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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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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 针对 目 前 中 国 社会高升 的 离婚率 ， 文章 基于 1 9 9 8
￣ 2 0 1 1 年 中 国 3 1 省 的面 板数据研

究 了 网 络 、 电 视等 大众传媒的 普及对婚姻稳定 性 的 影 响 ，
结 果发现 二者显著 负 相 关 ， 这一结果在控制

了 人 口 迁移 率等诸 多 因 素及变换包括静态 面板模型和 动 态面板模型 的 多种 回 归模 型后依然稳健 。 基

于婚姻 的 契约理论 ， 文章在一个统 一 的框架 内 识 别 出 大众传媒对婚姻 稳定性 的 影 响机制 ， 即 通过瓦解

有 助于增 强婚姻稳定性 的传统社会规 范 ， 增加 家庭生 活预期效用和 实 际效用 之 间 的偏 差 ， 改 变家庭 生

活 闲 暇消 费模式 并 降低有助 于婚姻稳定 的婚姻生 活专用 资本投入等渠道 影 响婚姻稳定性 ， 降低 巳婚

者遇到 重大家庭矛盾 时选择 离婚 的成本 。 为 理解 中 国 高 升 的 离婚率提供 了 一种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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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稳定性
一

直是家庭研究 中的
一

个热门话题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 的经济发展取得 了举世瞩

目 的成绩 ， 中国 的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 ，
人们的家庭观念 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剧烈的变

化 。 尤其典型的是 ，在这个进程中 ，具有
“

普婚型
”

特点的 中国社会 （ 韦艳 、张力 ，
2 0 1 1

） ，婚姻的稳定性

不断遭受冲击
，
离婚率一路攀升 ，仅 1 9 9 0 － 2 0 1 2 年间全国 的粗离婚率便从 0 ．  9 ％ｏ上升到 2

．
 2 9％。

（ 见图

1
） ，
近十年来更为明显 ， 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 对此 ，

不同的学者给出 了不同 的解释 。 研究表明 ，人

口流动性的提高 （ 杜凤莲 ，

2 0 1 0
；高梦滔 ，

2 0 1 1
；
石人炳 ，

2 0 0 6
） 、男女性别失衡导致的

“

婚姻挤压
”

（ 李树

茁 、姜全保 ，

2 0 0 6
；倪晓锋 ，

2 0 0 8
） 、集体组织网络的瓦解和原有政府对私人生活干预的消 解等社会变革

（
王跃生

，

2 0 0 2
） 、社会价值观和婚姻 观等文化变迁 （ 齐晓安 ，

2 0 0 9 ） 、婚姻 的质量 （ 徐安琪 、 叶文振 ，

1 9 9 8
；
叶文振 ，

1 9 9 7
； 叶文振 、林擎 国 ，

1 9 9 8
） 、 经济转 型 中女性在工资和就业方面地位的相对变化 （ 陈

钊 、陆铭 、吴桂英 ，

2 0 0 4
） 等均会对婚姻的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 。 徐安琪和叶文振 （ 2 0 0 2 ）还给出了

一

个

综合社会凝聚力 、家庭结构 、民族习惯 、婚姻司法实践和人 口结构等五因素的分析框架 ，对中 国离婚水

平 的地区差异进行解释。 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理解离婚率迅速上升这
一社会现象提供了启示 ，但美中

不足的是大部分既有研究均缺乏
一

个统
一而清晰的理论框架 。 正如 Ｂｅｃｋｅ ｒ （

1 9 7 7
） 所言 ，

“

提出
一个特

定 的理论来解释对婚姻消解的个别发现是容易的 ，许多学者业已做 出 了 贡献 ， 富有挑战的是提出
一

个

简单而统
一的理论 ，融合已经有的发现并具有充分的解释力

”

。

与此同时 ，在对离婚率的上升进行解释时 ，
大部分学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 素——大众传媒的 迅

速扩张 。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 ，
互联 网和电视等走进千家万户 ，

迅速普及 。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 ，互联网

和电视的普及不仅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社会规范 ，
显著地影响到家庭对于不同生活方式 、标杆婚姻的

观念认知 ，
而且还能为原本由家庭所生产的产品提供替代选择 ，从而对居民的生活方式选择 、家庭生

活的时间分配等产生重要影响 。 与此同时 ，通过传播各种与婚姻相关的信息 、组织各种婚姻 中介平台

和虚拟社区 ， 大众传媒的普及还将直接改变人们的信息结构 ， 冲击传统婚姻局限于一个地区和狭窄空

间 的市场结构 ，从而改变离婚决策 。 结合离婚率不断攀升的这
一

典型事实 ， 我们有理由 猜测这二者之

间存在显著关系 。 虽然如此 ，但是 国 内 尚未有研究涉及大众传媒之于家庭行为 的影响 。 正是有鉴于

此
，本文尝试基于经典的契约理论在

一

个统
一

的理论框架内识别大众传媒影响婚姻稳定性的机理路径 ，

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经验上对这种影响进行检验 ，
以增进我们对现代社会婚姻稳定性的理解 。

图 1 1 9 9 0 ￣ 2 0 1 2 全 国粗离婚率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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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统计局 ． 中 国统计年鉴 2 0 1 3 ． 中 国统计 出版社 ，

2 0 1 3

1 文献综述

对婚姻 问题的经典分析可以追溯到 Ｇａｒ
ｙ
Ｂｅｃ ｋｅ ｒ 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 。

Ｂｅ ｃｋｅ ｒ
（

1 9 7 3
）构建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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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模型为研究婚姻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
一

个基本框架 ，该模型设定无论单身还是结婚的

个体都会消费的家庭产品组合 ，寻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将通过比较保持单身和结婚两种生活的预期

效用来决定是否结婚 。 当婚姻的预期效用大于保持单身的预期效用时 ，个体将选择结婚 。 在 Ｂｅｃｋｅｒ

看来 ，婚姻带来的收益来 自 于夫妻的分工 ， 当一方专门负责市场上的工作而另
一

方专门负责家庭的生

产活动 ，并且双方均投资于婚姻特有的技能和资本时这种收益最大 。 在此基础上 ，
Ｂ ｅｃｋｅｒａｎｄＬａｎｄｅ ｓ

ｅ ｔ ａｌ
．（

1 9 7 7
）构建了一个两阶段模型来分析婚姻的稳定性和离婚 。 仍然是基于理性预期模型 ，他们认

为 ， 当保持婚姻的效用低于离婚时 ，夫妻便会选择离婚 。 随着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 ， 女性更不愿意专

门负责家庭生产 ，并且夫妻双方进行婚姻专用资本投资的动机减弱 。 在该模型中 ，他们引人婚姻的预

期效用与实际效用的不确定性和偏离 ，指出离婚和保持婚姻的预期效用反 向相关 ，但是与婚姻预期效

用和实际效用的偏差正向关联 。

在 Ｂｅｃｋｅｒ 的工作基础上 ，后续的学者进
一

步发展了婚姻经济学 。 比如 ，
Ｍａｎｓ ｅｒａｎｄＢｒｏｗｎ

（
1 9 8 0

）

认为 ，虽然 Ｂｅｃｋｅｒ 的理论暗含家庭决策的讨价还价过程 ，但是其理论中决策个体的效用 函数是相 同

的 ，决策建立在双方考虑形成或者已经形成共同的效用函数的基础上 。 与此不同 ，若家庭内个体的效

用 函数存在异质性 ，那么用统
一的效用函数分析家庭行为就存在大问题 ， 因此他们转而采用

“

议价理

论
”

，赋予个体不同 的效用函数 ，对婚姻行为进行了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Ｐｅｔｅｒｓ（

1 9 8 6
） 进一步提出将婚

姻视为两个个体匹配的长期契约 ，这个契约的 内容包括相互陪伴 、抚育孩子 、获取家庭收人等等 。 每

个个体在考虑婚姻时 ，会预期到婚姻的价值 、产 出 的构成和为得到婚姻的产 出而需要做出 的投人 ，个

体也会预期到离婚的概率以及与离婚相伴的成本和后果 。 如果婚姻的预期 收益大于可能的离婚带来

的预期损失 ，婚姻就得以保持 。 随着婚姻的持续 ，个体将获取更多关于其他生活方式的信息 （ 如潜在

的新伴侣关系等 ） ，婚姻双方便会基于这些信息 ，权衡成本收益而决定是保持婚姻还是离婚 。 婚姻分

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婚姻双方进行接触谈判 ， 如果可接受 ，那么双方均对婚姻的专门资产进行投

资 ，这时候的信息集包括双方保持单身的价值 ，离婚的概率分布和两个阶段婚姻的价值 ；
第二个阶段 ，

婚姻双方重新认识婚姻的外部机会 ，并基于此完成保持婚姻还是离婚的决策 。

由此可见 ，经济学理论
一般将婚姻视为

一种契约 ，这种契约的签订与解除是约束条件下个人效用

最大化决策的结果 。 当离婚的成本降低时 ，遇到 问题的婚姻将更倾向于选择离婚 。 后续的经验研究

证明了这
一

点 。 研究表 明 ，允许
“

无过错离婚
”

和单方面离婚 的法律促进了离婚率的上升 （ Ａｌｌｅｎ
，

1 9 9 2
；
Ｇｏｎ ｚｄＩｅｚａｎｄＶ ｉ ｉｔａｎｅｎ

，

2 0 0 9
；
Ｒａｓｕｌ

，
2 0 0 6 ） ，离婚手续的简化也会起到 同样的作用 （

Ｓｍ ｉｔｈ
，

1 9 9 7
） ；

还有 ，离婚时财产分割权利保护的加强使得离婚更容易发生 （ Ｃｌａｒｋ
，

1 9 9 9 ） 。 ＢｏｕｇｈｅａｓａｎｄＧｅｏｒｇｅｌＨｓ

（
1 9 9 9

）基于搜寻匹配模型证明 ’离婚成本不仅影响离婚率 ，而且会影响结婚率 。

沿着这
一思路 ，在本文的议题框架下 ，

可以预期 ，大众传媒的普及也可能对婚姻的稳定性产生影

响 ， 因为它将显著地改变个体的信息结构和观念认知 ，改变个体对婚姻效用的预期 ，改变婚姻专用资

产投资行为和离婚的成本 ，从而影响到家庭决策 。 事实上 ， 已有一些研究提供了这种影响的经验证

据 。 基于印度 5 个州 2 7 0 0 个家庭 2 0 0 1
－ 2 0 0 3 年的村级面板数据 ，

Ｊｅｎｓｅｎａｎｄ 0 ｓｔｅｒ
（

2 0 0 9 ）发现有线电

视的出现对女性地位有显著影响 ，开通有线电视的村庄中女性较少认为妻子遭受丈夫家庭暴力的是

可接受的 ，并且较少地表现出对生男孩的偏好 。 开通有线电视还提高了女性行为的 自主性 （ 如不经丈

夫许可出门 、参与家庭决策 ）并降低 了生育率 。 有线电视的引人可减少城乡 态度和行为差异的 4 5 ％̄

7 0 ％
，提高小孩的入学率 ，并且在其引入的第

一

年便可发挥显著作用 。 此外 ，

Ｃｈｏｎｇａｎｄ
Ｆｅｒｒａｒａ

（
2 0 0 9

）

通过分析 1 9 7 0
，

1 9 8 0 和 1 9 9 1 年巴西的调查数据发现 ，

一

家主打浪漫电视肥皂剧节 目的电台的电视信

号的普及显著提高 了市区人 口 中分居女性和离异女性的 比例 。 后来 ，

ＬａＦｅｉｒａｒａａｎｄＣｈ ｏｎｇｅｔａｌ ．

（
2 0 1 2 ） 基于同样的数据发现 ，

肥皂剧的普及降低 了妇女的生育率 ，
该效应在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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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育周期 中晚期的女性群体中更为突显 。 所有这些研究都从
一定程度上证实 了大众传媒的作用 。

不过 ，这些研究仅旨在经验关系 的识别 ，
而没有系统性地考虑大众传媒影响家庭行为 的机制 ，而且 ，这

些研究都尚未涉及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出现而带来的影响 ， 因此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2 大众传媒影响婚姻的机制

基于将婚姻视为约束条件下个体理性最大化决策的契约这样
一种理论 ，笔者认为大众传媒的普

及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影响婚姻的稳定性 ：

（
1
）瓦解社会规范等非正式约束 。 婚姻是一种契约 （

Ｐｅｔｅｒｓ
，

1 9 8 6 ） ，
不仅受到婚姻双方彼此的约定

或者约束 ，而且受到风俗 、礼仪 、道德 、伦理等社会规范的约束 。 尤其是在传统社会 ，
婚姻不仅是两人

的结合 ，更是
“

结两姓之好
”

的两个家庭甚至家族的
一

种结合 （ 王跃生 ，

2 0 0 2 ） 。 作为传统社会风险分

担的一种核心机制 ，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被看成一种重要的嵌人当地社会网络的行为 。 这样的婚

姻 ， Ｂ 卩使遇到问题 ，离婚的概率也会较小 ， 因为离婚的成本会很高 。 与此相反 ，
当这种约束弱化时 ， 遇

到外部冲击的婚姻的稳定性便会降低 。 0 1 ｋｅａｎ
（

2 0 0 9 ）通过分析来 自 印度尼西亚 6 0 0 个村庄的数据发

现 ， 电视 、广播信号的普及和频道的多样化改变了居民的时间分配 ，居民花更多时间看电视或听广播 ，

而减少对集体事务的参与 ，导致社会信任度降低 ，社会资本削减 。 也因此 ，甚至有学者认为 ，是社会规

范的变化而不是婚姻法律的变化对离婚率的上升更有解释力 （
ＦｅｌｌａａｎｄＭａｍｉｍｅ ｅｔ ａｌ．

，
2 0 0 4 ） 。 显然 ，

对于中 国这样一个迅速转型的社会 ，大众传媒的普及所带来的新的生活观念 、婚姻观念 、生活方式或

家庭模式对原有的有助于保持婚姻的社会习俗 、伦理观念的 冲击是明显的 。 它使得原本就因为转型

而削弱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变得更为脆弱 ，极大地降低了 遇到问题的婚姻中个体选择离婚的心理成

本和社会成本 ，增加了婚姻的不稳定性 。

（
2

）婚姻的预期效用与实际效用偏离 。 众所周知 ，
互联网网络空 间 、电视节 目等大众传媒上充斥

着大量的商业广告 ，这些商业广告渲染相似的生活方式 ，
不仅冲击着原本局 限于各地 自 然的历史 、文

化环境 、社会习俗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生活方式 ，而且极大地改变 了个体的信息结构 ’改变个体对婚姻

的认知 ，尤其是个体所认为的期望婚姻这个参照点 。 传统上 ，
源于各种不便利和信息结构的 闭塞 ，个

体所期望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参照点往往内生于当地的婚姻市场 ， 尤其是惯于参考 比较身边亲朋好友

的婚姻状况 ；
而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 ，在商业广告 、影视作品的宣传渲染下 ’这种参照点可能会急剧上

升 ， 比如可能转而变成明星富人的婚姻家庭生活 。 然而 ， 由于个体婚姻生活的实际效用仍然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当地婚姻市场的特征和结构 ，
于是 ，婚姻的预期效用和实际效用之间的偏离可能因此急剧

变大 ，从而增加婚姻的不稳定性 。

（
3
） 改变家庭对闲暇的消费模式 ， 以各 自 消费 闲暇替代共同消费 闲暇

， 降低有助于婚姻稳定的婚

姻家庭专用资本投人 。 夫妻共同分享闲暇对于提高家庭生活效用和加深感情至关重要 ，愉快而轻松

的共同闲暇消费可以视作婚姻所产出 的独特商品 ，
也是商业市场所难以替代的 。 在共同的闲暇消费

中 ，彼此的偏好充分显示 ，配合默契的提升还会形成
一

种特定的婚姻专用资本 ， 中 国古诗
“

曾经沧海难

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

所描述的便是这样
一

种情形 。 然而 ，
正如 ＭａｎｓｅｒａｎｄＢｒｏｗｎ

（
1 9 8 0 ） 所言 ，个体

是异质性的 。 给定这种异质性 ， 当独 自 消费可以获得比共同消费更高的效用时 ，个体的行为模式就可

能会发生变化 。 大众传媒的普及 ，
使得个体可以很容易获得更多丰富多样的娱乐节 目 ，这种可及性使

得个体可以更容易从中找到 自 己偏好的节 目或者娱乐 ，获得超越共同消费更高的效用 。 这种行为还

会因为现代媒体终端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使得家庭可以更容易负担起多套设备而得到强化 。 不难想

象 ，在一个男的喜欢
一

个节 目而女的喜欢另外
一

个节 目的家庭 ，

“

性别战
”

不再以重复博弈中双方合作

的方式促成共同生活的效用 ，而可能会以各 自欣赏 自 己喜欢的节 目的方式结束 ， 闲暇的共同消费便因

此减少了 ，这显然不利于婚姻家庭专用资本的投人和积累 ，
不利于婚姻的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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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降低离婚的直接成本 。 大众传媒的普及除 了可以通过削弱社会规范 的约束降低离婚的社会

成本 ，通过改变婚姻的观念降低离婚的心理成本之外 ，还可以直接导致离婚成本的降低 。 这主要体现

在 ，首先 ， 大众传媒的普及促进了与婚姻有关的法律常识的扩散 ，使得婚姻遇到危机的双方在决策时 ，

更容易拿起法律的武器 。 在中国 的传统中 ，女性离婚的成本要更高 ， 因为离婚时的财产分割等不利于

女性 。 而现代法律体系对女性的合理权利 的保护更为完善 ， 使得离婚后女方所面临 的物质生活水平
’

不至于急剧下降 ，从而降低了女性的离婚成本 。 其次 ，大众传媒所提供的商品市场还为原本专属于家

庭生产的产品提供了替代选择 ，使得婚姻共同生活中 的许多产品服务不再局限于婚姻中 的家庭生产 。

比如典型的
，随着互联网虚拟社区的兴起 ，

婚姻所提供的
一

种特殊产品
——情感已经可以在网络空间

中找到替代品 ，这就大大降低离婚后生活质量下降的可能 ， 使得个体选择离婚时的成本更低 。 其三 ，

诸多有关再婚主题的节 目或者节 目 片段 ，尤其是近年来活跃的 电视相亲 、 网络相亲等节 目 ， 以及婚介

平台的出现也使得遇到问题的婚姻双方预期再婚的可能性上升 ， 降低其选择离婚的成本 。 综上 ，大众

传媒的普及不仅使得婚姻合约的不完全性 日 益凸显 ， 弱化了保持合约稳定的非正式机制 ，
而且降低了

双方 回到婚姻市场搜寻新合约的成本 ，所有这些显然都不利于婚姻的稳定 。

3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了包含中国大陆 3 1 省 （ 市 ） 1 9 9 8 
￣ 2 0 1 1 年的相关数据 ，构造了 省级面板数据 。 基于 已

有文献 ，本文综合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方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用于检验我们

的核心假说
——

大众传媒的普及不利于婚姻的稳定性 ：

Ｄｉｖｏ ｒｃｅ
ｕ
＝ ａ

0
＋ａ

ｔ 

ｍｅｄｉａ
ｕ
＋
ｊ3
Ｘ

ｕ 
＋ｓ

ａ

Ｄｉｖｏ ｒｃｅ
“
＝

ａ
0
＋ａ

ｌ
Ｄｉｖｏ ｒｃｅ

ｕ
＿

1 ＋ａ 2ｍｅｄ ｉａ
ｕ
＋＾ＸＵ＋ｓ ｕ

其中 ，与现有文献保持
一致 （ 高梦滔 ，

2 0 1 1
；胡卫 ，

2 0 0 6

；徐安琪 、叶文振 ，

2 0 0 2 ） ，本文采用 1 0 0 0％ｘ

（全年离婚对数／年平均人 口数 ）计算各省 （市 ）粗离婚率 Ｄｉ隱ｅ
ｕ

。

“

离婚对数
”

来 自 相应年份《 中 国统

计年鉴》 ，

“

年平均人 口

”

来 自 于相应年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 口统计资料》 。 对于大众传

媒 ｍｅｄｉａ
，的刻画 ，本文采用两个指标 ，

一

是互联网普及率 ，采用相应年份《 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 》 中
“

各省网 民数
”

除 以
“

总人 口
（ 年末 ）

”

得到 。 各地区网 民数来 自 于 中国 互联 网络信息 中 心

（
ＣＮＮＩＣ

）发布的第 1 
￣

3 0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下文简称
“

报告
”

）
？

；

二是
“

城镇居

民家庭户均彩色电视机拥有量 （ 台 ）

”

，采用 《 中 国统计年鉴》中
“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彩色电视机

拥有量 （ 台 ）

”

除以 1 0 0 得到 。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 ：

出生率 ，相关数据来 自相应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 口统计资料》 。 我们认为 ，拥有孩

子的夫妻在处理婚姻问题上会更慎重 ， 因为婚姻的破裂会影响到孩子的效用或者说幸福 ，进而会影响

到夫妻双方的效用 ，对于孩子未来成长的抚养一系列善后问题也会增加离婚决策面临的成本 。 文献

上 ，
ＣｈｅｒＨｎ（

1 9 7 7
） 发现 ，有学龄前儿童会阻止夫妻分居或离婚 ，

但如果家庭 中的孩子已经进人学校阶

段 ，这种作用便不存在了 。

教育水平 。 教育水平对于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并不明确 。

一方面 ，受教育程度高 的伴侣具有较高

的市场技能和非市场技能 ，使得进人婚姻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 ； 另
一

方面 ，受教育程度高 的伴侣间更

少进行家庭分工 ，女性也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 ， 因而会导致对家庭的专用资本投入不足 ，从而降低

① 1 9 9 8 
￣

 2 0 0 2 年的报告 中只报告 了全 国 网民总数和各省的 网民所 占 比例 ，
本文采用

“

全 国 网 民总数 ｘ 各省 的 网 民所

占 比例
”

计算得 出 相应的 网 民数 。 2 0 0 3 ￣ 2 0 1 1 年的报告 中直接报告 了 各省 的 网 民数 目 。 各地 区人 口数据取 自 历

年 《 中 国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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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稳定性 （
Ｂ 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Ｌａｎｄｅｓｅ ｔａｌ ．，

1 9 7 7
） 。 除此之外 ，教育水平的提高还可能提高夫妻双方在结

婚前的搜寻效率和效果 ，增加夫妻双方在生活决策 中的共同知识和理性能力以及矛盾处理技巧 ， 因而

有助于婚姻的稳定 。 不过 ，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样可能导致夫妻双方具有更强的独立生活能力 和在潜

在婚姻市场上重新搜寻匹配的能力 ，对婚姻生活也会形成更高的期待 ，从而降低婚姻的稳定性 。 在本

研究中 ，我们 以文盲率和女性的平均教育年限来刻画各省居民 的教育程度①。 文盲率来 自相应年份

《中 国统计年鉴》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现有文献保持
一致 （

ＢａｒｒｏａｎｄＬｅｅ
，

1 9 9 3  ；陈刚 、李树 ，

2 0 1 1
） ，

将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 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 6 年 、 9 年 、 1 2 年和 1 6 年 ， 然后 以各省女性就业

人员相应学历比重进行加权平均而得 。 各省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数据来 自相应年度《 中 国劳动统计

年鉴》 。

城市失业率 ，数据来 自相应年份《 中 国统计年鉴 》 。 对于夫妻双方的劳动决策而言 ，婚姻具有风险

分担功能 ，萧条时期婚姻的这种作用更为明显 （
Ｓｈｏｒｅ

，

2 0 1 0
） 。 ＥｌｉａＳＯｎ

（
2 0 1 2

）发现 ，
经济形势差时失业

多 ，离婚率也会较高 。 本文采用城市登记失业率来控制这种影响 。 虽然我国现有统计资料中仅有城

市居民的登记失业率 ，
无法反映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 ，但还是可 以粗略地认为 ，该指标能够反映 当

地的就业形势 ，这是由于一直以来中 国地方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的城市倾向 ，使得城市居 民享受相对

农村居 民较高质量的教育等公共品 ，更早地参与市场活动 ，
也使得城市居民失业人 口的平均劳动技能

等至少不低于农村
一

般剩余劳动力 ， 因此可以推知 ，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员 的地区 ，农 民工的就业也

会很难 。

就业人 口 中的女性比例 ，数据来 自相应年份《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分县市人 口统计资料》 。 这
一

变量的影响也不确定 。

一方面 ，婚姻双方收人差距对婚姻的稳定至关重要 ，急剧的收入对 比变动将破

坏 Ｂｅｃｋ ｅｒ 所说的婚姻形成时的
“

正 向配对
”

均衡 ，
降低婚姻的稳定性 。 更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既会改

变婚姻家庭内部分工 ，影响婚姻的规模经济 ，
也会影响共用的家庭专用资本的投人水平和质量 。 相对

低收人的女性而言 ，具有高收人的女性 ，在选择离婚后 ，其生活的预期效用与保持婚姻的预期效用之

间的差距更小 ，这种离婚成本的降低可能会增加离婚率 。 另
一

方面 ，在就业市场上有竞争力 的女性 ，

在婚姻市场上进行搜寻匹配的时候更容易接近最优 ，具有较高收入的女性更有能力进行家庭专用资

本的投人 ，从而促进婚姻的稳定 。

各省人口

“

总迁移率
”

（千分比 ） ，为
“

迁人率
”

和
“

迁出率
”

之和 ，数据来 自相应年份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分县市人 口统计资料》 。 研究表明 ， 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当下中 国的婚姻往往 以夫妻两地分居

的形式出现 ，共同生活时间的减少会破坏婚姻带来的规模经济 ，影响婚姻专用资产的投人 ，削弱家庭

公共产品和共同闲暇消费带来的收益。 而且
，夫妻间劳动流动性差异还将伴随着夫妻间收人的差距 ，

而这种收人对比的急剧变化并不利于婚姻的稳定 。 此外 ，大量流动性劳动力在劳动地的聚居生活还

将降低 已婚者再次加人婚姻市场进行搜寻匹配的成本 （ 杜凤莲 ，

2 0 1 0
） 。 最后 ，

大量人口迁移还会破坏

原有的人 口婚姻匹配结构 ，扩大婚姻可选集 ，进而破坏婚姻匹配均衡 。 综上 ，大量人 口流动会提高离

婚率 。

性别比 ，数据来 自 相应年份《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分县市人 口 统计资料 》 。 性别 比的变动
一

方面

会导致在婚姻市场上进行搜寻的男女双方市场力量变化 ，
人 口 中过高的男性比例可能造成

“

婚姻挤

压
”

，
冲击既有的婚姻 ，导致现有婚姻破裂 ； 另

一方面可能使得婚姻市场进行的搜寻匹配更充分 ，更趋

近最优 ，使得现有的婚姻匹配更为稳定 。 与此同时 ，大量待婚男性的存在 ，
还会使得现有婚姻中女性

① 由 于《 中 国劳动年鉴》 中缺乏 2 0 0 0 和 2 0 0 1 年的相 关教 育水平数据 ， 因此 包含女性平均 受教育年 限的 回 归所 用 数

据为缺失两年数据 。 下文
“

就业人口 中女性比例
”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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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上升 ，传统婚姻 中的诸多生活矛盾得以缓解 ，提高婚姻的稳定性 。 因此 ，性别比对离婚率的影响

也是不 明确 的 。

非农人 口 比例 ，
数据来 自相应年度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分县市人 口统计资料》 。 工业生产方式

带来人 口 的大量集聚 ，
以及大量以用男性劳动力为主的企业和 以用女性劳动力为主的企业的不规则

分布会使得局部男女性别比失衡 。 与此同时 ，
夫妻普遍不在同

一

部门或者企业工作 ，还会使得婚姻 中

夫妻双方具有不对称的潜在婚姻市场竞争力 ，导致婚姻的不稳定 ；
此外 ，

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新生活

方式的扩散 ，
还会影响夫妻对共同生活的预期 ，增加婚姻的不稳定性 。

经济发展水平 。 本文以人均真实 ＧＤＰ 衡量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名 义 ＧＤＰ 、人 口数量和 ＧＤＰ 指

数均来 自于相应年份 《 中 国统计年鉴》 。 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 ，市场分工的深化使得传

统上众多原来由家庭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转而可以由市场提供 ，这就降低了 已婚和独身生活的生活效用

差距 ；与此同时 ，大量家电等的使用还会改变夫妻间的分工结构 ，改变家庭功能 ，改变夫妻共同生活所具

有的婚姻专用性资本的投入水平和质量 ，进而影响婚姻的稳定。 此外 ，更高的收人水平虽然会降低从保

持婚姻到独身生活间的生活效用差距 ，不过也会使得婚姻匹配的双方能够承担更大的搜寻匹配成本 ，进

而使得婚姻更趋近于最优 ，提高现有婚姻的稳定性 。 因此 ，这一变量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

4 计最结果

我们首先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 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来判断选用 固定效应模型

（
ＦＥ

）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
ＲＥ

） 。 为方便比较 ，我们还给出了混合 ＯＬＳ 回归的结果 。 与此同时 ，为捕获

婚姻行为的动态性 ，控制上期离婚率对本期的影响 ，并更好地处理可能因为被遗漏的因素而导致互联

网普及率的内生性问题 ， 我们进一步还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 （
ＳＹＳ－ＧＭＭ

） 和差分广义矩估计 （ ＤＩＦ－

ＧＭＭ
） 两种方法来检验大众传媒对离婚率的影响 。 为确保广义矩估计的工具变量有效和模型设定的

正确 ，我们通过 Ｓ ａｒｇａｎ 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来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 ，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

Ｂｏｎｄ 自 相关检验方法检验

一阶差分方程随机误差项中的二阶序列相关性 。 我们将离婚率的滞后
一期作为解释变量 ，并将大众

传媒指标作为内生变量 ，采用最大滞后 2 期作为工具变量 。 主要 回归结果见表 1
，为进

一

步检验结论

的稳健性
，
我们变换解释变量指标 ，控制 了女性的工作参与度和对教育水平重新进行了 回归 ， 结果见

表 2
。

表 1 给出 了 1 9 9 8－ 2 0 1 1 年 3 1 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的 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 （
1

）
至 （

5
） 的大众传媒

指标为互联网普及率 ；模型 （
6

）至 （
9

） 的大众传媒指标为户均彩电拥有量 。 静态面板模型中我们还控

制 了时间虚拟变量 ，
以互联网普及率为指标的模型 中 Ｈａｕ ｓｍａｎ 检验表明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 ，而以户

均彩电拥有量为指标的模型中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 ，但所有模型均显示大众传媒

与离婚率显著正相关 ，这
一关系非常稳健 ’ 为便于对比分析我们同时报告了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的计量结果 。 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中各 回 归均通过了工具变量有效性和二阶序列无关性检验 ，这说

明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 就城镇户均彩 电拥有量衡量的大众媒体的影 响而言 ，结果显示 ，
虽然混合回归

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不显著 ，但是固定效应模型 （
7

） 和随机效应模型 （
8

） 中城镇户均拥有彩 电

量均与离婚率显著正相关 。 广义矩估计的结果 （ 9 ）也进
一

步证实 了这一点 。

稳健性检验获得的结果见表 2 。 模型 （
1
）至 （

3
）采用互联网普及率度量大众传媒 ，模型 （

4
） 至 （

6
）

采用城镇居民家庭户均彩色电视机拥有量 （ 台 ）衡量大众传媒 。 结果显示 ，除模型 （
4

）外 ，各模型 的回

归结果均显示大众传媒与离婚率显著正相关 。 鉴于混合 回归估计假定不存在个体效应 ，
而事实上我

国各省制度环境 、风俗习惯等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性 ，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结果虽然在 1 0 ％置信水平上显

著 ，但并不能推翻本文主要结论 。 综上可知 ，
经验数据支持本文提 出的核心假说 ，大众传媒的普及与

当下高发的离婚率密切相关 ，可以认为不利于婚姻 的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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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9 9 8 ？ 2 0 1 1 年 网络 、电视传播对离婚率的影响

Ｔａｂ ｌｅ 1Ｔｅ 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ａｓｓＭｅｄ ｉａ

＇

ｓＥｆｆｅｃ ｔｏｎＤ ｉｖｏｒｃ ｅＲａｔｅｉｎＣ ｈｉｎａ
，

1 9 9 8 
－

2 0 1 1

（ 1 ）（ 2 ）（ 3 ）（ 4 ）（ 5 ）（ 6 ）（ 7 ） （ 8 ）（ 9
）

ＯＬＳＦＥＲＥＳＹＳ
－

ＧＭＭＤＩＦ
－

ＧＭＭＯＬＳＦＥＲＥＳＹＳ
－ＧＭＭ

互联网 2 ．  1 2 6 

…

0 ．  9 0 6
＊ ＊＊ 1 ． 2 3 4

＊”

 0 ． 2 4 0 

…

0 ．  6 5 0 

咖

普及率
（ 0 ． 4 4 5 ）（ 0 ． 2 5 4 ）（ 0 ． 2 4 2 ）（ 0 ． 0 5 9 6 ）（ 0 ． 0 4 9 9 ）

城市 户
－

0 ． 2 8 4 0 ． 4 5 1 0 ． 3 9 8 

…

 0 ．  1 5 8 

＊

均彩电（ 0 ． 1 9 3 ）（ 0 ． 1 2 3 ） （ 0 ． 1 2 7 ） （ 0 ． 0 9 3 2 ）

0 ． 0 0 5 3 2 

…
－ 0 ． 0 1 4 8－

 0 ． 0 0 4 4 2－

 0 ． 0 0 7 7 6 0 ． 0 0 1 4 7 0 ． 0 0 2 1 7 

”－

 0 ． 0 2 4 7 

”－

 0 ． 0 0 3 7 8－

 0 ．  0 0 7 6 0

出生率
（

0 ． 0 1 1 7
）（

0 ． 0 0 5 0 5 ） （ 0 ． 0 0 5 1 6
）（

0 ． 0 0 1 1 7 ） （ 0 ． 0 0 1 0 8
）（

0 ． 0 1 0 3 ）（ 0 ． 0 0 5 0 5 ） （
0 ． 0 0 5 2 1 ）（ 0 ． 0 0 1 3 4

）

－

0 ． 0 2 8 6 

？ ？ ？

 0 ． 0 3 2 4 

？“

 0 ． 0 2 3 3 

？“

－

 0 ． 0 0 2 8 7 0 ．  0 0 0 6 4 1－

 0 ． 0 2 2 8 

…

0 ． 0 3 3 6 

？“

 0 ． 0 2 5 5－

 0 ． 0 0 0 9 2 6

文盲率
（ 0 ． 0 0 6 1 8 ）（ 0 ． 0 0 4 9 8 ） （ 0 ． 0 0 4 8 1

）（
0 ． 0 0 1 7 5

） （
0 ． 0 0 0 8 8 6

）（ 0 ． 0 0 5 5 5
） （

0 ． 0 0 4 9 2 ）（ 0 ． 0 0 4 9 0
）（

0 ． 0 0 1 4 1
）

城市 0 ． 2 3 5

…
－

0 ． 0 4 7 4
＊－ 0 ． 0 3 4 0 0 ． 0 9 2 5

＊＂

 0 ． 0 0 8 1 9 0 ．＼ 9 0
＾
－

0 ． 0 4 5 4
＊－ 0 ． 0 3 3 8 0 ． 0 7 2 9

…

失业率 （ 0 ． 0 3 6 0
）（

0 ． 0 2 4 4 ）（ 0 ． 0 2 5 1
）（ 0 ． 0 1 1 0

）（
0 ． 0 0 5 8 3 ）（ 0 ． 0 3 6 3

）（
0 ． 0 2 4 4 ）（ 0 ． 0 2 5 3

）（ 0 ． 0 1 5 7
）

人 口 总 1 1 ． 8 8

．＂

 2 ． 1 6 1 2 ． 1 4 7 

”

 2 ． 1 9 2

？“

 1 ． 2 9 2
＂

 1 1 ． 9 3

ｗ

 2 ． 6 2 6

＊＂

 2 ． 4 9 4
＂

 1 ． 3 3 8 

“

迁移率 （ 3 ． 1 1 7
） （

1
．

0 0 7 ）（
1

．
0 4 1 ） （ 0 ． 3 8 6 ）（ 0

．
5 7 3

） （
3 ． 1 4 2 ）（ 1 ． 0 1 2

） （
1 ． 0 5 6 ） （ 0 ． 6 7 3 ）

－

0 ． 0 5 7 5 

…
－ 0 ． 0 2 4 5－

 0 ． 0 2 1 7－

 0 ． 0 0 1 5 6 0 ． 0 4 8 5 

…
－

0 ． 0 5 1 5 

？？ ？
－

0 ． 0 6 0 8 

？ ？？
－

0 ． 0 6 5 6 

？ ？ ？－

0 ． 0 0 3 8 8

性别 》匕

（
0 ． 0 1 3 0

）（
0

．
0 1 8 4

）（
0 ． 0 1 7 4

）（
0 ． 0 1 2 5

）（
0

．
0 1 3 9

） （
0 ． 0 1 2 6

）（
0 ． 0 1 7 7

）（
0 ． 0 1 7 0

）（
0 ． 0 1 2 8

）

非农人 0 ． 0 2 0 7 

ｗ

 0 ． 0 0 8 1 9 

”

 0 ． 0 1 4 6
＊°

 0 ． 0 0 5 4 7 

？？ ？

 0 ． 0 1 7 7 0 ． 0 2 3 2 

…

0 ． 0 0 4 5 9 0 ． 0 1 2 0
＂＇

0 ． 0 0 0 3 4 2

口 占 比 （ 0 ． 0 0 2 2 5 ）（ 0 ． 0 0 3 5 9 ） （ 0 ． 0 0 3 3 7 ）（ 0 ． 0 0 1 3 3 ）（ 0 ． 0 0 3 8 8 ）（ 0 ． 0 0 2 8 1 ） （ 0 ． 0 0 3 7 0 ）（ 0 ． 0 0 3 5 6 ）（
0 ． 0 0 1 7 5 ）

人均真
一

（） ？ 2 6 6－

 0 ． 2 6 2 0 ． 0 5 5 0－

 0 ． 0 2 3 7 0 ． 5 2 9 

…－

0 ． 0 3 5 9－

 0 ． 5 3 4 

？“－

 0 ． 1 7 8 0 ． 3 4 3 
…

实ＧＤＰ （ 0 ． 0 8 1 5 ） （ 0 ． 1 6 8 ）（ 0 ． 1 3 1 ）（ 0 ． 0 6 5 3 ）（ 0 ． 0 5 9 7 ）（ 0 ． 0 5 8 5 ）（ 0 ． 1 5 1 ）（ 0 ． 1 3 0 ）（ 0 ． 0 4 2 1 ）

粗 离婚 0 ． 9 4 9
…

 0 ．  6 5 0
…

 0 ． 9 3 5
…

率滞后项（ 0 ． 0 1 3 6 ）（ 0 ． 0 1 9 4 ） （ 0 ． 0 1 3 1 ）

8 ． 6 0 3 5 ． 3 8 4
＂

 2 ． 2 5 6－ 0 ． 0 6 7 3－

9 ． 9 9 8
？”

 6 ． 3 3 1

ｗ

 1 1
． 1 9

＊＂

 8 ． 5 5 0
＊＂－

3 ． 0 0 1 

？？

常数项
（

1 ． 8 1 5 ） （ 2 ． 3 6 1
）（ 2 ． 1 8 3 ）（

1 ． 6 0 9 ）（ 1 ． 5 3 9
） （ 1 ． 6 7 4 ）（ 2 ． 0 0 9 ）（ 2 ． 0 0 5 ）（ 1 ． 5 0 5 ）

样本数 4 2 7 4 2 7 4 2 7 3 9 7 3 6 3 4 2 7 4 2 7 4 2 7 3 9 7

Ｒ
1

0 ． 6 5 3 3 0 ． 8 6 3 2 0 ． 8 5 9 2 1 ． 0 0 0 0 0 ． 9 9 9 5 0 ． 6 4 0 9 0 ． 8 6 3 4 0 ． 8 5 8 3 1 ． 0 0 0 0

（
ｗｉ ｔｈｉｎ ）

Ｈａｕｓｍａｎ

2 6
． 6 9 0 ． 0 0 0 5 0 ． 0 0 0 2 5 6 ． 2 0 0 ． 0 6 4 5

ｔｅｓｔ

尸值 0 ． 1 8 1 2 0 ． 0 5 1 4 0 ． 0 6 0 4 0 ． 0 0 0 1 0 ． 0 0 0 5

年度虚
ＹＹＹＹＹＹ

拟变量

注
：
模型 4 、 5 、 9 样本数下依次为 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 值 ，

ＡＲ （ 
1

）和 ＡＲ
（

2 ） 值 ；

＊
、
＊ ＊

、
＊ ＊＊ 分别表示在 0 ． 1 、 0 ．

 0 5 和 0 ．  0 1 的 显

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括号 内 为标准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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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9 9 8 － 2 0 1 1 年网络 、 电视传播对离婚率的影响 （ 变换解释变量后
）

Ｔａｂｌｅ 2Ｔｅｓ 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ＭａｓｓＭｅｄｉ
ａ

＇

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Ｄｉ
ｖｏｒｃｅＲａｔｅ ｉｎＣｈ ｉ

ｎａ
，

1 9 9 8 

－

 2 0 1 1 （
2 0 0 0ａｎｄ  2 0 0 1ｅｘｃ ｌｕｄｅｄ

）

（ 1 ） （ 2 ） （ 3 ） （ 4 ）（ 5 ）（ 6 ）

ＯＬＳＦＥＲＥＯＬＳＦＥＲＥ

互联网普及率 1 ． 2 3 0
…

 0 ． 9 8 2
…

 1 ． 2 1 8
…

（ 0 ． 4 5 8 ）（ 0 ． 2 7 6 ）（ 0 ． 2 6 0 ）

城市户 均彩 电－ 0 ． 3 9 9


？

 0
．

5 6 7 

？“

 0 ． 4 9 7
…

（
0 ． 2 1 3 ） （ 0 ． 1 3 6

） （ 0 ． 1 3 7 ）

出 生 率－

0 ． 0 3 9 1 

…
－

0 ． 0 0 8 7 8－

 0 ． 0 1 1 2
＊－ 0 ． 0 4 4 5

ｗ－

0 ． 0 0 9 3 4－

 0 ． 0 1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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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2

 （
ｗｉ ｔｈ ｉｎ ） 0 ． 6 0 8 5 0 ． 8 5 0 8 0 ． 8 4 8 1 0 ． 6 0 6 5 0 ． 8 5 3 2 0 ． 8 4 8 2

Ｈａｕ ｓｍａｎｔｅｓｔ 4 9 ． 5 2 2 7 ． 0 4

尸 值 0 ． 0 0 0 3 0 ． 1 0 3 8

年度虚拟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注
：

＊
、
＊ ＊

、
＊ ＊＊ 分别表示在 0 ． 1 、 0 ． 0 5 和 0 ． 0 1 的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括号 内 为标准误 。

5 结论

有鉴于中 国转型过程中大幅上升的离婚率这
一典型事实 ，本文从已有文献所忽视的一个视角切

入
，基于经典的婚姻契约理论 ，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研究了大众传媒的普及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理

及结果 。 我们认为 ，作为一个重要的渠道 ，大众传媒如电视尤其是网络的普及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社会

信息获取和扩散的渠道 ，
并对居民的家庭观念和婚姻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 这种影响最终将通过影响

婚姻契约的特征 、结构和性质而影响到婚姻稳定性 。 具体而言 ，大众传媒的普及会通过增加实际家庭

生活效用和预期家庭生活效用的偏差 ，降低遇到 问题的婚姻决策时选择离婚的成本 ，改变家庭闲暇消

费模式并降低有助于婚姻稳定的婚姻家庭生活专用资本投人 ，
以及瓦解有助于增强婚姻稳定 的传统

社会规范等渠道增加婚姻的不稳定性 。 借助 1 9 9 8 － 2 0 1 1 年 中国 3 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本文对这种

影响进行了检验 ，结果发现 ，大众传媒的普及确实会显著提升离婚率 ，这
一

结果通过了多种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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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健型检验 ，为中国 当前高离婚率的事实提供了一条解释路径 。 当然 ，这一事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

大众传媒的普及进程就应该停止 。 正如 Ｂ ｅｃｋ ｅｒａｎｄＬａｎｄｅｓｅｔａｌ．

（
1 9 7 7

） 所言 ，

“

因对新信息做出反应

而出现的 （ 婚姻的 ） 消解无有好坏之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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