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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初婚年龄推迟成普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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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中国
人口普查年鉴-2020》，详细披露
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分项数据。
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人均居住

面积达到41.76平方米，平均每户
居住面积达到111.18平方米。我
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
36.52平方米。

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中国人平
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
性为27.95岁。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男性平均初
婚年龄为25.75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岁。

也就是说，1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其中，男性平
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63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95岁。

从每年的初婚人数来看，近年来总体呈现下降的态势。根据《中
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2010年初婚人数多达2200.9万人，2020年
则降低到了1288.6万人。

平均初婚年龄28.67岁 10年间推后了近4岁

为啥结婚越来越晚

冯文猛认为，结婚年龄推迟，一
方面对于女性来说可能错过最佳生
育年龄，导致生育风险的提高，另一
方面，对整个社会的生育水平也有不
利影响。但需要看到，很多国家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水平提升、社
会化服务的丰富，晚婚、不婚人群增
多，这也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对此要
有充分认识。在实践中，能做的是尽
量采取一些措施抵消其中一些不利
于婚育的消极因素。

冯文猛建议，要降低结婚成本，
整治天价彩礼等不合理婚俗，让年轻
人尽量都能相对轻松地谈婚论嫁，不
用为结婚犯愁。要优化升级婚育环

境，提升婚姻市场服务供给和质量，
扩大年轻人的交友圈，促进更多成功
的婚姻匹配。同时，倡导婚姻、家庭、
生育的重要性，消减部分人群对婚
姻、家庭、生育的负面印象。

对于近些年降低法定婚龄的建
议，冯文猛表示，现在初婚年龄已经
远远高于法定婚龄，如果导致初婚年
龄提升的主要因素消除不了，降低法
定婚龄预计也没有太大作用。而且
考虑到婚姻的稳定性，在不够成熟的
年纪下过早结婚也可能会导致更多
的离婚、单亲家庭，这对个体家庭和
孩子都是不利的。因此，降低法定婚
龄的实际意义不大。 （中新网）

从历史趋势来看，上世纪80年
代初期，平均初婚年龄呈现下降趋
势，1980年为23.59岁，1986年降低
到22.83岁，此后开始上涨，到1992
年又涨到23岁以上，1996年突破24
岁，2011年突破25岁，2014年突破
26岁，2017年达到27岁，2020年超
过28岁。

这一代人为什么会晚婚？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理由。

合肥市民李先生表示，30多岁
好多都没结婚的，主要的原因就因为
房价压力太大了，因此尽量地往后推
迟。合肥市民姚女士表示，20到30
岁之间需要去先奋斗，要先能够做到
经济独立，之后才会去考虑结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
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冯文
猛分析，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结婚成
本的上涨、就业和职场竞争加大、婚
姻观念变化等，是初婚年龄推迟的重
要原因。

一是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现在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大学毕业后读研、考
博，尤其是女性群体，受教育年限在不
断延长，这自然就推迟了结婚年龄。

二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
大，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很多年轻人
忙于工作，不少人还经常加班，没有
时间恋爱，跟异性接触机会少。

三是结婚成本上升，房价上涨，
彩礼提高，无论城乡，结婚要考虑住
房等因素，尤其是一线城市成本更
高，导致结婚的准备期拉长。部分地
区的天价彩礼直接把一些人吓跑了，
或者结不起婚了。

四是婚姻观念的改变，现在的年
轻人自我意识增强，越来越重视婚姻
的自主选择和质量，而且生活便利性
也在提高，很多人觉得一个人生活也
挺舒适，对家庭的渴望和依赖也越来
越小，不认可婚
姻就是恋爱的唯
一归宿。

从各地来看，平均初婚年龄推迟
成为普遍趋势。

以杭州为例，2021年男性平均
初婚年龄为28.5岁、女性为27.1岁，
与上年相比，男性晚0.2岁，女性晚
0.3岁。男性平均结婚登记年龄为
31.7岁、女性为30岁，与上年同期相
比，分别晚0.3岁和0.4岁。

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的平均初
婚年龄甚至突破了30岁大关。

根据安徽省民政厅发布的数据，
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
33.31 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
31.89岁，女30.73岁。

江苏省统计局在《2021年江苏
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一文
中透露，随着时代的发展，江苏女性
平均初婚年龄稳步递增。女性平均
初婚年龄2000年为23.22岁、2010
年为 23.76 岁、2020 年为 29.66 岁。
2010年与2000年基本相当，而2020
年女性初婚年龄比2010年足足推后
了近6岁，接近30岁。

伴随着初婚年龄推迟的是结婚
登记人数的下降。民政部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仅813.1万对，
同比下降了12.2%，这是连续第七年
下降。

中国人均住房面积
超41平方米
江苏人均40.75平方米,位居全国第七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分析，分析
住房问题，除了看绝对值以外，还
要看就业生活地点和住房供给之
间是否匹配。在一些人口减少、收
缩的城市，人口流失，人口流动比
较容易，房子却不能跟着人走；在
人口流入地，人口大规模集聚，但
建房子需要过程，加上受制于土地
指标等因素影响，大城市住
房一直比较紧张，人房矛盾
突出，推动房价上涨。

根据七人普数据，广东
流入的人口达到2962万，在
全国各省份中遥遥领先，占
全 国 跨 省 流 动 人 口 的
23.7%。这些跨省流入的人

口中，主要流向珠三角地区。珠
三角地区不仅吸引了省外人口流
入，也吸引了省内粤东西北地区
大量人口流入。东莞、深圳的外
来人口甚至远超户籍人口。然
而，像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受制
于自然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土
地供应和住房供应一直较为紧
张。 （第一财经）

因此，城市的居住数据更值
得关注。根据上述年鉴，2020年
我国城市家庭平均每户住房面积
是92.17平方米。不过，地区之间
的差异也很大。共有12个省份的
户均居住面积超过了 100 平方
米，其中，三个省份户均居住面积
超过了110平方米；在榜尾端，共
有6个省份的户均居住面积低于
80平方米，分别是广东、上海、黑
龙江、北京、辽宁、吉林。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城市人
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52平方米。

分省份来看，共有7个省份的城市家
庭人均居住面积超过40平方米，分
别是西藏、河南、湖南、湖北、云南、青
海和江苏。其中，排名前六的省份
均位于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省份
中，人均居住面积最高的是江苏，以
人均40.75平方米位居全国第七。
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居后三位的
分别是广东、上海和海南，全部位于
南方地区。其中，广东城市家庭人
均居住面积仅为29.59平方米，是全
国唯一一个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
低于30平方米的省份。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户口
分为家庭户、集体户。其中，家庭
户占据绝大多数。因此，家庭户
的居住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居民的居住情况。人均住
房面积41.76平方米这一数据，包
括城市、镇和农村的家庭。由于
我国城乡居住面积差异大，通常
而言，农村、小城镇的人均居住面
积要远大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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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张波分析，从全国人均居住面
积看，41.76平方米的人均住房面
积已经不低，但这并不是说个人
实际在工作地和生活地的居住面
积也能达到这个水平。尤其是在
城市的流动人口中，有人在老家
有住房，可能住房面积还不低，但
这些房子是空置的，他们在实际
工作地，没有住房，只能租房。这
就造成了我国居民在居住方面结
构性不均衡的情况。

结构性不均衡

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大城市住房紧张要采取措施抵消一些要采取措施抵消一些
不利于婚育的消极因素不利于婚育的消极因素

平均初婚年龄为何推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