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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事关民生福祉、国家稳定。为了保障婚姻家庭关系，202
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增设了离婚冷静期制度，并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行。那婚姻是人生的必选项吗？随着
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信息的多元化，当代适婚群体对婚姻的态度与观念发生了极大变
化。
婚姻登记现状
1、结婚少，离婚多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0年我国结婚人数再创新低，2013—2020年结婚人数从1346.9万对锐减为814.3万对，
减少了532.6万对。我国结婚人数和结婚率持续走低，结婚率由2013年的0.99%下降到2020
年的0.58%，减少了0.41个百分点，预测未来还会下降。结婚登记人数逐年下降的原因不乏
有生活压力成本增大、生育妇女数量减少、年轻人婚姻观念淡薄等。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3—2019年我国离婚人数从350万对上升到到470.1万对，增加了120.1万对。2020年离
婚人数较2019年略有低头，仍有433.9万对，离婚率0.31%；2020年疫情防控导致婚姻登记
窗口曾关闭了几个月，给了冲动离婚的冷静期和缓冲期。2016-2020年我国离婚率均有0.30
%及以上。
2、晚婚现象突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近年来，我国20-24岁年龄阶段人口逐步减少，2020年人口数7494万人，比2013年减少435
6万人，比上年减少393万人。2015年的25-29岁年龄阶段人口为近期人口数最高值12853万
人，此后呈逐年递减趋势，至2020年人口数为9185万人。
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2018—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图中，可以详细看出25—29岁群体是我国结婚
人口主力军，占比分别为36.3%、34.6%和34.9%，均高于30%，未来一段时间依旧是结婚
年龄。同时30—34岁群体登记结婚数增幅较大，20—24岁人口结婚数减幅明显，晚婚的社
会现象日益凸显。其实2013年为我国结婚登记人口年龄分布的分水岭，此前20-24岁办理结
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多，此后占比重最多的年龄段是25-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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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低
2020年，全国结婚率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为 西藏、青海、贵州、安徽和甘肃，结婚率分别
为0.92%、0.88%、0.80%、0.77%、0.70%，他们相对为经济不发达地区，而经济发达地
区广东、山东、浙江、上海结婚率排在末尾，分别为0.50%、0.48%、0.43%和0.37%。经
济发达地区结婚率低。
低孕育率婚姻背后的问题
1、出生率低，男女比例失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3—2021年我国出生率呈持续下降趋势，2021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0.752%，自2020年
出生率0.852%后再次跌破1%，创下了1978年来的历史新低。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比2
020年减少148万，全国人口净增长48万，而上一年增量还有204万人。14亿人口的基数，
净增长不到50万，预测2022年，全国人口净增长开始为负。出生率的长期下降会影响适婚
青年的人数，进一步影响结婚人口数。
我国男女人数一直呈现男多女少的现状，以女性人口为基数100，各适婚年龄段男女比例总
高于100%。尤其是近几年20-24岁的男女比例持续超过110%，25-29岁男女比也高达110%
，尽管某些时期男女比例偶有缩小，但改变不了男女比例失衡的事实。2021年男性人口723
11万人，女性人口68949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88%。男性过剩会造成婚姻挤压，导致
婚姻市场不匹配，不利于人口增长，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2013-2020年我国适婚年龄段人口数性别比 年份 20-24岁 25-29岁 30-34岁 35-39岁
40-65岁 2013年 109.72% 100.54% 103.75% 104.31% 103.88% 2014年 106.83% 101.54%
102.47% 104.32% 103.33% 2015年 108.51% 102.24% 101.94% 104.13% 103.41%
2016年 109.62% 103.41% 101.30% 103.80% 104.42% 2017年 110.97% 104.47%
101.04% 103.29% 103.54% 2018年 112.89% 105.39% 101.05% 102.84% 103.59%
2019年 114.61% 106.65% 101.28% 102.10% 103.65% 2020年 112.51% 110.25%
105.97% 105.93% 104.9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受教育年限增长，高等教育普及率提高

数据来源：中国人力资源报告、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据中国人力资源报告，2013—2020年我国劳动
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99年增加到10.80年。国家力争2025年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提高到11.3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从没停下追求知识的脚步，为了汲取更多学识自然
会延长受教育年限，那么婚育年龄也随之推迟，婚姻推迟使不婚的可能性增大，而且这种社
会现象愈来愈明显。多元化的信息生活，会改变人们的传统婚育观念，早婚早育到晚婚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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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优婚优育。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逐年攀升态势，2013-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34.5%上升
到54.4%，连续两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说明我国已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2013-2020年我国受高等教育人数 年份 受高等教育人数（万人） 在校硕士生数（万人）
在校博士生数（万人） 2013年 3944.4 149.6 29.8 2014年 4076.6 153.5 31.3 2015年
4139.6 158.5 32.7 2016年 4181.5 163.9 34.2 2017年 4297.6 227.8 36.2 2018年 4520.8
234.2 39.0 2019年 4844.3 244.0 42.4 2020年 5223.0 267.3 46.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3—2020年我国受高等教育人数从3944.4万人上升到5223.0万人，同时受教育层次也在
提升，在读研究生数与在读博士生书均呈增长态势。短短七年时间，在读研究生数由149.6
万人上升到了267.3万人，增加了117.3万人；在读博士生数从29.8上升到46.7万人，增加了
16.9万人。不仅是受高等教育群体增加，其中的整个研究生群体比例也大幅增加。选择接受
高等教育的人群越来越多，学习年龄增加，婚育年龄也推迟。

3、经济压力大，结婚成本、养育成本高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面临各式各样的压
力。想结婚首先得有经济基础，三大件—房、车、彩礼成为适婚青年背不动的大山，巨额的
婚姻成本令适婚者望而却步。2021年国家统计局通过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发现：浙
江宁波，农村平均结婚费用30.78万元，最高达200万元；山东青岛，平均费用30万元以上
，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房子是维系婚姻与家庭的载体，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我国个人房贷余额逐年攀升，20
13年个人房贷余额9万亿元，2021年1-11月累计个人房贷余额高达
38.1万亿元，比2013年增加了 29.1万亿元。特别是2015年个人房贷余额剧增，几乎是上一
年的两倍。人们的购房需求在不断增加且增幅颇大，购房成本过高不得不借助金融机构贷款
买房。
除了婚姻成本，还有很重要的孩子养育成本令人愁上加愁。2005年社科院研究院做过相关
研究调查，发现父母把孩子带大到16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25万元，若扶养至大学毕业就需
要49万元。这还是十多年前的数据分析，倘若放至今日，相信养育成本翻番。养育一个孩子
不仅是照顾吃喝拉撒，保证物质生活，还要关注他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看得见的经济成本，
也有看不见的隐藏成本。子女养育成本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宁愿选择单身生活追求个
人生活品质。
其实针对婚姻成本中的彩礼问题，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治理天价彩礼，2021年再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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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要求加大不良风气治理。国家提出并实施限购政策来应对房价高的难题；2016年国家全
面开放二孩政策，以及2021年开放三孩政策以促进人口增长。社会各方也关注适婚人群的
婚姻现象并积极解决其中的问题。但婚姻是人生的必选项吗？婚姻问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PY）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婚姻登记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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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七章 2018-2022年中国婚姻登记行业模型分析
第一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波特五力模型原理
二、供应商议价能力
三、购买者议价能力
四、新进入者威胁
五、替代品威胁
六、同业竞争程度
七、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结论
第二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SWOT分析
一、SOWT模型概述
二、行业优势分析
三、行业劣势
四、行业机会
五、行业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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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婚姻登记行业SWOT分析结论
第三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PEST模型概述
二、政策因素
三、经济因素
四、社会因素
五、技术因素
六、PEST模型分析结论

第八章 2018-2022年中国婚姻登记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婚姻登记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婚姻登记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其他因素
第五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九章 中国婚姻登记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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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8-2022年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影响婚姻登记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中国华东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华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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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十一章 婚姻登记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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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二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

第十二章 2022-2029年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婚姻登记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婚姻登记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婚姻登记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婚姻登记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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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婚姻登记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婚姻登记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婚姻登记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婚姻登记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婚姻登记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婚姻登记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婚姻登记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婚姻登记行业风险分析
一、婚姻登记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婚姻登记行业技术风险
三、婚姻登记行业竞争风险
四、婚姻登记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婚姻登记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婚姻登记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婚姻登记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婚姻登记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婚姻登记行业产品营销
二、婚姻登记行业定价策略
三、婚姻登记行业渠道选择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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