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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倾 向 于 在 事 业 稳 定 、 经 济 独 立 之 后 再 考 虑 结 婚 和 生

育。同时，他们也更加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和伴侣的契合

度，而非仅仅为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责任或传宗接代而

结婚。因此，他们更可能选择晚婚晚育，从而减少了每

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使得家庭规模逐渐缩小。根据以往

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家庭户规模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

势。例如，自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以来，平均家庭户

规模显著缩小，从4.43人减至2000年的3.44人，再到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2.62人。同时，独居现象日益突出，

独居家庭数量快速增长，其占比逐年上升。

（三）家庭养老负担剧增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妇女总

和生育率1.3%，预示老龄化、少子化加速。65岁及以上

人口年增速1.82%，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减至12.91亿，

全球占比降至13.3%。[2]老龄化严峻，延迟退休等对策尚

待理论支撑。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养育成本不断

攀升，大多数职业女性需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寻找平衡。

她们不仅依然承担着家庭事务和子女照护的主要责任，

还需协调工作、家庭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并时常面临职

场的不公平待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调整生育观念，将

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升职业能力和实现个人价值上。这一

趋势客观上促使女性结婚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甚至有

许多年轻人选择了“丁克”生活方式，放弃了抚养子女

的责任。

（四）多种复杂现象影响婚姻稳定性

受 到 多 重 时 代 背 景 因 素 的 交 织 影 响 ， 张 苗 苗 学 者

（ 2 0 1 2 ） 提 出 ， 年 轻 一 代 的 价 值 观 和 行 为 选 择 正 经 历

从 单 一 、 封 闭 到 多 样 、 开 放 的 过 渡 阶 段 。 ③蒋 平 学 者

（2010）发现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冲击以及多元文化兴起

的影响，当代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并出现了

裸婚、闪婚等这些有时代特点的婚姻现象。 [3]婚姻关系

作为家庭关系的基础，它的发展变化折射出时代发展的

特征。陈发达（2016）发现随着8090后逐渐进入婚姻阶

段，出现了“闪婚”“闪离”“蜗婚”“试婚”等各种

婚姻现象，一些年轻人将婚姻视为人生中的一种投资或

投机行为，④这不仅影响夫妻间婚后的幸福感，还对两个

家庭的和谐关系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发

展。原有的家庭规范、家庭功能和家庭结构等方面均出

现新的情况，空巢家庭、单亲家庭、丁克家庭、断代跨

代家庭等非传统家庭模式相继出现说明现代家庭结构和

家庭功能都发生了巨大转变，离婚率升高、人口出生率

放缓、养老难、家庭腐败、家庭暴力等诸多社会性问题

和不婚主义、代孕、侵害未成年人等道德伦理问题，对

中国社会和谐稳定产生冲击。

加强新时代家庭建设的对策建议

中国是传统的“家本位”国家，家庭是构成中国社

会的基本单元和公民个人发展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化进程加剧、国家意识形态面临

多元文化思潮冲击、民族文化边界日趋淡薄的时代背景

下，中国家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这样紧要的时

代关口，习近平提出“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家庭建设

的新期盼新需求，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4]需

高度重视家庭建设对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积极应对青

年婚育模式变迁所带来的新挑战。

（一）形成家庭生育友好氛围提高青年心理胜任力

破 除 青 年 人 婚 育 困 境 ， 除 需 正 确 引 导 家 庭 观 外 ，

还需为其营造友好氛围，创设友好环境，为青年婚姻生

育、组建家庭赋能。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年轻一代的家

庭意识与婚育意向介乎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其生育意向

也会呈现出“欲婚而不能婚”“欲生而不敢生”的与婚

育行为与婚育态度相矛盾的状况。[5]青年群体的家庭观、

婚育观和婚育意愿、家庭建设意愿都是可以被引导转化

的。转变青年认为婚姻和生育是长期性低回报行为的思

想，且对年轻人不愿结婚生子的问题，要根据不同情况

有不同的态度和影响机制。

首 先 ， 应 在 更 多 的 政 策 中 纳 入 “ 家 视 角 ” 、 彰 显

“家温度”，推动实施普惠性支持政策，将家庭确立为

公共政策的核心单元，旨在增强家庭及其成员的能力，

激励家庭成员自主参与并积极推进家庭建设，从而最大

化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功能与贡献。其次，国家和

社会应为青年恋爱结婚、生育养育创造条件，例如破除

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社会企业对未婚未育青年提供住

房补贴，缓解青年经济压力，进而为青年选择进入婚姻

赋能；政府为家庭生育发放生育津贴，用人单位对备孕

和生育后复职的女性提供更多友好支持，大力推进“妈

妈岗”，提升宝妈获得感和幸福感。此外，可以进行不

同层面的渗透，例如通过宣传正面婚姻案例，展示和谐

婚姻的美好，激发青年对婚姻的向往和信心，向青年群

体传递正向婚姻观。全社会营造婚育友好型氛围，有效

提高青年群体对家庭的价值认知，助推青年将婚育欲望

变成实际的婚育行为，让青年想婚能婚、想生敢生。

（二）构建新型婚育文化提高青年家庭价值认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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