不结婚你认为在社会上会不会比较奇怪？ 

6 你认为如果步入婚姻，婚姻中应该如何与另一半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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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 你父母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是否影响你婚恋观感？ 

家庭感知层面 
了解婚恋观 

8 父母对你的教养方式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爸妈不喜欢你要结婚的配偶。 
你怎么办，是否选择继续单身？ 

9 你的父母会积极参与到你的婚恋中来吗？你喜欢这样吗？ 

10 你是否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三) 编码分析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性编码指将所获得的资料数据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以概念和范畴来反映资料内容，其目的在

于指认现象、界定概念、发现范畴(Strauss et al., 1998) [22]，它是将原始资料打散后再度整合得到概念，

再把概念范畴话。本研究对原始资料进行逐句录音和记录，并根据访谈对象的口语表达习惯综合运用“逐

行编码”、“逐句编码”、“逐段编码”等原则让其中蕴含的初始概念自然涌现。从 4 例取样的四篇访

谈文稿中整理出 70 个初始概念(见表 3)。其中字母 A 表示受访者深度访谈的代号，第 2 为数字表示受访

者的序号，第 3 为数字表示该受访者访谈中提炼的初始概念的次序，如 A-1-2 值第一位受访者小 F 形成

的第二种初始概念。 
 

Table 3. An example of open coding for study objects 
表 3. 研究对象的开放性编码示例 

原始资料 开放性编码初级概念 

单身一个月了，因为步入社会没钱养活女朋友了，然后也就分手了 A1-1 步入社会没钱养女朋友 

a) 你之后多久会打算结束单身？ 
b) 这个得看缘分，因为我比较相信缘。 A1-2 结束单身看缘分 

结婚的话就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了，他就是两家人的事情。然后你得对两家人

负责，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得对自己负责，对你的另一半负责 
A1-3 结婚由两个人的事升级为两

家人的事 

不可逆的部分就是人的品质加上原生的性格状态，这个是最不可逆。 A2-5 生长环境是不可逆的状态 

如果我的另一半是一个有主见，且能够自我判断说：我的家庭应该怎么经营，

而不会受家庭中父母或上一代更多影响的话，我觉得父母对我们构不成影响。 
A2-6 婚姻家庭要不受父母影响自

我经营 

虽然自己现在单身。但现在觉得一个人在都挺舒服的。 A3-1 单身比较快乐自由 

向往过已婚后的生活，但是经济不稳定的前提下，我是不会考虑跟任何人结婚。 A3-2 经济收入不稳定不结婚 

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最起码你结了婚要要对得起对方父母，别人把女儿养这么

大嫁给你，不是来跟你一直受苦的。 A3-6 结婚最少要对得起对方父母 

a) 是因为什么？方便谈一下吗？ 
b) 是因为自身还不想结。还不想触碰婚姻这一块。 A4-1 即使恋爱了也不想触碰婚姻 

择偶标准有十六个选项，可以选择 4 个，1) 爱情、2) 人品性格、3) 健康、4) 
聪明、5) 收入、6) 外貌身高、7) 职业、8) 学历、9) 兴趣一致、10) 发展的

前途、11) 父母赞同、12) 年龄相当、13) 家庭社会地位、14) 家庭的财产、

15) 生长状况，16) 家庭人口数量。 

A4-5 择偶四个标准人品性格、 
发展前途、兴趣一致和父母赞同 

婚姻不是爱情。在婚姻之上感情可以慢慢培养，而我说的人品、兴趣、发展、

父母、这些是主观因素，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起来嘛。 

A4-6 婚后感情能慢慢再培养， 
日久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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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编码分析的第二个步骤，比逐行、逐句、逐段编码更有指向性、更有选择性和概念性

(Glass, 1978) [19]。选择性编码采用大量的数据来筛选代码，提取核心范畴，即开放式编码中“自然涌现”

的且与初始概念有着深刻的关联性的高频概念。本文在选择性中将开放式编码当中的初级概念进行比较，

从数据中提炼出与青年人适婚年龄推迟婚姻意愿相关的核心范畴。通过对 78 个概念进行筛选、合并、分

类、提取关联度与高频出现的 14 个子范畴，整理并进一步合并得出三个核心范畴，如表 4： 
 

Table 4. Select the encoding result 
表 4. 选择编码结果 

核心范畴 子范畴 对初始概念的筛选与分类示例 

个人结婚意 
愿低 

经济收入低 

A1-1 步入社会没钱养女朋友 
A2-1 现实问题容易造成单身 
A1-5 法定年龄不结婚，养不活家庭 
A3-8 没钱给不了节日的仪式感 

择偶标准多样 
A1-4 择偶四个标准爱情、人品性格、兴趣一致和健康 
A2-4 择偶四个标准生长环境、人品性格、收入和发展前途 
A3-4 择偶四个标准人品性格、爱情、兴趣一致和生长环境 

理想婚姻与现实矛盾 A4-1 即使恋爱了也不想触碰婚姻 
A4-2 社会和父母的压力是婚姻压力源 

对婚姻期待降低 
A2-7 结婚至少到达标准 75 分以上，剩下 25 分靠成长 
A4-3 结了婚身不由己，变成两个家庭的事 
A4-7 有一种感情社会难以接受，不想结婚 

享受单身 
A3-1 单身比较快乐自由 
A2-8 结婚不要计划，更客观去看 
A1-6 认识女生多结婚不是问题，先玩 

社会宽容度高 

结婚已不是必须 

A2-10 结婚与否只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主流现象，不是必须 
A2-12 结婚制是一种已经固化的生活现状，但是随着社会进步， 
对婚姻看法也会个性化一些 
A3-9 恋爱是一定，结婚不一定 
A4-9 即使是正常情侣关系，结婚也非必须 
A4-1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一定按套路去结婚 

非婚者不再为异类 A2-11 很多富豪级的人不结婚，只是找一个伴侣 
A4-11 无婚主义者很自由，可以领养小孩 

青年人不用在背负 
婚姻责任 

A2-9 适婚年纪不结婚，没遇到合适的人 
A3-10 老人觉得要结婚生子，但是现在适婚“90 后”结婚比例小了 

社会男女关系平等促成 
伴侣关系多元 

A1-7 恋爱和结婚没有必然的联系。 
A2-17 两个人心态很重要，把发生问题看作常态化 
A3-7 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喜欢我的我不喜欢 
A4-8 性取向方面喜欢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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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家庭足够包容 

家庭和谐影响子女 
自由式择偶 

A1-8 恋爱和结婚不一定是一个人 
A1-16 家人保守不过问自己感情生活，但关系和谐 
A2-18 成长在一个开放、包容且相对快乐，愿望被满足的家庭 
A4-12 父母感情很好，没有影响自己的感情观 

父母由子女婚姻决策者变成 
建议者，甚至放手不管 

A1-20 只是为自己的婚恋决定把关 
A2-21 参与到婚恋决策中的建议环节 
A3-14 只要相处喜欢，也喜欢自己的就行 
A3-17 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父母都不插手 

家庭放养式教育，子女 
传承责任降低 

A2-16 父母从来不催婚，更多让我活出意义而不是传承 
A3-11 父母不会逼我结婚，更不要说传承 
A1-18 父母不管自己的情感，高中早恋也没管 

父母与子女有和谐的 
沟通场景和态度 

A1-19 自己选择的伴侣，父母只是指向标 
A2-18 父母更愿意用家庭会议的形式解决问题 
A3-15 父母反对能用沟通去解决 
A4-17 虽然有时候方案父母做法，但还是喜欢和他们相处 

父母更尊重子女的 
想法和选择 

A1-17 无论如何，爸妈首先会祝福我找到伴侣 
A2-20 觉得子女伴侣不行，多观察一段时间 
A3-16 自己选的，就要对得起人家 
A4-18 相对于妈妈，爸爸更加默默支持自己 

 

 
Figure 1. Research conceptual models 
图 1. 研究概念模型 

 
3) 理论编码 
理论性编码是对选择性编码的进一步阐释，分析其中各范畴的联系，并以“故事线”来描绘整体形

象。经过把选择性编码之间的关系比较、所抽取概念和适婚青年人推迟婚姻的事实不断比较，而且配合

相关的文献阅读整理出本文的研究概念模型(如图 1)。以“个人结婚意愿低”、“社会宽容度高”及“家

庭足够包容”三个维度分别从个体感知、社会感知和家庭感知三个层面来叙述“适婚青年人推迟婚姻的

意愿”。其中，个人结婚意愿低主要是说明青年人有着和父母、叔伯等的老一辈相比，更加的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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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生活上不愿意将就，要找一个既要懂爱情又要懂生活情趣，更要具备发展前途的人。而“90 后”

因为站在时代的前沿更是有着不轻易妥协的想法和勇气。当然促使这些青年人有着这些自由念头的还必

须感谢社会的宽容度高。正是社会越发的多元发展，越发的宽容自治使得教育、文娱等都越加开放创新，

使得男女平等观念、恋爱和婚姻自由等也更加得到青年群体的认同并为之践行。另外，家庭的氛围也或

多或少的影响着子女的婚恋感观，就如同小 Y 说的：受访者说的一样，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如果家里

的父母、亲属不够开明包容也很难让子女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4. 结果分析 

(一) 个人结婚意愿低 
婚恋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凝结在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中，它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崔玉凤，2010) 

[25]，现如今的时代物质极大的富足，过去为了保障“家庭”这个劳动单位的稳定存在，婚姻制度更多的

可以看成一种经济契约制度——两个人一起抵御生存风险，它已经不适用于作为当下青年人的结婚理由。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思想不断融汇与交流，让男女地位逐渐平等，人生不用再为了生存、为了

延续而奋斗，人生的意义更多在于实现自我——去经历不一样的人或事。不管是在时间和空间等物理意

义上、物质上满足人们的欲望，还是在精神意义上满足人们的追求。所有一切预示着青年人，特别是离

适婚年龄最近的“90 后”以“拒绝婚姻为自己而活”显得自然而然。现在的“90 后”不仅婚恋观前卫，

而且“性”观念也老一辈开放、随便(孙明辉等，2013；马晓利，王鑫与卜慧楠，2014) [24] [26]。 
当下女人注重个性的发展和自我的尊重，而男人在对家庭的责任感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削弱(苗国，

2006) [27]。于是，在择偶标准上，双方更看重精神上的默契、共同的兴趣和追求，喜欢跟着感觉走。“不

求天长地久，只要一时拥有”。一旦发现双方的不合拍，他们多不愿意迁就，好聚好散。如同受访者说

的“A2-8 结婚不要计划，要客观去看”、“A2-3 结婚就是找一个相处融洽的合作伙伴”以及“结婚至少

到达标准 75 分以上，剩下 25 分靠成长”都在表明一种宁缺毋滥的择偶观。再有“A3-1 单身比较快乐自

由”以及“A2-2 两人相遇看缘分，相恋看选择”也说明一种单身的快乐与淡定。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人

始终要考虑生活的经济成本，为此这也是“90 后”推迟或不想结婚的缘由之一，如“A1-1 步入社会没钱

养女朋友”、“A3-2 经济收入不稳定不结婚”和“A3-8 没钱给不了节日的仪式感”都在解释因为经济收

入不够，自己的欲望还没满足，更不想过多的投入家庭中去，不过这可能跟“90 后”正常毕业以后参加

工作不长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位受访者中，小 M 的观点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如“A4-1 即使恋爱了

也不想触碰婚姻”、“A4-2 社会和父母的压力是婚姻压力源”和“A4-6 婚后感情能慢慢再培养，日久生

情”，她有自己的选择，但往往到最后有会顺从父母的观点，这可能和她从小严厉的家教有关，也可能

和她的同行取向有关(顺从压力)。总之适婚青年人推迟婚姻的意愿里既包含了对收入发展的无奈，也包含

了对传统“早结婚，早生子”观念的否定，更包含了对“理想婚姻和现实矛盾”的纠结。这些特质在“90
后”身上更明显。 

(二) 社会宽容度高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进行一个行为之前，除了会探视自己的内心需求之外，还会根据所处环境对即

将作出的行为进行感知和调整。符号互动论认为个人处于一个巨大的互动过程中，在社会中人们需要对

不断变化的行动进行调适，这种调适会受个体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影响(胡荣，1989) [28]。传统婚姻的

“和和美美”是以“夫唱妇随”为基础的，现在却不得不转向以交换、互动、妥协等陌生的行为方式为

基础的二人互动关系。 
“A2-13 社会人其实交往也是跟社会链接，组建家庭也是跟伴侣链接，也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

你独居当然会带来很多生活上、健康上、心理上的一些影响，但是你单身不代表你就不正常或者会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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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异类，因为我觉得你不选择家庭这种社会化的链接的方式，你还可以有其他链接方式”受访者小 Y 认

为人和人在社会上生存的本质就是一种连接关系，包括婚姻也是同伴侣的一种链接——“A2-14 不结婚

的话你肯定会很孤独，或者说你肯定也希望有一个人在身边，你肯定会有这种孤独感，而且时常会有。

但我觉得如果只有父母、有朋友、有亲人在的状态，我觉得也还好”所以结婚与否现在不是那么必须，

有家人、朋友等其他的连接方式。 
再如“A4-10 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的大龄的单身女青年，他们的追求挺高的，他们对每个人喜欢的方

式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社会上不会太奇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不一定要

结婚，不一定要按照套路结婚生子，那样一辈子才是正常的。我觉得也可以做无婚主义者呀，无婚主义

者的话比较自由一点，以后可以领养孩子”还有诸如“A2-10 结婚与否只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主流现

象，不是必须”、“A2-12 结婚制是一种已经固化的生活现状，但是随着社会进步，对婚姻看法也会个

性化一些”、“A3-9 恋爱是一定，结婚不一定”、“A4-9 即使是正常情侣关系，结婚也非必须”以及“A4-1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一定按套路去结婚”。综上这些观点都意在表明“结婚已经不再是人生

的必须”以及“不结婚，在社会上也不会显得奇怪”这样的观点，这也间接证明了社会的宽容度在提高，

因为以往社会上是要求青年男女都有结婚繁衍下一代的义务。现在这些义务，这种观念宽容了很多。这

也正是为什么适婚青年男女迟迟不结婚的原因之一——推迟婚姻也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 
(三) 家庭足够包容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类扼杀选择自由的传统模式早就成为历史，但所介绍对象的工作、交往

圈子的规定基本由父母、单位等组织帮助安排，因此也只能算是一种相对的自由(苗国，2006) [27]。现如

今网络的发达，让青年的婚恋选择也变得更多元：婚介、网恋、邂逅等。同样让青年人得以享受自由恋

爱时光的也离不开家庭的包容。父母观念的开明与接纳让家庭能够包容孩子的情感上的输出，同时从小

良性正向的教养也让子女有积极的婚恋观。这既是父母之功，又是子女之幸。 
根据受访者的语录：“A2-18 几乎在我记忆当中是没有吵过架，然后他们很喜欢用沟通的方式，开

家庭会议的方式来解决所有家庭当中遇到的问题”、“A2-18 成长在一个开放、包容且相对快乐，而且

小时候很多愿望都会被满足的这个家庭”、“A2-19 父母给我的是良好的基础品格教育”等皆在表述家

庭和谐氛围，积极教养的态度都让孩子有了拒绝过早进入婚姻的底气。再诸如“A1-19 自己选择的伴侣，

父母只是指向标”和“A1-20 只是为自己的婚恋决定把关”；“A3-14 只要相处喜欢，也喜欢自己的就

行”、“A3-15 父母反对能用沟通去解决”、“A3-16 自己选的，就要对得起人家”、“A3-17 不管是恋

爱还是婚姻，父母都不插手”以及“A4-12 父母感情很好，没有影响自己的感情观”，这些所叙述的观

点也指出父母包容理解并最终孩子的择偶选择，同样父母也在从以往积极参与子女婚姻决策中抽离出来

作为一个建议者的角色。另外，有受访者谈到：“A2-16 父母从来不催婚，更多让我活出意义而不是传

承”、“A3-11 父母不会逼我结婚，更不要说传承”、“A1-18 父母不管自己的情感，高中早恋也没管”

是为了减轻孩子的压力，而不用为所谓的家庭传承去妥协自己的情感。 
综上所述，现代的家庭对待子女的婚恋态度上大都保持了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也只有这种家庭足够

有包容力，因此适婚的青年们才愿意推迟婚姻。 

5. 结论 

任何一代青年人婚恋观的形成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其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90 后”青年由于他们

生活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的不同，其婚恋观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使其婚恋观总体上

较为自由、开放，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对四位适婚“90 后”的访谈，本文初步得出了适

婚青年人推迟婚姻意愿的一些原因，即适婚青年人首先在个人结婚意愿上低，主要集中体现为“经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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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低”、“择偶标准多样”、“理想婚姻和现实矛盾”、“对婚姻期待降低”和“享受单身”几个方面；

其次在社会宽容度高方面，青年人主要感知到了“结婚已经不是必须”、“非婚者不再是异类”、“青

年人不用再背负婚姻责任”及“社会男女关系平等促成伴侣关系多元”，所以他们即使到了适婚年龄，

也不想结婚；最后，在“家庭足够包容”这一方面，年轻人们感知到“家庭和谐影响子女自由式择偶”、

“父母由子女婚姻决策者变成建议者，甚至放手不管”、“家庭放养式教育，子女传承责任降低”、“父

母与子女有和谐的沟通场景和态度”以及“父母更尊重子女的想法和选择”，让他们理解到了父母和家

庭的包容，因此即便到了适婚年龄，这些青年人也不会想结婚。 
本研究是一个质的研究，因而研究结论不具有太多的推广性与广泛性。而且要说明的是，在四位受

访者中小 M 同学同时具有比较矛盾的心里——既想坚持自己的感情观点，但最后又会顺从父母的意见；

甚至当问及父母不喜欢伴侣时怎么办时，其宁愿抛弃伴侣也不要父母不开心；而是以和父母一样的观点

“日久生情”去合理化平衡自己内心的不适感。可以说她的观点也不适合完全来解释“适婚青年人推迟

婚姻”的这一问题，有机会后面本研究会重新选取样本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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