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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东平：

农村高价彩礼为婚姻悲剧酿下祸根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杨岚

Z 民意聚焦

■ 提案背后

■ 百姓声音

人民政协报：马委员好，去年您提交了
《关于推进出台治理高价彩礼相关法律法规
的提案》，这件提案的背后有您的哪些思考
和观察？

马东平：2019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
我挂职担任甘肃省妇联副主席一职，分管权
益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开始实施，我们在调研推动地方反家
暴条例的过程中，发现有大量重大命案与婚
姻家庭有关，而其中又有大部分由高价彩
礼引起。有些农村家庭花了很多钱娶媳妇，
但是没过多久女方就跑了或者要求离婚，男
方难以接受，导致悲剧产生。于是 2021
年，我们创新性地推动了《甘肃省治理高价
彩礼地方条例》的立法调研工作。

2018年，《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
易俗的指导意见》发布。2021年《甘肃省治理
高价彩礼地方条例》进入了省人大的立法调研
项目，治理高价彩礼的地方条例呼之欲出。

随后通过调研、座谈，我了解到高价彩
礼在甘肃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经济文化越发
达的地方彩礼越低，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
彩礼反而越高。比如兰州市彩礼一般是 3

万-5 万元。而庆阳市彩礼较高，十五六万
比较常见，少数在 20 万以上。在彩礼名目
上，除礼金外，还包括房子、车子、见面
礼、改口费、金首饰、婚纱礼服、酒席费
用、香烟费用、婚礼费用等各种费用。

人民政协报：农村高价彩礼背后深层次
的原因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心理？

马东平：在经济发达地区，彩礼已成为
双方家庭对年轻小家庭的支持。而在经济欠
发达地区，彩礼的背后是老百姓算的一笔

“经济账”，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抚养成本
以及嫁女儿后缺少一个劳动力的经济补偿。

农村高价彩礼愈演愈烈，我认为有几方
面原因：一是农村宜婚男女比例失调；二是

“外出打工”造成女性外流，男女比例进一
步失调；三是攀比之风助长；四是地方不良
习俗影响；五是自然经济条件及社会保障等
长效机制匮乏。

人民政协报：今年2月1日起，《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 正式

施行。您怎么看待《规定》的出台？
马东平：《规定》 的出台是治理高价彩

礼在法律层面的一大进步，但从现有治理手
段来看，治理措施刚性不足，对索取高价彩
礼的当事人缺乏有效的约束，高价彩礼认定
难、取证难，民法典对于高价彩礼的约束还
局限于理论。

对此，我认为治理高价彩礼需要地方法
治先试先行，不仅要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认
同上入手，培育群众健康婚俗观念，更要从
制度层面推进，强化硬约束，以法治的刚性
提高治理效果。要通过法律规范，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移风易俗和文
明婚嫁，依法严厉打击利用婚姻敛财和职业
媒人哄抬彩礼价钱等行为，将强制性规定和
引导性宣传结合起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提高治
理高价彩礼的实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人民政协报：您对于治理高价彩礼有哪
些具体建议？

马东平：我认为治理高价彩礼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政策法规，各地
因地制宜制定治理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
俗的规范性文件，小切口立法，探索推出
治理高价彩礼的地方条例；二是创新宣传
方式，充分利用不同平台，依托“党群活
动日”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载
体，持续深入开展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
易俗活动；三是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注
重发挥党员干部在抵制高价彩礼中的带头作
用等；四是完善婚俗改革工作机制，各地充
分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借助“农村红
白理事会”等村 （居)民自治组织形式载
体，制定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等自治制度或
公约，运用积分制推进移风易俗，制定彩礼
限高标准，加强对婚介机构的管理，注重
柔性管理和刚性约束相统一；五是以文明
建设抵制高价彩礼，培育积极向上的婚俗
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训，深化文明活动
创建，组织开展先进典型选树活动；六是
注重社会组织参与，积极引导辖区内婚庆
行业推出文明、简约式婚礼服务项目，规
范“媒人”行为，加强职业婚姻介绍人员
管理。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婚
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提出
治理要求。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
明确要求“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
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6
年来，中央一号文件 5 次点名“高价彩
礼”，侧面说明治理这一问题的长期性、
复杂性和系统性。

在此背景下，各部委出台相关指导意
见及工作方案。2020 年，民政部印发
《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开展对高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

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
2021年，民政部共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
改革实验区。截至2023年11月，全国共
创建各类婚俗改革实验单位1806家，形
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同步抓试点、
抓落实的责任体系。

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民政部等
8部门联合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
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方案》，要求把治理陋习与转变
观念结合起来，让农民群众既改变行为，
又提升认识，以清风正气有效抵制歪风

邪气。
2024年 2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正式施行。这一司法解释针对彩礼纠
纷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规范，包括彩礼
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等，为彩礼纠纷的
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此外，各地方政府积极作为，纷纷出台
政策破解“高价彩礼”难题。比如，2023
年年初，江西省民政厅等14部门印发《关
于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施》，
提出将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约

3倍，作为彩礼限额标准。随后，江西多地发
布了治理婚嫁彩礼的实施细则。如抚州市金
溪县要求严格执行农村彩礼限额，原则上不
超过6万元；新余市分宜县确定彩礼最高限
额为6.9万元；南昌市新建区则要求农村彩
礼控制在8万元以内。2024年，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持续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 建设文
明乡风的实施意见》。随后，宣传部、民
政厅等 8 部门联合印发 8 份具体工作方
案，制定了12条正向引导措施和5条负面
约束措施。其中提到，落实移风易俗模范
礼遇嘉许政策，对“零彩礼”“低彩礼”
的新婚夫妇，从登记结婚之日起，凭“零
彩礼”“低彩礼”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
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

（明译）

中央和地方多举措治理高价彩礼
■ 党委·政府在行动

“我们村现在结婚有一套固定流程，首先得安排十几
桌订婚宴，订婚宴上男方给女方6万6的见面礼金，接着
16万-18万的彩礼钱不能少。此外，男方还要给“5金”，
必须在县城里买一套新房、一辆十几万的车。这么算下来
结婚至少要花100万，对于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负
担实在太重了！”来自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农村的余大姐
算起了自家的“经济账”。

七八年前，余大姐和丈夫一起来到北京打工，现从事
家政服务。如今已经到了退休年纪的余大姐却仍然“不敢
退休”，用她的话说“多挣点钱给自己养老，给孩子结
婚”。

余大姐家有一儿一女，女儿三年前已经成家，而儿子
小威的婚事却成了老两口的“心病”，今年32岁的小威四
年前再一次离婚了……

2013 年，刚毕业的小威通过自由恋爱，和邻村一位
同岁的姑娘结了婚。据余大姐回忆，当时双方家庭根据男
方家庭情况定下的彩礼，一共给了女方5万多元，另外买
了一条金项链，一个金戒指。

小威和姑娘结婚后不久，便迎来了他们的女儿。而好
景不长，两年后因为“性格不合”两人协议离婚，女儿被
判给了女方。

就这么又过了两年，抱孙子心切的老两口一想：“这
也不是办法，儿子年龄越大，娶媳妇更难，再这么下去，
真要成老光棍了！”

于是，2018 年，余大姐决定请村里的媒婆帮儿子说
媒。不久媒婆传来了好消息，5里地外村子22岁的姑娘愿
意相亲。在媒婆的介绍下，两人认识了两个月后，在双方
家长的催促中开始谈婚论嫁。“那时候女方家里有要求，
必须有房，最好要有车，礼金给多少有个大概的数。咱家
在农村有自建房，彩礼给了12万多，这才定了下来。”余
大姐说。

可让余大姐没想到的是，两人结婚一年多又离婚了。
“农村现在男多女少，脾气性格稍微不对付，两人就要闹
离婚，女的也不愁嫁，我第一个儿媳妇带着孩子也再嫁
了。结婚一年多就离婚，我们这十几万彩礼钱等于也打水
漂了。”余大姐十分无奈。

如今，小威已经 32 岁，无法实现儿孙绕膝享天伦的
余大姐总想再为儿子张罗婚事，可回乡一打听，结婚的花
费不禁让老两口“望而却步”。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先拼命挣钱帮孩子
攒点老婆本，实在不行我们还得出去借。但是有没有人能
管管呢？”余大姐求助道。 （杨岚）

河北余大姐：

“儿媳妇娶不起了！”

笔者出身河北保定农村，对高价彩礼问题一直关注
并曾深入基层对该问题进行采访报道，深知高价彩礼对
于农民负担之重、危害之深。笔者以为高价彩礼除了与
传统陋习、盲目攀比有关，恐怕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隐形
因素。

一是快速的城镇化导致结婚成本的快速上涨。城镇
化在缩小城乡差异、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同时，
也导致村民生活、住房、结婚等成本的快速增长。如笔
者所在老家 2010 年前后建设标准的四间房子 （200 平方
米左右） 带小院成本在 10 万-15 万元，如今超过 40 万
元。与此相应，结婚成本包括份子钱、彩礼也水涨船
高，彩礼从 2008 年的 2 万元左右，上涨到现在的 20 万
元，几乎上涨了近 10 倍。快速城镇化带动了村民就业，
提升了村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抵不
上生活成本上涨的速度，这是催生高价彩礼的一个客观
原因。

二是县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兴起。近年来，小县城
的房地产市场同样火热。由于农村年轻人长期在外打
工，适应了城市生活，加上生活观念改变，更倾向于独
自在县城居住。所以年轻男女结婚，女方提出的变相彩
礼之一就是在县城至少要有一套两居室的楼房。而购房
是农民结婚最沉重的负担，很多父母举债在县城购买婚
房，加大了致贫、返贫风险。由于结婚成本高等原因，
一些地方还保留了“以女济男”现象，即父母坚持女儿
出嫁索要高价彩礼，只为给哥哥、弟弟结婚筹钱办婚礼
或者购置婚房。

三是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加剧了结婚彩礼居高不
下。近年来，农民普遍关注孩子的受教育水平，但大量
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县城，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在县城中
小学接受教育，在结婚时就考虑在县城买房。不仅如
此，有的地方将是否具有城镇户口和在县城是否有房产
作为孩子能否在县城入学的基本条件，不仅拉升了房产
交易价格，而且迫使农村年轻男女结婚时将在县城购房
作为基本条件，这同样是催生高价彩礼的一个因素。

四是媒婆中介费加剧了高价彩礼现象。随着婚姻市场
化，媒婆也在走市场化路线，给青年男女介绍对象往往要
收取“牵线费”，少则几百上千元，多则上万元，而这些
负担大都转嫁到了男方身上，加重了农民结婚负担。

此外，部分农村地区的高价彩礼也和享乐之风有关
系，特别是没有男孩的农户，女儿一旦辍学就失去了努
力奋斗的精气神儿，更多依靠女儿出嫁的“恩养钱”

“奶水钱”过日子。
由此看来，治理高价彩礼是个系统工程，只靠倡导或

者行政举措还不够，根本举措还是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
提升农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统筹加强乡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农村孩子受教
育水平。另外，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将抵制高价彩
礼纳入村规民约，推动农村地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
观。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大力推动婚俗改
革，拒绝高价彩礼，让彩礼归于礼，让婚姻归于爱。

治理高价彩礼是个系统工程
本报记者 李木元

跨火盆、过马鞍，行对拜礼、合卺礼，
婚书落印、宣读移风易俗承诺书……“五
一”假期，由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政协主办
的“英雄城之恋——爱在新建”移风易俗集
体婚礼在全省家风家教示范基地——汪山土
库举办。18 对身着中式传统礼服的新人，
在亲朋好友的共同见证下，携手共赴一场

“中国式浪漫”。
“韵味十足的传统中式集体婚礼既彰显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倡导了移风易俗新风
正气，还是推进移风易俗和‘兴家风、淳民
风、正社风’活动的生动实践。”在活动现
场，新建区政协委员黄旭介绍，去年以来，
新建区政协共开展“三风”系列活动300多
场次，参与群众数万余人，引导广大市民争
做移风易俗和“三风”活动的践行者，用实
际行动引领文明新风尚。

新建区的这场“三风”活动，仅是江西
全省各级政协“以移风易俗小切口，助推乡
风、民风大文明”的一个缩影。

▶▶▶高彩礼“被迫自愿”

彩礼，是谈婚论嫁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显著改善，彩礼数额水
涨船高，甚至出现畸高彩礼、天价彩礼现
象，导致一些家庭因“礼”积怨、望“婚”
兴叹，成为乡风文明乐章中的不和谐音符。

如何为“天价彩礼”降温？江西各地政
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建言献
策助力移风易俗。

农村彩礼，水涨船高，其根本原因是农
村的婚姻“市场”出了问题。随着城镇化建
设推进，在男女比例失调的大背景下，适龄
农村女青年更是稀缺。

“女性尤其是相对优秀的女性在婚恋市
场比较紧俏，掌握着一定的主动权。”分宜
县政协委员严莉提供了一组数据，据第七次
人口普查数据，分宜县人口男女性别比为
108.95 （女性=100，下同），其中农村男女
性别比 113.4。2023 年，分宜县适婚人数共
16829 人，其中适婚男性是女性的 2.3 倍。

农村 30-50岁男性 14955人，其中单身占比
14.65%。

“调研中发现，农村单身男青年在各村
普遍存在，有的行政村男光棍数量有 20 多
人，‘娶妻难’有加重的趋势。”丰城市政协
委员熊雷辉分析，从存量上看，丰城市 18
岁以上未婚男女性别比为180.13。从人口增
量上看，男多女少的趋势依旧持续，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全市共出生新生儿
10901人，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为127.01。

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女性在交友和婚
姻中更有“市场”，男性需要支付更高的彩
礼来提升竞争力。农村高价彩礼实际上变成
了男方的一种“被迫自愿”。

在有些地方，农民腰包鼓了，婚嫁陋习
的观念却未根本改变，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
令彩礼成为婚姻的标价，开上了历史的
倒车。

“富裕家庭因面子竞争而攀比消费，一
般家庭为保住面子而不断追赶消费水准，困
难家庭则只能望而兴叹。”鹰潭市政协常委
陈丽萍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近八成的人将邻
里之间相互比较作为“高价彩礼”的第一影
响因素。

“其实我们也不想彩礼收得太高，毕竟
这会大大增加亲家家庭的负担，可是如果收
少了，会被别人笑话的。”在一次调研座谈
会上，一位待嫁女孩母亲的发言深深触动了
新余市政协委员聂小军。

“对于绝大部分父母来说，不管彩礼收
了多少，基本上都会作为嫁妆，由女儿带回
男方。而且还会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
赠予一些资金支持孩子成家立业。”在聂小
军看来“彩礼虽然是‘左口袋’进‘右口
袋’”，但仍会加重嫁娶的经济负担。

▶▶▶彩礼“限价”需久久为功

去年，江西省民政厅等 14 部门印发
《关于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
施》。如何更好落实这一举措，确实给彩礼

“限价”，委员们也纷纷支招。

“问卷调查显示，89.7%的人对高价彩礼
持反对态度。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治理
高价彩礼的民意基础。”陈丽萍建议，党员
及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要带头做到低彩礼、

“零彩礼”，为群众树立标杆，引领群众抵制
高价彩礼的不正之风。同时，引导广大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乡贤名人等在抵制高价彩
礼工作上率先垂范，带头响应号召，抵制高
价彩礼，推动形成全社会“以高价彩礼为
耻，以低价彩礼为荣”的良好氛围。

“在平衡男女比例上久久为功。”熊雷辉
建议，要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加快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各项奖励扶助制
度和优惠政策，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时，健全就业、住
房、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从过
去的“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让
婚嫁男女及父母淡看彩礼金额。

“农村无稳定工作的女青年生育期间不能
打工，没有生活来源，不但孕期和生育时手
上没有钱，在孩子上学前都很难有稳定的经
济收入。”鹰潭市政协委员周雨亭建议，出台
相关支持政策，对执行“零彩礼”“低彩
礼”，且生育期无经济收入的农村妇女实行三
年的生活最低保障补贴，解决生育后顾之
忧，推动高价彩礼走向“零彩礼”“低彩礼”。

“女方将彩礼部分或全额返还给了新郎
新娘、陪嫁了更多的钱财物的做法常‘守口
如瓶’，社会面流传得更多的是某某家女儿
又收了几十万的彩礼，真让人羡慕等负面消
息。”针对实行“低彩礼”和“零彩礼”“默
默无闻”的情况，聂小军建议，对不截留彩
礼、返还彩礼、陪嫁彩礼、将彩礼作为支持
夫妻新组建家庭启动资金等好做法的家庭要
进行奖励，通过加强宣教，使民众不再竞相
争逐高价彩礼，使低价彩礼和“零彩礼”成
为社会潮流。

放下人情“面子”展现文明“里子”
——江西省各地政协委员建言彩礼“限价”

本报记者 王磊

■ 民意漫评

● 近年来，农村高价彩礼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了各级各界政协委员的广泛关注。高价彩
礼不仅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婚姻的本质，引发了诸多社会矛
盾。本期民意聚焦特别关注。 ——编者

■ 委员圆桌

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采用网上预约等举措，让新人“520”安心领证。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