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一些青年研究机构、
高校、媒体针对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进
行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大
学生希望在26-30岁时走入婚姻殿
堂，但婚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
化，更看重婚姻的精神情感支持功
能。

“以前我认为两个人只要互相喜
欢就可以在一起，现在我觉得谈恋爱
还要考虑性格、价值观、未来发展等
因素。”山西大学大四学生小魏一直
期待恋爱，但对未来的不确定让她对
婚恋更多持谨慎态度。

小魏的话反映了当下很多大学
生对恋爱和结婚的态度。《中国青年
报》近日发布的一项面向全国各地大
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57.90%受访大
学生希望在26-30岁时走入婚姻殿
堂，25.97%则表示在法定年龄以上，
任 何 年 龄 都 可 以 。 真 心 相 爱
(95.32%)与经济考量(85.97%)为受访
者考虑是否结婚的主要因素。

今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
发展研究中心网站公布的《中国大学
生婚育观报告》显示，61%的大学生
明确表示会结婚。对于结婚年龄，受
访者的理想结婚年龄是27.82岁，而

且男生和女生对此的选择基本相
近。据介绍，报告抽样来自30所大
学，包括4所“双一流”高校、18所普
通高校、8所专科学校，覆盖了22个
省份的 26 个城市，获得有效问卷
9775份，其中女性占比50.95%，平均
年龄20.29岁。

“总体而言，大学生未来的结婚
意愿高于预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
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婷在解读该
报告时说，大学生未来的结婚意愿受
多种因素影响。在促进结婚意愿的
因素上，大学生更看重婚姻的精神情
感支持功能，同时也希望兼顾物质支
持属性。在抑制结婚意愿的因素上，
婚育成本以及工作家庭平衡因素对
大学生结婚意愿影响突出。她认为，
在坚守婚姻和生育的制度性框架下，
大学生对婚育的态度依然出现了发
展性的变化，开始强调恋爱、婚姻和
生育基于个体意义上的价值，如互助
进步、精神寄托、情感陪伴以及对自
身成长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对未来的婚恋关系
较为看重双方是否真心相爱，也关注
经济考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
学系教授喻丰多年研究积极心理
学。在他看来，大学生这种婚恋观既

有理想化憧憬，又基于现实化情境，
二者存在明显冲突。这种冲突受网
络、影视、媒体和一些替代经验的影
响。一方面，大众媒介、影视渲染产
生的舆论，折射出内隐的婚恋观影响
了大学生；另一方面，父母、朋友等出
现的案例导致大学生将单个例子而
非社会整体作为自身恋爱观的主要
来源。“在心理学上，信念一旦产生就
很难改变，因为我们只会去找证实它
的原因，而常常忽略反对它的原因。”

作为未来10余年婚育行为的主
体，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如何呢？

总的来看，生育仍然是绝大部分
大学生未来理想人生的一部分。根
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大学生婚育
观报告》，大学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数
为1.86个，超过80%的大学生偏好两
个子女；大学生仍然将婚姻视为生养
子女的必要条件。对于生育的意义，
大学生更加在意养育子女对自身的
意义感和情感价值，而把传统的子女
作为个人晚年生活的保障性功能排
在了最后。《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也显
示，37.58%受访大学生未来希望生育
一个孩子，34.03%计划生育两个。此
外，74.03%认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
67.74%表示孩子是家庭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在大学生的认知中，未来婚姻

与生育的绑定关系依然紧密，大学生
的婚育观并未发生转型性变革。”李
婷同时认为，生育对大学生来说还是
一件相对遥远的事情，其想法很可能
会随着未来工作生活而不断变化。

大学生的婚育观念正在发生变
化，一方面这种变化是温和而渐进
的，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
塑造当代青年积极健康美好的婚育
观的紧迫性。有专家认为，在下一阶
段，婚育结果的变化趋势将取决于公
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缓解个体在
婚育成本与个体发展上的压力。

相关支持政策正在不断强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部门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
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
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
虑，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
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
施。意见还提出，倡导尊重生育的社
会价值、尊重父母、儿童优先、夫妻共
担育儿责任；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
俗，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
陈规陋习，倡导积极婚育观念。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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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治安整治
梁溪公安硬核护平安

近期，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统一部署，梁溪
警方多频次、全方位开展社会面治安集中清
查行动，持续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流动人口 全排查
“这里住多少人？都登记了吗？有没有

人员变动？”黄巷派出所民警朱一鸣来到广石
家园群租房、员工宿舍等流动人口落脚点开
展检查，逐户认真核对群租房基本信息，做到

“一户一档、及时更新”。“大爷，核酸要定期
做”，同行的新民警陶晶晶一遍遍叮嘱外来人
员定期做核酸，自觉遵守防疫规定。临走时，
还不忘向群众做反诈宣传并发放安全宣传手
册，有效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重点部位 强巡防
惠山派出所民警孙怡晟来到社区医院，

对门铃码扫码状况、环境消毒频次和职工核
酸检测情况进行一一检查，切实保障医院内
部防线。同时，为充分发挥好医院的平安哨
点作用，民警向医院职工教导器械的正确使
用方式，并结合具体事例讲解了应急处置的
方式方法。

重点卡口 牢把关
在广南路与锡沪路交叉口，由于周遭商

场众多，车流量大极易滋生事故多发的风
险。“同志，请靠边停一下，虽然天气炎热但为
了你自身的安全请规范佩戴头盔。”“你好，电
动车不可搭载成年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广益派出所民警秦浩南对可疑人员、车辆进
行严格盘查，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的同时以

“逢疑必检”的严格要求营造高压态势，全力
做好运输通道管控工作。

百日行动

梁溪公安推进站前商贸街重点整治
站前商贸街（酒吧街）毗邻火车站和

中山路商业圈，是我市最大的歌舞娱乐
场所聚集区，共有各类场所140余家，日
均人流量2万余人。

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深入贯彻
部、厅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和
市局“净风”行动的部署要求，全面强化
打防管控措施，努力打造治安管理样板
街区。行动开展以来，街区日均警情环
比下降13.7%，违法犯罪警情环比下降
25.2%，未发生重大黄赌毒案件和“大恶
丑”治安问题。

管控阵地 科学运行

在街区建设24小时运行的
示范版平安前哨，设立视频巡
查、巡逻防控、指挥调度、警情接
处、纠纷调处等岗位，由属地派
出所值班领导带班值守。

统筹警力 精准投放

针对街区治安形势，叠加投
入巡特警PTU处突机动队、分局
机关值班力量，并协调交警支
队、巡特警支队力量增援，分时
段投放，负责街区及周边巡逻值
守、秩序维护、场所巡查等警务
工作。通过高频次盘查社会闲
散人员，形成“净风”行动的强大

声势。

智慧建设 安全加码

建设站前商贸街“平安前
哨”工作站，汇聚街区感知资源，
部署街区巡防勤务充分发挥平
安前哨工作站阵地作用，接入酒
吧街及周边多部智能感知设备，
并联网汇聚街区多个单位的重
要点位智能感知设备。

部门联合 协同整治

建立属地党委政府牵头，公
安、城管、安检、市监等部门参与
的综合治理小组规范运作，健全
定期例会、检查督导、情况抄告

通报等工作机制。目前已经协
调城管部门每天晚间派驻队员6
名，动态巡控街边摊位、路边环
境、经营秩序等。

“净风吹”“新风展”，梁溪公安
将进一步扩大打击震慑效果，有效
提高管控措施，形成“控在先、快早
小”的街区整治无锡经验。

大学生婚育观念变化引社会关注

未来结婚意愿高于预期

近六成大学生希望
在26-30岁时走入婚姻殿堂

大学生未来
结婚意愿高于预期

生育是未来
理想人生一部分

加强尊重婚育的
引导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