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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婚姻质量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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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中国婚姻质量问题及其对策的综述展开探索，旨在能够理清当前社会存在的婚姻问题，同时梳理
我国对于当下婚姻质量问题所提出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未来可以采用这些措施来保障我国的婚姻质量，
从而推动结婚率。通过提高家庭婚姻质量来带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小家来带动大家的兴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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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表，该问卷表分别 10个维度，共 90个条目，每个条
目采用 1-5级的评分标准。在被测试中，男女对于婚姻
满意程度的情况不同。在婚姻总分中，男性觉得满意程

度达到 99.6%，女性觉得满意情况达到 94.4%。两者满
意程度一致的达到 60%左右，不大一致的达到 30%，不
一致甚至很不一致的人数达到 10%。总体上来说，男女
性别对于婚姻质量状况的满意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且基

本处于正态分布的状态，这一结果证实当前中国婚姻质

量的问题在少数人身上存在，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的婚姻

状况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

总之，虽然目前学术界中关于中国婚姻质量集中在

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中国婚姻质量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表现则缺少系统宏观的研究。但是事实上，当前还有一

些学者通过对特定的群体的婚姻质量问题展开课题研究，

这种针对性、主体性较强的研究分析，更是揭露当前社

会常见的一些婚姻质量问题。徐双爽学者在对于农民工

半流动家庭的婚姻质量问题研究中，以微观对象和区域

为目标，提出当前影响农民工流动家庭婚姻质量的因素

有人口学变量因素、流动距离因素、流动时间因素、夫

妻互动频率因素以及夫妻收入水平等，同时在该文章中，

还对婚姻质量问题的治理主体展开了分析，这对于解决

农民工的婚姻质量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与此同时，在对中国婚姻质量问题的相关研究中，

通过对影响因素、影响因素的指标总结可知，婚姻关系

中，常见的质量问题会出现在夫妻双方的那些指标中，

且男女双方对婚姻质量的看法是否一致也存在差异，这

些都是未来婚姻质量问题解决对策的可行之路。

2  中国婚姻质量问题的对策综述

事实上，若是按照简单的理论分析可知，当婚姻质

量存在较大的问题，夫妻对于婚姻状态的一致性相差较

大，离婚可能是解决这些婚姻质量问题的最直接有效的

手段。但是事实上，受到我国国情、地区文化等不同社

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当前采用离婚这一解决方式的可能

性较低，解决中国婚姻质量问题更多的是婚姻双方对各

种影响因素的统筹，在双方的心理预期等方面做出调整，

继而来保证婚姻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婚姻质量

问题。在徐安琪学者的研究中，她指出关于婚姻质量问

2020年婚姻法新规定中改动了与社会民众普遍关心
的夫妻婚姻问题有关的条例，如共同财产规定、彩礼规

定等等。从新的条例出台并被大众热议可知，婚姻已经

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推广和影响，我国年轻一

代对于婚姻问题将会更加谨慎。随着 70年代末以来中国
离婚率的持续上升，甚至到近年来各大一线城市结婚率

的同比下降情况严重，让中国婚姻质量问题这一话题更

是成为社会民生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  中国婚姻质量问题的研究综述

1.1 关于中国婚姻质量的影响指标的研究
中国婚姻质量问题的研究需要从那些指标入手，这

是当下研究中的重点，当前较多的学者采用 mat指标来
探讨中国人的婚姻质量状态，分别采集性别、结婚年限、

受教育程度、城乡户籍、子女情况等变量参数，借助

mat的测试程序，经过 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
用 spearma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式，证明
这些指标之间的差异对婚姻质量有相关关系。当得到的

mat的得分在 100分或是更高时，则可以解释夫妻之间
的婚姻质量较高，不存在直接质量问题，若是 mat得分
较低，则表示婚姻质量存在较多的问题。如程菲等学者

对已婚人群的婚姻质量现况进行调查研究，经过 mat分
数比较，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在城市户籍、收入水

平高以及夫妻一起居住的情况下夫妻测得的 mat指数较
高，且随着结婚年限的增长，mat的得分呈现“u”型趋
势。整体上来说，我国目前已婚者的婚姻质量平均状态

较好。

1.2 关于中国婚姻质量状况的调查研究
关于中国人的婚姻质量所呈现的问题，国内存在不

同的看法。在最早时期甚至有些学者提出我国婚姻质量

水平较低，60%的婚姻中出现质量问题，但是可以凑合
过下去。这些相关数据是学者采用微观分析的方式，对

某地区中年夫妻的婚姻状况展开的问卷调查得知。但是

在实际的调查中仍旧呈现出一个问题，就是男女对于婚

姻质量状况的理解和反馈存在不同看法。在程灶火等学

者的中国人婚姻质量状况的研究中，学者根据问卷调查

情况以及相关婚姻质量理论，编制了中国人婚姻质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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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对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婚姻稳定的相关理论指标的

研究上。如社会交换理论、经济学理论等分析得出，在

解决婚姻质量问题中，中国人更多的会受到婚姻质量实

际状况之外的社会环境的制约。这是因为我国大多数中

年群体对于婚姻问题一直都是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

婚姻关系在社会中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夫妻双方的关

系，其更多的还关系到夫妻双方的家庭背景、亲子关系

等。根据相关研究可知，在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关于

婚姻质量问题的重视越不明显，而在一些经济正在转型

发展的地区，基于成本效益理论，婚姻质量状况会被忽

视，即使存在较大的婚姻质量问题，也会被婚姻存续时

间、子女问题以及双方原生家庭等因素所限制。因此当

婚姻质量出现问题时，采用离婚为解决措施的情况为少

数，当前仍旧需要采用较为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婚姻

质量问题，实现对婚姻质量的优化提升。

2.1 采取社会支持的手段来解决婚姻质量问题
中国的社会是人情社会，在中国人的婚姻关系中，

更是双方家庭之间的人情关系，因此在中国当中年人出

现婚姻质量问题时，不同的社会支持程度会影响这些质

量问题的解决效率以及解决的成果。有的情况下，较多

的主客观社会支持及对支持的良好利用度，可以直接同

婚姻的幸福程度呈现正相关。在徐红红等学者的关于年

轻已婚女性人格、社会支持与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中显

示，当处于婚姻情境中的双方或是处于婚姻关系中的社

会群体，能够及时对身边人的婚姻情况做出支持，鼓励，

陪伴其面对生活压力事件、迎检安全、有效的支持性，

则可以对婚姻满意度起到核心作用。

2.2 发挥多主体作用来治理婚姻质量问题
当前在婚姻质量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发挥不同主体

的积极作用，也是缓解婚姻质量问题的重要对策。在婚

姻关系中不同的婚姻双方，在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等方

面不同，因此导致其婚姻质量出现问题的因素不同，有

的因素是可以通过婚姻男女双方自行调整心态、调整行

为模式来处理的，但是也有一些婚姻质量问题的影响因

素必须能够站在宏观调控的角度进行处理。以农民工群

体而言，导致农民工群体出现婚姻质量问题的原因有企

业对农民工的工作安排缺少合理性；有社会对农民工形

成良好的婚姻质量缺少正面引导；更有政府对于农民工

的流动缺少科学管理，无法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均等化的

教育服务。因此在解决婚姻质量问题中，可以从政府政

策机制入手、从企业牵引管理入手、更可以从社会组织

优化调节入手。另外对于都市职业男女而言，其婚姻质

量问题的产生因素则与农民工群体不同，因此在解决这

一群体的婚姻质量问题上，需要对症下药，分析其婚姻

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从中入手，解决问题。

可以说，在本文对中国婚姻质量问题及其对策的研

究综述中可以发现，当前对于中国婚姻质量问题的研究

较为全面具体，也由此形成了各种婚姻质量状况的问卷、

影响指标情况，相关的统计学方式。但是仍旧需要注意，

在婚姻质量状况及解决对策的研究中，不可以脱离开对

社会环境背景、社会文化情况这一大的指标的分析。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

在不同的时代下关于中国婚姻质量问题研究的侧重点是

不同的，因此总结归纳之前国内的研究文献可知，学术

界对中国婚姻质量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宏观的分析和检

验上，极大程度地缺少对微观家庭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微

观影响机制的探索，导致对中国婚姻质量问题及其对策

的研究不够具体深入。上述的研究综述就是站在微观角

度上入手，通过探索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婚姻质量问题的

定量研究情况展开探索，基于法治社会的发展水平，提

出当前为保障中国婚姻质量社会上层建筑所做出的贡献

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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