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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林省残疾人婚姻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残疾人婚姻问题是社会中必须重视的一部分，因为残疾人也应该有平等的婚

姻权利和机会，这是人权和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然而，现实情况是，残疾人在

婚姻方面面临着更多挑战和困难。首先，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程度对残疾人的偏见

和歧视，这可能导致残疾人在寻找伴侣和建立稳定的婚姻关系时遇到困难。残疾

人的自信心也可能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他们在婚姻关系中的表现和满意度。其

次，残疾人在婚姻中需要面对更多实际的问题和挑战，例如身体上的障碍、经济

困难、心理压力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婚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婚姻

破裂。因此，探索残疾人婚姻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残疾人在婚姻中所面

临的挑战和需要，制定更加公正和人性化的政策和措施，促进残疾人的婚姻权利

和福祉，同时，这也有助于消除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促进更加包容和平等的

社会。

本文基于 2020年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动态更新调查吉林省

数据分析影响 20-59岁的残疾人婚姻状况的因素，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吉林省

残疾人的婚姻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年龄、性别、残疾等级、残疾类别、

教育水平、就业状况、社会保障支持等。其中残疾人的身体残疾程度是影响其婚

姻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残疾人的残疾程度越严重，其婚姻状况就越不稳定。其

次，家庭经济状况也是影响残疾人婚姻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残疾人在选择伴侣

时，往往会优先考虑对方的家庭经济状况，因为他们需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来应

对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同时，教育水平也是影响残疾人婚姻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

残疾人的教育水平越高，他们在选择伴侣时就越注重对方的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念。

此外，是否就业也是影响残疾人婚姻状况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已就业的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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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容易结婚，而未就业的残疾人则更难以寻找合适的伴侣，这可能是因为有工

作能够提高残疾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而没有工作则可能使残疾人更难以承

担婚姻和家庭的经济负担。最后，本研究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残疾类型和

残疾等级的残疾人在婚姻状况和影响因素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残疾等级

较低的残疾人更容易建立稳定的婚姻关系，而残疾等级较高的残疾人则面临着更

大的婚姻压力和障碍。总体而言，残疾人婚姻状况的影响涉及到诸多因素。这一

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残疾人群体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

示，以促进残疾人的生活品质和福利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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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Marriage Status of Disabled People in Jilin

Province

The issue of marriag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s a part of society that must

be taken seriously as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should also have equal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to marry as a basic require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However, the reality is tha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face additional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relation to marriage. Firstly, there is a degree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society, which can lead to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a partner and establishing a stable marital relationship. The self-confidence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may also be affected,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ir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in marital relationships. Secondl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ave to face mor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marriage, such as

physical barrier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psychological stress, etc., which may

negativel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and even lead to its breakdown. Exploring the issue

of marriag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an therefore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and needs faced b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marriage and to develop

more just and human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rights and well-being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marriag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is can also help to

eliminate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promote a

more inclusive and equal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marital statu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ged 20-59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20 National Survey on Dynamic

Update of Information on Basic Service Status and Need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Jilin Province. The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the marital statu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Jilin Province is influenc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age, gender, disability level, type of disability, education level,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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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d social security support. The degree of physical disabil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marital statu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more

severe their disability, the more unstable their marital status. Secondly,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family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marital statu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hen choosing a partne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end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other person's family's financial situation, as they need to have

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to cope with the special need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lso,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arital statu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more they focus on the cultural quality and values of the other

person when choosing a partner. In additi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employment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marital statu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ho are employed are more likely to

get married, while those who are not employed have more difficulty finding a suitable

partner, possibly because having a job enhances the social status and economic

income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hile not having a job may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bear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Finally,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 this study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marital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cross disability types and

disability levels. For exampl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ith lesser disability level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stable marital relationships, while those with higher

disability levels faced greater marital stress and barriers. Overall, many factors are

involved in influencing the marital statu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into the social living conditions and plight

of the disabled commun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of

disabled people.

Key words:

Disability, Marriage, Type of disability, Level of dis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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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残疾人也享有跟非残疾人同样的权利，但是他们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更多。残疾人作为社会中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在婚姻方面面临着

不同的困难和挑战，他们的婚姻问题不仅仅关乎于他们本身的家庭，也是社会共

同关注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坚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社

会中的残疾人给予强烈的关注，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

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残疾人口数量已经达到8296

万人，其中，男性残疾人口有 4277万人，占总数的 51.55%；女性残疾人口有 4019

万人，占总数的 48.45%，性别比为 106.42；而在我国残疾人口中，未婚残疾人

占比为 12.42%，达到 982万人；已婚并有配偶的残疾人占比 60.82%，达到 4811

万人；离婚或丧偶的残疾人占比为 26.76%，达到 2116万人[1]。2006年，联合国

大会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该公约旨在推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能够

充分和平等地享有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促进对残疾人固有的尊重，此外，

该公约特别强调了对残疾人婚姻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其中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了

残疾人应该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婚姻自由和权利[2]。由此看出，残疾人的婚姻问

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很多法律条文明确了对残疾人的保护，例如《宪

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只要是存在年老、疾病或者出现丧失劳

动能力的状况，就能够从国家和社会享受物质上的帮助[3]，《宪法》第四十九条

规定国家保护婚姻和家庭并严禁任何破坏婚姻自由的行为。同时，《残疾人保障

法》也规定残疾人的康复以家庭为依托，组织残疾人家庭开展社区康复工作向残

[1]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shehui/2006/html/fu3.htm
[2] 《残疾人权利公约》https://baike.so.com/doc/5938412-6151344.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https://www.maxlaw.cn/changshi/flwsdq/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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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亲属普及康复知识，传授康复方法等[1]。这些规定也都体现了对残疾人权益

的保护。

由于残疾人生理缺陷被普遍认为是不利于婚姻和家庭的因素，所以残疾人在

婚姻市场中面临着较大的竞争压力和择偶困难，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和考验。对

正常人而言，婚姻可能呈现出一种生理、伦理与社会意义，配偶可能是一种互相

陪伴的伴侣，但对于残疾人来说，婚姻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的

家庭观念中，残疾人通常把配偶视为互相扶持、相互依存的家庭成员，同时配偶

更是重要的支持者和照料者，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残疾人则是被

照料与看护的对象，家庭也会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生活中彼此相互扶持，构造

幸福生活。本文研究吉林省残疾人婚姻状况影响因素，探索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

质量，促进残疾人婚姻的良性发展。

1.1.2 研究意义

在“十三五时期”，吉林省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

能少”的目标，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和计划。残疾人的婚姻状况是小康进程发展的

重要指标之一，因为残疾人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群人，他们的全面服务保障直

接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尽管近年来对于残疾人婚姻状况的调查研究比较少，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残疾人的情况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在当前对残疾人保障和

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对于残疾人婚姻方面的研究显得至关重要，残疾人的婚姻状

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本文根据调查数

据分析，研究了残疾人婚姻状况的影响因素，对于残疾人婚姻状况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理论贡献意义。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婚姻自由权，残疾人也不例外，同时其

自身的婚姻自由权也不应该受到他人的干预，但是我国的《婚姻法》第七条规定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由此可见，国家因为考虑到先

天性遗传的因素，很多先天性残疾人无法结婚，所以法律一方面在保护着残疾人

婚姻权益，另一方面也在制约着残疾人的婚姻[2]。在法律和道德双重制约的背景

下，残疾人并不能像健全人一样通过婚姻或者人生的另一半来填补生活的空缺，

[1] 马海霞.《婚姻法》增设残疾人权益保护制度探讨[J].残疾人研究,2012(04):25-28.
[2] 马海霞.婚姻法应增设残疾人权益保护制度[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25(03):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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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残疾人的婚后保障也不会像健全人一样全面，所以通过研究残疾人婚姻问题，

不仅可以给予残疾人的婚姻及其家庭更有效的保障，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

量和幸福感。因此，对于残疾人婚姻问题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婚姻状况影响因素的研究

（1）个人因素

在个人因素中，中国妇女的婚姻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包括年

龄、性别、城乡户口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1]。

Jones和 Gubbaju（2009）指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社会，教育在

婚姻形成中存在性别差异，它推迟了女性的婚姻形成，但加速了男性的婚姻形成

[2]；程明明（2010）在研究中国人口离婚率的影响因素中说到，受教育程度的高

低对人们的婚姻有着很明显的影响，当男女在受教育方面的差距较小时，离婚率

也相应地较低；而如果男女双方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则离婚率就会

相应地增加；根据胡莹（2013）的研究，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婚姻有一定的影

响，特别是在当前流行的农村流动女性婚姻模式中，其次，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

样也会影响女性的婚姻观念[3]；白玮炜（2013）的研究表明，男女双方的受教育

程度高低与婚姻质量密切相关[4]。同样，潘乐乐（2015）也明确指出，受教育程

度不同，人们所处的婚姻环境也会不同[5]。

风笑天（2018）研究表明，城市青年的婚恋年龄期望在不同时期也存在差异，

女性更倾向于晚婚，与 18-23岁的青年相比，24-29岁的青年群体对婚姻的认识

更加成熟理性化，所以更加倾向于晚婚，而受教育程度低的青年群体相对于受教

育程度高的青年群体来讲更主张先成家再立业[6]；梁土坤（2019）的研究表明，

[1] 陈卫.中国妇女婚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02(04):32-35.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
02.04.007.
[2] Jones,G.W.,&Gubhaju, B.Factors influencing changes in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proportions nev
er marrying in the low-fertility countr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J],Asian Population Studies,5(3),237-2
65.2009.
[3] 胡莹,李树茁.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3,33 (04)40-47.
[4] 白玮炜.影响80后婚姻质量的因素及对策[J].学理论,2013(02):77-78.
[5] 潘乐乐.关中地区婚姻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咸阳市张洪镇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15,34(08):9-
14
[6] 风笑天.城市青年的婚恋年龄期望及影响因素——以南京、保定调查为例[J].人口学刊,2018,40(02):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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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年龄是影响中国农民工婚姻的重要因素，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

的结婚率也随之提高[1]。

（2）经济因素

在经济因素中，婚姻状况受到个人收入、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住房状况等因素

的影响。根据陈卫（2002）的研究，妇女的个人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婚姻状况

有关联[2]；苑国华（2006）在探讨影响人类婚姻的因素时提出经济因素对人类所

制造的婚姻形式具有强烈的约束性和束缚性[3]；赵明宇（2013）在对我国城市白

领婚姻状况影响因素中提到，城市结婚的成本相比农村而言较高，目前的结婚形

式也越来越高级，交易化婚姻屡见不鲜，彩礼和嫁妆对婚姻也有着一定的影响[4]；

根据白玮炜（2013）的研究，她认为家庭经济状况也会对婚姻质量产生影响；梁

土坤（2019）也同样提出男女双方的经济基础影响婚姻状况，特别是住房产权问

题。

（3）社会因素

在社会因素中，婚姻状况受到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和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的

影响。白玮炜（2013）认为，80 后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双方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

位密切相关；郭显超和黄玲（2014）在研究目前婚姻市场状况中指出，男女性别

比例失衡严重，婚姻市场发展前景受性别比例失衡影响较深，男性比女性结婚难

[5]；潘乐乐（2015）认为由于随着社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大加快了

人口流动速度，导致婚姻距离也在扩大；梁士坤（2019）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婚

姻时指出，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婚姻。

1.2.2 关于残疾人婚姻状况的研究

李荣时（1990）是我国较早开始关注残疾人婚姻问题的学者，其认为我国残

疾人的婚姻问题是很严峻的，第一是因为未婚的残疾人数较多，其中残疾类型为

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的残疾人结婚难度比其他残疾类型的残疾人更大；第二是因

[1] 梁土坤.可行能力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7(03):91-100.
[2] 陈卫.中国妇女婚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02(04):32-35.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
02.04.007.
[3] 苑国华.论经济因素对人类婚姻形式的影响[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0):7-9.
[4] 赵明宇.经济因素对城市白领人群婚姻的影响[J].科技资讯,2013(01):226.
[5] 白玮炜.影响80后婚姻质量的因素及对策[J].学理论,2013(02):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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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性相比男性而言，结婚的可能性较小[1]。近几年来，研究婚姻问题的学者众

多，但是研究残疾人婚姻问题的学者却很少。余道清（2008）在研究残疾人婚姻

问题时分别从受教育程度、思想文化程度和国家制度方面进行探索[2]。解韬（2014）

对残疾人婚姻问题的研究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具有较为综合和充分的视角，从

经济支持角度和生理特征角度来看，该学者对残疾人婚姻的影响同之前学者得出

来的结论并无太大差异，他指出，从就业的角度出发，已就业的残疾人与未就业

的残疾人相比更有可能结婚；家庭收入较高的残疾人结婚率高；残疾等级越高的

残疾人行动能力、生活能力较低，所以结婚的可能性就很小；非农业户口的残疾

人结婚的可能性较高，相比之下，农业户口的残疾人结婚可能性较低；残疾人结

婚的可能性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变大；与李荣时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男性残

疾人的结婚率比女性的低[3]。

1.2.3 关于残疾人婚姻状况影响因素的研究

（1）人口因素

何小英和唐立新等学者（2008）在研究广东省残疾女性的婚姻状况时指出，

有三个主要的因素会影响其婚姻状态，其中生理条件方面的缺陷给残疾妇女步入

婚姻带来了较大的挑战[4]。Bdour NTAL等（2019）认为残疾人的婚姻问题因每

个案件的性质及其特殊性而异，并因残疾类型等不同变量而异[5]；倪晓峰（2008）

指出，不同的户口性质对残疾人的婚姻也有不同的影响，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无

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6]；郭未和解韬（2009）从微

观角度研究影响残疾人婚姻的因素，其中包括残疾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

等[7]。宋宝安和姜丽（2012）在研究残疾人婚姻状况时，通过对残疾人性别和城

乡所在地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农村男性残疾人较女性残疾人结婚难度更大；在户

口性质方面，农业户口的残疾人较非农业户口的残疾人结婚难度更大；对残疾类

[1] 李荣时.简析中国残疾人口的婚姻状态[J].人口研究,1990(04):15-20.
[2] 余道清,邓敬雄.残疾人婚姻家庭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中国残疾人,2008(01):36.
[3] 解韬.我国成年残疾人口的婚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4,36(01):54-63.
[4] 何小英,唐立新,邓爱玲,何波,杨秋苑.影响广东省育龄残疾妇女婚姻因素的调查分析[J].中国康复,2008(04):
257-258.
[5] Bdour NTAL, Shogirat FMAL. Disabled People Marriage; an Overview for Different Perspectives[J].14t
h PARIS Int'l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Education,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2019,9-12.
[6] 倪晓锋.中国大陆婚姻状态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J].南方人口.2008.
[7] 郭未,解韬.中国听力残疾人口的婚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9(03):67-7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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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分类时发现，肢体残疾人更易结婚[1]。姜全保（2013）指出，随着我国计

划生育政策落地，在残疾人婚姻领域中，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尤为突出，从

而导致青年残疾人未婚比例较高。可见，人口性别结构是影响青年残疾人婚姻状

况的重要因素[2]。Savage A（2016）认为如果妇女的残疾状况是先天或遗传导致

的，并且他们有认知障碍、行动受限、受教育程度较低或劳动力参与水平较低，

则他们的结婚率也会很低[3]；艾靓（2017）指出，残疾人未婚的影响因素不仅包

含残疾人的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受教育水平等，还包括残疾人的残疾类别和

残疾等级，智力残疾、言语残疾、精神残疾等残疾类型的残疾人结婚的可能性较

低，因为这些残疾类型可能影响到其生活自理能力；而那些能够基本维持自身正

常生活的残疾人结婚的可能性较高[4]。

（2）经济因素

苏雪萍（2005）指出，青年残疾人结婚的难点主要在于经济来源有限，无法

承担高昂的婚姻开支。此外，由于残疾人身体或心理方面的缺陷，其在劳动力市

场中处于竞争劣势，难以获得好的工作机会[5]；何小英和唐立新（2008）提出，

在广东省，残疾妇女社会地位低，受社会歧视严重，另外经济收入低，生活尚且

维持，以上原因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残疾人妇女的婚姻[6]；王献蜜和刘梦（2008）

指出残疾人结婚面临的重要困难是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会导致他们的生活质量较

低[7]；孙淑君（2009）认为影响残疾人组建婚姻家庭的原因是生活中的艰辛苦难

使残疾人没有勇气谈恋爱，经济收入更是让家庭不堪重负[8]；郭未和解韬（2009）

在研究残疾人婚姻时指出，影响残疾人婚姻有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包

括国家指定的方针政策、国家发展动向、价值体现和资源环境等，微观因素包括

个人的就业、社会保险和家电拥有情况等经济因素；艾靓（2017）认为残疾人的

婚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就业状况、收入水平以及家庭状况等；宋宝安

[1] 宋宝安,姜丽.东北三省农村残疾人口的婚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兰州学刊,2012(01):106-112.
[2] 姜保全,李晓敏,MarcusW·Felderman.中国婚姻挤压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01).
[3] Savage A,McConnell D. The marital status of disabled women in Canada:a population-based analysi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Disability Research, 2016,18(4):295-303.

[4] 艾靓吉成霖,胡苏敏.湖北省适龄残疾人未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残疾人发展理论研究,2017,1(01):65
-78.
[5] 苏雪萍.解析残疾青年婚姻缺失成因[J].青年探索,2005(04):15-17.
[6] 何小英,唐立新,邓爱玲,何波,杨秋苑.影响广东省育龄残疾妇女婚姻因素的调查分析[J].中国康复,2008(04):
257-258.
[7] 王献蜜,刘梦.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现状及主要需求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03):51-57.
[8] 孙淑君.沈阳市残疾人婚姻家庭现状分析[J].沈阳干部学刊,2009,11(06):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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