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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问题并非仅

仅是个人问题，还

牵涉到国家的社

会保障等等。因

为单身潮，势必导

致少子化，这将加

剧老龄化。

本报首席记者 王曦煜

“单身狗”的问题，居然

惊动了团中央？浙江省社科

院的相关专家表示，其实，单

身问题，真没你想的那么简

单。因为单身潮，势必导致

少子化，这将加剧老龄化。

而中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

化，单身问题需要正视。

专家表示，很多人就关

心团中央的说法，却没注意

到，这个发布会是在解读 4

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

（2016-2025 年）》，这是我

国第一个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在这样一份重要顶层设

计中，也把青年婚恋问题单

独拎出来，作为10个问题之

一做了规划，分量可想而知。

团中央发话的社会背景，是我国第四次单身潮到来

省社科院专家：单身潮加剧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全世界都在头疼

单身这件事，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单身问题
关乎人口均衡发展等

省社科院相关专家表示，单身问题并非仅仅是个人问题，

从社会学角度看，还牵涉到国家的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等等。

而人口均衡发展，才能有效应对老龄化，缓解人口红利的消

退。他表示，仔细看下规划，其实里面干货很多，信息量很大，

大家不要只看到团中央的表态。

钱报记者梳理了新华社受权发布的这份规划，“青年婚

恋”问题列在第四位。

发展措施有四条：1.加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和引

导。2.切实服务青年婚恋交友。3.开展青年性健康教育和优

生优育宣传教育。4.保障青年在孕期、产假、哺乳期期间享有

的法定权益。

其中，有很多新的提法，比如：将婚恋教育纳入高校教育

体系；鲜明抵制负面的婚恋观念；打造一批诚信度较高的青年

交友信息平台；加大对性知识的普及力度，在有条件的学校推

广性健康课程⋯⋯等等。此外，明确提到，在青年中加强对国

家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我国正经历
第四次单身潮

2007 年，“剩女”成为教育部公布的 171 个汉语新词之

一。10年过去了，单身族日渐增多。

据 2010 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0 岁及以上女

性人口中，有 2.47%未婚；而此前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仅有

0.92%未婚。10年间，这一比例增加了近2倍，而主动选择单

身的“单女”显著增多。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单身人数近2亿，其中男女比例

存在失调。根据 2016 年的一项调查，36.8%的中国单身女性

认为不结婚也很幸福。

分析指出，我国经历过 4 次单身潮。第一次是在 20世纪

50年代，首部《婚姻法》带来了全国的离婚潮；20世纪70年代

末，知青为了返城纷纷离婚，引发了第二次单身潮的出现；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引发传统家庭观念的转变，为第三次

单身潮；而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女性自主意识提升，第四次

单身潮已显现。

随着单身潮出现的，就是晚婚和少子化。即使近几年随

着普遍二孩政策的落实，我国总和生育率提高到 1.7 左右，但

国际上公认 2.1 的总和生育率才是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

本条件。

少子化加剧着老龄化。国家卫计委预测，到 2020 年，我

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 2.55 亿左右，约占总人口的

17.8％，这将对社会保障和公务服务带来巨大的压力。

专家指出，单身潮、少子化、老龄化，这是一系列的连锁反

应，而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实际上，年轻人不愿结婚的比例增多，这在全世界都比较

普遍，尤其很多发达国家已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单身族的增多。

韩国：对未婚高收入者征收“单身税”

韩国政府规定，年薪 2000 万到 3000 万韩元的未婚劳动

者，需多交 2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1100 元的税金，这被韩国

媒体称为“单身税”。

新加坡：男女约会政府买单

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政

府公开招标，希望通过企业策划特别优惠活动，并由政府为速

配成功男女提供约会开销。

英国：减少单身族的福利

在英国，单身者购房、信用卡申请、医疗保健、退休等方

面，一年支出要比已婚者多出5000英镑，据估算，单身独居一

生的人要比已婚的人多花25万英镑。 综合央广、广州日报

对付“单身狗”，他们有点急啊

外国人这么做

钱报记者采访杭州有晴天婚姻家庭指导中心的资深咨询

师杜奕，她表示，这背后是年轻人婚恋观的多元化，也是整个

社会的宽容度在提高。

钱报：团中央要帮青年找对象，作为婚恋专家怎么看？

杜奕：这当然是个好事情，不结婚的大龄青年中，有自

己不想结婚，也有确实找不到对象的，对于后者来说，有组

织来操心，不是挺好的吗。有些网友说单身还是结婚是个

人的事情，确实没错，不过团组织也没说一定要让“单身狗”

结婚啊。

钱报：年轻人选择单身是否是个趋势？

杜奕：看数据的话，确实是。比如杭州，结婚的数量在减

少，而结婚年龄在增加。这在很多大城市尤其一线城市已经

是趋势，而且越是大城市，剩女比例越多，二三线的，剩男多。

钱报：人们对于婚恋有两种观点，热播的《欢乐颂》里就有

表现：一种认为，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另一种

是，给恋爱加入太多功利性目的，反而会断送原本可能的婚

姻。你怎么认为？

杜奕：其实这两种观点，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出发点不

同。我认为，恋爱和结婚是两码事，所以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

诉求以及对方的诉求。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的，去找一

个同样想法的人；想结婚的，就踏踏实实找个渴望结婚的。一

门心思想谈恋爱的，去找个想尽快结婚的，不出问题才怪。

钱报：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相亲，从你的婚姻咨询看到过的

分分合合中，因相亲走到一起的婚姻靠谱吗？

杜奕：很靠谱，从数据来看，比自由恋爱的要靠谱。一来，

相亲对象，熟人介绍的话，比较门当户对，条件比较匹配；二

来，自由恋爱到结婚，感情的温度曲线是往下走的，耳鬓厮磨

的浪漫到柴米油盐的平淡，很多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落差。从

我的专业角度看，年轻人没必要那么排斥相亲。

钱报：现在很多年轻人抱怨，读书的时候家长死命管，一

毕业就拼命催着找对象，这转变也太快了，如何看待催婚？

杜奕：这很正常，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的家长都会催

婚。很多家长催婚，也不是不开明，只是提醒你把这个事情提

上日程，年轻人也不必太反感。当然，我认为，催婚可以，逼婚

就不妥了。年轻人如果不同意，也要学会婉转地拒绝。

面对团组织的好意
网友们反应不一

分析 情感专家说情感专家说

一 名 家 长 拿

着 子 女 的 征

婚 启 事 在 相

亲 会 现 场 为

子 女 征 婚 。

（资料照片）

社会学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