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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_E5_8A_A1_c26_505993.htm 材料1 高学历青年，由于其所

受教育程度较高，对生活的认知有别于其他青年群体。在婚

恋及生育观上，其价值取向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越来越成

为社会婚恋生态中引人注目的景观。但是，目前高学历青年

这个特殊群体的婚恋状况，尚未引起研究界足够的重视。这

不能不说是青年婚恋问题研究上的一个缺憾。进行深入广泛

的高学历青年婚恋及生育观的调查研究，不仅对于高学历青

年群体的婚育问题具有直接的现实的意义，而且对于国家有

关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对于计划生育国策和优生优育政策

的研究与实施，也将提供新鲜的可靠的依据。从优生优育的

角度来看，高学历青年的婚恋及生育，对中国将来的人口质

量的影响十分直接。同时，由于这一群体中有相当比例的知

识女性，她们将代表中国女性的未来。因而，研究她们的婚

恋及生育观，对于预测中国女性未来婚恋发展走向，也具有

特殊的意义。 材料2 通过调查，发现高学历青年婚嫁的动机

与前几年相比较发生了一些变化。大部分青年不再愿意过“

快乐单身汉”的生活，88%的人愿意结婚。认为“婚姻在人

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占42%，认为“重要”的

占54%，认为“结婚非常好”的占31%，认为“与单身或独身

相比还是结婚好”的占38%。即使不愿意结婚的人中，其原

因，也主要是没有意中人，而不是根本就不想结婚。这部分

人占70%。由此可见，在高学历青年中，渴望结婚的人数日

益增多。结婚的目的也由以经济条件为主的功利型向情感联



系型回归，有59%的青年结婚的目的是为了感情联系，看重

生理吸引和经济因素的均占10%，看重生育的占9.7%，希望

婚姻浪漫的占8%，希望离开父母小两口独立生活的占3.3%。

这组数据说明，传统的以家庭为本的婚姻观让位于以个人感

情幸福美满为本的独立自主婚姻观，情感的满足成为婚姻的

第一要素。而对于晚婚，他们显得尴尬和无奈。他们希望结

婚的年龄在22-25岁之间，但80%的人却在25-30岁结婚，晚婚

的原因除了无合适对象外，主要是本人还处在学习阶段。按

照教育部关于在校生不允许结婚的规定，他们在结婚和学习

之间只好无奈地选择了后者。当问及对晚婚所持的态度时

，32%的高学历青年认为晚婚“不好”，26%的认为“好”

，42%的认为“说不清”。总之晚婚给高学历青年带来了一

定的影响，尤其是对女博士研究生、女硕士研究生的婚姻影

响更大。她们即使在校勉强结婚却又无法生育，晚婚又晚育

给她们的身心带来了比较沉重的心理和实际的负担。学习影

响了她们择偶，学习又影响了她们的正常生育，她们的婚姻

状况不仅成为她们个人的精神负担，而且也会使他们的家长

和社会担忧。高学历青年的婚恋问题已不单单是她们的“个

人问题”而是应当引起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 在择偶方

面，高学历青年与其他青年的标准也大相径庭。其他青年择

偶方面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对方的经济状况与人品，而高学历

青年则更看重对方的人品与职业。在调查中发现：有40.6%的

人看重这一点，有31.4%的人看重外貌与人品，看重外貌与人

品外加风趣与幽默的为22.1%，要求学历相当的占2.6%，而看

重金钱与人品或外貌与金钱的，分别仅占1.5%和1.8%。金钱

在择偶条件中显然不居主要地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甚至



对金钱完全抱无所谓的态度。高学历青年具有较高的择偶自

主权。他们双方有59.7%是在学校认识的。初婚主要由自己决

定的占58%，父母包办的仅占2%。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

们初婚前，有46.8%的人从未谈过恋爱，42%的人谈过1次，谈

过2次以上的占10.6%。他们大多数恋爱时间较长，3年以上的

占55.3%。初婚年龄为25-30岁的占80%以上。较之于其他青年

群体，高学历青年的择偶过程更加文明、平等、自由。究其

原因：经济比较独立，具有较高的鉴别能力，心理和生理也

更加成熟。相对而言，他们的成婚率较高，婚姻较为稳定，

有过离婚念头的占15%，没有的占77.5%，说不清的占7.5%，

而实际离婚率仅为1.3%，明显低于其他青年群体的比例。 在

婚姻观方面，高学历青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浪漫与随意

。相反地，他们在婚恋问题上还是比较严肃谨慎的。在对待

试婚问题上，持反对态度的占38.4%，持赞同态度的占8.2%，

持无所谓态度的占53.4%。42.1%的人认为现在同居现象已相

当普遍，认为同居者的动机是双方情投意合的占31.6%，是为

了满足生理需要的占21.5%，是追求新潮的占5.1%，说不清的

占41.8%。对婚外恋的态度，反对的占76.6%，表示理解的

占19.1%，赞同的为0，不理解的占4.3%。这和前些年的“学

历越高，越能理解和赞同婚外恋”的情况完全不同。有93.3%

的人认为婚外恋肯定会对婚姻产生负面影响，认为一旦自己

的生活中出现第三者离婚便在所难免的占85.1%。以上数据表

明，高学历青年具有较强的道德意识，凡不符合道德规范的

，即使是一种普遍现象也要抵制，在独身和性观念方面他们

都抱有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独身是个人行为”、“独身

而不禁欲”、“婚前性行为”、“只要双方相爱就可以发生



性行为”等，绝大多数都表示可以赞同。 自从2001年高考取

消“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的规定后，报考普通高

校者年龄不限、婚否不限，随着一系列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政

策的出台和高考条件的放宽，媒体上关于在校大学生能否结

婚的争论不断出现，由此又派生出一个问题：女大学生、女

研究生在学习期间是否可以结婚和生育。这些中国女性未来

的代表，她们的生育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调查中发

现，93%的人不愿意成为不生育族，生育的目的选择较多的

依次是“组成完整的家庭”、“带来快乐与爱”、“取悦父

母”、“维系夫妻关系”、“传宗接代”等，目前拒绝生育

的主要原因依次是“牵扯精力”（占25.4%）、“影响工作和

学习”（占16.7%）、“经济能力有限”（占18.6%）、“影

响二人感情世界”（占13.6%）等。她们大多认为生育的年

龄25-30岁最佳。这组数据说明高学历青年生育的目的完全不

同于传统的观念，符合现代婚姻的模式：爱情经济生育，他

们拒绝生育并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压力

以及有关规定的限制，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生育的权利

。调查中还发现一种新的生育动向：79.5%的人认为一对夫妇

有两个孩子较为合适，如果国家政策不允许生二胎，有近4成

的人考虑到国外去生育。他们相信他们的孩子智商肯定高于

自己（占63.3%），对孩子的最高学历的期望值依次是博士（

占45.5%）、硕士（占31.8%）、博士后（占15.8%）、大学（

占6.8%）。这一动向否定了前几年在高学历青年中流行“丁

克（不生育族）家庭”的说法，而且对国家现行的计划生育

政策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材料3 1990年国家教委

（现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



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允许谈恋爱。可是实际上大学校园却是一

块滋生爱情的肥沃的、理想的土壤。大学校园里集中了情窦

初开、充满激情、充满幻想的少男少女，是爱情产生的高发

地带。虽然各学校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疏堵，但这丝毫也没

有影响在风光旖旎的大学校园里照样上演着的一幕幕爱情故

事。大学生到底该不该谈恋爱？大学生有没有爱的权利？关

于这一类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01年高考政策的

放宽，取消了“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的限制，这

是我国教育制度的一个转变，向着终身教育迈进了一步。但

同时关于确立和维护大学生的恋爱、甚至结婚的权利的问题

又重新开始争论起来。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做出

明确回答，不能回避或含糊，而且不能拖延。一方认为，既

然已婚者都可以上大学，根据我国的民法、婚姻法的有关规

定，在校大学生不仅应该有情爱、性爱的权利，而且应该有

结婚的权利，应该赋予大学生以婚姻自由权；另一方认为，

允许已婚者到高校学习，是让人人都有一个更新知识、增长

智慧的机会，与允许高校在校生结婚不可同日而语，凡是在

校生，包括已婚者都应按照教育部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仍要

遵守“大学生守则”。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些偏

颇，教育部门既然在大的方面都有所改变，为什么就不能根

据实际情况修改现行的管理规定？是否可以根据学校的性质

、学生的具体情况做出既符合法律又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规定

？是否可以将规定制定得灵活一些，留有可以变通的余地？

是否可以将《高校管理规定》中的“擅自结婚的作退学处理

”改为“在校生一般不提倡结婚，凡结婚者可向校方提出申

请，由校方根据本人的具体情况而定”？我们认为，这样的



修改可能会既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又有利于学生具体问题的

解决，也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学生完成学业。 材

料4 大学校园不允许恋爱与结婚，但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对

北京市高校大学生恋爱观的调查中看到，近6成的大学生有过

恋爱经历，，已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占14.1%，而且逐年

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同居的现象越来越

多，占28%。他们要把自己的爱情付诸实践，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誓将爱情进行到底”。大学生恋爱以及婚前性行为

是教育部门所不允许的。可是，这时的大学生在生理和心理

上都已成熟，性的要求也自然而然地产生。在大学生那里，

生理、心理需要和性道德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心理分裂，就

是说，“不允许”和“实际存在”之间有着很大的矛盾。大

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能偷偷地释放和宣泄着他们的情感需

要。可想而知，他们在恋爱过程中的心态是何等的复杂。在

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心理浮躁，情绪不稳，盲听盲从，求神

拜佛，人格分裂，性压抑或性变态，甚至导致犯罪。同时，

他们的性保健意识相对薄弱，影响了他们身体的健康。正如

许多女大学生所说，现在与家长没时间也难有共同语言交流

，而学校辅导员根本不管这些课堂背后的“女孩心事”，科

学可信的心理咨询业务又极少。面对大学生目前实际存在着

的不正常的婚恋现象，也曾有人提出过一些具体的办法来，

诸如“设立校方监督热线”，“杀一儆百”，在学校“购置

安全套发放机”等。所有这些都向我们的教育部门，向社会

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解决学校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

之间的矛盾？如何建立符合现代教育体系的大学生婚恋守则

？如何对大学生的心理、生活、学习进行积极引导？是维护



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规定而压制大学生的情感需求还是满足这

种情感需求而修改规定？ 材料5 在调查中发现，女青年希望

结婚的年龄最好是在20-25岁之间的占7成，愿意结婚的占83%

，当问及晚婚原因时，36%的人是因为本人正在学习。女研

究生不愿独身的占99.8%。认为初婚的年龄最好是在25-30岁之

间的占80%。以上数据显示：高学历青年十分向往婚姻生活

，尤其是女研究生更加想结婚，但因正在学习而不能结婚。

一些已婚的却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些就是目前我国高

学历女青年婚姻的真实状态。这种状态令人担忧：（1）未婚

女青年学习期过长，年龄偏大，择偶范围相对过窄。原来人

们总以为高学历女青年因条件要求高而不好择偶，然而实际

的情况却是：她们的学习负担重无暇顾及自己的择偶问题；

再加上校方不允许谈情说爱，在校期间不能择偶，毕业后在

年龄上已过了最佳择偶期，成为大龄女青年，迫使她们单身

或独身。（2）已婚女青年无法享受家庭生活，使婚姻出现危

机，身心受到伤害。近几年，大学校园里已婚研究生逐年增

多，他们大都在28岁左右，读研使他们破坏了原来温馨家庭

这个有机体，随之而来的是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义务感和强烈

求知欲的剧烈的矛盾冲突，还要忍受情感世界的孤独，女研

究生更是如此。她们比男研究生承受着更多的感情方面的煎

熬，她们放弃了一般女性喝咖啡和聊天的乐趣，与孤独为伴

，在“要家庭”还是“要事业”之间她们无奈地选择了后者

。因此，如何满足她们的心理需求和感情需要，是我们应该

研究的问题。她们是中国女性未来的代表，她们的婚恋行为

也预示着未来中国社会婚姻家庭的发展趋势。感情、家庭与

学业果真是不可兼得吗？为了学业一定要牺牲个人的感情和



家庭的幸福吗？难道我们全社会真的就没有办法来帮助她们

解决这些矛盾、使她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成功者吗？ 材料6 

在调查中发现，高学历青年的生育观与前几年有所不同

，93%的人不愿意成为不生育族。他们不仅要生，而且要多

生，希望生二胎的占79.5%。国策不允许，有37.9%的人选择

到国外去生育二胎。认为晚婚晚育不好的占32%。认为好的

占26%，说不清的占42%。认为孩子比自己智商高的占63.3%

，认为与自己相同的占20%，认为不如自己的占16.7%。“丁

克家庭”逐渐减少，愿意要孩子的人增多，希望要二胎的人

数增多，这是近年来高学历青年在生育方面最为显著的变化

。这些变化与女研究生求学产生巨大的矛盾，已婚女研究生

们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已经晚婚了，为什么还要我们晚育

？“在校期间为什么不能生育？”,“读书期间不能生育的规

定是不人道的。生育与学习不应该这样对立，实际上，大家

都对读书和生育做了合理的安排，在校期间要孩子实在是迫

不得已，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放弃一样，实在是不公平、不

人道。”而多数高校《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中都有这样的

条文：已婚研究生提倡晚育。除户口与工作关系在原单位的

定向和委培女生外，其他女生在校期间不得生育，学校不给

生育指标；凡怀孕三个月以上坚持生育者作退学处理⋯⋯新

生入学时已怀孕并坚持生育者，取消录取资格。一方坚持要

生育，一方则不允许，矛盾十分尖锐。从优生的角度讲，妇

女最佳生育期通常在20-27岁之间，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

明显下降，而男性则是从35岁开始，27岁以下女性在月经周

期内任一天怀孕的几率是35岁以上者的2倍。如果过于晚育势

必会影响孩子的健康。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女生本来就比男



生成熟得要早，而她们渴望异性的情感要比男性强烈得多。

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女研究生是未

来女性的代表，她们过于晚育直接影响我国未来人口的质量

，甚至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是一种损失。同时，对于到国外生

育二胎者，有关部门如何应对，这不得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

重视。 材料7 高学历青年的婚恋问题，特别是高学历女青年

的婚恋及生育问题，是一个应当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国家

政府有关部门、学校乃至全社会都应当给予这个群体以真诚

的关怀和帮助。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某些人的个别问题，而是

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不是某些人的思想问题或生活

作风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和某些规定存在着问题；不

是某些人的生活观念过于“超前”，而是我们许多人的生活

观念过于滞后以及反映这种观念的机制相对滞后。因此，正

确对待高学历青年的婚恋问题首先必须转变观念，从思想上

和行动上真正予以重视。我们建议有关部门专门就这一问题

进行专门的研究，作为实际行动的第一步，尤其对高学历青

年比较集中的高校、研究所等单位进行认真的调研，采取积

极的态度，给予足够的重视。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个人生活

问题，提不到工作日程上来。从某一个单位看可能涉及的人

不是很多，对全局影响不大，但作为一个群体，这个问题就

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了。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产生一定的

社会影响，对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也会造成一定的后果。 材

料8 高校关于学生管理的各项规定，特别是关于大学生婚恋

问题的规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重新审定。学校对学生的

管理应当以法律为最终根据，以培养“四有”新人为取向，

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使有关管理的规定更加合法、合理、合



情。关于大学生婚恋问题的某些规定，常与此有所背离。因

此，在许多情况下，虽有规定但形同虚设，无人理会，如“

大学生不准谈恋爱”仅这一条就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

不合。因此，自然地也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大学生们的藐视，

学校管理部门对此也无可奈何。学校及高学历青年集中的单

位是培养人的场所，一切目标都应与此目标相适应。与此目

标无关的规定都应重新审查是否必要。有些出于“好意”的

规定可改为“提倡”或“希望”。与其规定不准谈恋爱，不

如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在学校开设性教育、性道德

等课程或恋爱心理咨询站，帮助他们解决心理和实际的问题

。我们建议，高等学校在逐步实施了终生教育的同时，实行

真正的、彻底的名副其实的学分制，而不必拘泥于几年制。

修满学分即可毕业，可提前；何时修满何时毕业，可推迟。

学生如因结婚或生育而影响取得学分，就推迟毕业，而不必

除名、退学。这样一来既可以使学校的规定与国家的法律相

衔接，又不至于与青年人的心理生理发展相左，影响他们的

身心发展。 材料9 高学历青年本人应当正确处理婚恋与学业

（事业）的关系，努力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学校和

社会也应为这一群体处理婚恋与学业（事业）的关系创造良

好的氛围，为了学业（事业）而牺牲爱情的，有；但不宜提

倡这种牺牲，也没有必要做出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学业（

事业）就一定要牺牲爱情。相反地，婚恋问题解决好了，也

可以成为推动学业（事业）的一种动力，至少不会因为感情

上的苦恼而影响学业，至少也是解决了一个“后顾之忧”。

学校和社会在帮助高学历青年解决婚恋问题上并不是无所作

为的，学校、社会可以多组织一些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



动使青年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增进了解建立感情，可以为

高学历青年异性接触创造必要的条件和氛围，因为高学历青

年一般地对于婚姻介绍所是不太容易接受的（许多人是因为

不好意思，也有人认为有失身份）。 答题要求 一、请你概括

上述材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层次要清晰，内容要全面。字

数400字。分数30分。 二、请你以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身

份，就高学历青年婚恋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字数400字。分数30分。 三、请你以“婚姻和社会”为主题，

写一篇议论文章，字数1000字。要求主题明确，结构完整，

逻辑清晰。分数40分。百考试题收集整理转贴于：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