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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满的家庭，是幸福生活的核心。
用政策引才，用幸福留才。幸福婚恋，对“和宁波一起奔跑”的年轻

人来说十分重要，也是“在宁波，处处都挺好”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我市青年婚恋相关指标并不乐观。数据显示，我市青年初婚年

龄为男性28.2岁、女性26.5岁。总体上，我市青年初婚年龄呈现大龄
化。

婚恋问题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龄青年更是受到社会的关
注。大龄青年的婚恋状态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婚恋观、家庭观，未
婚的主要障碍又是什么？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与市政协
共青团青联界别围绕大龄青年婚恋问题展开深度调查。

调研团队历时 3个月，在查阅整理大量文献资料和基础数据后，
制作调查问卷，选取金融机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
为重点调查单位和个案，借助甬上平台、团市委组织的青年活动、妇
联牵线的红娘活动等进行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大龄青年为30岁至
40 岁的未婚男青年和 28 岁至 40 岁的未婚女青年。共回收有效问卷
243份，同时进行深度访谈21人次，调查结果较为客观地呈现了宁波
大龄青年对于婚恋的态度。”调查执行人告诉记者。

婚恋观念是婚恋价值观的核
心，反映了人们对婚恋的主要态度
和心理倾向。

调查表明，我市大龄未婚青年
对婚恋并不积极。只有两成受访青
年认为婚姻是生活必需，多数青年
持“宁缺毋滥”的态度。调查结果
显示，36.63%的受访者选择“婚姻
不 是 必 需 品 ， 独 身 的 生 活 也 不
错”，35.8%的受访者选择“找不到
满 意 的 对 象 ， 情 愿 单 身 ”， 只 有
22.63%的受访者选择“结婚成家是
必须的”。

恋爱和婚姻的关系，在青年心
目中是怎样的？从统计结果看，半
数受访者认为恋爱不一定以结婚为
目的，仅有一小部分受访者认为恋
爱一定是以结婚为目的，这从侧面
反映出当代青年恋爱动机并不单
一。

“这种婚恋价值观极大消解了
来自长辈的‘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的压力，同时也释放了个体主
义所推崇的‘择偶’或‘不择偶’
的自由，使‘主动的’独居与‘被
动的’独居概率同时增长”。调查
人分析，从数据看，我市大龄青年
群体进入婚姻的态度更加谨慎，结
婚的原生动力不足。

调查发现，大龄青年对婚姻的
看法也趋向多元化。在“您认为哪

一点符合您的婚姻观”问卷中，有
45.27%的人选择了“婚姻关系单纯
但 也 功 利 ”， 27.57% 的 人 选 择 了

“有无婚姻并不是障碍，关键是两
个人一起生活”。这表明，大龄青
年仍坚信爱情至上，追求美满婚
姻，注重婚姻质量，认为维系婚姻
的基础是爱情，同时反映出他们对
婚姻忠诚和家庭责任的意识有所淡
化。

由于 《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的
出台，“婚前财产”成为缔结婚姻
关系时难以绕开的重要问题，婚前
财产公证在婚恋关系中日益受到关
注。大龄青年对婚前财产公证问题
的态度究竟如何？这次调查揭开了
谜底。

受访青年虽然认可婚前财产公
证在保护个人财产安全中的作用，
但同样认为为了“钱”而公证，多少
有点伤害感情。对于“您对婚前财产
公证能规避婚恋风险的态度是什
么”这个问题，30.8%青年表示“一定
会进行婚前财产公证”，62.14%的人
选择“认可，但有压力”。

一位女性受访者在深度采访中
表示，在与男友的交往过程中，把
自住的单身公寓换成小三居，没有
让男友参与其中，她说：“这是自
己的独立空间，是婚前财产，与男
友没有关系。”

婚恋观
多数青年持“宁缺毋滥”态度

恋爱中，对方吸引你的是什
么？这会有无数个答案。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选择最
多的五个择偶标准分别是道德品
质、性格、感情、能力和相貌。

对于“您认为恋爱伴侣的什么
最重要，依次排序前三位”这个问
题，“人品”因素以 8.79 的综合得
分排在第一位，其次是“自己的感
觉”6.49 分，第三位是“能力或实
力”6.36 分，之后还有性格、家庭
背景等因素。

在择偶价值观上，大龄青年对
双方的兴趣与爱好、性格与脾气等
内在素养非常重视，看重人品、感
情和能力，尤以人品为最。同时，
大龄青年也把职业、住房等现实因
素作为择偶的重要条件。“大龄青
年在择偶时仍然重视道德品质、性
格等精神层面的条件，对颜值、学
历、职业、住房、收入等现实因素
的考虑有所加强。”调查人说。

当今社会，婚姻不仅是两情相
悦的自然结果，也有不少青年想通
过婚姻这一捷径获得物质生活和工

作事业的高起点，这表明现代物质
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婚恋中的世俗性
和功利性。

调查也发现，男女大龄青年在
择偶标准方面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女性受访者更看重对方的能力，男
性被调查者则更看重对方的容貌，

“郎才女貌”的传统择偶观仍受到
大龄青年追捧。

在深度访谈中，一位受访男青
年表示：重外貌并不一定是长相，
而是举手投足的气质，妆容也体现
了个人的修养和对生活品质的要
求。

一位受访女青年表示，“男性
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是未来家庭
的支柱”。另一位受访男青年对相
亲的多位女士态度均不积极，表
示“不来电”。他在访谈中透露，
主要还是因为对方的容貌不能打动
他。

调查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冲
突，使得文化程度高的大龄女性的
期望和要求难以实现，往往也就促
使她们“宁愿不嫁也不勉强”。

择偶观
对现实因素的考虑有所加强

大龄青年婚恋的主要障碍和困
难是什么？这是本次调查关注的重
要方向。

在回答“您认为造成青年单身
的最主要原因”这个多项选择题
时 ， 76.95% 的 人 选 择 了 “ 交 际 面
窄”，53.09%的人选择“高房价高
物价”，54.73%的人选择“生活节
奏快、工作压力大”。

关 于 “ 您 对 网 恋 的 认 同 度 ”，
有 37.04% 的 被 调 查 者 选 择 了 “ 认
同”。这表明，都市年轻人交友往
往通过虚拟空间，平时接触的人似
乎很多，但其实关系真正密切的并
不多。

开放的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空
间一定的封闭性造成了大龄青年社
会交往的困境。年轻人更青睐数字
化的沟通方式，而婚恋却必须与现
实 空 间 联 系 在 一 起 ，“ 线 上 ” 与

“线下”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大龄未婚人群的逐年上升。

如今，单身青年所处的一个尴
尬境地是：由于社交圈狭小，认识
的人少，导致他们无法在有限的社
交圈中找到符合自己心意的另一
半。

调查显示，大龄青年并不排斥
各类网络相亲交友平台，并在不同
平台积极进行网络化社交，但对网
恋结果认同度较低。大龄青年认
为，这些平台一方面扩大了人际圈

和交友范围，另一方面使爱情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受到了挑战。

“ 大 龄 青 年 ”婚 恋 问 题 不 断 凸
显，婚姻年龄的推迟，导致大龄青年
在婚恋问题上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
力，影响其身心健康和生活的质量。

家有大龄青年，自然也不同程
度地成为长辈们精神上的负担，父
母的催促、家庭的高度关注，是构
成大龄青年婚恋压力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会无形中引起家庭成员之间
的矛盾，造成一部分相对敏感的大
龄青年与家庭的关系紧张。

一位土生土长的宁波男青年以
单位为家，还申请了宿舍，周末也
以各种理由加班。他在受访时表
示，由于自己婚姻大事迟迟没能得
到解决，家庭氛围不好，害怕回去
面对长辈的催促。

另一位女性受访者在深度采访
时说，清明节期间，远在安徽老家
的母亲告诉她，家里祖坟碑要刻上
后辈的名字，让她必须电话告知男
友的名字，刻字的师傅正在等着。
这让她哭笑不得，在电话里与母亲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婚恋难“交际面窄”成为主因

大龄青年如何早日步入婚姻殿
堂，需不需要外部支持？出乎意料
的是，在“您认为恋爱、婚姻辅导
有 必 要 吗 ” 这 个 问 题 中 ， 高 达
41.98% 的 受 访 者 选 择 了 “ 很 有 必
要”。这表明不少大龄青年面临一
定程度的“恋爱技能恐慌”，青年
婚恋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专家建议，要开展各层级婚恋
伦理培训，特别是建立系统化、组织
化的公益婚恋培训学校，对大龄未婚
青年开展多方面的引导与服务。

婚恋价值观的引导需要专业的
婚恋学校进行系统精准的服务，从

“硬核”的礼仪、体态、化妆、色彩、着
装等，到“软核”的阅读指导、心理学
等进行专业培训，提升大龄青年的
个人魅力，提高相亲活动的成功率。

同 时 ， 对 各 种 平 台 、 机 构 的

“红娘”进行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培
训和指导，建立“红娘”资格准入
制度，红娘不仅要具备爱心、责任
心，更要有专业知识，让“中国式
相亲”能走上职业化的发展路径。

此外，政府有关部门可将引才
政策与大龄青年婚恋服务结合起
来，让大龄青年在所在城市安心、
安家，增强城市的人才生态魅力。
政府也可通过购买社会服务进行社
会干预，建立常态化、主题化、项
目化的固定场所，提供可靠可信的
朋友圈，建设有温度有暖度有热度
的青年婚恋之家。

婚恋机构参与主体良莠不齐，
既 有 群 团 部 门 等 牵 头 的 “ 正 规
军”，也有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平
台，还有部分无资质的社会组织和
个人，青年难以辨别，少数“害群

之马”一定程度上造成青年精神、
财产损害，进而挫伤了婚恋意愿。

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整合婚
恋服务机构、平台、渠道等资源，
建立行业协会，借助大数据的优
势，将“红娘”职业资格、会员信
息资料等纳入大数据平台，形成规
范统一的管理，提升婚恋市场的可
信度、可靠度。

共青团可联合工会、妇联等群
团 部 门 的 力 量 ， 借 助 “520”、 七
夕、中秋等时间节点，突出个体的
需求导向，提供菜单式联谊服务，
共同拓展青年交友工作。积极搭建
线上线下活动平台，打造“诚信公
益”的青年交友活动品牌和活动平
台，通过线上互动，线下活动，进
一步拉近青年距离，持续为青年提
供多元化的婚恋服务。

如何解 恋爱婚姻辅导很有必要

青年婚恋是事关城市发展和
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市政协共
青团青联界别建议，要健全青年
婚恋的社会支持体系。

培育一批公益性婚恋服务项
目。通过资源整合、工作融合、
力量聚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爱心企业公益创投等方式孵化培
育一批专业性强、覆盖面广、要
素齐全的公益性婚恋服务项目，
项目类别除了传统的联谊介绍
外，还包括心理辅导、法律咨
询、形象塑造、生殖健康等青年
婚恋交友的方方面面，为我市单
身适龄青年提供多元多样、可信

便捷、一站到底的婚恋服务。要
加强对青年恋爱交友过程、婚姻
家 庭 生 活 的 心 理 和 行 为 指 导 ，
在帮助青年解决实际问题的同
时 ， 帮 助 青 年 缓 解 心 理 压 力 、
消除思想困惑，提高青年社会
融入、情绪管理、情感经营能
力，引导青年端正择偶观念和家
庭观念。

拓展线上线下服务平台。搭
建便于青年参与、服务实效显
著、有较高诚信度的“宁波青年
婚恋公益服务体系”。优化线下队
伍阵地，招募有经验、有热情的

“公益红娘”志愿者，对现有“青

年之家”阵地赋予单身青年的
“恋爱之家”功能，加强对专兼职
心理咨询师和婚恋咨询、婚姻调
解等社工队伍的培训，引导社会
力量开展专业化咨询。拓展线上
平台功能，探索开发具备信息搜
索、匹配推介、心理测试、地图
服务等功能的融媒体婚恋交友平
台，拓展婚恋咨询、婚恋调查、
活动发布、活动报名的线上渠
道，做好平台数据运维，动态掌
握未婚青年基本现状，了解宁波
青年择偶趋势，将线上优势与线
下服务深度融合。

（何峰）

构建青年婚恋社会支持体系

记者 何峰 通讯员 计允斌 吴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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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男女在游戏中增进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