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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城市中的家庭婚姻问题 

 

潘绥铭 

 

一、独生子女与家庭 

 

从1981年正式推广独生子女国策以来，25年左右就会产生一代独生子女，2006年左右第二代独生子女就会出现，四
二一现象将会在城市中普及。 

除了众所周知的养老问题之外，还带来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类：孩子的成长 

1．孩子的同龄、单性别环境不利于心理发育， 

2．没有隔代亲属、长辈亲属的辅助教育，传统难以在家庭中承袭 

3．面对2个成年人和4个老年人，孩子是叛逆还是逆来顺受？ 

第二类：家庭与婚姻 

1．独生子女的核心家庭与婚姻，更加“独联体”，而不是“大一统” 

2．中老年的“空巢家庭”更多，空巢期更长，家庭被简化为婚姻，彻底丧失一切功能 

3．隔代如隔山 

第三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被颠倒 



1．社会必须迅速转变为完全以单独个体为本、为根、为中心的格局， 

2．社会的运行，更多地依赖个体的社会网络，而不是制度的科层结构和组织网络 

3．精神寄托的问题更加严重，标新立异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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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关系 

 

1、艾滋病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性关系分类已经过时，只有单一伴侣与多伴侣才是最重要的。 

2、2000年左右，离婚中的质变＝婚内性生活好坏的作用开始下降，纯粹的感情问题的作用上升；但是10－15年，经济问
题会上升。性－感情－经济>>>>感情－经济－性 

3、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城市男性中，最多的是25岁＝68％，最少的是63岁＝11％，64岁没有（除去前妻：23岁74％，61岁12％，63－64岁没
有） 

也就是说，平均起来，在20－64岁之间，年龄每降低1岁，多伴侣比例就上升大约1.3个百分点。如果一直这样，到2030
年，20－25岁男性接近100％都有多伴侣。城市男性总体的多伴侣比例超过65％。 

 

 

 

三、社会性别 

 

1、独立的女性思潮与社会运动将出现 

2、女性中的基层分化加大；（除去前夫前妻）城市13.1%，农村5.1%，城市女性多出2.6倍。城市女性中最小的
比最老的多出15个百分点，但是农村只多出5个百分点。（男性是37.4％>>19.3％，城市男性多0.9

  一生有无其他伴侣增加ax36 
八九后(20-25) 21.9%
79改革初(26-35) 24.7%
66文革中(36-48) 18.2%
58大跃进(49-55) 16.0%
49解放初(56-64) 16.8%
总计 20.5%

  一生有无其他伴侣增加ax36 除去前妻 
  有过  
城市男20-25 56.6% 55.3%
城市男26-35 46.8% 45.6%
城市男36-48 41.3% 37.6%
城市男49-55 24.1% 20.6%
城市男56-64 16.0% 13.6%
总计 39.9%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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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秩序：强暴、公共的性骚扰减少，性服务小姐、拐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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