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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缘择偶”你怎么看？

○找到对的人闪婚也行
小熊（25岁 文案策划 单身）：我如今还是单

身，每年我都会和朋友自驾游三次，我爸妈在我大学
一毕业就开始催婚。其实，我并不是不找男朋友，而
是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人，所以才不急于一时。找男
朋友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我需要找的是灵魂伴侣，
而不是一个搭伙过日子的人。如果真正缘分到了，我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一定不会错过，说不定闪婚也有
可能。

○前面不急后面急
杨先生（33岁 预算员 恋爱中）：我就是属于那

种典型的“找对象随缘”的人，曾经无数次亲朋好友要
给我介绍对象，我都给拒绝了，理由是“我还年轻，相
信缘分总有一天会降临”“感情是需要缘分的，强求不
来”……但到后来，自己真正想要谈一场恋爱时，是真
的不容易，找一个合适的人就更不容易，所以我从29
岁才开始接受相亲，直到今年春节才开始恋爱。

○找对象重要的是理智
小张（23岁 学生 单身）：“随缘”其实很多时候

是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所以就只有一直等，运
气好就很快脱单，运气不好就成为大龄剩男剩女。我
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一颗理智的头脑去找对象、
谈恋爱。

为什么不着急结婚？
○需储备坚实的物质基础
胡先生（26岁 程序员 恋爱中）：我和女友恋爱

了两年多，我们的感情非常好，是奔着结婚去的，双方
也都见了家长，并且每次回家都被催婚。但是，我们
都认为还“不着急”。因为婚姻是人生大事，我想要完
成一定的财富积累，实现一定的职场目标后，才更有
底气和女友提结婚。我和女朋友一致认为，趁年轻先
奋斗，变成更好的自己再结婚，可以把婚姻经营得更
好。

○感情需要时间来检验
邓巧巧（28岁 销售 恋爱中）：我的上一段感情

是和大学同学恋爱，大学毕业后，我们经历了毕业分
别、工作压力等带来的考验，很可惜，我们最终发现，
当真正步入生活和工作后，我们的感情变得非常脆
弱，5年的感情最终还是以分手告终。如今，我和男朋
友恋爱了半年多，结婚的事对我们来说还为时尚早，
我认为合适的结婚对象需要时间来检验。

大家讨论

专家点评

好的伴侣
能大幅提高生活体验感

情感专家吕文霁：不着急结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即使不“搭伙过日子”，日子也能过得不错；而物质
条件的飞升，让大家从“生儿育女”的使命中脱离出
来，开始考虑“自我价值”的实现，“结婚”在一部分人
的人生大事中的权重就降低了：缘分来了，可以结；缘
分没来，我就再等等。不过，我们依旧需要有人在精
神和物质上给予支持，好的伴侣能大幅提高生活体验
感。虽然很多人对“随缘择偶”的态度点赞，但如果你
是追求婚姻的，那在日常生活中就需要做好准备：外
形、心态、认知、行动都不能放松，有机会的时候，要主
动出击。

据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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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
每当面对长辈们催婚的这些灵魂拷问时，单身人

士们是否会以“还早”“不着急”“没遇到合适的”等理
由搪塞过去？

那么，择偶、结婚，年轻人们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近日，“重庆婚恋大数据”发布调查大数据，并形成了
《你认为多少岁结婚合适？调查报告》（下称《报
告》）。调查随机抽取了836个有效样本进行分析显
示，重庆近六成人找对象全靠随缘；超六成人理想结
婚年龄为25～30岁。

观察今

我国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

2020年近10%女性终身无孩

重庆人找对象 近六成全靠随缘

调查对象
性别：男性43.4%，女性56.6%。
年龄：“00 后”2.6%，“95 后”14.5%，“90 后”

51.3%，“85后”10.5%，“80后”17.1%，“70后”，2.6%，
“60后”1.4%。

感情状态：单身 52.6%，已婚 35.5%，恋爱中
11.9%。

数据分析

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时，会最看重哪个方面？《报
告》显示，32.9%的人选择性格，25%的人选择价值观，
17.1%的人选择感情，13.2%的选择经济能力，10.5%的
人选择相貌，1.3%的人选择家庭背景。

择偶最看重性格

56.6% 找对象靠随缘

61.8% 想25～30岁结婚

63.2% 对婚姻有担忧

在男性理想结婚年龄问题上，51.3%
的人认为男性在 25～30 岁结婚合适，
26.4%的人认为男性在30～35岁结婚合
适，11.8%的人对男性结婚年龄表示无所
谓，3.9%的人认为男性结婚年龄在35岁
以上合适。

在女性理想结婚年龄问题上，65.8%
的人认为女性在 25～30 岁结婚合适，
15.8%的人认为女性在20～25岁结婚合
适，10.5%的人对女性结婚年龄表示无所
谓，没有人选择女性35岁以上合适。

对于推迟结婚年龄的主要因素，
51.3%的认为是个人物质条件不成熟，
26.3%的人是为了追求自由生活。

男性理想结婚年龄高于女性

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
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人
口与发展论坛11日在北京
举行。

调查显示，当前，我国正
经历着人口和家庭的双重
变迁，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
化趋势明显。调查还显示，
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
2015 年为 6.1%，2020 年
接近10%。

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

当前，年青一代婚育观念正在发生
改变，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
202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
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家庭观念
变化带来的延迟婚育、不婚不育，成为我国
生育水平下行的最主要因素。全国适龄人口
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
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
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27.2岁。育龄妇女生
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
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
1.73个，而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
1.54个和1.48个。女性现有子女数由2019年
的1.63下降到2022年的1.19。女性终身无孩
率快速上升，2015 年为 6.1%，2020 年接近
10%。

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
表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的
调查显示，35岁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的人
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日本、新加坡
等国从上世纪就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2020年生育水平还分别处于1.3、1.1的
极低水平。在我国生育保障水平还很低的
情况下，如果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生育水
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

多措并举做好家庭建设

王培安建议，充分发挥新型婚育文化
的引领作用，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
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落实年休假制度，逐步调整缩短工作
时间，推行弹性工作制，给家庭生活和休
闲旅游更多支持。

大力发展家政、养老、托幼托育产业，
不断为家庭建设赋能增效。提高优生优
育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据央视新闻等

在“你理想的结婚年龄为多少岁”问
题上，61.8%的人选择25～30岁，18.5%
的人选择30～35岁，10.5%的人选择无所
谓，7.9%的人选择25岁以内，1.3%的人选
择35岁以上。

找对象的方式是什么？数据显示，选择随缘的人
最多，占比 56.6%；其次是依托婚介机构，占比
19.8%；第三是亲朋介绍，占比18.4%；第四是借助网

络媒体，占比2.6%；第五是父母做主，占比1.3%；
最后，选择其他方式的，占比1.3%。

《报告》显示，36.8%的人对婚姻没有
担忧，充满期待；63.2%的人对婚姻有担
忧，担心和对方家庭不和，担心失去自由
增添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