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SHENDUDIAOCHA深读调查

2015年11月24日 星期二
星级编辑钱智琛 | 组版胡燕舞 | 校对刘军

“婚前试婚”也是目前年轻一代中的“时髦
词”。此次调查报告也是比较受关注。

在持续一年的调查中，86.5%以上的受访
者与配偶在婚前恋爱时间为半年至一年，60
后的初恋情结比较明显，而 70、80、90 后被访
者中，受观念的影响，婚前同居比例也在逐年

提升，70 后有 44.4%的婚前同居者，80 后和
90 后的比例分别为 59.6%和 57.8%。与此同
时，80、90 后的婚姻半径明显超越了地域限
制，受访者和配偶在同一城市出生的比例仅
占到 45.5%左右，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跟同城市
以外的人结婚。

万万想不到五：
近六成80后夫妻婚前同居

近六成80后夫妻婚前同居
合肥平均初婚年龄24.5岁
□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幸福家庭同学夫妻近两成、平均结婚年龄26岁、80后近六成会婚前同居、“男主外、女主内”逐渐淡
化、85后及90后更偏爱生女孩多一些……11月23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了解到，日前中国婚
姻家庭研究会发布《中国幸福婚姻家庭调查报告》。该调查在地域上覆盖10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包
括北京、广州、重庆、长沙、南京、合肥、武汉、沈阳、成都和郑州，共回收10157份有效调查问卷。该报
告从性别、年龄、结婚年限、子女状况、教育程度、职业分布和收入水平等多方面剖析中国婚姻家庭状况。

记者了解到，此次调查回收有效个人调查问
卷 10157 份，其中男性样本 5050 个，女性样本
5107个，平均年龄为33.48岁。而调查问卷主要
分为甄别信息、缔结婚姻、婚后相处三部分。涉
及到“和配偶通过什么方式认识”、“您与配偶婚
前是否同居？”、“在孩子 12 岁以前，主要是谁在
照顾小孩？”、“对夫妻角色的态度”等63项问题。

根据采集的10157份调查问卷显示，我国平
均结婚年龄有下降趋势，平均结婚年龄是26岁，

男性比女性结婚年龄要高出2.3岁。其中，70后
比其他代际结婚的时间要晚些，平均结婚年龄为
29.6岁，80后则为26.2岁。

而这一年龄，要比合肥“婚龄”要迟点。昨日
下午，记者采访了合肥市民政等相关部门，根据
前期合肥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平均初婚年龄
在 24.5 岁左右，比全国平均年龄小点。此外，合
肥“90后”领证结婚人数占到了总结婚人数的四
成多，渐渐步入小高峰。

万万想不到一：
全国平均结婚年龄26岁，合肥更“早婚”

虽然现在都是“自由恋爱”，夫妻应该都是
“浪漫邂逅”的，其实不然。调查报告显示，在“婚
恋网站”、“社交网站”、“交友网站”、“工作”、“读
书”、“身边熟人介绍”等多个选项中，“熟人介绍”
仍是夫妻相识的主要途径，该比例为 54.3%，占
比超过一半。

其中，因“熟人介绍”结婚最多的是 70 后，
1980 年后出生的群体则更容易出现同学夫妻，

这一点比70后高出33个百分点。
“网恋”比例逐渐提升，60 后夫妻中只有

0.8%的比例，被80后广泛接受的QQ、社交网站、
相亲网站等互联网社交工具，超过传统婚介所，
占 比 7.5% 。 不 过 85 后 及 90 后 的 比 例 达 到
8.5%。总体而言，外表不是影响婚姻缔结的关键
因素，只有29.2%的受访者表示比较重视对方的
外表，其中男性略高。

万万想不到二：
过半夫妻结识是熟人介绍，网恋比例提升

报告还阐述了“亲子关系”方面，超八成的受
访者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但 60 后要比后面的
代际更偏爱男孩，85 后及 90 后却比前面的代际
偏爱女孩多一些。60 后在“照顾孩子的衣食起
居”方面的参与度达74.8%。越年轻的代际对父
母的依赖性越强，尤其是 85 后及 90 后，依靠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孩子的比例达到 45.8%，
显著高于其他代际。

而与双方父母的相处方面，“互相关爱、和谐
关系”是主调。多达57.9%的受访者愿意与对方
父母同住的，且丈夫(61.4%)比妻子(54.7%)更容易
接受与对方父母同住。

万万想不到三：
85后及90后夫妻，更偏爱女孩一些

调研报告还剖析了缔结婚姻的重要因素。
“从性别角度来看，近四成的受访者认同

‘女方承担大部分家务，而男方承担大部分消
费’的观念，且相对于女性，男性对自身的期待
更为传统”。

报告显示，在家庭经济管理方面，夫妻双方
共同管理家庭财产的比例最高，超过四成。在房
产上，夫妻共有房产最常见，但男性个人拥有房
产的比例相对更高。85及90后拥有自己名下房

产的比例达60.2%。
而在性格上，处事理性并善于控制情绪，拥

有开朗幽默和浪漫细胞的配偶最受欢迎。在学
历上，半数以上夫妻双方学历对等，有六分之一
的妻子学历要高于丈夫。在家庭和社会因素上，
数据显示，“门当户对”仍然是婚姻缔结的重要因
素，近七成的夫妻表明相似的经济状况很重要，
认为社会地位的对等是缔结婚姻的重要因素的
比例更是达到79.8%。

万万想不到四：
六分之一的妻子学历要高于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