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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通过分析 与 年 中 国 综 合 社会调 查数 据 本 文考察 了 我

国 城镇 居 民 初婚影 响 因 素 近几 十年来 的 变 化 。 通过世代 比较 本 文发现 ， 随

着 我 国 消 费 模式 的变 化 ， 男 性经济 条件对 初婚 的 影 响 作 用 逐 渐增加 。 此外 ，

国 企改 革使 得体制 内 男 性 与女 性职 工在 婚姻 市 场 的优 势逐 渐下 降 。 通过将

个 人层面信息 与 市 级住房价格 数据的 匹配 ， 本研 究进 一 步发 现房 价 的上升对

我 国城 镇男 女进入婚姻 的 影 响 通过教育这一

中 介机制 而 产 生作用 ， 个人教 育

对初婚 的影 响 随 着不 同 地 区 间 房价 的 差 异 而 显 现 出 不 同 的 效应 。 在 房价 较

高 的地 区 ， 较高 的教育会增加进入婚姻 的概 率 ，
而 在房 价较低 的地 区 ， 教 育主

要 起到 推迟进入婚姻 的作 用 。 总 的 来说 ， 本 文 的 结果表明 了 初婚影 响 因 素 受

到 社会情境 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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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无论基于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 大量的研究均显示 出初婚时

间对生育 、教育 、工作和职业 的影响 （ 如
；

。 而 除了家庭结构 、 性别关系等与家庭

相关 的 方 面 ，
婚姻往往还 反映 出

一个社会 的 变 迁 （

；
， 。 了解婚姻形成 的影 响因 素

及其变迁对于理解
一

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变化具有重大意义 。

近些年来 世界各地的人 口数据均表明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呈

现出 明显的上升趋势 这也引 发 了学者们对初婚影 响 因素 的探索 。 根

据不 同的研究取向 ，
以往对初婚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

一类是在整体层

面解释影响平均初婚年龄和结婚率 的宏观因素 而另
一类则在个体层

■ 次解释影响人们进入婚姻的个人特征 。

关注初婚年龄整体层面变化趋势的研究认为 ， 女性经济的逐渐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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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是她们推迟初婚年龄的主要原因 ， 而地区的不平等水平 、 福利政策等

因素也会对整体层 面 的 结婚率与初 婚年 龄 产生 影 响

。

但是 ， 这些整体层面婚龄和结婚率的研究往往难 以解释在 同一个

时期 、 同一社会中婚姻形成的个体性行为 ， 因而很多研究者将关注转 向

了探讨个体层面初婚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 。 大量个体层面的经验研究

证实 年龄 、教育 、 就业等 因素均会对个人进入婚姻的 可能性产生显著

的影响 。 而一些学者更进一步发现 这些初婚影响 因素的作用并非是

一成不变的 ， 例如男女双方 良好 的经济基础 ， 尤其是拥有稳定的工作对

于美国民众的婚姻形成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 ， 。 然

而 ， 过去大部分有关个体层面初婚的研究只观察到这些影响因 素作用

的变化 ， 却并不能解释这些变化是由 哪些特定的社会变迁导致 的 。 因

此 ， 尚无研究将个人的特征与宏观社会的变化相结合以解释影响初婚

因素的社会变迁 ，这是当前初婚研究 中的一个主要缺憾 。

本研究立足于中 国这样一个正经历剧烈变迁的社会 ， 试图 弥补上

述以往初婚研究 的不足 。 如我们所知 ， 我 国近几十年来在经济 、 文化等

方面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 ，
而这些变化对于我国居 民的婚姻形成也产

生 了重要的影响 。

一

方面 ， 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产生了变化 ， 从而导致

个人因 素在婚姻形成过程中越发重要 。 我国的传统文化对婚姻与家庭

十分重视 ，
以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较早且普遍地进入婚姻 ， 这使得个

人特征对于人们能否进入婚姻 的影响 十分有限 。 然而 这一传统价值

观在市场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受到很大的 冲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观念的改变 我国居民开始更加选择性地进人婚姻
，
对婚姻匹配的要求

越来越高 ，进人婚姻更晚 ， 这就造成我国结婚率的下降和初婚年龄差异

性的增加 而个人因素在婚姻形成过程 中也就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 李煜 、徐安琪 ， 。 另一方面 ， 伴随我 国近些年来的一些转型与

改革 ， 个人因素对婚姻形成的影响效应也随之变化 。 首先 ， 居 民收人的

提高与消费模式的转变使得人们对婚姻 的经济基础越来越重视 因此

经济潜力 ， 特别是男性的经济潜力 ， 越来越成为人们婚姻形成的必要条

件 皿 。 其次 市场化带来 的 国企改革导致体制 内工作

的优势不似以往 ， 这使得我国城镇居民 的一些个体因素 ， 如工作单位等

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 同样产生变化 。 此外 改革不仅使得这些影响

初婚的个人因素的效应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也使得这些影响 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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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在不同 的地区有所差别 。 我 国近年来推进的住房改革除了引起城

市房价不断上涨外 ， 也导致地区间房价的不平衡更加凸显 而这可能会

导致个人 的经济潜力等因素对初婚的影响在不 同的地区有着不同 的体

现 。 因此 ， 基于我 国近些年来的帝
‘

场转型与发展 本文除了与以往研究

一样检验就业 、教育等因素对初婚的影响之外
， 还试图考察这些初婚影

响 因素的作用如何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 。

■

综上 利用 年与 年的 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
本研究运

用事件史 的分析方法 主要试图 考察三个问题 ： 第一 哪些因素会影响

我国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
； 第二 这些影响 因素的效应近几十年来是

否产生了变化 第三
， 哪些制度与政策的变迁能够解释这些影响因素的

变化 。

二、理论框架与文献回顾

在社会科学文献中 ， 帕森斯的 性别角 色分工理论长期被用于解

释婚姻的形成 （ 。 近几十年来 ， 贝 克 以及其他学者对这
一理论进行了进

一

步的 加工和阐 释 （ ，
逐渐

发展 出
“

专业化与交换
“

模型 。 这一模型强

调人们之所以能够从婚姻 中获益是 因 为夫妻双方相互依赖 ， 而互相

依赖的前提正在于性别分工
， 即男性擅长在劳动力 市场工作 ， 而女性

则专注于家庭 内 部事务 。 因此
，
只 有 当男 女有着不 同 的专业分工时

双方从婚姻 中 的 收益才能最大化 。 此外 ， 这一理论也假设男女双方

在婚姻市场上在互相进行交换 ， 只有 到双方都认为他们能够从婚姻

中获益时婚姻 才能够形成 。 在美 国 ， 随着 二战 以后越来越多 的 女性

参与劳动力市场 男女双方的专 业分工 日 趋模糊 。 根据这一理论的

解释 ， 由于女性在婚姻 中获益减少 ， 因而 年代后美国女性结婚率

逐渐降低 ， 平均初婚年龄也逐渐增高 （ ，
；

然而 ， 对这一理论的经验性证据并不充分 。 虽然一些学者基于整

体层面的数据发现了女性 的经济条件 （ 例如教育与收人 ） 与结婚率的

负 相关关系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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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 另 一些学者利用个体层面的事件史数据则发现女性的 经

济潜力 能够提高她们结婚 的 可能 性 （ ；
，

； ； ；

，
。 奥本海默总结了 以往的理论争议和

实证发现 ， 提 出 了
“

婚姻寻找 （

”

理论 （

。 这一理论强调了经济对于女性进入婚姻 的重要性 。 奥本海默

认为 现代社会中女性 的经济条件本身在婚姻市场中有了更大的功能 。

传统社会中女性并不需要负 担家庭收人
， 因而在形成婚姻时只有男性

的经济状况需要被评估 ， 但是当今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
， 而

且物价上涨使得男性的个人收人往往并不能够承担整个家庭的开销 ，

因此男性在择偶时会更多地考虑女性的经济条件 。

一

系 列利用世代比

较的研究证实了这
一理论 ， 他们发现女性的经济潜力在婚姻形成 中作

用越来越重要 （ ； ；

；

相 比于女性 ， 对于男性初婚影响因素 的研究结果则较为一致 。 无

论是贝克还是奥本海默的理论均认为 ， 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
一

份

稳定的工作将增加他们结婚的可能性 。 而无论利用截面数据还是跟踪

数据 ， 研究者均 观察到男性的经济潜力与进入婚姻有着正向 的 关系

； ；

； ； ；

， ； ；

但是 ， 这种正相关的 幅度是否在变化

却较少受到学界关注 。
一些学者认为 男女双方在婚姻 中经济角色越

来越接近主要是由 女性的变化带动的 ， 男性的经济角色则并没有发生

很大的改变 。

虽然上述提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了初婚

的影响因素及变迁 但它们却面临两个非常严重 的局限性 。 第
一

’ 这些

研究还没有建立起特定的社会变迁与初婚影响因素变化之间的 因果关

系 。 过去的研究 中 ， 妇女的 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发展是常常被用来解释

女性在婚姻 中经济角色变化的宏观因素 但这些宏观因 素与个体层面

的婚姻行为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检验 。 因此 本

文对有关初婚研究的第一个贡献就在于寻找并识别改变男 女初婚影响

因素的特定社会变迁 。 第二
，
以往对于初婚影响因素变迁的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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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发展 中国家 。 学者们基于稳定的西方社会所做的研究往往并不能

观察到较大的代际变迁 。 尤其是对于男性 ，
以 往基于西方 国家的研究

几乎没有观察到其初婚影响因 素的变化 。

我国 自建 国以来经历了几次非常大 的社会变迁 包括大跃进 、文化

大革命、 市场转型等等 ， 这
一

背景正好能够帮助我们观察到较为显著的

初婚影响 因素 的代际变化 。 除此之外 我国
一

些制度的转型 如私有化

和国企改革 ， 也能帮助我们观察到制度层面的变化是如何具体地影响

个人婚姻行为的 。 因此 本文针对我 国这样一个经历了 快速和巨大社

会经济变迁的 国家展开研究 ， 其 目标除了理解我 国的初婚影响 因素和

其变化之外
， 也试图为有关婚姻形成 的文献提供更多 的启 示 和经验

证据 。

三、我国的社会背景

在报告实证工作 之前 本文将先对我 国近几十年的整体变迁和

特定制度变迁的状况进行介 绍 。 自 建 国 以来 ， 我 国 经历 了一系 列 巨

大的变化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 年 间 ， 由 于再分配制度的

不完善和激进的政治斗争 ， 我 国 的 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 自

年改革开放后 我 国首先在农村地区引入了 市场机制 整体经济得到

了迅速 的发展 。 在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 我 国城市经济发展

也开始加速 并逐步形成了 主要 由 市场进行资源 配置 的机制 。 这一

市场化进程不仅带来了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 费模式的变化 ， 也

逐渐降低了建 国初期 和文革期 间 国有部 门 的优势 ， 并促进 了住房分

配制度 的改革 。

在改革开放之前 ， 我 国 的 消费模式是 以 经济平均 主义为特点 的

。 城市居 民的消费往往 由政府分配决定 。 除了食

物和生活必需品 必须使用粮票等票据换取外 住房 、 自 行车等
“

奢侈

品
”

更是需要根据有限的配额进行分配 ， 民众只有较少的 消费 自 主权 。

然而 这种平均主义的消 费模式在改革 开放之后逐渐被打破 （

，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 我 国城市居 民 的消费模式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 。 消费主义和物质文化的兴起使得我国 的年轻一代对生活

有了更高的物质需求 。 而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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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的经济基础也会发生变化 经济条件在婚姻市场中也可能 比以前更

为重要 。 因此 ，本研究将考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个人的经济潜力在

婚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变化 。

在我国 ， 个人所在的单位与其收人和福利等方面高度相关
， 这一点

已经得到 了大量经验研究证实 （ ； ；

，
。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 ， 拥有一份体制内

的工作往往意味着很多方面 的优势 ， 例如物资供给与住房安排 。 然而 ，

改革开放以来 ， 为了调整生产机制和再分配制度 、 加快经济发展 ， 我国

开始对国企进行改革 。 年到 年间 ， 我国 开始引 人市场调节

机制 ， 扩大企业 自 主扠 ， 将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 的物质利益挂钩 。 在

此过程中 ’ 国企内部职工的收人出 现了差异 一些效益较差 国企的职工

收人有所下降 。 与此同时 体制内工作的稳定性也受到了影响 。 此外 ，

体制外工作的收入开始有了 大幅的增加 ， 。 年以后 遵

循
“

减员增效 、 下岗分流 、 规范破产 、 鼓励兼并
”

的改革思路 ， 国企改革

得到进
一

步深化 ， 这
一

举措造成了 年代末期 大量 国企职工 的下

岗 ， 同时也昭示着体制 内工作优势的 下降 。 如前所述 工作是影响初婚

的重要因素 ，
随着体制内工作的经济优势下降

， 体制内职工在婚姻市场

中 的竞争力也可能随之下 降 ， 因 而我们有必要检验 国企改革这一制度

转型对我 国个人的婚姻形成过程产生的影响 。

长期以来 ， 我国居民 的住房都是政府当 作福利来提供的 。 改革 开

放以前 ， 几乎所有城市职工都可 以 以很低 的租金 （ 家庭收入的

获得由 单位兴建和分配的公共住房 （
；

虽然住房的大小 、 条件与单位的所有

制和行政等级等 因素密切相关 （ ； ， ， 但总

体来说 ， 住房改革之前我国居民的住房不平等程度较低 。 不过 这
一住

房再分配制度也存在许多弊端 ， 例如居住安排不

自 由 、住房条件太差 、 妨碍劳动力合理流动 、 在住房分配上滥用行政职

权等等 。

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便开始对住房政策进行调整 例如提高

租金 、将住房与单位分离开等 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住房的商品化

与私有化 。 该政策从 年开始在一

些沿海城市进行试点 ， 随后慢慢

扩展到了全国 。 年 国务院 号文件 《关于进
一

步深化城镇住房

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规定 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逐步实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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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分配货币化 ， 这正式宣告了 我国将住房作为集体福利进行分配这一

存在近 年的住房制度的终结 ， 。 自 此之后我 国的商品房

市场开始迅速发展 ， 房屋价格也
一

路攀升 全国平均房价从 年的

每平方米 元上涨至 年的 元 。
①

在我国当前社会 ， 拥有一套住房往往被认为是夫妻结婚的必要条

件
， 然而住房改革带来的高房价则给年轻一代进人婚姻增加 了压力 。

不断上涨的房价可能使得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年轻人很难找到配

偶
， 同时也可能使得那些能够负担一套房子的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

的年轻人变得更有吸引 力 。 由 于在我国地区间 的房屋价格相差很大 ，

这一空间上 的差异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考察住房改革对个人

婚姻行为的影响 ， 即相同 的个人条件是否在房价不 同地区 的婚姻市场

具有不同的 吸引力 。

综上 借助于我 国近些年来的社会、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迁
，

本文在检验我 国初婚的影响因素之外 ， 更试图探索消 费模式的变化 、 国

企改革和住房改革这三个制度层面上的变迁会使得个人层面初婚影响

因素的作用产生怎样的变化 。

四 、数据与测量

一

数据

本研究使用 的数据来 自 年和 年的 中 国 综合社会调查

和 。 和 的样本均对全国

城镇地区 （ 除西藏） 的 岁 以上人 口 具有代表性 ， 采用的 是多 阶段分

层随机抽样方式 ， 其中 城镇样本量为 人 ，

的城镇样本量为 人 。 本研究利用两次调查的结果构造出合并截

面数据
，
两次调査 的全部城镇样本均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筛选之后参与

分析的有效样本为 人 ，
其中男性 人 ， 女性 人 。 与以 往

研究类似 本文将男性与女性分为两个样本分别研究影 响其初婚的 因

① 已按 照 年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率 。

② 仅调查 了 全 国城镇居 民 调查 了 全 国城镇与 农村居 民
，
由 于本研究

关注 中 国城镇居 民 的初婚状 况
， 因 而仅利 用 了 的 城镇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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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由 于两次调查均对受访者的教育史 、工作史 、 婚姻和家庭状况收集

了丰富的信息 ， 因此本文可 以利用这些 回溯性的信息构造出非常详细

的人年 记录数据 参见附录 ） ，

二 变量和方法

本文利用 模型来估计进入婚姻 的离散时间 风险模型 。 这
一

方法可 以同 时考虑时间不变与时间可变的初婚影响变量 ， 并且避免 了

比例风险 （ 这
一

假设（ 。

本文的 因变量为
一

个表示受访者是否在给定的两年之间进入婚姻

的二分变量 ， 而所有时间可变的 自 变量在每个时间 间隔中都是不变的 。

所有的数据都被构造成人年 的记录形式 。 受访者 岁时 的时间被规

定为进人婚姻风险起始年 。 对在风险数据集 中未经历初婚 的样本 ， 从

风险起始年开始一直观察到其接受调查时 的年龄 ； 对经历过初婚的样

本 ，初婚发生 即终止观察 。

为了研究社会变迁的影响 与以往研究类似 ， 我们首先比较了不同

世代 （ 的初婚影 响因素 。 如莱德所述 ，

“

如果社会变化发生 了
，

那么它将使得世代之间更加不 同 ， 而 比较他们的生命轨迹即可 以考察

出社会变迁
”

（ ， 。 因此 ， 本文将样本分为 个出生 同期群 ：

早期 出生世代 （ 出 生于 年及 以前 ） ， 这些人大部分将在改革开 放

之前 （ 年前 ） 面临进入初婚的风险 中期出生世代 （ 出 生于 一

年 间 ） ， 这些人大部分将在改革开放初期 （ 年 ） 面临 进

入初婚的风险 晚期 出生世代 （ 出生于 年及以后 ） ， 这些人大部分

将在晚期
——

即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城市进入全面改革 的那

段时期——面临进人初婚的风险 。 本文将利用同样的模型对这三个世

代进行分析 并 比较相 同解释变量在不同世代间效应的差别 。

本文的 自 变量包含两类 ： 个体层面变量与情境 （ 层面变

量 。 在个体层面变量 中 ， 我们首先纳入了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

因素 就业与教育 。 本文用 受访者
“

是否有工作
”

的二分变量 （ 有工

作 来考察转换为成年人的经济角 色并拥有较稳定 的经济条件对

进入初婚的影响 。 由 于 与 询问 了受访者详细 的

工作史 因而这
一变量为时间可变变量 。 如前文所述 ， 随着消 费模式 的

① 附录 中 包含 了 所有 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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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 人们往往更重视婚姻 的经济基础 因而我们预期就业的正 向作用

将在世代间逐渐增加 。 受访者所在单位的性质也被作为
一

个解释变量

纳人本文的分析 中 。 根据受访者 的工作史 我们将受访者工作单位所

有制构造成为
一

个时间 可变的二分变量 （ 国有单位 。 而由 于国企

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 我们预计受访者在体制 内工作的优势将在世代

间逐渐下降 。

本文利用受访者 的教育年限来测量其教育水平 类似地 ， 基于受访

者的教育史 受访者 的教育年 限也为时间可变变量 。 但与就业状态不

同 的是 教育往往含有双向的作用 。

一

方面
，
高教育程度的男 女往往可

能有更好的经济潜力 从而促进其进人婚姻 ； 另 一方面 ， 髙教育程度的

男女 由于经济独立性较高 ， 往往能够承担更长时间 的婚姻匹配过程 ， 此

时教育反而起到了推迟初婚的作用 。 除此之外
一

些研究发现
， 由于东

亚女性有向上通婚的传统 ，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髙 高教育程度 的女

性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找到与之教育程度相 当或 比之更高的男性 。

因此
， 我们在考察和解释教育对婚姻形成的作用时往往需要更加谨慎 。

除了主要 的解释变量之外 ， 我们还纳人了年龄 、是否在校 、 户 口 、 民

族和父亲教育程度这些个体层面的 时间可变控制变量 。 根据 以往的研

究 ， 年龄与 对进人初 婚 的影响 往往并非是线性 的 （

因此本文将年龄作为样条函数 （ 纳人研究 ，
以估

计年龄增长在不同年龄区间 内具有的不同效应 。 由 于男性与女性的法

定结婚年龄不 同 ， 因此我们对男女使用不 同的年龄样条模型 （

男性年龄分为 岁 、 岁 岁 、 岁 岁 、 岁及以

上 女性年龄分为 岁 、 岁 岁 、 岁 岁 、 岁 及以

上 。 除了对教育累积 的测量之外 本文还纳入 了一个虚拟变量控制受

访者是否是在校学生 （ 在校 ， 这是 因为以往研究表明 较之于毕业

生结婚 在 校学 生 结婚往往需要 克服更多 学业 、 家庭方 面 的 困 难

。 虽然本文的样本限定为受访时拥有城镇户 口

的居民 但是由 于一

部分受访者经历 了户 口 转换 ， 因此本文也加人了户

口状态这
一时间 可变二分变量 （ 城镇户 口 。 此外 ， 本文还控制 了

民族与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两个时间不变变量 。
一些西方国家的研究发

现 ，
不 同种族群体往往在进入初婚上有着不同 的模式 ， 因而本文也将受

访者是否为少数民 族这一时 间不变 虚拟变量加 人研究 （
少数 民族

。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则用来衡量受访者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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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类 ： 小学及小学 以下 （ 参照组 ） 、初 中
，
高中 中专 、大专及以上 。

除上述个体层面的变量外 ， 本文还纳入了房价这一情境层面的变

量 。 利用我 国 年至 年的 《 中 国城市建筑统计年鉴》 和

年至 年 的 《 中国地区经济统计年鉴》 我们计算出 了 我国所有地

级市在 年间的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的平均房价 ， 并将这些

房价与受访者人年记录的所在城市进行匹配 。
② 这样

一

来 ， 我们一

方

面能观察到地区间房价的差异对进人初婚产生的 主效应 另一方面通

过房价与个人经济条件的交互项 ， 我们也能观察到房价是如何影 响个

人经济条件在婚姻形成过程 中的作用 ， 并最终考察我 国住房改革这一

制度变迁是如何作用于个体婚姻行为的 。

五、结果与分析

一 世代比较结果

本文首先检验了男性与女性初婚影响因 素及其在世代 间 的差别 。

表 和表 中 的三列分别显示对男性和女性早期 出生世代 、 中期出生

世代和晚期出 生世代进入初婚的 多元分析 ，
其中包括了 除房价外的所

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 我们从表 中可 以看到 ， 在劳动力市场拥有

一份工作对男性进入初婚有着积极的 影响 ， 并且其效应在世代间逐渐

增加 。 对于早期 出生世代 ， 就业对男性进入初婚的正影响并不显著 ，然

而对于 中期 出生世代和晚期 出生世代 拥有一份工作将分别带来初婚

几率 （ ， 下 同 ） 和 的 增加 。 这印证了本

文提出 的 由于我国城镇居民消 费模式的变化而使得人们对男性经济条

件更加重视这一观点 。 而表 显示女性就业对初婚的影 响显然不同 。

拥有工作对早期出生世代的 女性具有负面的影响 ， 其初婚几率相比没

有工作的女性低了
，
而是否工作对 中期 出生和晚期 出生女性进

人初婚并没有显著 的影响 。 这一结果从侧面显示 ， 随着我 国男 女平等

程度 的提高 ， 女性不再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

① 所有年份的 房价均 彳艮据 年调整 了 通货膨胀率 。

② 由 于 中 并没有 包含受访者详 细的 迁移 史 ， 因 此我们 只 能根据 受访者被调 查时居住

地 的房价进行回顾性 匹 配 这 可能造成一 定程庋 的测量误 差 。 我们 希望在后 续的研究 中

能够 克服这 一缺 陷 将移 民 因 素考虑 到研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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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对我国不同世代城镇 男性初婚彩响因素的 多元分析

早期 出生世代 中斯出生世代 晚期出 生世代

年及 以前出生 ） （ 年 出生 ） （ 年及以后 出 生 ）

是否有工作
… …

有工作

工作单位所有制
“

国有

… …

年龄

样条函数 ）

！

…
‘

…

岁

…

广 ，

…

岁
丨

‘

岁及 以上

是否在校学 生
—

在校

户 口

城镇户 口

民族

少数民族

父亲教育水平

参廳 禅及以下
）

高中 中专
一

‘

胃〒 ”



社会学研究

续表

早期出生世代 中期 出生世代 晚期出 生世代

年及 以前出 生 ） （ 年 出生
） （ 年及 以后 出生

）

女 舰 卜大专及以上

常数项

注 （ 括号中 的数字是标准误
。 、 广

，
双尾检验 ） 。

表 对我国不 同世代城镇女性初婚彩响 因素的 多元分析

早期 出生世代 中期 出 生世代 晚期 出生世代

年及 以前出生 ） （ 年 出生
） （ 年及以后 出生 ）

是否有工作

有工作

工作单位所有制

国有

—

年龄

样条函数 ）

… …

“

… …

岁

是否在校学生
… …

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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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早期 出生世代 中期 出生世代 晚期 出生世代

年及以前出生
）

（ 年 出生
）

（ 年及 以后 出生
）

户 口

城镇户 口

民族

少数民族

父亲教育水平 （ 参 照

组 小学及以下
）

‘

初 中丁

高 中 中专
“

■

问

大专及以上
（

：

“

常 ？ 琐

注 ： （ 括号中 的数字是标准误。
，

双尾检验 ） 。

表 中对教育的分析显示 与以往基于欧美国家的研究不同 ， 教育

对于我 国城市男性来说主要具有延迟进人初婚的效应 ， 即高教育程度

的男 性愿意且能够承担更长时间 的择偶过程 。 对我国 城镇男性来说 ，

教育程度的增加并不显著地影 响早期 出 生世代进人初婚 但对于中期

出生和晚期 出生 世代来说 教育每增加 年 将会分别 带来 和

结婚几率的下降 。 女性的 情况与男性类似 ， 如表 所示 ， 教育对

于我国城市女性 同样具有延迟初婚的效应 教育每增加 年会对三个

世代 的城镇女性分别带来 、 和 初婚几率的下 降 。 这
一结果与对 日 本女性 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 （ ， 这也反 映出

东亚 国家与欧美国家婚姻形成过程的差别 。 在欧美社会 人们 的初婚

年龄普遍较晚且差异较大 。 此外 ， 从 中世纪以来婚姻便是其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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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结果 ，
。 地位较低 出 身较差的 民众 ， 尤其

是男性 往往很难进入婚姻 这就使得教育这
一

影响着未来经济潜力 的

因素成为婚姻市场中十分具有竞争力 的资源 从而造成欧美社会中教

育对婚姻形成的促进作用 。 而在东亚地区
， 由 于传统文化对家庭非 常

重视 ， 因而无论个人条件 的好坏 人们均能普遍且选择尽早进人婚姻

。 这样一来 ， 由 于接受教育时间较长 的人往往

需要在完成学业后才能进人婚姻 ， 从而使得教育对婚姻产生 了推迟的

作用 。 由 此本文的结果也为探讨欧美与亚洲 国家初婚模式的不同提供

了
一

定的实证证据 。

通过 比较表 中不 同的世代 ， 我们不难看 出 ， 我国城镇男性在体制

内工作的优势呈现逐步下 降的趋势 。 对于早期出生世代 相 比于体制

夕卜 在体制内工作会给结婚几率带来 的显著增加
， 在 中期 出生

世代 中这一优势下降为 而在晚期 出生世代 中这一优势则不再

存在 。 表 中我国城镇女性也显示 出相同的趋势 。 对于早期 出生世代

而言 ， 相 比 体制 外工作的 女 性 ，
体制 内 工 作 的 女性结婚几率高 出

， 这一优势在 中期出 生世代 中下降为 ， 而在晚期出 生世

代中这一优势也不再存在 。 这一结果 明显地反映出 国企改革和市场化

对体制 内职工的进人婚姻优势的 冲击 。

其他控制变量 的结果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 首先 ， 对三个世代的

城镇男性而言 ， 其年龄的增长对 于进人婚姻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 。 在

岁 期 间 ， 年 龄每增 长 岁 对三 个世代 的结婚几率分别带 来

、 和 的增加 ； 在 岁 期间 ， 年龄每增长 岁给

三个世代 的结婚几率带来 的 增 加 较少 ， 分别为
，

和

；
在 岁期间 年龄 的增 加仅对 晚期 出生世代有显著 的影

响 ，年龄每增长 岁会带来 的结婚几率的增加 ；
而在 岁 及 以

上 年龄每增长 岁 对早期和 中期 出 生世代会分别带来 的结婚

几率的减小和 的结婚几率的增加 对晚期 出生世代则没有显著

的影响 。 对女性的 分析结果与男性类似 。 在 岁期间 ， 女性年龄

每增 加 岁 会对三 个世代结婚几率分别 带 来 、 和

的上升 ； 在 岁 期 间 年龄每增加 岁 会对三个世代结婚

几率的正向影响有所下降 ， 分别为 和
；
在

岁期间 女性年龄每增长 岁 仅会造成中期出生世代的结婚几率下降

统计检验显著 ） ； 而在 岁及以上
， 女性年龄每增长 岁仅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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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早期出生世代的结婚几率下降 统计检验显著 ） 。 上述我 国城

镇男女年龄在不同世代间效应模式的差别也反映出 ， 随着我 国现代化的

推进和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 ，人们逐渐对晚婚抱有更宽容的态度 。

从表 与表 中可以看 出 ， 在校学生这一身份对男性和女性 的婚

姻形成均有负 向 的影响 这与 以 往 的研究结果非常
一

致 （

， 。 由 于进人婚姻通常被视作是人们 向成年身份的转变 ，
且要

求其经济上的独立 学生除了在心理与情感上的成熟度较低之外 在经

济上往往也依赖父母
， 这便造成 了学生角色与婚姻角 色的冲突 加上退

学结婚的机会成本很高 ， 使得人们往往选择先完成学业再进人婚姻 。

我们的结果表 明 ， 在校学生身份对城镇男性 的三个世代会分别降低其

、 和 的结婚几率 ， 而女性的在校 学生身份会对其

三个世代的结婚几率分别造成 、 和 的下降 。 这一

结果也表明 ， 在校女性想要进入婚姻往往需要克服更多困难 侧面体现

出女性在学期间结婚需要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 。

对于早期出 生和 中期 出生的男性世代 ， 相比农村户 口 男性 城市户

口 男性的结婚几率要低 和 。 这是 因为农村居 民习 惯于

早婚早育因而较早地进入婚姻 。 对于晚期 出 生的男性 农村户 口 并不

会对进人初婚造成显著的影 响 这也可能反映出我 国城镇与农村居 民

在婚姻观念上 巳逐渐接近 。 对城镇女性来说 ， 户 口 对于早期出生和 中

期出生世代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 城市户 口 仅对晚期 出生女性世代有着

正向 作用 她们 比农村户 口女性的结婚几率高 出 。 这可能与另
一

方对女性经济条件越来越重视有关 卩 随着消费模式 的变化 ，
经济条

件较好的城市户 口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可能逐渐变得更有吸引力 。 是否

为少数民族对于我 国城镇男性与女性 的婚姻形成為没有显著的影响 。

父亲的教育程度对我 国城镇男性进入初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其对城

镇女性的影响也仅限于早期出生世代 ， 对这一世代而言 与父亲拥有小

学教育程度的受访者相比 父亲拥有髙 中学历和大学学历的 受访者进

入婚姻的几率分别低了 和 。

二 房价的影响

通过上文对世代的比较我们已经检验了消费模式的变化和国企改

革对我国城镇居民初婚决定因素 的影响 ，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住房改革

这
一

制度性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到我 国城镇居 民婚姻形成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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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我 国的商品房市场是在 年代末才开始逐渐兴起的 我们

只能搜集到 年以后的 房屋价格 。 为了 将市级的住房价格匹配到

受访者全部的人年数据记录上 我们将样本限定在那些 年 以后才

面临婚姻风险的城镇居 民 （ 即 年之后 出生 的样本 ） 。 表 显示 了

加入住房价格后对城镇男性与女性初婚的 多元分析结果 。 在表 的

个模型中 ， 除了与房价相关的变量外 ， 我们均加入了表 与表 中所有

的变量 其效应与表 与表 中晚期出生世代的结果基本类似 出于篇

幅的考虑 我们没有将这些控制变量的结果陈列在表 中 。

表 房价对我 国城镇居民初婚的彩响 ①

变 量
男 性 女 性

‘

模型 模型

“

模型 模 型

教音 年阻

”

市级新建商品住宅均 价

单位 ： 万元
） （

市级新建商品住宅均价

教 育年限

迮 ： ⑴括号中 的数 字是标 准误 。 （

“ …

双尾检验 ） 。

为了考察住房政策的改革是否会造成房价不同地区 的居民在进入

初婚几率上的不 同 我们首先加人了市级房价的主效应 。 从表 的模

型 与模型 我们可 以看出 在控制了相关的影响因素后 ，
房价本身并

没有直接影响个体的婚姻行为 。 因此 我们试图 寻找能够在房价和婚

姻形成过程 中起到中介机制的变量 。 在表 的模型 与模型 中 ， 基

于模型 与模型 ， 我们加入了房价与受访者教育年限的交互项 。 这

时我们可以观察到 无论对于城镇男性或女性 ， 房价与教育年限的交互

项均为正且显著 ， 这表明教育的作用在房价不同 的地区有着显著 的差

① 表 中 ，
对男性 和女 性样 本我 们均控 制 了 之前在 表 与表 中 包含的 全部相 关变 量 ， 限

于篇 幅 我 们没有在文 中报告教育与 房价外其他变 量的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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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由 于教育的 主效应为负 ， 所以对于交互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 对于

我国 城镇男性和女性 教育对于初婚 的延迟效应 随着房价的 升高而逐

渐变小 ；
而当房价升高到

一

定程度时 教育对于进入初婚将会产生正向

的效应 。 对于城镇男性来说 ， 这个临 界的房价为每平方米 元 ， 而

对于城镇女性来说 ， 这个临界的房价为 元 参见 图 、 图 。 也就

是说 ， 当城镇男性所在地房价大于 元每平方米的 时候 其教育对

他进人初婚将会产 生正 向 作用 ； 当城镇女性所在地房价 超过 元

时 其教育对初婚的正向 作用会显现出 来 。

—— 房价 元 … 房价 元

房价 元 房价 元

。
■

。

的
、

、

结 、

、

婚 、

、

概 、

、

率
、

、

―

教育年限

图 不同 房价水平下教育年 限对初婚概率的影响 （ 男性 ）

为了对房价与教育的交互效应有更直观的理解 ， 我们根据表 中

模型 与模型 的结果绘制出 图 和图 来显示在房价不同的地 区教

育对我国城镇男 性和女性初婚影响 的差别 。
① 对于城镇男 性 ， 我们选

① 根据表 中模 型 与 模 型 估计 的 结 果 ， 我 们在假设 男 性 与 女性都 是 岁 、
目 前有 工

作 、不 在体制 内 工作 、 高 中 学历 、 不在校 、 拥 有城 市 户 口
、 非少数 民族且 父亲 教育程度 为 小

学的 情况下 绘制 图 与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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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房价与教育的交互效应有更直观的理解 , 我们根据表 中

模型 与模型 的结果绘制出 图 和图 来显示在房价不同的地 区教

育对我国城镇男 性和女性初婚影响 的差别 。
① 对于城镇男 性 , 我们选

① 根据表 中模 型 与 模 型 估计 的 结 果 , 我 们在假设 男 性 与 女性都 是 岁 、
目 前有 工

作 、 不 在体制 内 工作 、 高 中 学历 、 不在校 、 拥 有城 市 户 口
、 非少数 民族且 父亲 教育程度 为 小

学的 情况下 绘制 图 与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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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本文还探讨了住房制度改革对我 国城镇居 民 初婚的 影响 。

图 与图 显示了房价与当地男女结婚年龄中位数之间的关系 。
①

乌鲁木齐 深圳

全 南宁 广州

当 ■ ▲ 舟山

武汉福州 大连 厦门

■ 一 ▲ 北京

镜
嘉峪关 九江 州

合肥 太愿 ‘

▲ 上海

『 德宏
成

哈尔滨

商丘
— 丛 昆 明

和田 地区

？ ？ ￡

年平均房价 （ 万元 平方米 ）

注
： 图 与 图 是通过 中 的 命令进行局部 加权平 滑处 理 （

得到 的 。 带宽 （ 设定 为 ， 以 保证

我们在得 到平 滑曲线 的同时 ，该 曲线能最 大程度 地反 映平均结婚年龄随房 价

的变化 。 的带宽意味着在任
一

房价 ， 以该房 价为 中心 的 的样本被 用

作计算该 年出 生的人 的受教育 年数 的平 滑值 。 但在两个端点用 的是该 出 生

年 的所有样本 来计算 平滑值。

图 城市房价与 当地 男 性结婚年龄 中位数 之间 的关系

如图 、 图 所示
， 房价较高地 区的男 性与 女性均往往较啤进人婚

姻 在北京 、上海 、 广州 等大城市尤其如此 。 这
一

结果侧 面反映出 我国

目 前房价不断攀升对年轻一代造 成的压力 也一定程度解释 了大城市
“

剩男
” “

剩女
”

群体数量的增加 并对 当前我国年轻女性在婚姻 匹配过

程中更倾向 于选择年龄较大 、 具有较好经济基础 的 配偶 （

做出 了
一

定的解释 。

此外 ，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 地区 的房价也依赖个人的教育这一中介

机制而对个体婚姻的形成产生作用 。 以往关于教育对初婚影 响变化的

① 房价是 年全国 各地级市 新建商品房平均价格 ， 当 地男 女结婚年龄的 中位数根

据 中 国 统计局 年进行 的 小普查 中 年之间 出 生 男女 的结婚年龄计算得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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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

三亚 青 岛 厦门
…

广州 北京
哈密 大连 麟

当 新余 枣庄 衢州 武汉 济南 天津

地 上海

酬 安庆 徐
京 杭州

一
沈阳

黄 冈衡 阳 宝鸡 南昌 昆明 哈尔滨

广安

数
固原

重庆 大理

■

巴中 么
昭通

細 ▲
培什

年平均房价 （ 万元 平方米 ）

图 城市房价与 当地女性 结婚 年龄中 位数之间 的关 系

探讨仅仅局 限于其随时间所产生的变化 ， 但是忽略了教育对初婚的作

用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可能也有着不 同的 表现 ， 本文正是利用房价这

一在时间和空 间上均有不 同分布的 因素来考察教育对初婚影响 的 变

化 。 我们 的结果表明 ， 教育对于初婚的影响除了随时间变化之外 也随

着房价的变化而表现 出不同 的效应 。 在房价较低的地 区 教育程度对

居民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 力影响 较小 ，
而高教育者 由 于能够承担更长

的婚姻匹 配时间 ，
因 此教育具有推迟婚姻 的作用 ； 但在房价较高 的地

区 往往只有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才有能力 负担住房 ，
因而他们在婚姻市

场中具有更大的 吸引力 ，
而这种促进 的作用往往能够抵消 甚至扭转教

育对婚姻带来的延迟效应 从而使得高教育程度对婚姻形成有着正 向

的作用 。

综上
，
通过探讨我国经济转型中消 费模式的变化 、 国企改革和住房

改革这三个重要制度变迁对城镇居 民初婚的影 响 ， 我们 除了希望帮助

人们对初婚这
一

重要人生历程有更深入 的理解 外 也期待能够引 起更

多学者对婚姻家庭与社会变迁这
一

领域的关注 。 如我们所知 ， 媒体近

些年来对
“

剩女
”

、

“

裸婚
”

、

“

房奴
”

等现象 的关注不断升温 这反映 出

民众对婚姻形成和择偶条件等方面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 而以往学界对

我国的初婚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对初婚年龄变化趋势的探讨 高颖 、 吴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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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生 ， 刘娟 、赵 国昌 ，
， 对影响初婚的个人和环境因素

的研究则较少且往往基于地方数据 郑真真
，

刘利鸽 、靳小怡 ，

靳小怡等 ， 缺乏基于全国数据 的对初婚影响 因素 的全面探讨 。 随

着全国性调查数据的不断增加 ， 我们期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能够

结合当前社会现象 ， 对我国民众婚姻开展更丰富 、更深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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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金最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变 量 城镇男性 城镇女性

年龄

播古紅

新建商 品住宅市级均价

单位 ：
万元 ） （

类变量

一

是否已婚 （ 已婚

是否有工作 有工作

工作单位所有制 （ 国有单位

是否在校学生 在校

户 口
（ 城镇户 口

民族 少数民族 ：

父亲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 下

初 中

高 中 中专

大专及以上

注 连续变量报告 的是均值和标准差 定类变量报告的是百分比 。

作 者单位 ： 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部 （ 於嘉 ）

美 国 密 歇根大 学社会学 系 、

北 京大 学社会研究 中 心 （ 谢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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