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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现象，专家建议

● 生育政策的调整和配套措施的
出台有利于提振更多家庭的生
育意愿，推动生育意愿转化为生
育行为，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
口老龄化进程，增强社会整体活
力

● 要提振结婚和生育意愿，归根结
底是要让人们相信婚姻和家庭
的价值，增强对婚姻和家庭的信
心。这需要整个社会在完善家
庭政策的同时构建新型的婚育
观

● 在充分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
持下，与伴侣构建家庭和生养后
代是大多数人作为社会性生物
最本能的选择。所以，与其说要
警惕和防范不婚不育，不如说要
顺应每个人出于本能的选择，并
为他们的选择提供便利条件和
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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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善家庭政策的同时构建新型婚育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近期，经济学家任泽平及其团队、共
青团中央一课题组相继发出婚姻调研报
告：任泽平团队通过数字分析得出，在多
种选择和无奈之下，中国人结婚少了、结
婚晚了、离婚多了。共青团中央调研的
对象是 1995~2009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
（Z世代），得出他们不准备结婚的四种
情况——被现实所困的“忧婚族”，把婚姻
标签化的“恐婚族”，对婚姻“佛系”的“懒
婚族”，对婚姻祛魅的“不婚族”。

两份报告均剑指当代青年略显悲观
的婚姻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
何才能构建更加积极的婚育观和家庭观，
让适婚人群走进婚姻？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为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如何解释“不婚”现象？
“年轻人的‘不婚’现象，更准确地来

说，是一种结婚年龄推迟的现象。中国仍
然是一个普婚社会。”全国妇联妇女研究
所副研究员石鑫表示，虽然我国20~29
岁未婚者比例随着年份增加在逐渐升高，
但是到35岁之后还处于未婚状态的人口
比例始终较低。“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相
比，我国表现出了明显的婚姻推迟，而终
身不婚者的比例很低。”

石鑫给出的数字显示：1990~2017
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
提高到25.7岁，推迟了4岁多，并有继续
走高趋势。

任泽平团队的报告也指出近年来突
出的“晚婚”现象：2005~2019年，20~24
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
降至19.7%，30~34岁、35~39岁、40岁以
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
3.9%增至17.7%、8.1%和19.9%。

对于当下年轻人的“不婚”现象，山东
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吴真认为，
可参考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相似现象
加以解读。“观察欧洲各国1980年以来的
结婚率，大部分国家都呈现下降趋势，尤
其如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其
2017年统计出的结婚率均比40年前降低

了一半左右。这说明，‘不婚’在西方国家
早已是常见且越发普遍的现象。”

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我国传统的

婚姻价值观。而共青团中央的调研显示，
对于结婚问题，25.1%的青年选择“不确
定”，8.9%的青年选择“不会结婚”，即有
34%的青年不再认为结婚是一件理所当
然的事。

石鑫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受到经
济、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石鑫分析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
步完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家庭
观念逐渐式微，年轻人更重视夫妻是否有
共同价值观、是否可以相互陪伴成长等精
神需求，家庭关系也更强调平等、独立、自
由。这使得年轻人对“另一半”的要求不
断提高，婚姻匹配难度上升。

同时，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受教育程
度的提高会推迟初婚年龄；移动互联网的
普及改变了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和生活方
式，冲击着人们对恋爱和婚姻家庭的预
期；社会对同居、独身、离婚等现象的包容
度也大大提高。“结婚成本的提升，更是增
加了年轻人结婚的客观难度。”石鑫说。

在吴真看来，对于“想结却不能结”的
群体，外在的客观因素确实提高了他们步
入婚姻的门槛，包括：人力资源的市场化
使得就业变得不稳定，加重了年轻人的职
场压力，压缩了他们个人情感生活的时
间；住房的市场化使得年轻人对高额的房
价望而却步，令“安居难”成为婚姻的一项
重要阻碍；教育的市场化、医疗的市场化
提高了年轻一代在生育、养育、赡养父母
方面的经济压力。

而对于“能结而不想结”的群体，吴真
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家庭的去制度化”。

“现代社会中，家庭的许多功能已经被其
他社会元素取代。比如，以往家庭的经济
功能以节约生活成本、提高集体收益的方
式满足二人的共同需求。而如今，随着女
性在经济上对家庭的依赖感不断减弱，婚
姻在家庭互助上存在的价值及其不可替
代性自然降低。”

更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个人意识

的苏醒。吴真表示，与父辈一代相比，当
今年轻人对婚姻的自主性有着更高的要
求。与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年轻人一
样，他们通常会把个人的选择放在第一
位，而不再想被家庭所“捆绑”。

为何女性的结婚意愿更低？
共青团中央在调研中还发现，女性的

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性。女性表示“不结
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占
43.92%，比男性多出19.29%。而女性不
想结婚的首要原因为“不想生孩子”。

在石鑫看来，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对女
性的自身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与男性相
比，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生育、养育、
教育子女的责任；同时，一些用人单位还
存在忽视女职工生育和劳动权益的就业
歧视行为；再加上随着女性经济独立，对
家庭的依赖逐渐减低……这些因素都会
降低年轻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

“这其实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体
现。”吴真对此表示，相较于传统社会中不
得不依附于婚姻制度的女性，现代女性已
经有能力摆脱这种硬性制度，更加有意识
地去发掘自我需求、规划个人生活。年轻
女性对于结婚和生育有了更多自主选择。

现代女性真的恐婚恐育吗？吴真认
为，答案并非如调查数据显示得那样简
单。“从北欧和西欧的历史经验来看，以尊
重个人意愿为前提的各类社会政策能够
显著提高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使她们
既可以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也乐于组建
家庭、生养子女。”“女性表面上对婚姻生
活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需要通过法律
和政策上的保障来化解。”

“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
措施有何重要意义？

婚姻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问题。结婚
率的下降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而新生人口
数量的减少无疑会给未来的人口发展、经
济发展、种族延续、文化创新等带来隐
患。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
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

我国的“十四五”规划已将应对人口
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优化生育政

策（“三孩”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
善人口服务体系，并明确了完善产假制
度、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发展普惠托育
服务体系等政策重点。目前，各地各部门
正在陆续出台生育政策配套措施。

“这些配套措施是一个系统性工
程。”吴真分析说，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
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经济性的支持，包括
生育补助、育儿津贴、雇佣保姆补助、儿
童入学补助、家庭税收减免等措施；二是
非经济性的帮辅，涵盖免费或普惠性婴
幼儿看护、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父母育儿
假等。这些措施需要与相应法律相互配
适，基本原则就是保障个人权益和维护
社会公平。“北欧和西欧国家的实践证
明，以此为原则的法律与政策措施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们（尤其是女性）的
生育意愿，也能够系统、平稳地推进人口
增长与均衡发展。”

石鑫认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和配套措
施的出台有利于提振更多家庭的生育意
愿，推动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释放
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增强社
会整体活力。

“从各国经验来看，并不存在立竿见
影或普遍适用的家庭政策。”石鑫分析
说，受经济发展水平、性别文化结构等多
种因素影响，同样的政策工具在不同地区
和文化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就我国而
言，需要各地在国家宏观规划的指导下，
因地制宜地探索符合地域特点的家庭政
策工具。”

如何提振结婚和生育意愿？
积极的婚育观和家庭观对于整个社

会发展意义重大。
“要提振结婚和生育意愿，归根结底

是要让人们相信婚姻和家庭的价值，增强
对婚姻和家庭的信心。这需要整个社会
在完善家庭政策的同时构建新型的婚育
观。”石鑫强调。

她建议，一是传承和创新优秀的家
庭文化。媒体要倡导共建共享、男女平
等、代际和谐的新型家庭文化，融合现代
文明理念弘扬家庭美德，广泛宣传典型
家庭事迹。二是加强婚恋指导服务。民
政、共青团、妇联、高校、社工机构等要加
强婚恋咨询服务的供给，及时化解家庭
矛盾，提升家庭成员责任感。三是开展
婚俗方面的移风易俗。加强乡风文明建
设，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等陋俗，树
立文明婚俗。

“还要从政策层面完善性别平等的家
庭政策体系。”石鑫提出，要完善家庭服务
体系，特别是要加大公共托育服务供给，
大力提高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减轻家庭
育儿负担；要探索实行父母育儿假，鼓励
父母共同育儿，减轻女性育儿压力；要加
大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力度，惩罚对女性就
业歧视的雇主，鼓励用人单位采取弹性工
作制等方式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使
生育的成本由国家、用人单位、家庭共同
分担。

吴真认为，应摒弃功利性和强迫性
的思维。“在充分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
持下，与伴侣构建家庭和生养后代是大
多数人作为社会性生物最本能的选择，
所以，与其说要警惕和防范不婚不育，不
如说要顺应每个人出于本能的选择，并
为他们的选择提供便利条件和法律保
护。”“充满爱意的伴侣生活和其乐融融
的亲子关系，是包括Z世代在内所有人
向往的图景。”

高亚菲/绘

□ 新华社记者

今年9月起，“双减”专项督导半月通
报制度正式实施，各地每两周报送“双减”
工作落实进度，“双减”督导已被列为2021
年教育督导工作“一号工程”。

近两个月来，这项“一号工程”落实情
况如何？通报材料有何特别之处？基层又
如何看待？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怎么报？报什么？督导工
作看点多

设置可操作性督导指标、市区联合执
法、督导结果透明公开……9月以来，“双
减”专项督导半月通报制度在各地落地开
花。

湖南省教育厅日前公布的“双减”专项
督导半月通报材料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了854个。

在山东省青岛市教育局公布的“双减”
专项督导半月通报材料中，记者看到报告
包含基本情况、作业管理情况、课后服务开
展情况等“双减”政策相关指标，督导结果
均以数字、比例体现，各项工作进展一目了
然。

“每天都可以在监测平台看到各个地
方的填报率，进行实时调度、督促和指导。”
湖南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负责人
介绍，督导半月通报中校内减负部分的内
容通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监测平台生
成，具体由学校负责填报，市州和县市区审
核汇总，教育厅统筹调度。

为确保督导工作落实到位，广州市教育
局组织市、区两级责任督学开展“五项管理”

“双减”督导。每月到校督导2次，每次5~10
所学校，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已组织市级联
合执法43次，市、区两级暗访150次。截至
10月中旬，广州市教育局实地督查调研公、
民办中小学校23所，市级责任督学实地抽
查132所学校。

减负增质，督导工作收获多
早上9点，江苏省阜宁县沟墩实验小

学的操场上，上千名小学生整齐排练“曳步
舞”。作业负担少了，课外时间多了，操场
上欢声笑语回来了。

阜宁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于利
君介绍，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59所，目
前各校的作业时间、课后服务时间全部达
标。

记者翻开语文老师成玉兰的“老师试
做本”，10月20日的作业她用6分钟完成。

“老师布置的作业，自己要先试做。”阜宁县
沟墩实验小学校长赵才广说，“学生完成时
间基本是老师的2倍，我们将各科作业总量
控制在1小时以内。”

在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校长帅
亮介绍，学校建立了作业校内公示制度，统
筹布置作业，并严格按照要求控制作业时
间，每周统一把数据上传。

“逛超市”“逛大集”“玩闯关”……没有
书面考试，不代表就没有考核测试。各地多
家小学采取多样考核评估方式，助力学生学
习减负增质增趣。“比如当一回小老师讲解
一道题，就把算数考了；演一出小剧、来一次看图说话，就把语文
和英语考了……”青岛市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李莉说。

校内改方法、校外抓违规，“双减”督导工作“双管齐下”，效
应初显。

针对民众反映较多的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培训问题，广州市
教育局做好登记和督办，由属地教育主管部门联合有关部门核
查并做出相应处置。

截至10月 21日，广州正在营业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从
1153家减少至677家，学科类校外培训周课时数由高峰值91
万课时下降至19.1万课时。

边推进边改进，督导工作“不缩水”
“‘双减’工作并不只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督导数据向社会

公示，有利于挤掉数据中的水分，让工作成效经得起检验，也让
相关部门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压力和紧迫感。”湖南省教育厅校外
教育培训监管处负责人说。

“督导半月通报主动公开信息，扩大了‘双减’政策的宣传力
度，也方便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湖南省长沙市学生家长范成说，
可以感受到政府推进“双减”工作的决心和力度，也更能理解和
支持这项工作。

督导半月通报制度的实施，还能及时发现“双减”政策落实
中的盲点和难点，边推进边改进，保证实施效果。

青岛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青岛市小学的校内课
后服务经费由市、区财政予以保障，但在课后服务对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全覆盖的新要求下，初中课后服务经费的保障标准和政
策仍需进一步完善明确。

赵才广认为，“双减”工作还要做好家长的宣传引导，帮助家
长克服对有偿补课和校外培训的依赖，克服对考试成绩的依赖。

“督导半月通报是一种工作结果的呈现，但推进‘双减’不止
于此，湖南省教育厅还将进一步完善‘双减’工作机制，如建立定
期的工作调度机制，加紧出台培训教材的管理、机构收费监管等
相关政策文件。”湖南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负责人表示。

（执笔记者：郭宝江 李晓婷 参与记者：郑天虹 王凯 陈席
元 谢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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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周圆 姜琳）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27日发布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
个职业排行，其中，营销员、餐厅服务员、商品营业员、保安员、快
递员、家政服务员、保洁员、市场营销专业人员、焊工、客户服务
管理员等职业位于该排行前十。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期排行中，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
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两个大类职业需求保持旺盛势
头，在“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占74个；快件处理员、网约配送
员、后勤管理员等生活服务类职业排位明显上升；新进排行24
个职业中，有17个与制造业相关。

该负责人表示，从“最缺工”的100个职业看，招聘需求人数
从二季度的153.8万人减少至三季度的111.4万人；求职人数从
二季度的51.7万人减少至三季度的41.8万人；缺口数从二季度
102.1万人下降至三季度的69.6万人。

据悉，该排行来源于全国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填报的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求职数据。

看！这些职业全国最缺人

1010月月2727日日，，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富兴街街道采样点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富兴街街道采样点，，居民在排队进行核居民在排队进行核
酸采样酸采样（（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1010月月2727日日88时至时至2828日日2424时时，，宁夏银川市对市辖兴庆宁夏银川市对市辖兴庆
区区、、金凤区金凤区、、西夏区西夏区、、永宁县永宁县、、贺兰县的常住人口贺兰县的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流动人口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冯开华//摄摄

银川开展第二轮银川开展第二轮
全员核酸检测全员核酸检测

家政服务员、保洁员等位于前十

十六省份上调
城乡居民养老金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
姜琳）记者27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获悉，截至目前，今年全国已有
16省份提高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级
基础养老金，最高每月上涨100元，惠
及上海、北京、西藏、浙江、江苏、广西、
内蒙古、宁夏、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江西、甘肃、吉林、山东、湖北、
安徽、海南等地的7209万城乡老人。

据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城乡居民养老金由基础养
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
其中，基础养老金来自中央和地方各
级财政补贴。在参保人个人缴费水平
不下降的情况下，基础养老金标准提
高，意味着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养老金
一定上涨。

截至2020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超过5.42亿
人，绝大部分是农村居民。

另据记者了解，除城乡居民养老
金上调外，今年职工基本养老金也实
现了连续上调，且新增部分已全部发
放到位，1.27亿退休人员受惠。今年
两项养老金上调合计惠及近2亿人。

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部署，未
来五年，我国还将完善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