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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综述了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择偶难的现状、原因和解决对策。文献分析表明，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

在农村社会中面临着严峻的择偶难问题，主要由经济、文化水平和性别比例失衡等多重因素造成。针对

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加强性别平等教育、改善农村经济环境、建立婚恋服务机

构、引导跨国婚姻等。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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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asons and solutions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mid-
dle-aged unmarried men in rural areas in finding partners. Literature analysis shows that mid-
dle-aged unmarried men in rural areas face severe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partners due to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cultural level and gender ratio imbalances.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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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s, the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gender equality educa-
tion, improving the rural economic environment, establishing marriage and love service organiza-
tions, and guiding cross-border marriag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of rural society. 

 
Keywords 
Rural, Middle-Aged, Unmarried Men, Marriage Difficultie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中国的城乡结构正在深刻变化。然而，农村地区发展仍面临多重困难，其中

之一是大龄未婚男青年普遍面临的择偶难题。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 至 40 岁适婚年龄段男性人

口比女性多 1572 万人。其中农村青壮年(20~39 岁)男性“盈余”占全国该年龄段男性“盈余”总数的 62.4%。

这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农村男性无法找到适龄的女性作为伴侣，引发男女婚姻年龄段人口数量不匹配的性

别失衡社会问题。由于性别失衡，婚姻挤压、结婚人数减少、失婚和离婚率上升等社会现象和问题开始

显露。学者们通过多年的调研和研究，发现了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成因和潜在风险，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

对策。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择偶难问题对社会稳定、家庭建设、个人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就业和人才

流动以及社会平等产生影响，解决这一问题对于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对农村大龄

未婚男青年的择偶难成因、风险和对策进行全面分析，可以为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指导，促进社会

稳定、个人幸福和经济发展。 

2. 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的定义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探讨大龄未婚男性的起始年龄，但学术界对“农村大龄未婚青年”还没有一个公

认的定义。年龄界定的依据相对简单或不明确，缺乏一致的方法与标准。研究中使用的起始年龄通常为

25 岁、26 岁、28 岁、30 岁和 32 岁，其中以 28 岁的为多，判断依据主要分为通过研究经验或实地观察

和基于微观调查或人口普查等数据。其中，有研究基于经验判断农村男性成婚节点年龄(靳小怡等，2010)，
也有研究通过实地调研与观察，依据当地认可的结婚机会分水岭或正常结婚与大龄未婚的年龄界限进行

划分(王磊，2012b)。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则主要使用不同年龄段未婚人口比例和结婚年龄段的上限

等指标(韦艳，张力，2011)，也有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年龄划分(刘爽，蔡圣晗，2015)。还有研究同

时使用未婚尚存比例、终身结婚期待率和成婚期望年数 3 个指标测度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年龄(果臻等，

2016)。 
有学者认为，过去研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年龄界定方法存在着局限性，例如缺乏客观的量化依据、

数据代表性不足、忽略了未婚男性群体等问题。因此，提出了量化、动态的年龄界定思路，基于终身结

婚期待率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年龄界定方法，依据 5 年或 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年

龄界定的动态调整(果臻等，2022)。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大龄未婚青年一般被定义为具有农村户口、年龄

在 25 岁以上(一般为超过 28 岁)、从未结过婚的男性。研究者可以根据目标时期与区域，结合自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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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选取不同的终身结婚期待率标准进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年龄界定。 

3. 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困境的成因 

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困境的相关研究主要依据婚姻市场理论、市场要价理论、婚姻偿付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择偶梯度”理论和“资源交换”理论来进行分析。相关研究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宏观和

微观两种解释。宏观路径解释认为，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导致婚姻市场上男性竞争压力增加，造成男性“被

剩”现象。该现象的具体原因包括人们的重男轻女观念、男性生育偏好、胎儿性别鉴定等因素(于景辉，

2008；彭大松，2011)。这些因素导致了人口出生性别结构失衡。而农村女性由于求学、就业、通婚等向

城市流动造成农村地区女性数量进一步缺乏(石人炳，2006；许军，梁学敏，2007)。这进一步加强了婚姻

挤压的程度。适婚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导致女性资源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从而提高了婚姻市场要价，

而农村地区经济贫困与发展落后，也进一步加剧婚姻困境(李凤兰，杜云素，2009；曹锐，2022)。此外，

社区环境作为外部因素也影响到大龄未婚男性的择偶机会，经济发展状况较差、规模较小、交通和生活

不方便的村庄对女性青年的吸引力较小(刘慧君，苟欢迎，2018)。 
微观解释路径认为农村大龄男性未婚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身以及家庭条件较差导致婚姻市场上的竞争

实力较弱。家庭层面的原因主要包括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等。经济贫困、兄弟多、住房条件差、父

母健康状况不佳等是大龄青年婚姻困境的常见因素(段玉厂，2012；王磊，2012a)。家庭的社会地位、社

会声誉对农村男性的婚姻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地位低、社会声誉低的家庭的男性成婚困难就越大

(杨佳佳，侯继峰，2014)。个体层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个人能力、收入、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社会地位、

社会声誉等，而这些条件是个人在婚姻市场中竞争的资本(贾志科，沙迪，2016)。除了以上客观原因之外，

个人的婚姻(择偶)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杨佳佳，侯继峰，2014)。 
总之，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是导致婚姻挤压的主要原因，同时农村女性数量进一步缺乏加强了婚姻挤

压的程度。此外，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自身及家庭条件较差，导致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实力较弱，家庭经

济条件、社会地位、个人能力等因素也影响到婚姻问题。 

4. 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择偶困难造成的社会风险 

农村大龄青年择偶困难的客观存在，给大多数农村男青年的性行为、家庭，以及个人安全感、幸福

感、满意度和晚年养老带来一系列风险。学术界对农村大龄青年社会风险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

类： 

4.1. 农村大龄青年未婚所引发的性行为风险研究 

在中国的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在农村地区难以获得正常、稳定的性行为，商业性行为成

为一种有效的替代和弥补方式，其发生率存在显著升高的可能性。刘慧君等认为大龄未婚男性更可能与

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存在较高的潜在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壮大”色情行业和诱发性犯罪等(刘慧

君，李树茁，2014)。另外，杨博等的研究揭示出长期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大龄未婚男性，流动进入城市

后的商业性行为可能会明显增加(杨博等，2015)。与此同时，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套使用率处于较低的水

平，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也比较低，这使得他们的商业性行为具有高风险特征(杨雪燕等，2013；张群林，

孟阳，2016)。 

4.2. 农村大龄青年未婚对家庭影响的研究 

韦艳等通过对中国中部农村的质性访谈，利用家庭压力理论来解释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的压力以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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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应对策略。认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失婚对家庭在经济上、家庭关系和成员的心理压力上都造成

负面影响(韦艳等，2008)。王磊则认为农村大龄男性长期未婚可能会引发家庭承受沉重的结婚费用压力等

婚姻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家庭在孩子婚姻前景上的风险程度(王磊，2016)。 

4.3. 农村大龄未婚青年自身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研究 

谢娅婷等认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谢娅婷

等，2015)。杨雪燕等的研究结果显示，28 岁以上的未婚男性生命质量水平较低。无论处于何种年龄阶段

和婚姻状态，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生命质量显著低于未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杨雪燕等，2017)。刘慧

君等则基于脆弱性的视角，系统分析了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目前在日常生活、情感慰藉、

性生活方面的单身生活状况及未来应对策略。研究发现，精神孤独与性生活匮乏目前是损害该群体生存

质量的主要问题(刘慧君，2017)。 
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同样不容乐观。大龄未婚对男青年的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大龄

未婚青年的比较幸福感相对已婚青年较低(宋健，王记文，2016)。此外，男性农民工因大龄未婚遭受可观

的幸福感损失，尤其是对社会经济条件较好者的影响更为突出(马汴京，2015)。与同龄已婚男青年相比，

未婚男青年的情感性社会支持得分显著偏低，婚姻挤压、社会支持(情感与工具)及横向社会比较均对大龄

未婚男青年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陆卫群等，2019)。 

4.4. 农村大龄青年养老问题研究 

随着年龄和健康状况恶化，晚年生活的照料问题成为该群体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家庭养老

资源、有限的亲缘帮助和缺乏社会支持资源，该群体除了寄望于结婚和经济储备外，难以有效应对单身

困境，其有限的应对策略也存在相当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刘慧君，2017)。在面对未来养老压力时，婚姻

挤压使得大龄未婚男性相比于已婚男性，更容易采取消极的方式养老，即不为养老做准备(郭秋菊，靳小

怡，2016)。 

5. 解决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择偶难的对策 

综合既往研究，解决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择偶难的对策涵盖多方面。首先，需要平衡男女性别比例，

从结构上缓解择偶难问题。其次，加快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丰富的就业岗位，吸引男女青年就近就业，

降低女青年流失程度，化解经济因素导致的择偶难。此外，需要增强男青年实力和竞争力，包括提高教

育和职业技能水平，搭建劳务平台等，以提高其发展机会和择偶竞争力。同时，提高婚恋信息服务质量

和覆盖面，建立婚姻介绍和咨询服务，帮助男青年找到合适对象。此外，加强心理疏导，引导男青年树

立正确婚恋观念，减少婚姻压力和单身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需要规范引导跨国婚姻，加强涉外

婚介市场的法律保护和规范，维持市场秩序，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形象。这些对策将有

助于解决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择偶难问题。 
除了上述基于实地调查的解决对策，还有研究采用社会工作介入的方法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进行干

预，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马柳丹(2016)通过开展“一起来相识”“说出你的故事”和“牵线搭桥”

等小组活动，获得了较好的干预效果。这些活动提高了参与者的表达意愿，缓解了他们的压力，并促成

了一位男青年找到了配偶。 
此外，冒焱鑫(2022)在婚姻挤压、压力交互认知与赋权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分析

了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需求。通过“相聚一堂乐相逢”“吾辈本自强”“解压小课堂”和“记录美好

生活”等小组活动进行干预，从个体层面帮助他们疏导由婚恋引发的压力、认识自身认知与行为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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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我效能感、学习抗压技巧、改善人际关系并寻求婚恋的可能性。这些干预措施使他们更加积极主

动地面对生活。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社会工作干预的方法能够有效帮助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应对婚姻困境和压力。

这些活动以及干预措施的实施为进一步探索解决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婚姻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 
总之，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是当前农村社会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群体，他们面临着择偶难的问题。这

一问题的原因包括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男女比例失衡等方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加

强性别平等教育、改善农村的经济发展环境以及建立婚恋服务机构等对策。现有研究对农村大龄未婚男

青年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个体心理、社会支持、社会文化角度和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

来展开。尤其是进一步地评估这些对策的实际效果，需要实施这些对策的地区进行跟踪调查和评估，以

了解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还可以利用定性和定量方法，通过调查问卷、深度访谈等方式，

采集来自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观点和体验，以评估对策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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