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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区联姻扩大化成因与影响分析
江 苏省淮阴下 外进婚调查

`

张 和 生

8。 年代后期
,

以妇女为主流的跨省 区异地远距离婚姻流动 日趋增 多
,

持续不断

的外流妇女婚姻大流动
,

自愿与非自愿异地联姻
,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区域人 口 性别

比失调 的矛盾
,

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社会 问题
。

本文以江苏省淮阴市外进婚普查万人

资料为基础
,

通过对跨省区异地远距离联姻扩 大化成因的剖析
,

得 出三 个基太 结论
:

一
、

当前在农村存在潜在 的
“

新娘市场
”

是导致
“

以财谋婚
”
和

“

以婚谋财
”
务现的原 因

,

经 济因素对婚姻流 向的千预特征显著
。

二
、

与婚姻大流动相伴随
,

违法婚姻较多
,

外进

婚家庭婚姻质量不 高
。

三
、

外进婚家庭职能的弱化与当代农民家庭社会变迁总趋势的

巨大反差 日渐显著
。

作者
:

张和生
,

男
, 1 9 6 3 年生

,

江 苏省淮阴市 民政局干部
。

位于苏北平原腹地的淮阴市
,

是江苏省人 日最多
,

面积最大的省辖市
,

该辖区面积 19
.

8 万

平方公 里
,

总人 口 1 0 1 8 万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8 9 2
.

6 万人
。

男性人 口 5 20
.

3 万 人
,

女性人 口

4 9 0
`

4 万人
,

性别比 1 0 6
.

1
。

据全国第四次人 口普查资料
,

全市 1 5 一 1 00 岁未婚男女性别比为 14 3
,

在各年龄组中
,

以

25 一 29 岁未婚男女性别比失调最为严重
,

男多女少导致近年来大量外省籍妇女流入此地
。

淮阴市 民政局 1 9 9 3 年对该辖区外流妇女婚姻状况做了一次普查
,

从 1 9 8 2一 1 9 9 2 年 10 年

间
,

从外省流入妇女 1 7 9 78 人
,

分布在该市 3 04 个乡镇 5 1 5 8 个村
。

这些外省妇女来 自全国 17

个省
,

涉及 22 个民族
,

其中以征婚方式流入 8 84 人
,

男方 自己从外省带来 9 6 2 7 人
,

被人贩子拐

骗来 2 5 5 4 人
,

经亲友介绍来 4 5 91 人
,

其它方式流入 3 22 人
。

这些外省妇女中
,

年龄不满 20 周

岁 3 5 10 人
.

2 0 ~ 2 5 岁 1 0 9 2 5 人
,

2 5一 3 0 岁 2 2 95 人
,

3 0 岁以上 1 2 4 2 人
。

从婚姻状况看
,

流入此

地前已婚的 55 2 人
,

未婚 1 6 3 0 0 人
,

离婚 7 45 人
,

丧偶 3 81 人
。

这些人流入淮阴后
,

有 10 0 2 2 人

在当地 已分得了承包责任田
,

有 8 9 9 9 人在当地安 上了户口
。

据该市人 口状况分析
,

平均每 1 26 户就有一 卢娶的是 外省媳妇
,

平均每 1 36 名已婚 妇女

中
,

就有 1 名来自外省
。

水 外进婚
:

民政部门把本地男 子从外省籍娶来的妇 女称为外流妇女
,

这类婚姻称为
“

外进婚
”



研究婚姻现象的本质
,

并将其置于社会氛围中去考察
,

我们认为导致淮阴市外进婚如此之

多的原因包括如下几点
:

(一 )性别 比失调

人口群体在总体上表现 出性别失调 的特征
,

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

段
,

传统生育文化影响下的必然表现
。

在我国
,

婴儿性别比 50 年代为 1 09
·

2
,

70 年代为 10 7
.

8
,

80 年代为 109
.

86
,

从总的趋势看
,

我国宏观人 口性别比渐趋合理
,

接近世界人 口学家普遍认定

的 95 一 1 05 比值的标量
。

① 但是
,

还应看到各区域人 口性别比失衡调节进程的不平衡性
。

从区域人 口性别比状况看
,

淮阴市未婚人 口性别比与全国比较
,

其失衡是十分严重的
,

特

别是 3 。一 40 岁未婚人口性别比与全国平均值相比多出 6 8 6 7
.

81 与 1 2 5 60
.

46 个百分点
。

② 就

巧 岁以下人口性别比看
,

淮阴市为 1 43
,

比全国性别比高出 37
.

7 个百分点
。

以 20 岁至 39 岁未

婚人口为例
,

男性 比女性多出 2 13 2 6 4 人
。

这就意味着
,

在这一群体中
,

即使所有女性都如愿嫁

出去
,

并且均嫁给本区域内的男性
,

仍然有 21 3 2 6 4 人在当地娶不到妻子
,

这就必然迫使这部分

无偶男子娶外地妇女为妻
,

这种供需矛盾突出的现象
,

是导致异地联姻增多的原因之一
。

(二 )传统婚姻流动的
“

分流
”

与
“

转向
”

改革开放以后
,

农村大量人 口流向城镇
,

大批男性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

妇女留在农村
,

从表

象上看
,

似乎降低了农村人 口性别比
,

但事实上
,

农民进城并不改变其身份
,

相当一部分农民外

出务工经商赚了钱仍然是回原籍成亲
,

相反
,

由于城乡交流的加强
,

有一部分城镇男青年到农

村找配偶
,

这就把城镇性别比失衡的矛盾转嫁到农村
,

加剧了农村成年人 口性别比失衡的矛

盾
。

在人 口流动过程中
,

男子务工经商一般向城市流动
,

而女性婚姻流动大多数是农村
。

外出

务工经商的男女青年有了更多的社交机会
,

他们因个人交往而产生感情并成婚
,

突破了传统的

通婚圈
,

并形成一股新的流向
,

即从单纯农业区向农工商综合发展地区流动
,

男女两性成婚的

地域选择
,

以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作为生活地
, “

从夫居
”

与
“

从妻居
”

都无关紧要
,

在婚姻流动

区域选择上
,

经济因素的干预特征显著
。

(三 )区域经济差推动婚姻大流动

传统婚姻流动方向是从山区流向丘陵
,

从丘陵流向平原
,

内地流向沿海
。

据文献 良同志研

究
, 1 9 8 5 、 1 9 9 0 年全 国从丘陵与山区流向城市平原与沿海地区的妇女总计达 3 00 多万人

,

西

南地区东迁妇女达 70 多万
,

四川省万县地区总人 口仅 70 0 万
,

五年时间流出女性 1
.

4 万人
。

③

以江苏淮阴为例
,

从 1 9 8 5 ~ 1 9 9 2 年
,

该市共从云南
、

贵州
、

四川省流入妇女 1 61 05 人
,

其中四川

省就达 3 6 81 人
。

结合外流妇女自身家境与流入地夫家家境对比
,

可以进一步看出区域经济差
。

从表 1看
,

夫家好于娘家有 7 7 0 3 人
,

占 42
.

8%
,

娘家好于夫家仅占 28
.

8%
,

况且娘家好于夫家

的妇女中有 29
.

8%的人系人贩子拐骗而来
。

① 文献良
: 《中国人 rJ 性别比研究 》 , 《社会科学 》 1 9 93 年第 5 期

。

② 详见张和生
: 《婚姻大流动》 ,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 94 年版
,

第 10 1 页
。

③ 文献 良
: 《中国人 口性别比研究 》

.



表 1外流妇女夫家与娘家家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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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

红色消费
”

负效应

结婚消费是人的一生中较大的集中性消费
,

婚礼一向被中国传统视为最关键的程序
。

在农

村
,

彩礼风演变成一种
“

泼金运动
” 。

特别在经济落后地区
,

这种风犹盛
,

结婚操办几千元乃至上

万元
,

与农村农民现实家庭条件形成了巨大反差
。

据我们对该市淮安徐杨乡 83 0 对夫妇与宿迁蔡集乡 5 2 7 2对夫妇所做的抽样调查表明
,

徐

杨乡平均每对夫妇结婚费用为 8 8 7 9 元
,

蔡集乡为 9 0 8 7 元
。

从结婚费用开支情况看
,

彩礼占主

要成分
。

对于一个有 2 至 3 个儿子的农 民家庭来说
,

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
。

因此
,

目前在农

村
,

特别是经济落后地 区
,

大龄青年往往生活在兄弟姊妹多的家庭
,

许多经济条件差的家庭
,

无

偶男子因支付不起巨额的结婚费用而被排挤出在当地娶妻的领域
。

(五 )
“

新娘市场
”

中的被拐卖妇女

结婚成家是每个成年男子自然的要求
,

面对
“

供
”

与
“
需

”

的矛盾
,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大龄青

年求妻心切的心理
“
以婚谋财

” ,

将外地妇女拐骗到此地
,

以相对低于本地男子成婚费用的价格

将这些妇女出卖
。

据我们对被拐骗来的妇女的调查
.

从 19 8 2 年至 1 99 1年
,

该市无偶男子从人

贩子手中买妻累计支出费用 49 0 万元
,

平均费用在 3 0 0 0 元左右
,

相比较而言
,

要比在当地娶妻

便宜
。

而且
,

这些无偶男子买到妻子后一般不举行任何仪式就同居生活
, “
以财谋婚

”
成为可能

。

据统计
,

该市买妻者花费在 50 0一 1 0 0 0 元有 42 3 人
,

花费在 l 。。 o一 2 0 0 0 元有 9 39 人
,

花费

在 2 0 0 0 元以上为 1 0 5 3 人
,

最高费用为 7 5 0 0 元
。

“
以婚谋财

”

与
“

以财谋婚 “并存
,

是因为农村存在潜在的
“

新娘市场
” 。

这种
“

市场
”

的出现是

违 法婚姻滋生 的土壤
。

据统计
,

全 市外流妇女未 满 20 周 岁
,

不 到法定婚龄 有 3 5 1。 人
,

占

1 9
.

5%
,

其中年龄最小的仅 14 岁
。

在外流妇女 中有 1 3 4 88 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同居生活
,

占外流妇女总数的 84 %
。

结婚是否登记从一 个侧面可以反映外流妇女的婚姻意 向
,

非自愿婚姻一般都没有办理结

婚登记
,

由此产生大量违法婚姻
。



表 2流人方式与婚姻登记

征征征婚婚 男方自带带 亲友介绍绍 人贩骗入入 其他方式式 合 计计

人人人数数 所占 %%%人数数 所占 %%%人数数 所占 %%%人数数 所占 %%%人数数 所占 %%%%%

已已登记记8 0 555 1 7
.

333 9 2333 96
.

5 2223 333 1 1 7 2
.

666 5 10 999 2
.

4333 7000 1
.

666 54 49000

未未登记记 0 999 7
.

6663 3 9 4446 9
.

3 1 2227888 10
.

2222 24 4 5558 1
.

222 25 1 222
.

8 1 7773 48 888

如果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

人 口性别 比失调等外在因素影响着人口流动中的妇女外流
,

那么导致妇女外流的内在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

(一 )外流妇女普遍素质低
,

社会阅历浅

文化程度是衡量个人素养的重要标志之一
,

文盲越多
,

法盲也就越多
。

拐卖妇女现象的增

多
,

在很大程度上与无偶青年男女文化素质不高密切相关
。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

流入淮阴的妇

女小学以下文化占 76
.

1%
,

初中文化占 21
.

6%
,

高中以上文化仅占 2
.

5%
,

其中小学以下文化

中
,

文盲
、

半文盲占 36
.

2%
。

从流动方式看
,

文盲
、

半文盲妇女因不识字或很少识字
,

一般不可

能从报刊杂志上通过征婚选择配偶
,

因此被拐卖的可能性最大
。

如流入淮阴的被拐骗妇女中
,

文盲就有 9 74 人
,

占 42
.

2%
。

(二 )家境贫穷
,

为谋求幸福生活远走他乡

从流入原因看
,

因家庭困难而外流的妇女达 9 3 7 8 人
,

占流入此地妇女总数的 52
.

1%
,

为

生活所迫以征婚途径流入此地 5 23 人
,

人贩子拐骗的 1 9 0 5 人
。

从经济角度看
, “

趋富避贫
”

的倾

向比较显著
,

在外流妇女婚姻流动中
,

其婚姻基础建立在个人性爱基础上的婚姻倾向并不明

显
。

(三 )身体素质差
、

择偶难
,

易地成婚

自身素质差
,

有的相貌丑陋
,

有的身体有残疾
,

有的在原籍婚姻不满意
,

导致她们远走他

乡
。

流入淮阴的妇女
,

残疾人就达 5 13 人
,

其中肢残 14 2 人
,

智残 29 人
,

其他残疾 3 42 人
,

这些
“

低质量
”

女子在当地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
。

还有一部分妇女在原籍已婚
,

因对原来的婚姻不

满
,

瞒着家人只身来到遥远的地方
。

据调查
,

流入淮阴的妇女
,

在原籍已婚的就有 55 2 人
。

外进婚中表现出当前农村婚姻中的一些问题
。

在当前农村社会变迁的总趋势下
,

外进婚使

一些家庭的家庭职能弱化
,

显现出一些与时代发展的走向相异的现象
。

(一 )外流妇女婚后夫妻感情状况

外进婚中自愿与非自愿婚姻并存
,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
,

从总体上讲
,

这类婚姻因基础不牢

而显出质量不高
,

夫妻关系不稳定的家庭关系
。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

人贩骗入的妇女感情一般化
、

差
、

甚至想逃走所占比重达 62
.

6%
,

差

与想逃走的占 21
.

6%
。

从外流妇女婚姻基础看
,

夫妻关 系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所落

夫家的经济条件
,

剔除感情因素及婚姻意愿
,

所落夫家的家境对外流女婚后生活及婚姻意向起

9 4



着决定性影响
。

表 3外流妇女婚后夫赛感情与流人方式交互分析

森森翌翌
很好好 好好 一般化化 差差 时刻想逃走走

人人人数数 所占 %%%人数数 所占 %%%人数数 所占 %%%人数数 所占 %%%人数数 所占 %%%

征征婚来来 111 6 5 74
.

666 20 3 888 2
.

9 555333 1 0
.

1 555 2221
.

444/// ///

男男方 自带带 23 1 555 2 2
.

3 111 6 5 222 58
.

1 6 4 5558881 7
.

111 1 81 777
,

9 444 26
`̀

0
.

222

人人贩骗来来 4 4 222 1 7
.

333 5 1 555 2 0
.

222 10 4 777 4 111 4 2 111 1 6
.

555 12 999 5
.

111

亲亲友介绍绍 3 93 777 8 5
.

888 15 777 3
.

444 4 1222 8
.

9 888 6 666 1 4
.

444 1999 0
.

0 444

其其他方式式 1 1 555 3 5
.

777 4 333 1 3
.

444 1 0 333 3222 3 444 1 0
.

666 2777 0
.

444

合合 计计 7 2 0 000 4 000 6 5 5 444 3 6
.

555 33 0 333 1 8
.

444 7 2 000 444 2 0 111 1
.

111

据调查
,

娶外流妇女为妻的男子
,

成婚前家境属于小康户有 18 61 户
,

占 10
.

4 %
,

宽裕户

2 8 9 4 户
,

占 1 6
.

1%
,

温饱户 8 0 6 7 户
,

占 4 4
.

8 %
,

贫困户 3 8 0 4 户
,

占 2 1
.

2%
,

特困户 1 3 5 2 户
,

占

7
.

5%
。

①如果外流妇女所落夫家家境贫穷
,

加之夫妻感情差
,

则这一户的外流妇女想逃走的可

能性极大
。

(二 )外进婚家庭的特点与农村社会变迁总趋势的反差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农民家庭开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元
,

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深入发展
,

农民家庭显现 出如下特征
: 1

.

家庭职能的集中与分散相结

合
,

集中为主
; 2

.

家庭结构的纵向凝聚性加强
,

妇女和年轻的一代在家庭中地位有所提高
,

家

庭内代与代的纵向联系 日趋加强
; 3

.

农村青年的择偶标准已由过去偏重于物质条件转变为社

会条件与个人素质并重
。

但是
,

外进婚家庭在家庭职能
、

关系
、

结构与素质上与农村经济发展形势及农民家庭的变

化的总趋势反差 日渐显著
: 1

.

婚姻关系不正常的建立在买卖
、

强迫基础上的外进婚家庭
,

由于

女性流入此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自愿性
,

而且夫家多是贫困层家庭
,

故形成不稳定的夫妻关

系
。

由于妻子是花钱买来的
,

而且她们又不愿在此地生活
,

这些家庭把妻子看管在家中
,

以免逃

走而
“

人财两空
” ,

导致家庭中一些劳动力不能完全投入生产经营
,

削弱家庭的生产经营功能
。

2
.

家庭整体素质差
。

在外流妇女中
,

小学以下文化占大多数
,

而且娶外流妇女为妻的很多

男子文化层次也很低
。

在目前农村成为专业户的农民家庭
,

一般在家庭结构
、

素质方面都有不

同程度的单项或综合优势
,

特别是科技文化方面优势明显
,

加之家庭和睦
,

凝聚力强
,

从而能最

大限度发挥生产经营功能
。

而外进婚家庭夫妻关系不稳定
,

凝聚力差
,

文化层次低
,

在致富道路

上和宽裕乃至小康户的差距越来越大
,

有的家庭为娶妻不惜债台高筑
,

以至沦为贫困户
。

3
.

家庭结构趋于多子女
,

社会流动低于一般家庭
。

外流妇女多胎率达 60 %
,

出现此种现象

的原因有四
:

(l )由于家庭整体素质差
,

接受现代价值观念能力差
,

封建落后的
“

多子多福
” “

养

儿防老
”

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

(2 )为了稳定家庭
,

以孩子拴住妻子为大多数外进婚家庭男子的

主要行为
,

他们认为
,

只要生了孩子
,

作为母亲不忍心抛弃子女而离去
。

( 3) 农村经济落后地区
,

① 小康户标准为年均纯收入在 1 0。。元以上
;
宽裕 户为 8 00 一 1。。。 元 ,温饱户为 6 00 一 8 00 元

;
贫困户为 4 00 一 600 元

;

特困户在 3 50 元以下
。



文化教育事业相对落后
,

文化娱乐少
,

这些农民白天耕作
,

晚上则以夫妻房事为乐事
,

加之娶外

流妇女为妻的大多数是大龄青年 (流入淮阴的妇女年龄平均比丈夫小 6一 7 岁 )
,

压抑的原始冲

动和女人是自己花钱买来
,

理应服从自己的畸型心理
,

导致他们性行为比较频繁
。

( 4 )外进婚家

庭大多数家境较差
,

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持抵触心理
,

经济处罚对贫穷的家庭是无用的
,

这

些家庭抱着要罚款没有
,

要命有一条的心理
,

在生育子女方面无所顾忌
。

从社会流动状况看
,

为了经济利益向外流动
,

在外进婚家庭是很少的
,

原因在于
:
( l) 观念

陈旧落后
,

没有外出闯一闯的思想 ; ( 2 )夫妻关系本来就不稳定
,

男的一外出
,

怕女方跑掉
; ( 3)

家庭经济条件差
,

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外出的费用
。

因而他们大多数守着几亩地
,

重复着单调的

生活
。

因此
,

外进婚家庭的种种消极因素
,

在很大程度制约着家庭致富
,

这种状况与当代农村改

革所带来的勃勃生机极不适应
,

在与富裕家庭的比较 中
,

反差 日趋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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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中国大陆按三次产业划分的社会劳动者就业结构的变化

1 9 5 2年 ( % ) 1 9 7 8 年 (% ) 1 9 9 0 年 ( % )
.

1 9 9 4 年 ( % )

第一产业 8 3
,

5 7 0
.

7 6 0 6 5 4
.

3

·

第二产业 7
.

4 1 7
.

6 2 1
.

4 2 2
.

7

第三产业 9
.

1 11
.

7 1 8
.

6 23
.

0

资撅来撅
: 《中国统计年鉴 》19 94

、

19 95 年版
。

第二
、

三产业就业者比重的上升
,

主要是农村第二
、

三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度增长所致
。

预测

到 1 9 9 5年
,

中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 比重将历史性地第一次降到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

左右
。

(张萍 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