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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 

初婚登记腰斩，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结婚了？ 

核心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既有传统儒家思想，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先有家，而后为国，这一既定的理念好像约定

俗成，指导着人们的行动；也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

约束，如我们所说，什么阶段就该做什么事情，到了该结婚

生子的时候，就该去结婚生子。倘若人们都能够沿着中国优

秀的文化传统做好继承，那么当前我们大概率不太可能会陷

入到人口增长减速的困境当中，但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中，历

史的传承也变的不那么简单，人的理念、思想都随着时间有

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晚结婚可以正常的，不结婚也可以是常

态，生活的本质也不落于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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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公布之后，对于人口增长减速、老龄化形势、三胎政策放

开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息，时不时我们也能在热搜上看到对于人口形式的各种担

忧。 

人口的问题，生育的问题更接近我们的生活，不似其他被束之高阁的理论，关于生育

的讨论也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原本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简单事情，现如今来看，

好像变的越来越难了？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既有传统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有家，而后为

国，这一既定的理念好像约定俗成，指导着人们的行动；也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

约束，如我们所说，什么阶段就该做什么事情，到了该结婚生子的时候，就该去结婚生

子。倘若人们都能够沿着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做好继承，那么当前我们大概率不太可能会

陷入到人口增长减速的困境当中，但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中，历史的传承也变的不那么简

单，人的理念、思想都随着时间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晚结婚可以正常的，不结婚也可以

是常态，生活的本质也不落于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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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婚登记人数锐减，港澳台结婚登记人数仅剩高峰时 1/5 

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局公布的年度结婚登记人口数据来看，2013 年之前，结婚登记人

口似乎与人口增长的趋势保持一致，结婚登记人数总体保持上行，至 2013 达到阶段性高

点，2013 年当年结婚登记人口总数达到 1347 万对，而后便呈现出直线下行的趋势，至

2020 年，全年结婚登记人数仅剩 814 万对，同比减少 39.5%。 

2021 年这种减量的趋势仍旧没有任何改变，截止到 2021 年三季度，结婚登记人数为

588.6 万对，与 2020 年同期的 589.4 万对基本持平，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 2020 年疫情

的突发，人们的日活动受到限制，包括人们的结婚行为，这就意味着 2020 年疫情造就了结

婚登记人数的低基数，然而即使在这一情况之下，2021 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人数仍然保持

同比下行，这其中意义可能也无需多言。 

图表：2001-2020 年结婚登记人口数走势（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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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亿翰智库，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拆解数据结构，结婚登记人数统计范围既包括内地居民，也同样包括港澳台三地居

民，内地居民与港澳台三地居民结婚登记人数减量的趋势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内地居民结

婚登记人数决定着居民结婚登记人数的走势，2013 年达到峰值 1341.4 万对，2020 年已降至

812.6 万对，降幅为 39.4%，涉外及港澳台居民结婚登记人数则整体保持下行趋势，2001 年

这一数值为 7.87 万对，是近 20 年的历史峰值，至 2020 年这一数值已经跌至 1.74 万对，仅

为高峰时期的 22%。 

图表：中国各地区居民登记结婚人数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备注：内地居民登记结婚为左轴，涉外及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为右轴。 

2、初婚登记腰斩，离婚率直线攀高 

 在结婚登记的数据口径中，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值得我们关注。从数据走势上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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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初婚登记人数同样遵循先增后减的规律，2013 年之前，初婚登记人数整体上保持增长趋

势，2013 年达到峰值 2386 万人，其后则呈现出直线下行趋势，至 2020 年仅有 1228.6 万人，

减少 1157 万人，几近腰斩。 

图表：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万人）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与初婚登记人数减量不容的是，内地居民再婚登记人数整体处于上行趋势中，而且在内

地居民结婚登记人数中占比也在攀升，再婚登记人数于 2019 年达到峰值 455.9 万对，占比跃

至 25%，2020 年虽有下行，但仍在 400 万对的量级上。 

图表：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对数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备注：内地居民再婚登记占比=内地居民再婚登记人数/（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内地居民再婚登记人

数）*100%。 

 与再婚登记人数走势一致的则是离婚登记人数，单单看离婚登记人数情况，离婚登记

维持着上行的趋势，也于 2019 年达到峰值 470 万对，也在 2020 年拐头向下，2020 年离婚

登记人数仍在 434 万对，粗离婚率则一路走高到 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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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离婚登记及离婚率走势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抛开离婚、再婚的结构性问题，我们仅关注于数据表面，再婚与离婚人数之间实质上

保持了趋势一致，动态平衡。走势上完全一致，都保持上行势头，2019 年达到峰值，2020

年拐头向下。量级上契合，峰值均在 500 万对以内，最大差距数十万对，我们可以认为，

历年再婚的人口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离婚人口造成的空缺，登记结婚人口中有 1/4 的比例来

自于结婚登记人数的这一存量范围，离婚与再婚之间几近打平，初婚登记的减少决定了结

婚登记人数的走向，登记结婚人口的增量在不断下行，不愿结婚的人可能仍然不愿结婚，

已经结过婚，尽管婚姻未必能够长久维持，但结婚的意愿仍然存在，仍然有结婚的动力，

并且愿意再度进入婚姻市场。 

 

3、结婚人数锐减，影响是全局性的 

 从前文中对于结婚登记的各结构数据进行拆解，我们知道： 

（1）离婚与再婚人数之间基本保持了动态平衡，登记离婚的人数主观意愿上仍愿意在

读进入婚姻，只是时间的选择上或有一定的错位，这部分人群占比基本在 1/4 左右，在结婚

登记人口中贡献了底盘； 

（2）初婚登记人群贡献了结婚登记人口的斜率或者说增速，这部分人口减量的趋势非

常明显，也就意味着婚姻市场对于增量人口的吸引力并不足，而且结婚登记的增量人群日渐

缩减，速度肉眼可见。 

结婚意愿减低，结婚人数锐减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生育率降低，新生人口减少。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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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影响或并不明显，但更长期限来看，影响是全局性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并不是一

句空话，持续的不断有新的人口补充，小到一个家庭，达到一个社会，其面貌和活力是截然

不同的。虽然说“旧人”不一定都会成为“沉淀”的人群，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但不同的

人群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见识，“新人”毫无疑问会带来新的视角和活力，这对家庭、社

会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常常说，有些国家或城市已经多年来没有什么发展了，或者说已经进入到停滞的状

态，当前也只是在消耗曾经的利好，而未来的前景是看不远的，而这些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

水平在全国，甚至于在全球都能有名字，但就是新的活力或动力并不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情况？新生的人口是不足的，人们限于各种各样的不愿意生育，那就不太可能会有新生人口

的补充，长久来看，这个城市前景必然是有限的，一定阶段内必然要走下坡路。 

 人口老龄化也是当前行业热议的话题，因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已经达到 13.5%，各个

城市都处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阶段，可以设想，如果结婚人口越来越少，那么出生率大概率

也会保持下行的态势，当新生人口不断减少，老年人口不断增多，其结果毫无疑问是老龄化

问题的深化，这对于家庭、社会都将较为沉重的负担。以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的日本来

看，日本政府近年来都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2021 年 4 月 1 日，日本政府将正式实施《改

定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文件上表明，企业员工 65 岁时可自主选择退休或者再继续工作

5 年，这意味着日本进入到 70 岁退休的时代，这一消息一出，网上也有网友调侃，这是工作

到死的节奏，表述可能不那么悦耳，但是道理人尽皆知，这仿佛已经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

不得已采取的最后之法，无奈且又无可奈何。 

4、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结婚了？ 

 中国从 2010 年开始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此便稳固在这

一位置。直观上来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支配收入的提高，

人们的结婚意愿，生育意愿理所当然也该是同步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的结婚意愿确

实经历了不断上行的阶段，但是在 2013 年开始走下坡，此后便直线下探，我们不敢妄断 2013

年一定结婚登记的历史拐点，但是短期限内，我们也不太能够看出何时结婚登记人口会再度

拐头向上，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高了，但人们的结婚意愿却低了？ 

（1）经济总量是在上行，但是结构性的问题仍然存在，经济的质量仍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经济的总量毫无疑问的彰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韧性和动力，人均 GDP 跨过 10000

万美元也着实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了显著变化，但是总量的数据和削峰填谷式的平均值

在反映事实原状时总会有失偏颇。在总量上行、均值飞跃的同时，基尼系数仍处在较高的水

平，部分人群的生活性价比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如大城市生活成本，如教育、医疗、住房等

成本的提升，这剥夺了人们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的可能，这可能也是教育改革、医疗整顿、

地产调控的原因所在，致力于从根本上促进资源和要素的公平化。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加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

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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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和健康发展”，调控的基调仍然是在重申，目的在于在集中的强管控下，房地产业整个

产业链不再成为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源头，房地产业既然带有金融属性，那么这种短期的属性

就该被消灭，要向着长期化的实体转变，不能挤占更多的资源，整个产业链都该有新的模式

来主导，这种模式一定是带有实体属性的，高周转必然是难以再为继的。 

（2）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教育助力，人们的生存能力和思想意识不再局限。曾经人

们在选择结婚时，可能出于一种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什么是生存的需要？在早期，不仅仅物

资匮乏，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是被奉为圣经，人们特别是女性的谋生能力是偏弱的，人们也没

有所谓的独立思想，所以需要借助结婚，借助婚姻来推动自身和家庭的发展。但是现在不同

了，不仅仅物资丰富，人们所受教育也培养了人们意识上的独立，不需要借助结婚和婚姻了

实现生存的目的，也不需要依托婚姻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无论是能力上，还是意识上都能够

支撑自己过得更好。婚姻带来的束缚反而会削弱人生于世的幸福感和自由。 

（3）性别比的先天差距，造成了试婚人群的匹配错位。男女比例的性别失衡在国内一

直存在，而这种结构性的失衡就导致了不是所有适婚人群都能适合结婚的对象，特别是在一

些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青年普遍存在，并不是不愿意结婚，而是根本找不到适合的可以结

婚的对象。一些女性人群也通常会走出本地，流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这部分人群更

不太可能回到原地结婚，如此，男女性人口之间的比例失衡问题只会加剧。 

 结婚登记人数减量，人口增长减速，出生人口减少可能都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

产物，即使适时有政策的鼓励和支持，短期内也未必有明显的效果呈现，长期化的趋势只能

留待后验，眼下客观存在的实实在在的问题的解决才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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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亿翰智库是一家以房地产行业的数据分析、行业研判、企业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机构，隶

属亿翰股份，其专注于行业趋势、企业模型以及资本价值等多维度研究及应用；定期向业内、

资本市场等发布各类研究成果达数千次，亿翰智库力求打造中国房地产企业与资本的高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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