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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研数据：采用线上随机抽样方式，回采有效问卷样本量3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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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时间范围：2021年1月1日-2021年1月10日

1、年龄情况：约85.4%的受访者年龄集中在21-40岁之间，也就是说以80后、90后为主；

2、性别情况：受访者按性别比例划分，占比约为男：女 = 41% ：59%，女性受访者高出男性约18个百分点；

3、籍贯情况：按照城市级别划分（以新一线城市研究院2020年城市划分为标准），一线、新一线及二线城市受访者占比

约为81.5%，其中，北京、天津、广州、上海、成都、杭州、深圳、南京、武汉及重庆等城市受访者较多；

4、婚姻情况：受访者中，未婚与已婚的百分对比约为47.5% : 52.5%；其中，未婚受访者，约有24.3%为单身状态，22%

为恋爱状态。对于未婚受访者，约93.6%表示会在35岁之前结婚成家，也就是说，35岁成为婚姻与否的”分界年龄“；

5、收入情况：受访者中，92.8%的税后月收入在2万元以下，其中，44.1%占比在5千-1万元之间。

研究目的
当下，结婚是大多数适龄青年都要面临的任务，而婚房已经成为青年成家的必需品。房子不仅作为家庭的安身之所，也

为家庭成员提供了情感归属。本研报的目的是从婚恋居住态度及婚恋消费行为两个维度入手，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量

化分析当下婚恋居住的情况，试图回答婚房消费的趋势是否发生转变、婚房消费表现出怎样的特征、纳彩是否合理等问

题。

调研人群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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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居住态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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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不仅作为家庭的安身立命之所，也为家庭成员提

供了情感归属



不接受

42.03%

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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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租赁篇

2.1.1 租房结婚：过半受访者表示拒绝

调研数据显示，不能接受租房结婚的百分占比约

为54.1%，明显高于能接受比例。针对同一问题

，根据《2020年婚房消费调查报告》显示，两者

占比几乎持平。由于调研样本存在差别，从数据

看，并不表示拒绝租房结婚的比例在上升，但可

以说明的是，多数人是拒绝租房结婚的。

同时，从性别看，男女生对租房结婚的接受情况

差异明显，57.97%的男性受访者表示能够接受租

房结婚，而女性受访者中，仅约38.71%表示能够

接受租房结婚。“有家先有房”这一传统观念，

对女生的影响较大，有房也成了时下女生公认的

最重要择偶标准之一。当然，在房价相对高企的

一线及部分新一线城市，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

子，也是男生展示自身经济实力的第一标志。

越年轻越难接受租房结婚：对于租房结婚这件事

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态度如何？对受访者进行年龄

切分，发现从80后到95后，不能接受的百分占比

依次增加，也就是说越是年轻群体，越是不愿接

受租房结婚。这也说明，婚房消费的趋势并没有

因为代际转换而发生逆转，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

彰显。

此外，根据贝壳研究院2020年的调查显示，90后

独居青年当中，53％的人不能接受租房结婚，缺

乏安全感是首要原因；47%的90后独居青年接受

租房结婚，但其中65.96%的人认为“可暂时性租

房，未来需要有自己的房子”。房子仍是结婚成

家的必需品，不同的是从“买房结婚”到“结婚

买房”的些许转变。

0 20 40 60 80 100

不能接受 54.1%

能接受 45.9%

你是否接受租房结婚？

分性别看，是否接受租房结婚？

男性

接受

女性

57.97%

38.71%

90后独居青年对租房结婚态度如何？

不接受
53%

接受
47%

不接受理由
1、没有安全感
2、不想寄人篱下 
3、不能装修房子
4、不利于孩子入学

能接受理由
1、暂时租房，未来买房
2、搬家灵活方便 
3、经济压力小
4、爱情和房子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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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他们的期望薪资是多少？06

2.1 租赁篇

2.1.2 有房才有安全感

为什么不接受租房结婚？，75%的受访者表示，买房才有归属感

和安全感。

作为一个具体的存在空间，当有着情感纽带的人住在其中，注入

感情，房子就从容器变成了家，人也就有了归属感。从这个逻辑

出发，有房才能有家。相对于租房而言，买来的房子，主人愿意

花费更多的精力与财力进行装修及维护，因为“产权是自己的”

。租来的房子，毕竟不是自己的。

同时，也有受访者表示，“房子和教育分不开”。由于教育资源

分布不均的现象依旧明显，房子也被赋予了教育、交通及医疗等

属性。特别是教育属性，关系到下一代的成长发展。虽然租售同

权在稳步推进中，但有属性“加成”的房子依旧是稀缺资源。

0 20 40 60 80 100

买房才有归属感、安全感 74.84%

买房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质 53.62%

买房才有产权 29.78%

可以按照自己需求进行装修 26.61%

房子和教育分不开 21.61%

买房才能落户 21.08%

房子是一笔风险储备 14.36%

买房能够增值 7.77%

金融贷款、公积金政策有利于买房 4.35%

其他 1.05%

为什么不接受租房结婚？
对于新青年（90及95后）而言，自身虽然

并没有多少财富积累，但作为典型4-2-1家

庭出来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多是70或者75

后（这群人是房价快速增长的最大受益人群

，占据着社会最核心的资源），有一定的财

富积累。因此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新青年在

住房问题上，表现得更加“任性”。

同时，80后典型的以小换大、从外向内的换

房路径也正在被新青年，尤其是95后新青年

打破。依靠家庭资源，他们可以实现一步到

位。随着代际交替，等到00后甚至是10后

正式入场时，房子将不再是稀缺资源，“租

房结婚”也许会成为一个“伪话题”，“我

有房，为什么还要租房结婚”……



07

2.2 婚恋篇

2.2.1 结婚需要彩礼吗？

男方下聘、女方纳彩是我国自古就有的习俗

。所谓的彩礼，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它代表

的是男方对女方诚心求娶的态度，也代表

着对于岳父岳母辛苦养育女儿的尊敬。且

不论彩礼多少，对于结婚是否需要彩礼，公

众是如何看待的？调研数据发现，近六成受

访者表示，结婚是需要彩礼的。当然，也有

21.8%的受访者持有无所谓态度。

0 20 40 60 80 100

需要 58.2%

无所谓 21.8%

不需要 20.0%

结婚需要彩礼吗?

分性别看，男女生是如何看待彩礼问题的？调研数据发现，61%的女性受访者和54%的男性受访者表示，结婚是需要彩礼的，说

明多数人是接受彩礼的，并未因为性别差异而出现明显区别。尽管持否定态度的人群占比中，男性是高于女性的。

至于彩礼多少的问题，由于受到地方风俗、攀比心理及其他因素综合影响，天价彩礼现象屡见不鲜，让彩礼过分物质化，失去了

其本来的意义。

2.2.2 为什么需要彩礼？

关于这个问题，贝壳研究院邀请受访者进行了开放式回答，并进行文本挖掘以探知后背的原因。我们对回采的信息进行

分词处理，发现词频较高的词汇为“风俗”、“尊重”、“礼节”、“传统”、“保障”、“诚意”、“养育之恩”、

“态度”、“心意”、“安全感”等。从这些高频词汇中，我们可以总结，对于为什么需要彩礼的回答，可以归纳为以

下4种原因：

1、遵守传统风俗，按照我国传统，彩礼是风俗但不是陋习；

2、体现出对女方家庭的尊重，彩礼体现了婆家和娘家对女

性的双重关照;

3、对女方父母的经济补偿，传统婚姻中，结婚意味着女方

家庭劳动力的丧失，纳彩是女方家丧失劳动力的一定补偿，

是对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

4、给女方带来安全感，女方父母将部分甚至是全部彩礼，

加上陪嫁给到女儿，是对未来婚姻生活的一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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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婚恋篇 

对于纳彩这件事，公众所持有的态度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呢？我们对文本数据进行了情感分析，发现正面评价的占比达到

71.2%，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公众对彩礼这件事持有的是肯定态度。

具体而言，肯定的地方体现在哪里？我们发现，“保障”、“诚意”、“报答”、“承诺”等成为公众比较认可的词汇。

同时，持有否定态度的公众，集中表现在哪里？我们发现，“陋习”、“压力”、“过场”等成为主要的吐槽点。其中“

陋习”成为最大的吐槽点，但根据问卷调研发现62.82%的受访者表示，彩礼并非陋习。就纳彩这件事而言，作为我国的

传统习俗，其本身并非陋习。但凡事过犹不及，由结婚引发的“天价彩礼”事件很可能给婚姻蒙上阴影，影响婚后夫妻感

情和家庭和睦。

对彩礼持肯定态度词云 对彩礼持否定态度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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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婚恋篇

2.2.3 彩礼该给谁？

关于彩礼归属权的问题，也一直是公众热议的

话题。根据调研数据发现，对于彩礼的归属，

40%的受访者表示，“女方父母留一部分，其

余返还男方”，这样既遵守了传统习俗，同时

也减轻了男方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26.3%

的受访者表示会“全部给女儿”，作为“压箱

底”之用，毕竟新青年群体多为独生子女，且

家庭有了一定财富积累。

当然，也有20.1%的受访者表示应该归“女方

父母所有”。

2.2.4 彩礼给多少合适？

根据调研数据发现，43.5%的受访者表示“多

少无所谓，视家庭情况而定”，说明多数受访

者对于彩礼数额这件事上，是相对理性的态度

。并且男生或者女生所持观点是一致的。如果

具体到数额，约25%受访者表示可接受的数额

是1-10万元。

2.2.5 男方出彩礼，您认为女方是否需要附赠

同等价值的嫁妆？

对于这一问题，61.8%的受访者表示，女方应

该附赠同等价值的嫁妆。但分年龄段看，受访

者的态度还是有区别的。越是年轻的群体，持

肯定意见的占比越高，反之亦然，说明代际之

间的婚姻观念在发生改变。

0 20 40 60 80 100

女方父母留一部分，其余返还男方 40.0%

全部给女儿 26.3%

女方父母所有 20.1%

全部返还给男方 8.6%

其他 5%

彩礼该给谁？

0 20 40 60 80 100

1-10万 24.9%

11-20万 17.5%

21-30万  8.5%

31-40万  3.4%

41-50万 1.0%

50万以上  1.1%

多少无所谓，视家庭情况而定  43.5%

彩礼给多少合适？

0 20 40 60 80 100

20岁及以下 是 65.87%

21-25岁 是 63.85%

26-30岁 是 63.41%

31-35岁 是 63.08%

36-40岁 是 57.14%

41-45岁 是 48.67%

46岁及以上 是 47.01%

男方出彩礼，您认为女方是否需要附赠同等价值的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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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婚恋篇

2.2.6 对彩礼不满意而退婚的行为，您支

持吗？

“因彩礼导致退婚”不时会成为热议话题

。通过调研数据发现，过半受访者持有否

定态度。因为彩礼导致退婚的主要原因之

一就是彩礼过高，超出男方经济能力。如

果女方又不愿附赠一定价值的嫁妆，这一

问题会更突出。

2.2.7 如果出现退婚情况，您觉得彩礼如

何处理？

从法律层面上讲，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

条规定：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

1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2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的；

0 20 40 60 80 100

不支持 53.7%

支持 28.3%

无所谓 17.9%

对彩礼不满意而退婚的行为，您支持吗？

如果出现退婚情况，您觉得彩礼如何处理？

不应返还 4.4%

全部返还给男方 66.3%

部分返还给男方 
29.4%

3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2、3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法庭支持通过诉讼途径返还彩礼，不过能还多少不固定。根据实践经验，未领取结婚证、未共同生活的返还数额较多；男

女共同生活越久返还越少。因给付彩礼一方的原因导致同居关系解除的，以及在共同生活期间女方怀孕或者流产的，数额

更少。

调研数据发现，约66.3%的受访者表示应当“全部返还男方”；同时，分性别看也并无明显区别。当然，具体还应视实际

情况而定，如果确实因为男方原因导致同居关系解除或者是共同生活期间导致女方怀孕或者流产的，作为对女方的经济补

偿，彩礼不应全部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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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置业篇

2.3.1 房产证该写谁的名字？

关于房产证该写谁的名字的问题，根据贝

壳研究院发布的《2020婚房消费调查报告

》显示，53.2%受访者表示，不管谁出钱

，房产证上都应当写上夫妻双方名字。本

次调研发现，这一现象并非发生改变。

54.5%的受访者表示，“不管谁出钱都写

夫妻双方名字”；其次，约32.4%受访者

表示“谁出钱写谁名字”。

2.3.2 婚房是新房或者二手？

过半受访者表示，更愿意选择新房。对于

新一线及二线等增量房市场而言，新房仍

占交易主流，但随着住房供给及人口结构

性变化，存量房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对于一二线城市而言，二手房多集中在核

心城区或者核心地段，依靠优质的配套资

源，对刚需消费者的吸引力依旧强劲。新

房在地段及配套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但居

住品质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于改善型消

费者吸引力更强。当然，在二线城市，核

心地段的新楼盘依然存在，但会存在比较

明显的溢价。

无论是新房或者二手，应该是跟自己的实

际需求相匹配。

0 20 40 60 80 100

不管谁出钱都写夫妻双方名字 54.5%

谁出钱写谁名字 32.4%

不管谁出钱只写女方名字 9.7%

不管谁出钱只写男方名字 3.3%

房产证该写谁的名字？

婚房是新房或者二手？

新房
51.7%

无所谓
29.1%

二手
19.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只要夫妻间没有事先对于房产明确约定产权归属于其中一方，不论购房合同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书上面的购房人或者房屋所

有权人是哪一方；不论购房合同或者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书上面是否载明共有人，不论夫妻双方的出资份额多少，该房产均

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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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置业篇

2.3.4 买房的钱，谁来出？

买房的资金来源是置业时总绕不开的一

个话题，一线城市相对高企的房价，往

往是掏空六个钱包才能实现家庭的上车

愿望。问卷调研显示，51.2%的受访者表

示，买房的资金来源是“男女双方独立

共同承担”，其次26.9%的受访者表示“

男女双方父母均有资助”。

婚房多是儿女组建家庭的首套房产。根

据我们的研究发现，一二线城市客户的

购房路径一般为“首套刚需（上车） - 

首改（子女教育） - 再改（家庭架构转

变&子女教育&居住品质） - 终改（居住

品质）”。对于新组建家庭的年轻夫妻

而言，刚刚踏上了“漫漫换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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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双方独立共同承担 51.2%

男女双方父母均有资助 26.9%

男方付全款 15.6%

女方付全款 6.2%

买房的钱，谁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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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居住生活篇 

2.4.1 父母是否为孩子准备婚房？

结婚是年轻人成家立业的基础，而婚房

便是用于结婚的房子。那么，婚房是不

是必需品？调研数据发现，30.3%的受

访者表示，“家里若有儿子，则准备婚

房”；其次是27.9%的受访者表示，无论

儿子还是女儿，“都需要准备婚房”。

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儿

女结婚，家长是需要为其准备婚房的。

但是，男女对此观点会出现存在差别。

0 20 40 60 80 100

家里若有儿子，则准备婚房 30.3%

都需要准备婚房 27.9%

看情况 26.4%

家里若有女儿，则准备婚房 10.7%

都不需要准备婚房 4.7%

父母是否为孩子准备婚房？

37%的男性表示，“家里若有儿子，则准备婚房”；而30%的女性表示，无论儿子还是女儿，“都需要准备婚房”。

这背后反映的是女性对待婚姻观念的转变。按照传统习俗，婚房多是由男方准备，但随着代际交替，这一传统习俗已

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一变化也体现在城市级别上，我们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赞成“家里若有女儿，则准备婚

房”的比例越高。这是因为经济发达的城市，家庭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叠加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有女儿的家庭也会

为其准备婚房。站在父母立场，一方面是保证女儿在婚内不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也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

2.4.2 是否接受与父母同住？

在传统观念里，“养儿”是用来防老的，老人与晚

辈同住似乎才是中国式养老的方式。但由于彼此的

生活习惯和观念不同，共同居住生活难免会产生摩

擦。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老人经济能力

的提升、代际观念的转变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养

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调研数据

发现，42%的受访者表示不接受与父母同住，其次

是26.4%的受访者表示，都能接受。同时，在性别

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性。对于男生而言，

34.5%的受访者表示都能接受，占比最高；对于女

生而言，占比最高的是“都不能接受”，达到

48.7%。结论很明显：相对于男生，女生更愿意独

自生活，而不愿与父母同住，主要的原因还是婚姻

观念、生活习惯及思维方式的不同。

0 20 40 60 80 100

都不 42.0%

都能 26.4%

无所谓 12.1%

接受和自己父母 10.1%

接受和对方父母 9.4%

是否接受与父母同住？

性别 男性 女性
都不 25.45 48.71
都能 34.55 23.06
接受和对方父母 10 9.23
接受和自己父母 15.91 7.75
无所谓 14.09 11.25

yanjinqiang001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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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居住生活篇

2.4.3 夫妻双方能接受AA制的生活方式吗？

对于这个问题，55.1%的受访者表示不接受

AA制的生活方式。财产的拥有、支配是衡

量夫妻双方在家庭中地位的重要指标，伴随

着女性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传统的

“夫权观念”已经被打破，女性在家庭生活

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你的就是我的，我

的还是我的”反映了家庭生活中，不少女生

的心声。

0 20 40 60 80 100

否 55.1%

无所谓 25.9%

是 19.0%

夫妻双方能接受AA制的生活方式吗？



婚恋居住消费行为分析

03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有房才有家”的传统观念。住

房一直是作为家的一个承载体而存在，它对于中国人

的婚姻和家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5



16

3 婚恋居住消费行为分析

3.1 消费者愿意花多少钱购置婚房？

调研数据发现，38.7%的受访者表示，能接受的价

格范围在100-150万元，且不同城市级别，该价格

范围占比均是最高的。那么，现实情况如何呢？由

于购置婚房的消费者多为刚需，根据贝壳研究院发

布的《2020城市刚需购房报告》显示，30个样本

城市中，以武汉、南通、青岛等为代表的城市刚需

上车总价是低于150万元的；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

一线城市和部分新一线城市，上车总价明显高于

150万元，其中，北京上车总价约为350万元，居

于30个样本城市首位，其次是深圳和上海。
0 20 40 60 80 100

150-200万 22.9%

100-150万 38.7%

100万以下 19.7%

200-300万 9.4%

300-500万 6.3%

500万以上 3%

愿意花多少钱购置婚房？

3.2 婚房是什么样的？

调研结果51.4%的受访者表示，对婚房面积的选择

集中在90-120平；至于居室，54.9%的受访者表

示，选择的是三居室。也就是说，消费者理想的婚

房是90-120平的大三居。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根

据《刚需报告》显示，以北京、上海就天津为代表

的头部样本城市，近5成不达70平，且以两居室为

主，也就是说，对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而言，

60-90平的两居室才是更实际的选择。
0 20 40 60 80 100

90-120平 51.4%

60-90平 34.0%

60平以下 1.8%

120-150平 11.9%

150平以上 0.8%

婚房选择多大面积？



总结与讨论：

无论是对于男生，还是对于女生，结婚均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有房才有家”的传统观念，

住房一直是作为家的一个承载体而存在，它对于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青年步入婚姻成立自己的小家，住房也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需求。房子不仅可作为家庭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家庭成

员的感情归属。面对相对高企的房价，有房无房、房屋品质如何已经成为衡量新青年家庭经济实力及社会地位的一个外

在表现。婚房消费趋势并未因为代际交替发生逆转，买婚房事实上已经成为多数新青年的婚姻期待，甚至已成为婚姻的

前提条件之一。其实，婚房消费反映的是新青年对家的渴望：既能容得下肉身，也能容得下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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