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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登记结婚数下降的总体趋势和全国基本一致。《陕

西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陕西2010年结婚登记对数

为34.66万对，至2020年降至23.62万对，减少31.85%。

此后，2021年为22.1万对，2022年进一步减少至20.04万

对，①结婚登记对数持续逐年下降。该下降趋势自2014年

起已显现，其中2013年的39.62万对为统计期内最高峰值。

至19.2%。至2022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更是达到

了20.5%，进一步凸显了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地趋势。

人口老龄化加剧对青年婚育观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首先，老龄化导致的低生育率和少子化现象使得年轻人

对结婚和生育的意愿降低。②其次，社会转型期间，养老

保障制度的建立替代了子女的养育功能，进一步影响了

青年的婚育行为。此外，教育成本和房价上升、个人主

义追求等因素也削弱了年轻人的婚育欲望。[1]这些因素共

同作用，导致了晚婚晚育现象的普遍化，并进一步加深

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适婚人口数逐渐减少，婚育

成本不断增加，婚育观念的转变、不婚主义的凸显，都

会导致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推迟，结婚人数连年减少。

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更会陷入“低生育陷阱”。

婚育观念会对生育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经济与社会

政策则间接影响生育观念和行为，其效果需通过生育主

体的决策来显现。2023年10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

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谈话时强调：“要积极培育新

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

引导，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发展质

量。”重塑婚育观念是构建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策略。

青年婚育模式变迁呈现的新特点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增高是当

前社会婚姻状况的两个显著趋势，青年群体愿意结婚者

的数量减少且婚姻不稳定性增加。由于青年家庭和婚姻

观念的转变、经济压力加大等因素，青年结婚率下降，离

婚率逐年增高。同时也出现了如下一些新情况和问题。

（一）结婚和生育分离现象增多

近 年 来 青 年 结 婚 和 生 育 分 离 的 现 象 近 年 来 不 断 增

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婚后自愿不育和丁克

家庭增多。随着婚姻观念的转变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婚

姻的生育功能逐渐弱化，生育不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

现代工业社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即使结婚，人们也希

望推迟生育时间或不生育，以满足个人的发展需要。尤

其是女性，生育会对女性的身体、职业等造成直接的影

响，付出的机会成本要更大一些，这使得女性对婚姻、

生育更为慎重。二是非婚生育现象的增多。婚姻结构的

一个显著变化是非婚同居现象的快速增长，并逐渐被社

会道德所接受。婚姻对两性关系的约束力日益减弱，非

婚生育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二）家庭户的规模缩小及类型变化

新 时 代 的 青 年 更 加 注 重 个 人 发 展 和 生 活 品 质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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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陕西省2019-2022年结婚登记数和离婚登记数统计图

（二）初婚人数减少

初婚人数的减少是结婚对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陕西的初婚人数从2010年的61.8万人减少至2020年的35.3

万人，再至2022年的30.5万人。同时，自2010年以来，

我国结婚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显著，特别是初婚年龄普

遍推迟。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我国的平均初

婚年龄由2010年（24.89）岁增加到2020年的28.67岁。由

此可见，适婚人口数减少、年轻人结婚意愿的转变，导致

结婚年龄不断推迟，这也是初婚人数减少的重要因素。

（三）出生率逐步降低

在 1 9 8 2 年 至 1 9 9 4 年 的 时 间 段 内 ， 陕 西 的 年 出 生 人

口数量稳定地维持在60万以上。然而，从1997年开始，

这一数字出现明显下降，每年出生人口降至50万以下。

2010年，陕西省出生率为9.73%，2017年达到11.11%，

2020年8.95%，2021年7.89%，2022年7.36%。与此同

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2010年陕西60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为12.85%，而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显著上升

图2：陕西省2010-2022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趋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