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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中国青年男女为主要调查对象的“2011婚恋观调查报告”纷纷出炉。调查显示在“新婚法司法解释”出
台后，现代人的婚恋观正经历着变化，“半裸婚”“老少恋”等现象出现而不同地域的恋爱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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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合作体的婚姻

更多人愿意接受半裸婚
由某婚恋网站发布的《2011-2012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出炉，报告中显示，分别有77%的男性和61%的

女性能够接受“半裸婚”——即“现在没车没房，但有能力在5年内置办

好，带着承诺结婚”。据了解，该调查样本以80后为主力人群，23-32岁人

群占比近七成；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占比47%。

该报告同时还显示，52%的人对婚前财产公证持接受态度，不少人

表示，只有公证了才能使夫妻双方免除后顾之忧投入到婚姻中，就算不

幸离婚，“结婚前理清总比离婚前算账轻松”。但男女对其看法相差极

大。分别有59%和46%的男女对其表示认同，而持反对态度的男女比

例则分别为11%和28%。由此可见，女性对婚前财产公正的接受程度远

不及男性。

女性独立需求增大
《报告》还显示，67%的女性在“新婚姻法司法解释”出台后认

为“女人只能靠自己”，半数女性认为《解释》“降低了男人的离婚成

本，纵容了男人‘养小三’”。由于受此影响，女性独立置业的需求增

大，做全职太太的意愿降低。

同时，该《报告》还对不同地域的情感特征都做了调查，在“最不看

好的婚恋形式”中，上海男女对跨国恋持否定态度的比率仅为27%，为

各省市中最低，而在全国范围内这一数据的平均值为33%。深受海派

文化熏陶的上海俨然成为大陆地区最能接受跨国恋的地区。同时，上海

男女对“老少恋”持否定态度的比率仅为32%，也居各省市最低值，在

全国范围内这一数据的平均值为38%；而对于“凤凰男、孔雀女”的抵

触态度却达到了23%，远高于17%的全国水平。

“闪婚闪离”现象更多
同样在2012年1月，另一家婚恋机构发布的《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

调查报告》中则重点关注了结婚与离婚的比率。调查显示，与2010年

相比，2011年的“闪婚闪离”现象愈发普遍：近50％的受访单身人士身

边存在“闪婚”现象；21．7％的受访者身边“有一对半年内就离婚”的

人。据民政部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全国办理离婚登记146．6万对，同比

增长11．9％，平均每天就有5300多对夫妻分道扬镳。且女性已成为离婚

诉讼中的“绝对”主体，五成以上主动要求离婚的女性是由于发现或者

怀疑丈夫有外遇。而因家庭暴力提出离婚的女性的态度往往都非常坚

决，难有回转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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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我赞成裸婚，攀比的婚姻是不幸福的。

柳春清（中科院心理所EAP中心签约咨询师）：“裸婚”是有时代背景的，毕竟现在不是靠知

识就能够改变命运的时代，不公平的竞争就会有攀比的心理。

郑越（旅行家、自由撰稿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多数爱情还是难敌面包，我们唯一能做

的就是在全心投入的同时，努力奋斗铸造更坚固的物质铁墙捍卫自己的爱情。

李银河（著名社会学家）：闪婚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婚姻性质的改变，传统的婚姻是两个

家庭的结合，需要互相仔细审查，要求门当户对，建立的关系复杂，而现在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结

合，婚姻就变得简单许多，不用像以前那样考虑那么多，要建立的关系网小些，不需要进行以前那

种方方面面的考察，也不要求建立终生关系。

押沙龙（青年作家）：有人说：婚都不结就上床，这床上得太轻率了吧？我倒觉得：床都没上

就结婚，这婚结得也太轻率了吧？他们觉得上床是一辈子的大事，我觉得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

王海鸰（著名作家、编剧）：我个人认为，如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门当户对无疑是

很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双方的人生观、价值观要一致。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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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不如管事业，是女性贬低了自己
Bubble 情感专栏写手

婚姻是两个经济个体间的合作
叶倾城 作家

婚姻和恋爱无关！“以前，婚姻是关于两

个家族的合作与角力，今天，随着女性参与经

济生产，家族的影响力相对变弱，某种程度

上，成为两个经济个体之间的合作。”

叶倾城对记者说，虽然随着女性在经济

上完全独立，在婚姻上的自主掌控权有所增

加，但她认为，调查中出现的“半数以上离婚由

女性提出”并不能证明女性在婚姻关系上的主

导权。她认为，该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两性间

的差异。“男性出轨并不妨碍他继续婚姻的念

头，女性则无法接受这种不平衡的关系。”

叶倾城说，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婚恋

观肯定是在进步中。人们对于“老少恋”、“异

国恋”的认识，也比以前要包容很多。“身边也

有离异的女性找到了比她们小很多的，仍是未

婚的恋人，姐弟恋似乎在当事人双方看来没

什么障碍。当然，就男性父母而言，多数内心仍

是介意的。”

叶倾城认为，虽然婚恋观有变化，但更重

要的是女性需要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她还

认为，对于部分人而言，嫁不掉，并不需要焦

虑。“婚姻，不能适合所有人。势必有人会被挡

在外面。”她说，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可以选择

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选择婚姻是个自愿的

方式。被挡在婚姻之外，并不需要视为自己的

失败。”

对于新出炉的婚恋观调查,Bubble认为,

绝大多数的统计与调查都有太多缺陷，并无

特别的可信度。“女性的自主权和主动权是否

有所加强，这不在统计或者调查范围。”她认

为，中国的女性量多，地域分布广，你很难以城

市的女性去涵盖乡村的女性，你也很难以大

城市的女性去包括小城市的女性。

就其所接触到的女性，她感觉女性的婚

恋观从来没有什么变化，这源于中国女性从

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另一半性别的权利与

义务。“妇女占完半边天后，你发现女人更不

可爱也更累了，现在都教女人事业家庭要平

衡，扛着两样，怎么平衡都是失。其实原本女

人无需要这么累，管好家就可以，关键在于

女人自己把自己给贬低了，认为管家不如管事

业，你看不起自己，何以让人看得起你？”

Bubble还表示，中国人没变的婚恋观还

在于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

的特质，喜欢扎堆，找不到组织不快活。“所

以，群体怎么样，她就要怎么样，群体要什

么，她就要什么，许多年前，女人争着要嫁工

农兵，后来又要求四大件多少腿，现在是房

子车子，中国人从来在婚姻中就是实际的，改

变？没有。进步？看不到。”

但Bubble认为，没有进步或许是件好

事，相反，对未来未知时，退步或者不动，是

件更好的事。“我就比较赞成女人做贤妻良

母，可惜，贤妻良母几乎绝迹，也就别指望会

有好男人和好孩子。”

就婚姻本身而言，她表示，这本来就是

件需要合作才能做的事，似乎没必要男或女

在其中斗来斗去搞掌控，斗争本该在两个同

等性别之间，男女在其间似乎更该本着“有钱

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的态度。

“一个婚姻，搞得太累，基本没有好结

果，男人女人都不作，都本分，这样的婚恋观

无所谓进步或者退步，更接近自然，才更有意

思。”

晒晒各地择偶观

★ 北京男女最看重教育背景和有房有车，最不能接受“异地恋”

★ 广东男女最不看好“女强男弱”

★ 重庆男女认为“共同语言很重要”，女性最欢迎“上门女婿”

★ 山东男女最能接受“姐弟恋”

★ 河南男女最能接受“裸婚”

★ 安徽男女最看重外在，喜欢帅哥美女，钱多钱少都不是问题

★ 辽宁人表示收入很重要、年龄不是问题

★ 吉林人看重家庭背景、职业职位

相关 Link

（摘自《2011-2012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