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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对农村家庭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安徽皖北 Y 村的调研 

徐文娟，杨 名，叶 蕾1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1 ） 

 【摘 要】在我国，彩礼作为婚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近年来愈来愈高的彩礼金额使得多

数普通农村居民难以承担。高额彩礼的存在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成本，对农村农业的生产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产生不良的影响，由此必须在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由政府积极引导健康、理性的婚恋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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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3 .9 ； C913.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传统婚俗文化历史悠久，彩礼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彩礼被寄予美好的婚姻的期许，是代表

着婚姻的即将缔结。当今，尤其在农村，彩礼更是缔结婚姻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婚嫁费用水

涨船高，婚嫁费用超出人均收人的 30%增长（姜旭朝、蒋贞灿）。父母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准备结婚的物质条件，有时候甚至还需

要四处借贷，凑齐彩礼。有关“天价彩礼”的新闻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一动不动”、“三斤三两”、“万紫千红一片绿”等等都反

映了当下彩礼的增加，这种天价彩礼给婚礼添加了金钱的味道，高额彩礼必然增加了农民的生存成本，经济压力给农村地区的

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负担。在安徽的部分农村地区，不顾及对方家庭经济水准，盲目索要高额彩礼的风气盛行，给原本仅能顾

及温饱的普通居民，尤其是男方原生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基于此背景，笔者对安徽皖北部分农村进行了走访，对当地

的彩礼现状进行了一定的了解。  

1 彩礼文化的起源和意义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一种形式，近些年学者的研究也比较丰富，早在周代，中国的婚俗文化中就有了“六礼”制度，合法婚

姻的达成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礼制的，其中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今天的彩礼就是由“纳征”演化而来，

彩礼被认为表达了男方求婚的意愿，同时又代表着双方婚姻关系的确立。彩礼文化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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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彩礼文化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习俗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的积淀，慢慢形成了今天的婚俗文化。

在农村结婚时，男方要给予女方一定的彩礼钱，在几十年以前是实物的形式，今天是货币的形式，而女方会用彩礼钱买嫁妆，

但是买嫁妆的钱不会超过彩礼钱。 

对彩礼的存在意义有学者进行了相关总结，主要有竞争说、财产转移说和家族意志说三类（刁统菊， 2007 ）。竞争说认为

在适龄女性稀缺的情况下，彩礼成为未婚男子竞争妻子的筹码，是女方父母抚养女儿成本的经济回报。财产转移说认为彩礼被

视为父母给予子女的经济馈赠，成为新婚夫妻的生活基础。这一理论认为男方家庭给予的彩礼更多是经女方父母之手再次转移

给新婚子女，而非自我留存。家族意志说认为，一方面，丰厚的彩礼作为男方家族的“面子”，能显示出其不俗的经济财力，是

一次向社会的财力展示；另一方面，彩礼的赠送意味着男方家庭与女方家庭的经济联合，象征着不同宗姓间社会资源的联结。

在安徽皖北农村，限于经济水平的约束，竞争说和财产转移说更能贴近当地的现实，家族意志说的解释仅代表少数家庭。 

男方给付彩礼被认为是对男方家庭经济实力的考量，并且是对女方家庭嫁女儿劳动力缺失的一种补偿。彩礼的存在有很多

的社会功用，通过彩礼可以衡量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对女方父母的经济补偿和心理补偿，资助新婚夫妇，体现了女性的价

值和尊严，彩礼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农村父母大都把子女结婚看成是自己一辈子的任务，彩礼的暴涨使得很多父母很早就开始

为儿子准备结婚的物质条件，彩礼已经有从礼节性的存在转变为索要财富方式或财富转移的倾向。高额的彩礼也使得彩礼的作

用发生了扭曲。  

2 彩礼的来源 

彩礼的支付方表面上来看是求婚的男性，但对多数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年轻的男性而言，高额的费用普遍超出他们的承受

能力，为了顺利娶到新娘，现实情况多是举男方整个家族之力来凑齐彩礼。具体来看，彩礼的经济来源方主要可分为求婚男性

自己、男方父母、其他渠道三类。农村地区普遍成婚年龄偏早，男性刚成年便开始由家族亲友张罗着寻觅合适对象，由于文化

水平普遍不高，年轻男孩多未成年便选择进城务工，务工收人成为日后彩礼的主要来源。此外，除了男方自己，他们的父母往

往也是彩礼的直接出资人。操办好子女的婚事，帮助他们顺利成家生子，是多数农村父母的心愿，帮忙凑齐彩礼自然也被他们

视作“理所当然的义务”。父辈们的收入多来自当地农作物的种植收入以及农闲时的务工收入，多数年收入微薄，远远不及彩礼

费用。向亲朋好友借款、向银行举债等债务借款也成为彩礼的另一经济来源，以负债累累作为高额彩礼的代价，成为部分男方

家庭的无奈之举。  

3 安徽农村彩礼现状  

3.1 数额巨大，明目繁多 

安徽的婚俗具体到各个地区有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也基本包括订婚、彩礼、婚宴等环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安徽

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安徽男女性别比例为 10 : 4. 9 ,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适婚年龄阶段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这在

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彩礼的增加。彩礼费用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几十元变成现如今的十几万元，增长速度超过了农民的收入

水平的增长速度，农民家庭收入和婚嫁费用与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有明显差别， 1990 年二者差别仅为 2-3 倍， 2000 年已扩

大到了 7-8倍（姜旭朝、蒋贞灿， 2005） ，在农村彩礼费用加上订婚和办酒宴的费用（不包括给儿子买房子、盖房子的支出），

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很多农村父母一辈子节衣缩食，就为了攒钱给孩子结婚，有些特别贫困的家庭因为

彩礼而负债累累，有的甚至向银行举债来操办婚礼。在安徽农村，在笔者调研的村子里，有些家庭的彩礼不仅仅是货币，还包

括金戒子、金项链、金镯子等一些实物。还有“见面礼”、“谢媒钱”等方面的现金形式，很多父母将给孩子买房、结婚看作自

己一生的任务，所以不管婚嫁费用多高，很多父母还是愿意去承担，哪怕举债，哪怕因此背上巨大的经济负担。在笔者调研的

村子里，一位大爷说道“我家给儿子盖了一栋房子，孩子自己在外打工也剩不了多少钱，所以结婚就靠家里的积蓄，还问亲戚

朋友借了钱，现在结婚哪有不冒账的。”，根据有关新闻报道，在安徽的杨山县彩礼竟有 20 万，宿州 25 万，有的地方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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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由天价彩礼引起的血案。这无疑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危害。  

3.2 相互攀比 

彩礼原本是一种象征性的礼节，但是在农村的传统观念里，彩礼被看成是女儿的身价，如果彩礼太低的话就会觉得没面子

或者被认为自己的女儿有生理缺陷。故而农村的彩礼往往带有攀比之风，不和别人攀比的寥寥。据调查， 97 . 8%的人认为彩

礼居高不下是因为面子和村庄的相互攀比。攀比是造成农村彩礼升高的一个原因，助长下去只会造成恶性循环，扭曲了婚姻，

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  

4 彩礼对安徽农村家庭经济的影响 

一些学者对当今的彩礼也进行了研究，有些研究彩礼与女性人力资本的关系、彩礼的经济含义，还有学者从代内剥削的视

角来研究高额彩礼，魏国学、熊启泉、谢玲红（ 2008 )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转型期的中国农村高彩礼婚姻，说明了高彩

礼给农村生活和农村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结合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特征，对比转型前的农村特征，具体分析了高彩礼

婚姻产生并蔓延的原因。孙善侠、史清华（ 2009 ）从我国农村的婚嫁习俗出发，分析了彩礼现象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基础，

继而利用生男生女得益对彩礼与妇女地位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博弈模型对彩礼的短期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认为短期内会存

在彩礼金额上升的一段时期。姜旭朝、蒋贞灿（ 2008 ) 则分析了农村婚嫁费用、女性人力资本与农村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

目前学者对于农村高额彩礼的研究相对较少，数据也缺乏。现有学者的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理论的基础。从见诸报端的很

多报道可以看到，农村高额彩礼已经对农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危害。  

4.1 因高额彩礼致贫，增加农民的生活负担 

部分农村家庭在儿子结婚的时候，因为要支付高额的彩礼，在加上举办婚礼的整个过程的花费，本来生活还不错，可能一

下子就因为彩礼而负债累累，一些处于贫困边缘的家庭，彩礼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向亲戚朋友借，或者循环利用女儿的彩礼，或

者直接到银行借贷。这种彩礼支付的现状可能让一些本来脱离贫困的家庭返贫，让贫困的家庭更加贫困。安徽是农业大省，农

村有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在当今的婚俗现状中更容易受到冲击。安徽省潜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潜山人汪贺为了结婚，家里东

拼西凑在县城买了房。但去年定亲时，女方要求汪贺家给 12 万元彩礼，“他家情况一般，买房已经花光了积蓄，又要十几万的

彩礼，只能借钱了。”汪贺的一位亲戚告诉记者，现在还只是定亲，后面还有办婚礼等花费，加起来超过 20 万元，对于一个农

村家庭来说负担沉重。“潜山一些农村还流行三金五金，就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项链之类的，这都是规矩。” , 去年刚刚结婚

的李水君说，当然彩礼也不是一成不变，男女双方家庭有时候也会商量着来，但总体来看，还是偏高。高额彩礼是农民奔小康

路上的拦路虎，是农民脱贫路上的绊脚石。彩礼的存在是有很多的社会功能，很多学者做了研究，但是高额彩礼已经使婚俗文

化变质了，影响了农村的生活。  

4.2 减少了农村的生产性投资 

“现在农村找媳妇，除了一栋楼房，还得十五六万元彩礼” , 家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的崔婶儿说道。为了儿子的婚姻大

事，很多农村父母甚至花光了家庭的所有积蓄，这导致农村的各项生产投入不足，彩礼以及结婚的花费使得很多的家庭因此负

债累累，很多父母在子女结婚之后要花好多年才能把欠的债还清；另外，随着彩礼的提高，很多农村家庭对花高额彩礼娶进门

的媳妇宠爱有加，很多正值青壮年的新婚女性不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数量。以安徽

省阜南县会龙镇于庄村为例，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许多新婚的女性在结婚之后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很少参加农业劳动。  

4.3 高额彩礼扰乱了农村的稳定，恶化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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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阜阳一代农村，两三年前，彩礼一般是 10 万到 12 万元，今年“涨”到 15 万元左右。普通农户娶个媳妇，几年

积蓄就没了，甚至要背债。高额彩礼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因高额彩礼会引发大量的民事纠纷，涉及钱财较多，

双方的争执会更激励。发生婚变时，甚至会发生暴力事件，近年来，因为高额彩礼骗婚的事件在安徽农村地区也时有发生，一

些不法分子会铤而走险贩卖妇女。迫于高额彩礼的压力，一些没有经济基础的农村青壮年甚至会产生偷盗的心理动机。这些因

素都在扰乱着农村的治安，高额彩礼使得婚姻充满了金钱的味道，相互攀比中助长了农村彩礼的不良风气。  

5 案例分析 

文中的案例是笔者在安徽省皖北地区的 Y 村调研时了解到的，根据调研时的情况整理分析所得。选取的案例的家庭经济状

况、收人水平在该村处于中等，彩礼的支付能力反映了村里的平均水平。 

案例一： XDW ，男， 51 岁，家中有一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儿早早就结了婚，儿子于 2015 年春节期间结婚，彩礼给

了 10 万元，举办婚礼花费了大概 7 万。在订婚的过程中男方还给女方买了金戒子、金镯子和一块手表，目前家中欠债，儿子

结婚向亲戚朋友借钱。家中还有 0 . 2hm
2
地，主要靠种植经济作物-辣椒和打点零工来维持生活，一年纯收人在 2 万元左右，

老两口平时生活简朴，穿衣朴素。因目前家中欠债，儿子结婚以后外出打工，媳妇则在家，不参加农业劳动。 

案例二： XDB ，男， 50 岁，家中有一个儿子，儿子于 2016 年 4 月结婚，彩礼 10 万，举办婚礼 9 万，购买房子 18 万，

因花费巨大向亲戚借了钱，依然不够，向银行贷款 5 万元，目前家中欠债十多万，老两口愁的数着钱过日子，因务农挣钱太少，

放弃农业生产，打算外出打工挣钱还债，家中 0 . 33hm
2
地给亲戚种。平常生活拮据。 

案例的分析体现了高额彩礼对农村家庭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对家庭的整个消费水平和生产方面的投人都产生了负面的影

响。通过对该村的调研走访，发现彩礼有高有低，但是整体水平还是偏高的。当地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没

办法只能向银行抵押贷款，这种现象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冲击太大了，很容易导致贫困，彩礼和婚礼大操大办，婚礼过后生活过

的紧巴巴的，彩礼和为婚礼准备的费用已经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这对于农村的农业生产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造成不好的影

响。  

6 结论 

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存在是有一定的社会功用的，但是过高的彩礼已经对农村家庭经济产生了不良的

影响，“天价彩礼”更是对传统习俗的一种扭曲，彩礼和婚俗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反应，过高的彩礼不仅不能给生活增添更多

的幸福，反而为家庭矛盾和贫困埋下隐患，对此，积极倡导文明的婚恋观势在必行。  

6.1 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 

在当今性别比例失衡的背景下，婚姻市场上会更倾向于彩礼的升高，一些农村女孩在外出打工后，会选择留在城市，不愿

意留在落后的农村。有些人索要高额彩礼是出于攀比和从众的心理，有些人索要高额彩礼是担心女儿以后的生活，高额彩礼在

一定程度上反应男方家庭的经济能力。也能提前占有一部分财产，来保障以后的生活。所以要加快农村的经济发展，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女方父母不用再担心男方家的物质条件，有利于改变这种不良风气。 

限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主要形式是家庭保障，在安徽农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观

念依然很浓厚，高额彩礼对女方父母来说是一种经济补偿和心理补偿，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很完善有一定的关系，女子

婚嫁是一种资本转移和补偿的过程。政府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父母因为失去女儿的养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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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加快农村文化建设，政府引导婚姻回归理性、健康 

面对天价彩礼，政府不能袖手旁观，政府应加大宣传引导，加快文化建设，倡导文明的婚恋风尚，视经济力量而行，而不

是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多宣传一些婚礼从简婚后幸福和索要高额彩礼婚后生活步履维艰的典型案例，树立一些奋斗致富、不

啃老的榜样，让新婚礼新风尚成为主流。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进行宣传。同时，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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