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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婚育模式反映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文化和生育

行为，是生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是

婚育的主体，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

青年人的婚姻和生育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传

统的婚姻观念和家庭结构主导了人们的生活选择，但随

着时代的发展，青年一代的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逐渐趋

于多样化和个性化。从经济角度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就业市场的日

益激烈竞争，青年在面临婚育选择时不得不权衡更多的

经济因素，这种经济压力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婚育观念，

也促使他们推迟婚育年龄，以追求更稳定的经济基础和

更高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

下，各种文化和思想相互碰撞，使得青年的价值观更加

多元和开放。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 科 技 的 迅 速 进 步 也 为 人 们 提 供

了更多的生育选择和辅助手段，现代青年在婚育问题上

展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如同居、异地婚姻、单

身 、 非 婚 生 育 、 单 亲 家 庭 、 离 婚 “ 搭 子 ” 、 丁 克 家 庭

等，这些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青年在面临生育问题

时更加自主和灵活。此外，政府对于人口、就业、教育等

方面的政策调整，也对青年的婚育观念和选择产生影响。

经济、价值观、科技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于青年

婚育模式的变迁之中，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

同构成了当前社会青年婚育模式的复杂图景。

陕西青年婚育模式基本发展状况

在当今社会，婚育模式的变迁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

的现象，深刻影响着个人生活、家庭结构乃至整个社会

的发展趋势。我国青年结婚率持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

局最近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2022年的婚姻登

记数据比2021年减少了80.8万对，为683.5万对。这是自

2013年以来连续九年下降。2019年，结婚登记人数首次

跌破1000万对，2022年进一步下降至683.5万对，跌破700

万对。不过，2023年结婚人数有所回升，达到768万对。

此外，民政部在《2024年第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中指

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43万对，离婚登记127.4

万对。由此可见，近些年我国青年结婚率降幅明显。

（一）结婚登记人数呈下降趋势

由于适婚人口变化、结婚成本不断增加，还有受青

年人婚姻观变化的影响，近些年结婚数不断减少。陕西

陕西青年婚育模式变迁与新时代家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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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年一代的婚育模式经历着多样化的变迁。晚婚晚育、少生优

生、不婚不育等变化不仅反映了婚姻家庭的发展变化，也影响着国家的人口结构和社会

发展模式。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要把握青年婚育模式的演变情况及其对家庭结构和功能

的影响，重视加强家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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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倡导新型婚育文化，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