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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男青年婚姻支付问题研究

——以赣州市 S 村为例
1

李春艳

（南昌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随着时代的改变，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物价的飞涨，婚姻支付成本急剧上升，这使得处于婚姻梯队

底层的农村男青年的择偶困境更加凸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采用实地观察与随机

访谈的方式对 s 村男青年婚姻成本进行调查，从婚姻支付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婚姻支付的特点以及形成的原因，

以为改善当前婚姻市场中出现的农村男青年择偶困境以及巨额婚姻支付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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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婚姻在不断地演化，择偶观念逐渐多元化、婚姻程序逐渐由繁到简、婚姻形式逐渐由中式到中西结

合，然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不断增长的婚姻成本。近年来，农村婚姻支付数额飞涨，“天价彩礼”已司空见惯。而农村婚

姻成本主要是由男方承担，巨大的婚姻支付无疑会给农村男青年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也使得处于婚姻梯队底层的农

村男青年的择偶问题进一步凸显，因婚致贫，被骗婚，被迫成为“光棍”等现象时有发生。农村的婚姻究竟怎么了？巨额的婚

姻支付背后的机理究竟是什么？

2、S 村调查概况

为了解农村男青年婚姻支付背后的逻辑，作者选取赣州市一个典型村庄——S村，展开实地观察与随机访谈相结合的实地调

研。S 村坐落于群山的怀抱，地形闭塞，地理位置偏远。耕地分布较分散，特色资源缺乏，尚未进行地区开发与建设，经济水平

较低。S 村一共 342 户人家，户籍人口数为 1394 人，流动人口较多。其中青年多为初高中文化水平，以到乡镇、县城、市区及

邻近省份务工为主，多从事家具、制衣行业，平均月收入约 5000 元。男女结婚对象的认识与选择方式在不断地变化，建立在感

情基础上的自由恋爱在不断增加，但通过相亲这一方式建立联系的也不少。一般男青年的结婚对象多为其他乡镇的农村女性，

而女青年多外嫁，嫁于行政村范围内的极少。

学界一般认为婚姻支付是指结婚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投入，包括现金以及物品。为了便于研究，文章主要统计了 S 村男青年

婚姻支付中必不可少以及数额较大的部分。根据 S 村的习俗，婚姻缔结过程当中订亲和举办婚礼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男方家庭

支付数额较大的环节。整个婚姻缔结过程当中的婚姻支付集中在订婚仪式、为女方购置金银首饰、购买家具和家电等耐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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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费用以及彩礼。因为 S 村的婚房多为自建房且不单单为婚房（无论结婚与否，建房开支都是必要的），再加上各家规格不

一，因而此次研究不将其作为计算的对象。

根据自己的了解以及调查统计，S 村男青年的婚姻支付的平均情况如下：一是订婚仪式，约 15000 元，其中包括见面礼钱

10000 元，订婚宴 3000 元，礼品 2000 元；二是金银首饰，约 20000 元；二是购买新的家具、家电等耐用品，约 20000 元；四是

举办婚礼，约 55000 元，包括各种红包、喜钱 20000 元，婚纱照 4000 元，婚车及装饰 1000 元，鞭炮、烟花、婚庆费用 10000

元，婚宴费用约 20000 元；五是彩礼，约 90000 元。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可知，S村男青年娶亲除去婚房及装修、轿车费用外，婚

姻支付平均 20 万元左右，这还不包括一些零散的开支。同时女方婚嫁时要求男方在县城有房、有轿车已经慢慢成为一种趋势，

如此算来，婚姻支付数额将不断上升。

3、S 村巨额婚姻支付原因

3.1 婚姻支付形式以及物价上涨

访谈了解，近年来 S村婚姻支付数额在不断地上涨，从 2010 年的平均 6万左右到 2017 年的平均 20 万左右，同时现在对县

城房、小轿车的要求也成为了趋势。从 S 村青年的婚姻缔结过程来看，婚姻程序上虽然已经简化，但是婚礼形式向中西结合转

变，结婚用品的改变极大地拉高了婚姻支付的数额；从 S 村青年婚姻支付的主要形式来看，整个婚姻缔结过程当中的婚姻支付

集中在订婚仪式、为女方购置金银首饰、购买家具和家电等耐用品、婚礼费用以及彩礼，而近年来物价水平不断提高，再加上

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引发消费观念的改变，对婚礼以及结婚用品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物价的不断上涨是婚姻支付

不断上涨的直接原因。

3.2 S 村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从近年增长的数额来看，物价上涨显然不是婚姻支付上涨的唯一原因。通过与 S村的农户交流，了解到 S 村男青年娶亲并

不容易，偏远又穷的特点直接导致很多女青年不愿意嫁到这里，而本地的女青年一般选择外嫁到县城或者附近一些地理位置、

经济条件更好的乡镇。可见，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相亲，在婚姻市场上，男方经济水平的高低即其能为婚姻支付的数额都是女

方或女方家庭决定婚配与否的重要衡量指标。传统择偶观念里男方条件要优于女方的这一 A男配 B 女的梯度选择导致了男女择

偶过程中的不平等，再加上 S 村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各方面条件较差的 S 村男青年无疑就成为了婚姻中的“弱

势群体”，议价能力极其有限，而女方相对而言就成为了主导婚嫁市场的具有优势的一方，通常能够“货比三家”，“待价而

沽”。为了能够在婚姻市场上与其他人共同竞争以实现婚配，男方家就必定要为婚姻支付更高的成本，而女方放弃了其他更好

的地方选择到 S 村也必定会提出更高的彩礼要求。如此一来，S村的婚姻支付自然就不断上涨了。

3.3 面子支付、攀比心理

中国人普遍讲究面子，而农村人际交往的特点使面子主义在较落后的农村达到极致。好面子这一心理，带来的直接后果就

是不断地与村里人进行攀比，进而导致婚姻成本被不断抬高。在面子对婚姻支付的影响方面，男女双方家庭都在起着助推作用。

男方家庭为了面子，就会尽力大操大办，给儿子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这样才能让别人羡慕，才有面子；而女方家庭为了面

子，会在说亲时尽力抬高价格，因为在他们眼里彩礼的多少等于女儿价值的大小，如果太低就显得自己的女儿廉价，比不上其

他人家的女儿，这样会让他们觉得羞耻，很没有面子。双方追求面子的心理从婚礼规格、彩礼两个不同的方面共同拉高了婚姻

支付的数额。

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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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支付一直是婚姻问题的焦点，而畸形增长的婚姻支付与农村经济水平的发展极不匹配，无形之中给收入较低的农村家

庭加上了难以承载的负担，诱发了因婚致贫、被骗婚、被光棍等一系列农村社会问题，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隐患。为此，首先要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促进农村经济、思想现代化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村经济收入水平缓解婚姻支

付压力，改善地理位置劣势带来的婚姻挤压，同时可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城市对女青年的过分吸引；其次要加强舆论引导，

在全社会倡导理性的婚姻消费观念和新型的婚姻习俗，逐渐摒弃传统婚姻嫁娶观念，提倡简约的婚姻形式，简化婚姻缔结的环

节。最后应当完善社会养老机制，倡导新型的生育观念，以平衡当前社会出现的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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