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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

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人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

、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

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

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

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

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

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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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两国陆地边界全长近 1450 公里。相连的地域、相似的文化、相通的

语言、相近的风俗习惯使两国边民之间的跨境通婚源远流长。随着两国边境开放政策的实施，

两国边民通婚现象更为频繁。2010 年，在中国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越南新娘达到 4.7 万人，

2011 年广西公安厅统计的无证越南新娘人数在 6.5 万人以上。两者相加，在中国的越南新娘

总数超 10 万人口。本文以中越边境地区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行政村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

上，力图探究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以期为中越边民通婚的有效治理提供实证基

础和准备。 

一、马崩村概况 

马崩行政村隶属于麻栗坡县董干镇，地处县城东北，距县城 135 公里，海拔 1477 米。东

南与越南河江省同文县接壤，国境线长 11 公里。马崩村委会所在地新马崩是边民互市点，现

已逐步发展成为当地中越边民商品交换的主要集散地。村内公路延伸至中越边界 393 号界碑处

与越方公路对接，是麻栗坡东北方向出境的重要通道。 

马崩属于边境村委会，下辖 27 个自然村，全村共 623 户，都是苗族和彝族，其中苗族 596

户(95.67%)，彝族 27 户（4.33%);总人口 2814 人，其中苗族 2701 人（95.98%)，彝族 113 人

(4.02%);总人口中男性 1550 人，女性 1264 人，男女性别比为 122.63。马崩属山区，人均耕

地 0.84 亩，均为旱地，以种植业为主。村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有超 1/3 的人口（994 人）属

文盲。据调查，马崩实际人均年收入约为 2700 元，打工收入是村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作为典

型的“老、少、边、穷、山、战”地区，马崩村民的收入水平整体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村干

部把当地村民的生计形象概括为“吃饭靠低保、收入靠打工”。 

二、马崩中越边民通婚概况及特征 

(一）马崩中越边民通婚概况 

据《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本文中的“边民通婚”系指中国与毗邻国边

界线两侧县级行政区域内有当地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结成姻亲，互通婚姻。截止 2016

年 1 月底，马崩行政村 27 个自然村 623 户村民中共有 211 户(33.87%)222 对属中越边民通婚

；3 名（14.86%)通婚越南女性获得中国户籍；无一对进行结婚登记，均属非法事实婚姻；共

生育子女 416 人，其中 379 人（91.11%)已落户；有 6 名越南籍再婚女性携带 7 个越南籍子女

入境再婚，按我国现行政策，无一人能落户。 

(二）马崩中越边民通婚特征 



马崩中越边民通婚且呈增长态势。27 个自然村都有中越边民通婚现象，比例最高的上黑

山村 21 户中有 14 户（66.67%)15 对；最低的老寨村 11 户中有 1 户（9.09%)。有亲兄弟俩娶

越南女性的，也有父子两代人、甚至祖孙三代人都娶越南女性的“代际传递”现象。正如周建

新教授所言，在中国西南边境村屯中，中越边民通婚比例达到 10%-50%，将血缘关系上溯三代

，几乎 100%的家庭与越南方面有姻亲关系。从通婚时间上看，即使在两国边境冲突激烈的 1979

年至 1985 年间，边民通婚亦未绝迹（19 对）。2000 年后，我国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吸引了更多的越南女性嫁入中国，边民通婚出现“井喷”，2006 年至 2010 年间边民通婚数量

猛增至 94 对。从性别上看，均是越南女性嫁入我国，呈现“越南女嫁中国郎”一边倒的趋势

。从民族成分来看，通婚主体均为跨境苗族和彝族，其中 218 对（98.20%)为跨境苗族或彝族

同族间通婚，4 对（1.80%)为跨境苗族和彝族族际间通婚。从婚姻关系角度审视，有 3 名（1.35%)

越南女性因外出打工认识经济条件稍好的男子等原因而出走，边民通婚家庭婚姻关系较稳定。

从婚姻质量来看，大部分通婚家庭婚姻质量不高，基本处于“讨生活、过日子”的层次。从社

会融入角度来看，本地村民对嫁入的越南女性的认同与本地人差别不大，如果她们主动融入所

在村寨，并不会受到来自当地村民们的阻挡和排斥。从发展趋势看，越南女性边民在我国的通

婚圈不断扩大，目前麻栗坡全县 11 个乡镇均有中越跨国婚姻存在。在河南、安徽、山东、四

川、江西、福建、广东等内地和沿海省份的较贫困地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中越跨国婚姻。 

三、马崩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分析 

调查研究表明，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导致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通婚呈现“一边倒”的增长态

势，是多种社会因素动态交融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人口移动动态机制作用的结果. 

(一） 便利的地理条件 

中越两国边民跨境而居，很多地段村寨相连、邻里相望，自然形成和人工开辟的便道、小

路数不胜数，边民出入自如，交往频繁，为两国边民通婚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以马崩的“

国际水井”为例，水井上方的麻弄村（当地村民习惯称为“上麻弄”）和下方的“下麻弄”村

直线距离不到 300 米，两村村民原本属同一个李姓家族。中越勘界后，“上麻弄”村被划归我

国，下麻弄村则划归越南，同一家族被迫分居于两个不同的主权国家。水井因曾是两村村民共

同的饮用水源而被誉为“国际水井”。类似的例子在中越边境地区并不少见。 

个案 1:在马崩，虽然中越两国之间有国界划分，但我们离对面的越南村寨很近。就拿我

家在的金竹山村来说，距国境线不到 5 米，两国国界就像“邻家门檻”，只要一抬脚就“出国

”。两国边民从古到今，日常生活中交往不断，彼此通婚从未断绝。我自己不也讨了个越南媳

妇嘛。（马崩村委会主任王 RX，苗族，38 岁。访谈时间：2015 年 2 月 10 日） 

(二） 同源民族的认同感 

中越两国跨境民族众多，按中国的民族划分有 13 个，按越南的划分则有 26 个。追溯越南

北部民族的历史渊源可发现，很多与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属同源民族。越南民族学家调查后也说

：“我国几乎所有的苗人还记得他们是从贵州迁移来越南的。”中越两国边民“‘同根生’的

‘根骨’情结形塑起边民强烈的族群认同感”气“越南在中国未放弃宗主权以前，虽有疆域之

分，然究属一家，实无明确的界线，双方人民混居杂处，婚嫁相通，往来听其自便。”中越两

国民族国家的建立，赋予了边民不同主权国家的公民身份。但是，两国的民族识别以及国家界

线的划分和明晰，并未消除两国边民世世代代形成的族群意识。共同的地域、族群语言、经济

生活、心理态势、民族活动，尤其是宗教文化生活，使生活在边界两侧的群族，形成了彼此联

结较强的团结感，而这种“团结感”促成了跨境民族之间连绵的、持续不断的姻嫁关系纽带。 

个案 2:虽然分属两个国家，但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大家语言、文化相同，风俗习惯也一

样。出嫁前虽也有越南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亲，但想到嫁来这里生活更好适应，就嫁来这里了（

熊 MM，苗族，19 岁，2012 年嫁入长弄村。访谈时间：2015 年 2 月 13 日）。 

(三）中越两国经济发展位势差霍曼斯创立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

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以社会交换理论观之，婚姻双方潜意识里都希望

通过缔结婚姻实现自己婚姻的预期目的。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婚姻、

生育、离婚、家庭内的劳动分工等非物质行为，认便。”中越两国民族国家的建立，赋予了边

民不同主权国家的公民身份。但是，两国的民族识别以及国家界线的划分和明晰，并未消除两

国边民世世代代形成的族群意识。共同的地域、族群语言、经济生活、心理态势、民族活动，

尤其是宗教文化生活，使生活在边界两侧的群族，形成了彼此联结较强的团结感，而这种“团



结感”促成了跨境民族之间连绵的、持续不断的姻嫁关系纽带。 

个案 2:虽然分属两个国家，但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大家语言、文化相同，风俗习惯也一

样。出嫁前虽也有越南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亲，但想到嫁来这里生活更好适应，就嫁来这里了（

熊 MM，苗族，19 岁，2012 年嫁入长弄村。访谈时间：2015 年 2 月 13 日）。 

(三）中越两国经济发展位势差霍曼斯创立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

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以社会交换理论观之，婚姻双方潜意识里都希望

通过缔结婚姻实现自己婚姻的预期目的。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婚姻、

生育、离婚、家庭内的劳动分工等非物质行为，认为一个有效的婚姻市场会提供“影子”价格

，以指导婚姻参加者，使结婚的预期收益最大化。无论是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还是加里•

贝克尔的婚姻经济学分析，都揭示了中越边民通婚背后的经济学促动因素。 

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我国边疆地区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

育、生态环境保护，还是在边民居住条件、文化素质、生产技能、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取得了

显著改善，边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云南省 2005〜2010 年先后实施了两轮兴边富民工

程，累计投入资金约 425 亿元。越南自 2001 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以

来，其国内经济总体上保持平均 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越南国内经济发展并不平衡

，南北差距较大，在 2013 年公布的省级竞争力指标中，河江省在越南全国 63 个省级行政区划

单位中排名第 53 位。另外，越南北部对苗族持歧视态度，诸多原因使越南与我国接壤的北部

山区经济发展仍然非常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很多人家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未解

决。 

 

从上表可看出，2013 年我国人均 GDP 是越南人均 GDP 的 3.94 倍。人们的择偶动机，经济

目的居前，生育目的次之，爱情和异性之间的相互需要再次之。在对 132 名通婚中国男性边民

的调查中，认为越南女性嫁到中国的原因是“中国条件比越南好”的有 80 人（60.61%)。而在

145 名通婚越南女性中，62 人（42.76%)选择对象的标准是“家庭条件好”或“可以来到中国

”（生活水平高于越南）；在回答“从经济和生活水平上讲，是现在中国的家好还是越南的家

好”时，124 人(85.52%)选择“中国的家好”。可见，中越两国经济发展的位势差，是两国边

民通婚的重要促动因素。 

个案 3:我有朋友嫁到中国，她们劝我也嫁过来，因为中国的生活比越南好，结婚后孩子

的生活、读书和今后的发展也会更好。越南还很穷，如果收成不好，很多人甚至连温饱问题都

解决不了。(小弄村：吴 MM，苗族，28 岁，2007 年嫁入。访谈时间：2015 年 2 月 12 日） 

结婚彩礼的差异从另一维度体现了中越经济发展的位势差，也是促成中越边民通婚的另一

经济层面的促动因素。据调查，目前马崩娶中国女性的彩礼少的也要三、四万元，五、六万元

也很常见。而娶越南女性，彩礼一般就在一万元左右。通婚的中方男性边民大多属经济贫困家

庭，娶中国女性所需的髙昂彩礼对他们而言不啻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回答“您娶越南媳妇的

原因”时，27 人（20.45%)选择“家里穷，娶越南媳妇花钱少”。而对于嫁入的越南女性家庭

而言，这笔相对于娶中国媳妇低得多的彩礼钱，却远高于越南当地。与中国女性不同的是，越

南女性还要承担抚养家庭的责任，这笔“较高”的彩礼钱一定程度上能实现越南女性养家的愿

望。笔者 2016 年 1 月 23 日参加马崩中村杨 XH 娶越南新娘陶 XM 的婚礼时，采访了新娘的父亲

陶 BY，其所收彩礼为 40 斤猪肉、40 斤包谷酒和 7200 块钱，总计约人民币 7700 元。而边境一

侧越南村寨里的彩礼却要明显低得多。 

个案 4:我女儿年初嫁在村里，所收彩礼为 36 公斤猪肉、36 公斤包谷酒和 3 兆 6 越盾（约

合人民币 1000 元），总计约人民币 1500 元。村里的姑娘如嫁到中国，彩礼最低也要人民币

5000、6000 块。（距 393 号界碑约 1 公里的越南大卡村村民顾 NS，男，苗族，37 岁。访谈时

间：2016 年 1 月 19 日，访谈地点：顾 NS 家） 



由越南社会发展研究院学者 LeBach 和 KhuatThuHong、以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学者

DaniMeBelanger 共 同 完 成 的 rrarw/iaiio/iaZMigra 心 n ， Mar-

riageandTraffickingattheChina-VietnamBorder(《中越边境的跨国移民、跨国婚姻和跨国人

口贩卖》）也认为，中国边境男性家庭难以承受的高昂彩礼是造成娶越南妻子的主要原因。而

嫁入中国的越南女性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她们把中国看作一个生活水平高、比越南拥有更多就

业机会的国度。 

(四）中越两国适婚男女人口结构互补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是影响婚姻市场最为直接的两

大人口因素，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全国为 105.2,云南省为 107.9。中越边

境县份男女性别比失衡更为严重，麻栗坡县 2010 年男女性别比为 109.93,马崩 2014 年的男女

性别比更是高达 122.63。如再剔除已婚人口，云南省婚姻市场上的男女供需矛盾则更为尖锐

。 

 

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了中越边境地区男性边民娶妻的难度。云南省 2010 年因为婚姻嫁娶

流出的女性为 287669 人，男性为 105017 人。婚姻流动中男往低处寻、女往高处找的男女差别

趋向性使边远地区贫困大龄男青年择偶更困难。据当地村干部粗略统计，十年来马崩外嫁的女

性不少于 68 人。全国范围内因人口性别比失衡形成的年龄、地区、城乡、经济水平以及个人

素质差异等造成的婚姻挤压力量重重作用，最终传导至边疆落后地区，从而使得像马崩村这样

的边境一线少数民族适婚男性人口成为婚姻市场中处于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反观越南，据越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虽然到 2011 年底，越南初生婴儿男女性别比

为 111.9,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前，越南女性总数仍超过男性 100 多万。在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的越北边远山区，女多男少现象更为严重，很多越南女性嫁入中国就形成了补偿性的婚姻流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Marriage and Trafficking at the China- Vietnam Border

也认为，嫁入中国的越南女性的另一个主要动机是，她们中许多人在越南未能结婚，希望到中

国找个丈夫，成家生子。中越两国男女比例失衡，两国互补的适婚人口结构是马崩中越边民通

婚的又一重要促动因素。 

个案 5:我家所在的村子里只有 5 户人家，而且女的比男的多。村里女的只能嫁到其他村

子。因为中国男的比女的多，我爹妈就请人帮我介绍中国这边的，很快我就嫁来这里了。（大

火焰村：熊 MY，苗族，28 岁，2005 年嫁入。访谈时间：2016 年 1 月 23 日） 

(五）苗族祖先崇拜使边民通婚成为边民传宗接代的自然选择 

据马崩村委会主任王 RX 介绍，该村苗族和彝族边民的主要信仰是图腾崇拜、自然崇拜、

祖先崇拜等，其中祖先崇拜占有重要位置。当地村民认为，在自身肉体之外，还有灵魂的存在

。祖先虽然已经去世，但其灵魂却依然停留在家中，永远和子孙后代同在，祖先强有力的充满

智慧的灵魂会庇佑整个家族。因此，他们经常供祀自己祖先的灵魂。他们还认为，自己死后灵

魂也将同祖先生活在一起，接受子孙后代的供祭。缘于这一信仰，马崩的苗族和彝族都把自己

视为家族生命延续的一环^自己活着时对祖先进行祭祀，自己去世后也能与祖先一起生活，接

受子孙的供祭和崇拜。所以，逢年过节时马崩的苗族和彝族边 

民均会以酒肉祭祀祖先。笔者 2016 年 1 月 24 日在马崩村委会森林专干王 MG 家吃“杀猪

饭”时注意到，家族中的年长者在饭前就专门进行供祭祖先的仪式。可见，马崩的苗族和彝族

边民非常看重婚姻传宗接代的意义，不希望因为自己娶不上媳妇而造成自己的人生不完整，更

不希望因此而使整个家族的生命延续在自己这一环节上中断。在诸多原因致使娶中国媳妇无门

的现实境况下，国境线一侧的越南女性自然成为边民们延续家族香火的选择。 



四、结论 

调查分析表明，中越边民分属两个不同的主权国家，两国的国家认同构建和边疆治理政策

不可避免地会对作为民族共同体传统的通婚行为产生影响。然而，中越两国规范边民通婚的法

律制度衔接的不畅，却未能斩断两国边民作为民族共同体千年通婚的惯习。究其原因，作为以

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

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

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但

是，婚姻未登记导致的中国公民身份的缺失，衍生了入境通婚越南女性国家认同及身份认同困

境、通婚家庭权益受影响、主权国家边境管理及边疆治理政策遭遇挑战等现实难题，亟待合法

、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