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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庭收入的理想性别比，五成单
身人群认为丈夫应承担主要的经济责任，
其次三成认为应夫妻共同承担经济责任。
对于家务分配，近半数单身男女支持分工
合作或者谁有时间就谁做，而不再是单纯
地男生或女生一人包干，男女在家庭中的

地位逐渐平等。
39.93%的 90后赞同谁擅长理财则谁掌

握家庭财政大权，36.9%的单身男女赞成共同
掌管家庭财政权，21.74%的单身男女赞同较
传统的女方掌管财政权的观点，只有1.43%的
单身男女支持男方掌管财政权。

90后的婚姻：志同道合的生活

珍爱网发布《90后青年婚恋新常态》调查报告

四成单身90后不恋爱只因“圈子小”
当90后成为婚恋市场的主力军，他们的婚恋观如何？
七夕之际，为更好地了解90后单身群体的婚恋观及婚恋需求，珍爱网联合中国青年网、“青春有约”联谊交友平台共同发起，由深圳大

学社会学系研究支持，针对全国90后青年婚恋观进行抽样调查，调研的有效样本量为4590份。
调研结果显示，一线城市单身占比持续领先，流动人口的单身率更高；90后单身原因TOP3：圈子小、工作忙、对爱情幻想过于完美；90

后的主要幸福感来源：稳定收入、父母健康、职业前景良好；近七成单身青年表示经济水平不是唯一重要择偶标准，超半数90后可接受租
房结婚；六成90后认为婚姻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生活。 □记者 朱琳

针对这份调查报告，记者也采访了身边的两位90后
单身青年，询问他们的看法。

1992年出生的李先生，在宁波工作已有多年，眼下算
是被催婚的典型人群，和调研结果显示的一样，他也比较
赞同门当户对，“不管是在家世背景方面，还是兴趣爱好
上，门当户对都能解决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从另一个角度
上，门当户对也意味着价值观很接近，这样的婚姻才能长
久。”

另外，在脱单的方式上，李先生更倾向于亲戚朋友介
绍，找个志同道合的。

不过他不接受租房结婚，“租房结婚感觉不会稳定，
没有归属感，所以如果我自身经济条件不够，我能接受共
同买房。女方对这个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上的付出，这才
是我的门当户对。”

小他一年的陶女士，在仔细看了调研报告后，认为在
单身原因的分析上，还是蛮客观的。

但跟李先生一样，陶女士不愿意租房结婚，作为宁波
本地人，她认为租房结婚是不理智的。

“可以考虑一起首付共同还贷，虽然以今天宁波的房
价来说，一下子买很好的房子也不现实，那我能接受暂时
买套小一点的二手房过渡，等有条件了再换，只是租房绝
对不是首选，存在太多不稳定的因素了！”

另外，在彩礼方面，她看得很开，认为只是走个形式，
她不会在彩礼上特别计较，“只要两个人有共同话题，有
共鸣，那么这些都不是问题。”

本地调查

宁波两位90后单身青年
别的都认同，租房结婚不能忍

一线城市单身占比持续领先 流动人口单身比例更高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就单身人群城市分
布情况来看，单身90后主要聚集在：北京、深
圳、广州、上海、成都、重庆、武汉、杭州、南京、
东莞。北、上、广、深位居前四，一线城市单身

占比持续领先。
此外，与“本地土著”相比，流动人口的单

身比例更高。

单身原因：圈子小、工作忙、幻想完美

调查结果发现，圈子小（40%）、工作忙
（15%）、对爱情幻想过于完美（12%）为90后单
身的主要原因。

就性别差异而言，除了圈子小之外，男性
单 身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性 格 内 向 不 擅 交 际
（33.53%）、工作忙（32.07%）以及经济条件不理
想（19.02%）。

女性单身的主要原因则是对爱情幻想过
于完美（29.67%）、工作忙（28.04%）及性格内向
不擅交际（14.82%）。

从学历背景看，学历越高越容易受困于
生活圈子小和工作忙带来的择偶问题，而且
博士人群对爱情幻想过于完美的比例比其他
学历的人群更高。

90后脱单方式TOP3：熟人介绍、婚恋社交软件、工作接触

随着社会的发展，单身90后脱单的方式
也变得更新颖多样。调查显示，亲戚朋友介绍
与婚恋社交软件是当下90后单身青年脱单的
主流方式，其次为工作环境接触、相亲活动和
泛社交活动。

就性别差异来看，超半数（54.27%）男性愿
意使用婚恋社交软件，略高于女性（49.42%），而

女性更多的是选择亲戚朋友的介绍（62.54%）。
从学历背景看，学历越高的青年群体更愿意尝
试使用婚恋社交软件等新兴方式脱单。

对于理想的脱单方式，90后更倾向于工
作接触、亲戚朋友介绍以及泛社交活动；与拒
绝办公室恋情的传统观点不同，90后不排斥
在工作场合与异性缔结浪漫情缘。

幸福感来源：稳定收入、父母健康、职业有前景

稳定的收入（57.78%）、父母身体健康
（57.62%）、职业前景良好（29.99%）、拥有好朋
友（25.05%）及充实的业余生活（24.37%）是
单身男女主要的幸福感来源。由此可见，90
后单身青年重视经济独立，渴望自我价值的
实现。

深入研究发现，男性对“拥有心仪对象”
的需求比例（6.67%）略高于女性（3.17%），女性

则是在拥有要好朋友的比例（28.79%）上高于
男性（6.67%），且因为稳定收入感到幸福的女
性比例（60%）比男性（53%）更高。可见，女性
更容易从稳定的收入中获得幸福感。

此外，对于未来的预期，实现经济独立、
实现职业发展与提升个人技能为90后主要的
努力方向；女性最渴望实现努力工作和经济
独立，而男性则最渴望实现职业发展。

“门当户对”新观念：学历、能力和成长背景

传统婚姻中一直讲究的“门当户对”，
“9102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调查显示，超七成单身男女认为“门当
户对”是指结婚对象双方的学历、能力、成

长背景等匹配。且有 50%的单身 90后赞同
“门当户对”的观念，也有 46%认为只要真
心相爱就行。此外，收入越高，越赞同“门当
户对”。

父母对婚恋的影响：女性更“听妈妈的话”

90后的婚恋观发生着变化，他们的父母
对此又有怎样的反应呢？调查显示，超七成父
母选择尊重子女的婚恋生活。

深入分析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择偶建议
主要体现在对方人品、家境及经济条件的意
见，所以想要获得对方父母的认可，人品能否

经得住考核是最关键的一步。
面对父母的择偶建议，50%的女性会受

到父母意见影响，仅25%的男性会受到影响，
可见，女性比男性更“听妈妈的话”。另外，从
地域来看，“本地土著”青年更容易受到父母
的影响。

经济水平不是唯一标准，超半数90后可接受租房结婚

调查显示，近七成90后单身青年认为经
济水平不是唯一重要的择偶标准。近半数
（43.97%）90后认为存款多少不影响结婚的意
愿；其中，男生（53.87%）认为存款多少不影响
结婚的比例高于女性（37%）。在结婚筹备上，

女性对经济的考量多过男性。
针对“高房价”“高彩礼”等热门问题，超

半数90后接受租房结婚，超四成90后对彩礼
持理性态度，收入越高，越认为彩礼可有可
无，新型婚恋观在慢慢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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