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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陵县中缅跨境婚姻家庭情况调查 

寸待春
1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中缅跨境通婚有悠长的历史,进入现代化以来在我国境内形成了很多的问题。对于龙陵县这个边境

县城来说,深入了解中缅跨境婚姻家庭情况,将有利于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利于乡村振兴,有利于维护边境和谐稳定

与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针对龙陵县中缅跨境婚姻家庭问题,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对部分跨境婚姻家

庭进行实地调查,试图从个案中发现问题、探析原因、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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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目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正在蓬勃发展,安定的边境环境也就成为地处中缅边境地区的云南发展的重要需求。因此,

加强对中缅跨境婚姻家庭情况的了解,对维护边境和谐稳定与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从定性研究的角

度来调查跨境婚姻家庭情况,有助于地方政府更深入地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更好地实施和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从而实现边境地区

稳定和谐发展,促进祖国的繁荣昌盛。 

1.1国内外研究概况 

(1)国外研究。 

美国学者 BarryR,Chiswick 调查了墨西哥人通过婚姻移民美国的数据上升,分析了大多数移民受教育的程度都比较低,而且

还缺乏谋生的技能,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教育资源紧张,美国本土国民就业困难。 

韩国学者朴永明通过民族分析法,重点分析了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的情况,一些饱受贫困和苦难的朝鲜族女性为了使自己或

家庭快速结束苦难的生活,与韩国人虚假结婚,给韩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2)国内研究。 

侯新华从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方面,深入分析了中缅边民的“事实婚姻”问题;白志红指出中缅跨境民族的

跨国婚姻会长期严重损害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赵淑娟指出跨国婚姻问题会影响到其后代的医疗和教育等生存状况。 

1.2文献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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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婚姻家庭越来越多,政府和社会对跨境婚姻问题不断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

许多不足。 

(1)跨境婚姻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研究视角单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者间缺少互动,没有整体性。第二,实地调查少。目前关注跨境新娘的概

念、现状、特点的调查研究较多,而针对跨境婚姻家庭中出现的问题的研究较少,很少有通过田野调查来充分呈现。第三,在跨境

婚姻研究中更多倾向的是对跨境婚姻的宏观研究,针对跨境婚姻家庭在社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缺少微观的调查,这样不利于

我们了解跨境婚姻家庭存在的真实问题。 

(2)本文的创新点。 

一是选题较新。一直以来,对于中缅跨境民族犯罪活动领域的研究成为一部分学者的主要关注点,但对跨境婚姻问题不够重

视。二是视角较新。之前的学者大都从社会学、民族学以及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跨境婚姻产生的危害,同时大多缺乏细致的

实地调查。而本文立足于龙陵县中缅跨境婚姻现状,通过实地调查了解中缅跨境婚姻家庭情况。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调查属于定性研究,用的是半开放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采用个案研究为主的策略,试图描述龙陵县

跨境婚姻家庭的实际情况,平均每户家庭的观察和访谈时间均达到 1小时以上。 

2.1访谈对象的选择 

访谈对象为龙陵县龙新乡菜子地村红木场组的 4户跨境婚姻家庭。选择此地点主要是因为笔者属于本地人,在此建立了比较

好的人际关系,村里的人都特别信任笔者,愿意和笔者交流,顺利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开展。选择这 4户庭进行访谈主要是因为其具

有代表性、典型性、特殊性,因而调查结果可信度比较高。 

2.2资料搜集的方法 

(1)访谈法。 

对缅方妇女李某进行一次访谈,约 80分钟。对缅方妇女夏某进行一次访谈,约 75分钟。对缅方妇女罗某进行一次访谈,约 70

分钟。对中方男子匡某进行一次访谈,约 60分钟。 

在访谈之前,笔者与研究对象进行了沟通,避免影响其正常的生活和务农。地点确定在访谈对象的家里,创造了平等、轻松的

访谈环境。访谈对象在访谈中都没有表现出不安或者排斥的情绪,和笔者的语言沟通也很自然。 

访谈以半开放半结构性访谈为主,笔者事先拟好了访谈提纲,但在访谈过程中根据访谈对象家庭的具体情况作了一定的适当

调整。主要收集了访谈对象及其配偶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情况、子女数量、对中缅跨境婚姻的态度等情况。 

(2)观察法。 

访谈过程中,笔者还注意观察了访谈对象家庭的衣食住行情况,以及其子女生活学习情况,访谈对象对生活的态度等细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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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包括是否建档立卡户,住房及生活状况,其子女的性格、喜好、学习情况等。这些数据与访谈法收集到的资料相互呼应,成为

访谈的有效补充。 

(3)资料分析。 

在访谈结束之后,笔者及时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形成 4千多字的访谈资料。对访谈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即将 4户跨境婚姻家

庭情况进行对比,从中找出异同点,对人物和事件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最后推断出龙陵县跨境婚姻家庭的大致情况,去发现其中

存在的问题,探析问题的原因,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3 访谈结果 

访谈对象为 4人,其中 3位缅方妇女,1位中方男子,访谈地点皆为红木场组访谈对象家中,访谈时间皆为晚上休闲时间。 

3.1文化程度 

中缅跨境婚姻家庭中双方的文化程度都不高,4 位中方男子中有 3 位的文化程度为小学,只有 1 位的文化程度为初中,而且这

位初中文化的男子为 90后。4位缅方妇女中有 2位是文盲,另外 2位文化程度为小学,而且这 2位小学文化的妇女均为 95后。 

3.2年龄差 

中缅跨境婚姻家庭中双方的年龄差距都比较大,编号 1的家庭年龄差为 9岁,编号 2的家庭年龄差为 6岁,编号 3的家庭年龄

差为 26 岁,编号 4 的家庭年龄差为 5 岁。4户跨境婚姻当事人中双方年龄差距最小的为 5岁,最大的竟然达到 26岁,而且 4户均

为中方男子年龄大于缅方妇女。根据访谈和观察,以及在这里的生活经验可知这些情况是中缅跨境婚姻中的普遍现象。 

3.3子女数量 

中缅跨境婚姻家庭中子女数量都比较多,编号 1的家庭年子女数量为 4人,编号 2的家庭子女数量为 2人,编号 3的家庭子女

数量为 3人,编号 4的家庭子女数量为 3人。4户跨境婚姻家庭中子女数量最少的为 2人,最大的有 4人(本来有 5人,夭折了 1人)。

根据访谈和观察所知,中缅跨境婚姻家庭普遍是子女数量偏多。 

3.4家庭状况 

4 户跨境婚姻家庭里有 2 户是建档立卡户,另外 2户是非建档立卡户。其中 2户建党立卡户中,有 1户的跨境婚姻当事人(中

方男子)死于缅甸内部战乱,年仅 34岁。另外 1户的跨境婚姻当事人(中方男子)死于白血病,年仅 35岁。这两户建档立卡户的家

庭状况都比较困难,虽然得到了国家的帮扶,但仍然步履维艰,两户非卡户家庭状况相对较好。 

除上述之外,还有部分访谈结果未陈列出来,比如,在结婚登记情况上 4户家庭都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有两户办理了暂住证,

有 1户没有登记,还有 1户不确定。有两户跨境婚姻家庭,辗转于中缅两国,甚至在缅甸生下多个孩子以后带回中国来生活。造成

其子女上学年龄偏大,甚至曾出现落户难题。4 户家庭都出现了早婚早育现象,4 户对跨境婚姻的态度上呈现出完全的一致性:都

支持中缅跨境通婚。 

4 结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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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结果出现了:中缅跨境婚姻家庭受教育程度偏低,跨境婚姻当事人双方年龄差距较大,家庭子女数量偏多,家庭状况普

遍贫困的现象。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跨境婚姻当事人也都十分赞同跨境婚姻。对此种情况进行深层次的讨论如下:一方面,显而

易见的是缅甸政局动荡,生活水平偏低,促使缅甸女子嫁到中国。另外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农村弱势男性婚姻边缘化问

题的凸显,具体讨论如下: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升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受到“养儿防老”的

传统观念影响,利用 B超非法检测胎儿性别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也和中国传统社会依赖男性劳动能力有关系。未能正常实现婚

配男性人数的分布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在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份的农村地区,因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观念的影响以及农村劳

动人口向城镇的流动等原因,致使男性未能实现婚配的数量更多。 

这几年来,龙陵县悬殊的男女性别比例导致很多适龄男青年婚姻挤压。婚姻挤压的含义是“在一夫一妻制下,结婚的男女人

数应该是相等的,但如果适婚男女比例不协调的话,会导致一部分男性或者女性不能按正常的标准来择偶,甚至有可能致使某一

部分人终身不能结婚的现象”。此外,龙陵县很多女性选择外出打工,寻求质量更高的生活,或者选择外嫁到经济条件更好的地

区。而龙陵县边境经济条件相比其他地区并没有优势,对外地女性难以产生吸引力。缅甸相对中国较为落后,社会极不安全,缅甸

女性通过与中国男子结婚入境中国,解决了其生存和安全问题。同时,缅甸的彩礼一般比较少,甚至不要彩礼,解决了边境地区弱

势男性婚配的经济难题。 

规模庞大的婚姻边缘化男性弱势群体的存在,不仅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不利于经济发展,还会对农村的养老保障带

来严峻挑战。当前,龙陵县受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和女性外流两方面的影响,同一年龄组性别比逐渐升高,处于适婚年龄段的男性

很难找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性,只能向下挤压寻找年纪较小的女性,夫妻年龄差被逐渐拉大。龙陵县中缅跨境婚姻家庭的缅方

妇女实际年龄大部分没有达到我国法定适婚年龄,“早婚、早育”现象普遍存在于跨境婚姻家庭当中。几年前多生、逃生这种现

象也相当突出,不仅跨境婚姻家庭生活更加困难,还严重影响了我国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5 结论 

根据调查可知:龙陵县中缅跨境婚姻家庭受教育程度普遍都低,跨境婚姻当事人双方年龄差较大,家庭子女数量偏多,家庭状

况普遍贫困,跨境婚姻当事人双方都很赞同跨境婚姻。形成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一方面是缅甸政局动荡促使缅甸女子嫁到中

国。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龙陵县农村弱势男性婚姻边缘化的严重形势。 

通过对跨境婚姻家庭情况调查结果的讨论,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方法缓解中缅跨境婚姻存在的这些问题:一是加大男女平

等的宣传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二是对婚姻边缘化男性弱势群体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其谋生技能;三是大

力发展龙陵县贫困地区的经济,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四是重点关注跨境婚姻家庭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防止贫困代际遗传。

农村社会婚姻市场中男性的弱势地位不仅影响这一部分男性群体本身,而且影响到了乡村文化传承和乡村社会的整体运行,因此,

我们必须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来关注并全力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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