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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剩男剩女”问题，有一个概念必
须明确：究竟多大年纪才能称得上“剩男剩
女”？遗憾的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这个
问题的答案男女有别。

根据某婚介网站的调查，女性在 !"岁
时，有 #"$的男性认为是理想的婚姻对象；%&
岁时，有 !#'"$的男性选择；而到了 %"岁时，
只有 (!)"$的男性对其表示认可。相反，男性
在 %(岁时，有 *!+的女性认为是理想的婚恋
对象，而到了 %"岁，则下降到 %&),$，,&岁时
降到 (")!$。

婚介场所 男少女多
(&月 %(日，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上海

人口婚姻状况分析报告称，在上海，大龄未婚
人口!!"岁至 ##岁"中，男性和女性比重呈
反向趋势。!&(&年大龄未婚男性占未婚男性
的比重为 -)*$，比 !&&&年下降 !)!个百分
点，而大龄未婚女性占未婚女性的比重为
#)#$，上升 %),个百分点。而且，未婚人群中
高学历者比重大幅上升。
“听说男士的资料大约有 (&&&份，女士

的则是 "&&&多份，等于是 "个女士抢 (个男
士，压力真的好大。”上周六，一位在“万人相
亲大会”现场的女士表示。
“我在人民公园帮人们‘配对’有 !年多

了，拿到的资料有 %&&&多份，其中三分之一
是男士，三分之二是女士。”#"岁的汤杨林退
休后到人民公园设摊，专门帮人家介绍对象。

可这样的现实却和人口统计数据矛盾：
据统计，目前我国男性总数比女性多 %.&&

万。而根据预测，到 !&!&年，中国处于婚龄的
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 %&&&万到 ,&&&万，
这也就意味着，平均 "个男人就有 (个讨不
到老婆。
“在上海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或许还是男

女年龄的差别。”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
委员会总干事田范江说，“!"岁以上的年龄
段中，相同年龄的男女，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的，女士会着急一些。这也就造成了在婚介场
所男少女多的局面。”

择偶要求 全球最高
“现代的择偶观念早已不是过去的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在人们逐渐为爱设了诸多限
制之后，我国国民的择偶要求可以说是全世
界最高。”田范江无奈地说。
“西方重视的大多是两人之间的爱，其他

的并不重要。而我国却是要面面俱到。想要门
当户对的理性，也想要一见钟情的浪漫。”田
范江说，“尽管现代人接受了新的观念，对于
婚恋也不再是以前的保守态度，但是一旦涉
及到婚姻，许多父母就一定会干涉。”
国内某婚介网站在“光棍节”当天发布的

《!&((世纪“光棍节”婚恋微调查》显示，年轻
人选择恋爱对象考虑“经济状况与家庭背景”
占首位，为 ,!)#+，而选择“人品修养”的人数
仅为 !").+。
“以往的调查中，人品和性格一直是他们

婚恋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今年的变化令我
们很吃惊。”该网站总经理罗仙林说。
而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匹配模式依然

占据社会的主流。优秀的女性往往希望找一
个更为优秀的男性，而一个很优秀的男性在
众多的选择中却未必渴望如此的另一半。
“女人和男人眼中对于另一半的优秀定

义并不相同。”田范江分析说，“对于很多成功
男士而言，他要的可能只是一个贤妻良母型
的女士为伴侣。是否会持家，是否很体贴，这
才是根本。至于另一半工作有多好，能力有多
强，这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如此的信息不对称，要想找到合适的另

一半，一部分人势必需要做出一定的让步和
妥协。但是，这样的妥协却并不多见。

传统式微 单身当道
现实似乎有些吊诡：一方面，人们在寻缘

时遵循着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在
婚恋中忍让妥协的传统做法却日渐式微。
过去，女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婚姻几乎

是唯一的饭碗，而男人必须通过婚姻完成传
宗接代的任务，获得家族和社会承认。在这种
情态下，婚姻必然要稳定地存在下去。但是，
这样的稳定状态往往需要妥协来完成，而婚
姻中的妥协常常不是那么令人愉快。
“现代社会的选择变多了，个体的独立意

识空前加强，男女之间谁也不愿意为谁妥
协。”田范江说。
“我常会劝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女士，适当

降低一点标准，也许会有不错的收获。但是，
她们大都不理我。”汤杨林摇了摇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剩男剩女”成了
单身主义的坚定拥护者。
社会学界认为，中国曾出现过三次单身

潮：第一次出现在 (-"&年第一部《婚姻法》颁

布之后，大量“一夫多妻”的婚姻解散，形成巨
大的女性单身人口；第二次是因为“文革”结
束后，急剧形成庞大的返城大龄青年群体；第
三次，则是在上世纪 -&年代前后，理想主义
在青年男女中盛行，感情开始在婚姻中得以
强调，“感情破裂”作为一个模糊的标准可以
作为离婚的合适理由，使离婚人口突然剧增。
时至今日，大量“剩男剩女”的出现，使得

又一次单身潮露出苗头。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田范江认为要从“恋

商”上下手：“中国人普遍缺乏‘恋商’。中国的
教育从小到大的学习就为了将来的事业和发
展，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找一个伴侣是天生
就会的。很多人通过电视剧、小说获得关于爱
的认识，他们在职业上非常成功，但是在感情
上却是小学水平。他们不明白别人的需求以
及自己的需求，缺乏爱的能力。这是缺乏恋商
的根本表现。”

从“光棍节”到“万人相亲大会”，大龄男女婚恋
问题成为不少人议论的话题———

沪上“剩男剩女”为啥越来越多？

! ! ! !在日本#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段坎坷

的就职活动过程才能踏入社会$就职活动简

称%就活&#比如大学生收集公司资料#参加

各种企业研讨会# 并学习如何分析自己'推

荐自己#再接受几十家甚至多达百家公司的

笔试'面试$

%婚活&正是自%就活&一词演变而来#是

以结婚为目的#以求职心态积极参加各种联

谊'相亲活动的总称$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

局 $%"& 年调查#!% 岁至 !# 岁的女性未婚

率是 !$'#而 #"岁至 ##岁的女性未婚率也

有 (%'$ 这正是%婚活&的背景$

不少以%婚活&为对象的机构也纷纷在

一些城市开办$比如#位于东京的%无限结婚

预备学校&去年开始招生#每年学费 )%万日

元!约合 (*&%%元人民币"$学员可无限次学

习任何课程#包括%爱情 !*计&$

学员首先接受%魅力度测试&#了解自己

并得到相应建议$ 而后#学员们将接受社交

礼仪'形体姿态'沟通技巧'服装搭配和化妆

方法等培训$

授课内容相当详细#甚至包括如何更加

优雅地跷%二郎腿&'如何从小轿车中走下以

及如何更富有情感地表达自我$

%无限结婚预备学校&第一期共有大约

!%名女学员#平均年龄 !%岁$ 虽然男性报

名者数量与女性相当#但实际参加培训的男

学员比女学员少得多$

校长佐武悦子对%剩男剩女&增多给出

自己的看法#%结婚在以前并非难事#因为家

人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牵线搭桥#

有时甚至逼着他们结婚$ 但现在#人们有太

多选择#似乎难以下定决心$ &

本报记者 吕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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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剩’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很多人
将结婚年龄标签化了。婚恋其实是因人而异
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士
生导师文军教授说。
“多少岁才算‘剩’？不应该去标签这个

年龄。因为个体发展规划不同，婚育年龄就
不同。”文军说，“比如本科毕业 !!岁参加工
作，博士毕业 !*岁才参加工作，自然对婚姻
的规划和期待都会不同，没有一个标准非得

到什么年龄就必须结婚。现在，大城市的婚
育年龄都在往后推。”
“实际上，很多适婚青年受同辈或者家

庭的影响，对到了适婚年龄还没结婚会过度
焦虑。很多人觉得对方看着漂亮或者感觉不
错，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闪婚了，结
婚后发现不合适就离婚。”文军说，“对‘剩男
剩女’们来说，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
背负过多的精神压力。相对于‘剩’的问题而

言，不幸的婚姻可能会更令人痛苦。”
据统计，我国离婚率呈现逐年上升趋

势，目前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是北京，为
%-+；其次是上海，为 %*+。而据田范江介
绍，我国的离结婚率增长也很快，部分大城
市已经接近 "&+。

离结婚率是以民政部门当年办理结婚
的数据做分母，以离婚的数据做分子，得出
的一个反映婚姻质量和稳定性的概率。“目
前，我国的离结婚率可以说在国际上也算是
很高的，其越高表明婚姻越不稳定。”田范江
表示，我国目前的婚姻质量很让人担忧。

与其闪婚不如“剩”着

上个周末，“光棍”和“脱
光”的话题占据许多媒体的
版面。先是上周五的“世纪光
棍节”，然后是周末持续两天
的“万人相亲大会”。
从颇有调侃意味的“光棍

节”到“万人相亲大会”里数量
惊人的寻缘大军，不少人发
现，过去几乎不算问题的男女
相识进而恋爱结婚，如今成了
一个蛮大的问题。

那么究竟是哪儿出了问
题？数目庞大的“剩男剩女”
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 前昨两天在松江举行的#万人相亲大会$上%不少父母替儿女前去收集资料 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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