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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追男”、“姐弟恋”、“跨国恋”等婚

恋观接受度越来越高，“围裙男”打破“男

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定位，“铁腕族”将在

2010 年的婚恋市场继续“吃香”……由交

友网站世纪佳缘发布、中国社科院参与调

研的年度调查《2010~2011 年中国男女婚

恋观调查报告粉皮书》昨日正式公布。

“剩男”压力比“剩女”大

该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口性别比例

失衡的问题日趋严峻，据《中国人口和就

业统计年鉴 2010》抽样调查数据，2009 年

19 岁 以 下 全 国 人 口 男 女 性 别 比 例 为

118

∶

100，城市人口性别比为 115

∶

100，

随着这部分人逐渐进入婚恋交友的高峰

年龄，男性择偶的困难将日益明显。

“剩男”问题远比“剩女”更严峻，全国

人口中非婚男女比例在 27 岁是 199

∶

100，33 岁时为 293

∶

100； 城市同龄人口

中情况略好， 在 27 岁 ~34 岁间平均为

162

∶

100，这意味着非婚人口最严重情况

下平均“3 男争 1 女”。

男性更加喜欢网络相亲

此次参与调查的对象涵盖全国 16 个

地区，以 23 岁 ~35 岁适婚年龄人群为主，

基本代表当下 70 后、80 后男女主流婚恋

价值观。

单身男女在相亲模式的选择上，男性

选择通过互联网相亲的比例为 46%，明显

高于女性 34%；在选择亲友介绍和通过聚

会等集体社交活动相亲的比例上，女性则

明显高于男性。反映女性在相亲的安全问

题上有更多考虑，比较被动依赖亲友和集

体的环境，男性则更加直接和主动。

“围裙男”正逐渐兴起

调查报告显示，传统的男女定位在某

种程度上被颠覆，“女追男”、“有房女”等

婚恋关键词在 2010 年持续火暴， 印证现

代社会女性对于爱情更加积极主动，同时

“围裙男”逐渐兴起已经逐步打破“男主外

女主内” 的传统婚恋观念，“相妇教子”成

为衡量新时期好男人的标准之一。

对于“围裙男”，男女认知差异明显。

女性认为“围裙男”很好的有 52%，男性则

只有 32%，女性更希望男性能主动承担家

务，男性则对此持消极态度。

男性爱“姐弟恋”“裸婚”

2010 年持续火暴的“姐弟恋” 将在

2011 年持续走俏。 近八成网友不反对姐

弟恋， 其中超过五成表示看缘分愿意尝

试，近两成人表示无所谓，年龄已不再成

为婚恋的主要障碍。 调查发现，对于姐弟

恋，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尝试，专家认为这

反映了男性也有弱势的期待，也希望得到

更多关怀和照顾。

对于“裸婚”，男性可接受的比例远远

高于女性，达 75%，女性则只有 38%。传统

婚姻观里，买房买车的压力大部分都由男

性承担，在如此大的社会压力下男性更能

接受“裸婚”也是可以理解的。

河南人相亲更看重长相身高

调查还显示，相亲观念地域差异也非

常明显。

在选择相亲时看重长相、身高的选项

中，河南人名列第二，第一是河北。

在相亲对象的缺点选择中，山东人最

不能忍受另一半不孝顺；北京、上海人最

不能忍受无房、无车、无财。 婚姻中，陕西

人更不能接受精神出轨。浙江对“拜金女”

这一现象的接受认可度最高，四川、广东

对此可接受人数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综合《新闻晚报》《河南商报》供稿）

“婚恋调查粉皮书”昨日发布

全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日趋严重

剩男剩女面临

“3 男争 1 女”

城市化进程中的跃进化现象，有两个

明显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

城市化，二是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经济发

展规律。

曾业松表示，城市建设属于公共产品

范畴 ， 过分依赖土地出让金存在巨大风

险。 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土地出

让每年平均达到 660 万亩， 这对有限的土

地资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目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偿还地方

债务的风险在积聚，一旦土地出让金大幅

下降，地方债务很难偿付。 审计署审计长

刘家义近日披露， 通过审计调查 18 个省、

16 个市和 36 个县本级， 截至 2009 年底，

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 2.79 万

亿元。

城市化追求超过现实需要，城市化就

失去了其本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

用 ， 就可能变形或者变异成过度的城市

化。

向春玲分析了这种“大跃进”的表现。

表现之一，就是盲目地发展城市，不考虑

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 表现之二，就是重

发展轻污染治理 ， 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

价。 表现之三，就是不切实际，贪大求洋。

2010 年 8 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

查推选结果显示，有 655 个城市正计划“走

向世界”，200 多个地级市中有 183 个正在

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城市的核心是“市”，城市化的核心是

“市场化”。陈厚义说，目前的城市化依然强

调政府去“抓”， 而没有真正依靠市场来

“育”。 中国的城市化既要政府推动又要市

场推动，降低城市发展的非市场成本。 这

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尤其要注意的问题。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鸿雁教授分

析，未来 10 年 ~25 年是中国城市社会面临

的社会整体变迁期，这期间，中国将有 5 亿

~6 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是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与地理变迁之

一。 这一变迁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但城市可持

续发展、农民流动、土地合理利用、区域整

合、社会阶层变迁、社会公平等问题，将随

着城市化的深化，呈现出由小到大，由隐性

到显性，由局部到区域发展的态势，而各级

政府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准备并不充分。

一方面是城市化的美好前景，一方面

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城市化之路

究竟在哪里？ 就在尊重城市化规律，实现

可持续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完

善城市化，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

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

观规律。 这正是中国城市化前进的方向。

（据《人民日报》）

我国 183 个地级市

拟建“国际大都市”

城市建设被指“大跃进”

2009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

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例只有约 33%。这意味着

有 13.6%即 1.28 亿生活在城镇

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中国

有 655 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

界”，200 多个地级市中有 183

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但如

果不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不循序渐进，城市化就难以健康

发展，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

核心提示

城市化快速发展

●

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46.59%

，只用

30

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

200

年的

城市化历程

统计数据显示， 2009 年我国城镇

化率已达 46.59%， 我们只用 30 年时间

就赶上了西方 200 年的城市化历程。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随着经济发

展和工业化的推进， 城市化步伐大大

加快 。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 拓展了经

济发展和就业空间， 促进了经济繁荣

和社会进步， 功不可没。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陈厚

义说 ， 从人口意义上看 ， 城市化是农

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从地

理意义上看 ， 城市化则是一个地区的

人口在城镇相对集中的过程。 “我国

城镇化率由 1978 年的 17.92%发展到

2009 年的 46.59%， 应该说步伐是很快

的。”

中央党校教授向春玲表示， 我国

城市化速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较为缓

慢， 90 年代速度加快， 新世纪以来则

大幅提速 。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陈

甬军教授说 ， 中国已进入城市化率从

30%到 70%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

城市化说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

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更是农民转变为市

民的过程。 城市化的真正标志是进城农

民有充分的就业和完全的市民权益。 但

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土地城市

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

学院发布的《2009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显示，2001 年至 2007 年，地级以上城市

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 70.1%， 但人口

增长只有 30%。

当前， 我国城镇化率是 46.59%，而

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

33%。 这意味着有 13.6%即 1.28 亿生活

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 许多进

城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还有一

些农民坐地被城市化 ，成了“扛锄头的

市民”。 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称为“半城

市化”、“浅城市化”。

我国的城镇人口统计的是在城镇

生活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 中央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 办公室主任陈

锡文指出 ，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率被

严重高估 ， 目前统计的 6 亿城镇人口

中， 至少有 2 亿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

的权利。

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

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千方百计把农

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 一些农民“被

上楼 ” ， 违法拆迁 、 暴力拆迁时有发

生， 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进城农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不

能和真正的市民对等，形成公共服务的

分配不公。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刘昕分析， 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很

多进城农民难以获得同市民一样的社

保待遇，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化不仅是漂亮的外表

●

城市化要有内涵，要有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城市化应

当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逐步推进，而不

应人为拔苗助长。

农村问题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曾业

松表示， 城市化不仅仅是漂亮的外表，

而是要有城市化的内涵，要有充分吸纳

就业的能力，否则就只是一种表面的城

市化。

刘昕说，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

城市化又为工业化创造条件，城市化进

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工业化对城市化的

支撑，考虑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要求和配

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英国和日本

的城市化进程，就充分考虑了城市化与

工业化的密切关系，并在社会公平方面

着力，较好地实现了城市化。 英国的“圈

地运动”源于工业化需求而非城市扩张

需求，面对大量失地农民 ，英国采取了

很多措施。 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 1868

年和 1875 年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拆

除贫民窟，建设廉租房。 日本在城市化

进程中十分重视农民的利益，一方面为

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

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

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 ，采用近乎“终

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

会陷入困境。

“城市化好被子 ，更需要工业化好

里子。 ”曾业松告诉记者，如果我们的城

市化进程漠视工业化水平，如果我们的

城市化离开了工业化，就是违背了城市

发展规律，到头来一定会受到经济规律

的惩罚。

城市化要循序渐进

●

我国

200

多个地级市中有

183

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北京 CBD 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