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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契约的观念已经逐渐被新时代的女性所接受,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财产意

识,女权意识,家庭伦理观念的革新、女性自身发展的需求以及法律对于家庭体制保障的不完善,都是新时代女性在婚姻面前踌

躇的因素与选择“不婚”主义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婚姻；社会契约；市场经济；女权；不婚；伦理 

 

引言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契约的课题近年来在改革开放以来

已经逐渐在婚姻及法学领域界引起涟漪式反响,但在中国,

由于受几千年男权文化、家本位思想以及传统伦理方面的影

响,婚姻作为契约的观点一直都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任

何时候,文化、道德、法律及规范都是滞后于社会发展和个

体需要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

背景下,80 以后的青年人们,在西方思潮以及价值观多元化

的影响下,婚姻愈加成为一种可选择的契约关系,而面对时

代更迭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婚姻这种契约关系,也面临着“女

权意识”“财产意识”“利己主义的自我发展”“法律体制不

完善”等诸多挑战,婚姻这种契约关系,对于女性而言在未来

的的必要性也成为可思虑的课题。新时代的女性,在多元思

潮与传统伦理的夹杂中,仿若摇摆的芦苇,仿徨难抉去路。 

本文将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新

时代女性在面对婚姻前,由于女权意识,财产意识,利己主义

思想以及伦理思想转变、法律制度不完善性等五大因素的影

响,所导致的不婚现状展开说明及探讨,并对改善现状的可

实施举措提出个人见解。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产意识”觉醒的青年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们不是为了经济压力而一直

呆在一起的”玛格丽特·米德如是说,在古代传统文化及小农

经济体制下,婚姻后的家庭关系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方在随嫁

时的嫁妆也被默认归属婚后男方掌管的家财,女方依附于男

方,以生育,身体使用权,家务操持等一系列持久性付出,得到

持久依靠男性生活的待遇,诚然,这种本质上属于契约交易的

行为,美饰在“夫唱妇随”“举案齐眉”的纲常伦理下。 

但历史长河奔流而下,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

结构方面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建国,改革开放几重历史变

革之下, 新中国褪去斑驳的旧衣,如今男女平等的倡导下以

及女性社会学的视角下,妇女地位不断提高,文化提高,职业

性质改变,越来越多的女性有独立能力,传统男权主义也日

益被取代,那么婚姻这种契约关系前提里的“未来意识”与

“选择权利”也激发了女性对于自己“财产意识”的觉醒。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婚姻显然是对男性更有利

的,通过房、车等经济性投资,换来女性婚后生育、持家、养

老、抚育子女等专有性投资,而专有性投资,在婚后也会转化

为婚姻沉淀成本,除婚姻关系外,不具有单独的经济价值。若

是房车皆为贷款,那么女性很有可能随替男方分担一部分,

婚后女性为了支持配偶,操持家务,辞别社会性工作做家庭

主妇俨然成了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这就突出了男女双方

专有性投资的不均衡以及可选择路径的不均衡。 

此外,我国现行的《婚姻法》针对夫妻共同财产方面,

“夫妻法定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制

相结合形式,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所得财

产,除法律规定和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均归为共同财产”,也

让社会舆论认为“法律越来越偏向夫妻统一性,不重视对立

性,女性婚后赚多少也是男性的”,让女性对于婚姻中诸多的

人力性成本与非经济性付出,却没有先行保障存有备疑。因

此,当下社会中显而易见的画面就是,很多女性独立买房,事

业型女性增多,婚姻不再是必要选项。 

2 “女权”主义的影响下婚姻契约关系成为一种束缚 

“妇女的解放也是婚姻关系趋于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妇

女越能自主,离婚就越普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类婚

姻简史》点明了妇女自主与婚姻间对立的关系。女权主义理

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政治、权利关

系以及性意识之上,探究的主题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

（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压迫与父权。女权意识之

所以能影响着人们对于婚姻契约的选择,就在于中国这个大

环境下,人们逐渐多元的价值观,依旧面对着中国“男女有

别”的传统脊梁。 

在个人发展上,职业女性最常面对的提出就是“婚育”

问题,即使《劳动法》规定不得男女歧视,用人单位在雇佣关

系上,仍然对于男性是偏爱的,因为避开生育,自然可以省去

一笔可选择性避免的支出。婚后女性重心若转移至家庭,那

么自然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在女性身上获得和男性员工等同

的收益。这对事业型女性来说,自小教育的成本以及个人的

规划,面对婚姻,就成了天秤的两端。 

在性问题上,女性身处贞洁文化、爱情至上与婚姻压力

的多重束缚,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女性的身体仍旧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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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来婚姻相联系时,才能被接受和肯定,因而女性从来没

有真正获得过和男性同样的身体表达和选择的权利。两位拥

有同量多次恋爱经历或性经历的男女性,可能男性更引以为

傲,女性却更容易被国人视为“不洁与不可效仿”。探其本质,

传统的“守贞”文化,延续着父权制度。但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新时代下,女性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在不需要依附男性

的情况下,社会上诸多讨论的婚前“处女情结”是否仍旧是

物化女性的标志呢？ 

3 家庭伦理观念的变化 引发婚姻观念的革新 

“婚姻家庭关系是一个以两性结合为前提,以血缘关系

为纽带的伦理实体,具有深刻的伦理性”,牵涉到人的心理,

感情等诸多复杂的因素。古人“儿孙满堂”“天伦之乐”等

家庭伦理关系在当今时代,是存在脱节的,其一,养老问题如

今已变成社会责任,在独生子女众多的今天,夫妇结合就要

面对一对人养两对老人的责任,即使存在敬老院,也存在社

会道德舆论问题；其二,老人与年轻人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

代沟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固有的权力结构模式默

认为“老为尊,儿女敬”,年纪是最大的权利资本,但年轻人

们自小接受的教育默认为平等交流是最大的尊重。因而当今

的时代,出现了讨论不休的“婆媳大战”的伦理问题,也是家

庭权力结构问题。结婚对于女性来说,就似乎一定是要面对

不可避免的婆媳问题,这对追求个人利益以及“二人世界”

的新时代女性,成为网络上女性恐婚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时代女性婚姻观更多倾向为“锦上添花”,而不是一

定要委身于权力结构的伦理旋涡,婚姻观念的改变也表现在

女性更倾向于把结婚和离婚看做一种选择。 

4 法律体制不完善 女性结婚“少保障” 

婚姻作为带有承诺的契约关系,单纯依靠道德是不能完全

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它需要法律作为支撑。但当今《婚姻

法》重婚姻,轻家庭是法学界公认得事实,对于男女双方在婚姻

以及家庭里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也存在诸多理疏条的问题。 

诸如事实婚姻的问题。当下男女婚前同居是一个普遍的

社会现状,在严格意义上这也是婚姻的实体形式,它所带来

的男女双方交叉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影响与婚姻等同,但是

婚姻的形式正式却是双方在民政局的认证下。在男女双方未

经正式认可的情况下,男女同居在国人对男女的双重标准下

存在一种赚赔逻辑,而女性即便在将来与同居对象结婚,在

面对离婚财产分割情况下,夫妻认证存在关系依旧从领证日

算起,也就是说同居时即使存在事实婚姻的条件,但是女性

没有任何经济性收益。 

此外,在《婚姻法》的对于婚姻家庭中的子女抚养义务,

老人赡养问题,监护权等问题,若面对离婚的情况时,都存在

细规定不够的情况,女性面对这些可预见的“麻烦”,也会增

加对婚姻风险性的考虑。 

5 女性恐婚现状的对策反思 

财产意识上的觉醒认知,伦理观念的思想转化,女权意

识的宣导作用,以及社会群体所默认的法律体制不完善的现

状,几大因素下,女性“不婚”逐渐成为一种亚文化并愈加被

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引发学界的关注和反思。诚然,婚姻家庭

在对个人和社会发展中都存在着重大作用,而且婚姻家庭在

抚育后代,使个人完成基本社会化方面,都是其他社会机制

所替代不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本位思想也显示着中国的

婚姻制度不可能绝对被人们所抛弃,但若想安抚女性恐婚的

心理,相对应的对策是社会所不可回避的： 

首先,财产意识与女权意识上,女性所处在被动选择的局

面,需要社会“男女平等”思想的真正的,正确的被认知,而不

是只记录在法律条例中。男女尽可能公平的分担婚姻中可预

见的职责与分工,并在择偶上做到平等化,在对待女性员工上,

社会需要媒体,舆论正能量地倡导平等对待,抵制性别差异,

而不是“面上说得好,底下穿小鞋”。社会一日没有正能量的

宣传作为铺垫,女性歧视就仍被潜在的男权文化所压制。 

其次,在法律制度上,虽然自建国以来,《婚姻法》经历

了三次修改调整,规例在增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细化的条例

相仿欧美,仍望其项背,欧美对待婚姻从离婚率高—厌倦消

极—重增信心,寻找价值这条路上,是经历过社会开诚布公

的群体性反思的,而对此需要我们学习的,也是国人需要坦

然面对事实的胸襟以及思索,到最后落于实际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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