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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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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研数据:基于在线调研平台，通过随机抽样方式投放问卷，回采有效 问卷样本量1704份，在 95%置信度的情况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误差可控制在 5% 以内。

研究目的
又是一年“七夕节”，不知不觉最后一批95后也到了国家法定结婚年龄，谈婚论嫁、置业安家这些每个成年人要面对的人

生大事也迎面向他们扑来，相比于80后和1990-1994年出生的人，95后思想更开放，更加跟进时代潮流，对于这些问题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贝壳研究院从婚恋观、情侣租房生活、婚恋购房计划、家庭居住观念等多个维度，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对比不同年龄段

人群，揭示95后世代“房子里的爱情观”。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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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婚恋观调查分析

02

从小听着公主和王子美好爱情童话长大的95后，如今

陆续走出校园，也免不了要面对俗套的社会人三大哲

学问题：婚恋不？生娃吗？啥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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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  95后婚恋超六成认为26-29岁最合适 

从小听着公主和王子美好爱情童话长大的95后，如今陆续走出校园，也免不了要面对俗套的社会人三大哲学问题：

婚恋不？生娃吗？啥时候？调查显示，95后的婚育观更倾向自我享受式的自由婚恋。95后对婚姻生活有着美好的憧

憬和期待，44.2%的95后向往婚姻生活，29.1%的95后享受恋爱，这两个比例远高于95前人群；但只有一成左右的

95后认为家庭有孩子很重要，远低于95前年龄段的人群。

对于“理想结婚年龄”这个问题，超六成以

上95后认为在26-29岁的年纪最合适。在本

次调查中，64.1%的95后年轻人认为理想婚

姻年龄应该在26-29岁之间。相比95前世代，

95后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近年全国高考总

体录取率达70%以上足以说明，很多95后读

完书进入社会就已经22-23岁，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了年轻人婚恋年龄延后。

你对待婚姻的态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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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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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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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待婚姻的态度是？

外环：95后男生

内环：95后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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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环：95后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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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他们的期望薪资是多少？06

02-02  95后女性更“淡定”，仅25.5%迫切想脱单

当男性们感叹“女生为什么那么难追？”时，

可能不知道对于婚恋女性真没男性那么着

急。在此次调查显示，有45.3%的95后男性

表示比较迫切想脱单，只有25.5%的95后

女性脱单意愿比较迫切；对于婚姻生活，

55.7%的受访95后男性表示向往，只有

38.7%的95后女性有相同态度。

在对相亲行为进行态度调查时发现，女性的

反馈远没有男性表现的积极。36.1%的女性

认为相对于相亲，她们更愿接受自由恋爱，

高于男性比例；而在诸如相亲“可以结识到

更优秀的异性”“相对靠谱”“简单直接的

脱单方式”这类看待相亲较为积极的态度方

面，男性的认同比例普遍比女性高。

综上多个问题的回答都显示，95后男女婚

恋观有一定差异，女性对婚恋的态度比同龄

异性更“淡定”。

如果你是单身，你是否有脱单打算?

0 10 20 30 40 50

不想脱单，享受单身生活

比较迫切脱单

无所谓

非常迫切脱单

95后男性

95后女性

外环：95后男生

内环：95后女生

您对于相亲持有何种态度？

更愿接受自由恋爱

无所谓，抱着试试态度

可以结识到更优秀的异性

由亲属朋友介绍，相对靠谱

目的明确，简单直接的脱单方式

十分反感，不会接受

其他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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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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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14.2%

20.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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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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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居住观调查分析

03

95后一代的年轻人开始浩浩荡荡踏入社会舞台，租房

也就成为大部分人离开校园所要面临的第一关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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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  95后首选合租，与熟人同住占比超6成 

95后一代的年轻人开始浩浩荡荡踏入社会

舞台，租房也就成为大部分人离开校园所

要面临的第一关考验。调研数据显示，合

租是95后群体首选的住房方式，占比达到

31.3%。95后作为社会新人，与室友相互

照顾以增加安全感、共同分摊租金是他们

选择合租的初衷。

在合租室友的选择方面，超6成95后选择

跟朋友和同学合租，毕竟相互熟悉的人住

在一起可以互相照顾，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95后当前居住状态是怎样的？

整租是95后群体选择的次要居住形式，占

比达3成。不同代际之间在选择整租时的原

因存在差异，95后群体更享受独立的生活

空间，而95前更多是与对象、家人等同住，

生活更方便。相比于男生，更多的女生选

择整租是想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不被过

多的外界因素所打扰。

95后选择合租的原因是什么？

自有住房整租合租

31.3% 30.9% 28.4%

其他

9.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与室友相互照应，增加安全感  45.3%

为了分摊租金  42.2%

合租热闹，有家的感觉  7.1%

其他  5.4%

20岁及以下 21-25岁 26-30岁 31-35岁 36岁及以上

享受独立的生活空间 38.0% 38.2% 26.7% 14.9% 17.9%

和对象、家人等同住，生活更方便 24.0% 24.0% 31.1% 39.2% 32.1%

安全性得到保障 11.6% 16.1% 25.6% 24.3% 17.9%

相比合租，舒适度更强 9.9% 9.8% 6.1% 5.4% 7.1%

私密性得到保障 9.9% 9.6% 9.4% 9.5% 10.7%

其他 6.6% 2.3% 1.1% 6.8% 14.3%

95后选择整租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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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  情侣租房，95后更能够接受AA 

关于情侣之间租房租金如何分配问题，一直

是一个争议性话题。调研数据显示，95后

社会新生代们合租时，接受男女方AA支付

占据主流，占比超过5成，而在80后群体中

这一比例未达到3成。越年轻的群体对租金

AA接受度越高，也更能体现出男女平等的

观念。

分性别看，60%的女生认同男女方AA支付

租金，而在男生中这一比例仅占32%，女生

独立消费观念得到显现，这背后也折射出广

大女性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与经济实力的增

强。

中国人历来有存钱、置业、攒家产的文化传统，

其中“有房”更是成家的前提，95后新社会人

的也很看重“为爱筑巢”这件事儿。调查发现，

95后个人感情状态发生改变以后，买房的意愿

也发生了变化，57.6%的95后在脱单后或预计

未来脱单后买房的意愿会显著增加；24.6%的

95后新社会人会买房意愿强烈，在95后新社会

人心中房子对于婚恋关系发展仍然很重要。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在确定恋爱关系后，95

后男性买房的意愿要高于女性，95后男性群体

中买房意愿增加或变得强烈的占比要高于95

后女性群体，在准备婚房这件事上男性更为积

极。

脱单后，95后买房意愿显著增加

越年轻对租金AA接受度越高

03-03  为爱筑巢？脱单后95后男性买房意愿更强

意愿增强 57.6%

意愿强烈 24.6%

无变化 10.7%

意愿下降 7.1%

 20 岁及以下  21 -25 岁  26 -30 岁  31 -35 岁  36 岁及以上  

男女方 AA 支付  58.7%  51.2%  40.0%  23.0%  28.6%  

男女方根据个人能力负担  31.4%  29.6%  25.0%  33.8%  28.6%  

全部由男方支付  5.8%  10.0%  12.8%  25.7%  21.4%  

全部由女方支付  4.1%  9.2%  22 .2%  17.6%  21.4%  

 

超6成女生认同租金AA支付

男女方AA支付 男女根据个人
能力负担

全部由男方支付 全部由女方支付

95后男性买房意愿增强

0% 20% 40% 60% 80% 100%

61.1%

55.9%

26.9%

23.4%

男生

女生

意愿增加 意愿强烈 无变化 意愿下降

31.7%

37.1%

21.0%

10.2%

60.5%

26.0%

4.8%
8.8%

0%

20%

40%

60%

80%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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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95后家中不缺房，买房父母来资助

楼市购房人群在不断经历着代际变化，继80、90后，95后社会新生代们开始陆续在楼市中崭露头角。相比其他年龄段

群体，大部分95后刚步入职场，但是在购房实力上不可小觑，调研数据显示，95后家庭普遍不缺房，无房家庭占比尚

不足1成。

从购房资金来源看，7成95后购房需要父母的资助，明显高于90前购房群体，且分性别看，男生购房靠依赖父母的比例

要比女生高出4个百分点。从购房付款方式看，重点城市95后全款购房的比例要比90后高出6.4个百分点，以北京为例，

95后购房全款比例超4成，显著高于80、90后群体。

如果已经买房或有计划买房，购房资金来自哪里？

95后购房实力的背后是家庭财富的支撑。95后这一代人，基本来自于421家庭结构形式，其父母多为70年代左右，

经历了房价飞速上涨前的红利期，是当下社会中掌握核心财富的主力人群。

资金来源 21-25岁 26-30岁 31-35岁 36岁及以上

自己积蓄，同时父母资助 48.8% 44.8% 37.4% 28.7%

男女方积蓄，且有父母资助 19.5% 23.5% 23.9% 14.0%

自己积蓄 14.1% 8.8% 16.5% 31.1%

男女双方积蓄

完全来自父母资助
其他

父母资助总计

13.5%

2.6%

1.5%
70.9%

17.0%

4.8%

1.3%

73.0%

16.5%

2.2%

3.5%

63.5%

21.3%

1.2%

3.7%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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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  租房结婚？超5成95后拒绝

如果婚前没买房，租房可以结婚吗？调查

数据显示，越年轻的受访群体接受租房结

婚的占比越低。对于租房结婚表示“无所

谓”态度的群体占比在95后中最低，半数

以上95后新社会人拒绝租房结婚，在所有

年龄段中拒绝租房结婚的占比最高。“先

有房，后结婚”的传统观念在95后新社会

人中表现更为明显，反而是95前的人群接

受租房结婚的比例较高。

半数以上95后拒绝租房结婚

进一步分性别看，“有家先有房”的观念在95后女性群体中表现更为突出。48.1%的95后男性能接受租房结婚，95

后女性群体中能接受的仅占24.1%，男性接受租房结婚的比例是女性的2倍，62.9%的95后女性不接受租房结婚。租

房结婚和买房结婚相比，房租相比买房的首付和房贷压力要小很多，这对于买房意愿更强、更加向往婚姻生活的95

后男性而言是一种不错的尽早结婚的过渡方式；但租房存在“安定感”不足、条件有限等因素，让女性“缺乏安全

感”，这也是从小生活条件相比之前世代更优越的95后女性心里难绕开的坎。

男生接受租房结婚的比例是女生的2倍

51.1%

55.2%

46.3%

40.4%

40.9%

0% 20% 40% 60% 80% 100%

20岁及以下

21-25岁

26-30岁

31-35岁

36岁及以上

不能接受 能接受 无所谓

0% 20% 40% 60% 80%

不能接受

能接受

无所谓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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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  婚前要有房吗？超6成95后表示赞同

相比老一辈“车马慢书信远，一生只够爱一人”的纯粹爱情，年轻一代群体们在面对婚姻生活时更加现实，在物质

生活方面追求更好的条件，婚前有套房则是重要的体现。调研数据显示，65.5%的95后表示在婚前要买一套属于自

己的房子，而在85前群体中这一比例占57.9%，越年轻对婚前有房的要求越高。

男女对婚前是否应该有房的态度略有差异，68%的女生认为婚前要买一套房子，而男生中持该想法的占比60%。女

生更在意婚前是否有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房子能够带来安全感，一套房子代表着诸多意义，是夫妻吵架时的底气

所在，是受伤避风的港湾，是经济独立的彰显。

婚后享受二人世界是每个年轻人的向往，但跟父

母同住，父母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减少家务负担，

减少年轻人很多生活上的压力。对于婚后是否愿

意与父母同住这个问题，95后相比其他年龄段人

群态度更为鲜明，仅6.5%的受访95后表达了“无

所谓”态度，在所有年龄段中占比最低；相比95前

群体，95后新社会人在婚后与父母同住的意愿更

低，有46.8%的95后不愿意婚后与父母同住。

与男性相比，95后女性拒绝婚后与父母同住的比

例更高。有53.5%的95后女性不愿意婚后与父母

同住，95后男性不愿意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占比为

32.8%，占比相差较大。而在和哪一方父母同住

的问题上，95后无论男女，选择“和自己的父母

同住”的占比都远高于“和对方父母同住”。

近5成95后新社会人婚后不愿与父母同住

超6成95后表示婚前要买一套自己的房子

03-07  婚后与父母同住？95后女性拒绝意愿更强

68.1%

65.5%

57.8%

66.5%

57.9%

50%

55%

60%

65%

70%

20岁及以下 21-25岁 26-30岁 31-35岁 36岁及以上

 20 岁及以下 21-25 岁 26-30 岁 31-35 岁 36 岁及以上 

不愿意 49.5% 46.8% 36.8% 34.3% 38.4% 

愿意 25.8% 27.9% 27.3% 37.4% 31.7% 

愿意和自己父母同住  9.3% 15.9% 19.8% 16.1% 14.6% 

无所谓 14.8% 6.5% 12.3% 9.1% 14.6% 

愿意和对方父母同住  0.5% 2.9% 4.0% 3.0% 0.6% 
 

95后女生拒绝婚后与父母同住的意愿更强

0%

20%

40%

60%

男生 女生

愿意 不愿意 愿意和自己
父母同住

无所谓 愿意和对方
父母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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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  未来的家什么不能缺？男生要书房安静会儿，女生爱阳台养绿植 

人们在追求美好居住空间方面，从未停止探索，且对居住空间大小、功能配套的要求越来越高。调研发现，电器配齐

的厨房、能放洗衣机和绿植的阳台是消费者最为偏好的两大居住空间。厨房和阳台是家庭成员重要的生活场景，消费

者对这两大空间的品质要求赋予较高的权重。

相比其他群体，95后对新兴居住空间的追求更明显。95后群体有着独特的思想观念和理想追求，在生活方面注重品质

居住体验，对新兴居住空间的接受度更高。数据显示，95后普遍追求能做办公区的书房和能放松一刻的咖啡角。当下

社会，工作空间与居住场所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化，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需要独立的空间以满足居家办公需求，

也需要一方咖啡角落，在繁忙的生活之中享受一刻自在。

男女性对居住空间的品质追求存在显著差别，男生更关注于书房安静会，而女生更偏爱阳台，养点绿植，享受生活。

男女对居住空间追求不同，男生爱书房，女生爱阳台

数据来源：贝壳研究院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电器配齐的厨房

能作办公区的书房

零噪音卧室

能放洗衣机和绿植的阳台

收纳一切的储物间

能开party的超级大客厅

能放松一刻的咖啡角

放大下大浴缸的卫生间

独立健身房

像商场专柜一样的衣帽间

适合撒泼打滚掉毛的宠物房

其他

男生

女生

数据来源：贝壳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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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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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是简报，所使用数据为不完全抽样数据及在线调研数据，并不完全代表真实交易数据，且并未进行

深入数据研究，如对内容有疑问或其他问题，可与分析师联系（yanjingqiang001@ke.com)。

报告版权为贝壳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印、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发

布，必须注明出处为“贝壳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减或修改。

为了向受众提供可参考信息，报告中所涉及观点，系数据分析师基于现有数据分析得出，均是基于数据的客

观描述，仅代表分析师个人观点及判断，不包含任何道德偏见、性别偏见、地域偏见与政治偏见，贝壳研究

院与分析师对任何基于这些观点引起的所有可能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