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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价彩礼”已经成
为严重的农村社会问题

春节前后一向是农村年轻人密
集结婚的时期，常年打工在外的年
轻人，此时赶回农村举办婚礼，在
外务工的亲朋好友也在这个时候聚
集得最多，参加婚宴的人也越多。
与婚礼相伴随的是，相亲的也比较
多。20 岁左右的农村单身青年，
春节期间回家，主要就是被父母逼
婚或赶相亲的场子，无论是大学生
还是打工仔。一个春节过下来，一
般人都要相亲数次甚至是十数次和
数十次，每天不是在相亲就是在去
相亲的路上。

春 节 期 间 男 女 双 方 谈 婚 论
嫁，除了既定的程序要走之外，
主要谈的就是“彩礼”。媒体近
年都在春节期间报道过“天价彩
礼”，不久前还有报道说，一个
农村小伙子在结婚当天晚上锤死
妻子的惨剧。农村彩礼已由几千
块钱迅猛地涨到了十万以上，有
的地方到了二十万元，如果算上
其他的花销，包括宴席、请媒、
房子、车子等，那么结一个婚下
来，男方父母要付出四、五十万
元的成本。如果一对父母从年轻
时期开始为儿子结婚积攒财富，
每年存下两到三万元，正好在
20 年左右把这个钱攒上。按照
现在的工薪和农民收入，可以达
到每年攒下这个数字，但是 20
年前却无法攒到这么多。那么，
父母为儿子结婚就得借钱，一般
一个儿子要借 10 到 20 万元，有
的甚至更多。如果有两个儿子，
则第二个儿子很难成婚，如果有
幸成婚，那么父母就要借更多的
债务。如果一对五十岁左右的父
母欠债 20 万左右，那么他们除
了要照顾孙辈以外，就还得至少
有一个人外出务工以还债，而儿
子媳妇有自己的小家庭，不会分
担自己结婚所致的债务。如果父
母能够工作到 65 岁，每年存下
一万五到两万元，到 65 岁左右
终于还清了债务，但是自己也已
经积劳成疾了。因为给子女付出
了很多，对子女的期待也就很
大，等到自己动不了的时候，子
女却无法顾及自己的生活，与自
己的期待反差很大，很多人受不
了，于是和子女发生剧烈冲突，
有的老人因此而负气自杀。这种
情况在陕西关中农村已经开始
出现。

“天价彩礼”，除了使中年一
代压力巨大、老年人被忽视以
外，“天价彩礼”还造成了其他
负面后果，包括骗婚、拐卖婚、
跨国拐卖等现象。其中骗婚主要
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高额彩礼，
有本地媳妇骗婚的，也有带外地
女孩来骗婚的。还有一个后果
是，那些支付不起“天价彩礼”
的男子，就很可能被剩下来，成
为光棍。据说，由于男女出生性
别比问题，未来数十年全国婚姻
市场上将出现 3000 万光棍。

二、农村“天价彩礼”
成为社会问题的几种解释

“天价彩礼”说的不仅是彩礼
本身，背后的实质是高额的婚姻
成本。婚姻本是两个人的事情，
或者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成
本也应由两个人或家庭来承担。
但是在农村，由于男婚女嫁的传
统习惯还根深蒂固，婚姻的成本
由男方家庭承担。这就造成了男
方父母对儿子婚姻的高度焦虑，
把所有的婚姻压力都给承担下
来。“天价彩礼”或者说高婚姻成
本，之所以会在当前出现，有以
下几种解释：

一是本地媳妇说。这种理解
认为，在农村婚配中，所有的人
都倾向于在本地找媳妇，而不愿
意到外地找媳妇。原因是婚姻是
结秦晋之好，两姓之谊，跟本地
人联姻，既有利于两个家庭之间
的相互帮助、相互提携，也可以
沟通两个宗族、两个村庄的关
系。对于小家庭而言，他们生活
的社会资本就增加了，不仅有利
于生活，而且有利于婚姻的稳
固。而娶外地媳妇，一方面，外
地媳妇极有可能不习惯这里的生
活而容易跑掉，跑掉之后既找不
到她们的娘家人，也找不到她们
本人。另一方面则是异地婚缺少
了娘家这个支撑，小家庭的社会
资本就使本地婚少了许多。这样
形成的习惯是，农民较容易接受
本地婚，而歧视异地婚，认为娶
本地媳妇才是正常的，娶外地媳
妇则是没本事的表现，在许多地

方这样的家庭会被人家看不起。
大家都知道娶本地媳妇贵，娶外
地媳妇便宜、成本低，但是大家
还是愿意娶本地媳妇。而本地女
孩本来就稀缺，大家都来争，就
使得她们更为紧俏，女方父母就
会漫天要价，而男方父母则为了
使自己的条件更有吸引力，就会
不断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女方优
先选择自己。那么，在男女双方
的共同努力下，彩礼或者婚姻成
本就不断攀升。

二是激烈竞争说。这个观点
说的是，女方家庭相互比较、相
互竞争，看谁嫁女儿索要的彩礼
更多。如果哪家嫁女儿索要的高
额彩礼，突破了当地之前的上
线，那么这家就会在当地非常有
名望，大家都觉得这家的女儿很
好，很优秀，嫁得很值。于是都
要往这个标准靠拢。如果哪家没
有索要足够多的彩礼，就会认为
是便宜嫁女儿，说明女孩子不咋
地，父母脸上就会无光。为了使
自己脸上有荣耀，就得索要更高
的彩礼。大学毕业后在本地成婚
的，也要索取高额彩礼，否则也
没面子。而有的女方家长比较开
通，不想给男方带来压力，就明
确说不要彩礼，但是女方家长得
在村庄里到处宣传是自己不要彩
礼，而不是对方不给彩礼。女孩
越漂亮、越有才华、女方家庭条
件越好，就越可以索取高额彩
礼。相反，如果男方家庭条件越
好，女方索要的彩礼就会相对较
少，因为男方这个时候因为经济
条件而处在在婚姻市场的上游。
我们调查到很多这样的案例，一
个婚龄男子，长相丑陋，一直找
不到女孩，但是当他们家在县市
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建了房子，
很快就可以成婚。

三是高性别比说。据说未来
有数十年，中国将有三千万三十
五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子难以成
婚，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多
年，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
三千万，出生性别比在 100:130 之
高。这么高的性别比，使得女性
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她们就以此为要挟，在婚姻市场
中要高价。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解
释。如果性别比相当，男性成婚
不是问题，就构不成对男方父母
的压力，那么男方父母就可以在
较低的价格下跟女方谈判，如果
女方索要高价，包括高额彩礼、
县市里的房子、车子等，那么男
方父母可以扭头就走，他们还可
以在另外的家庭中寻找到合适的
女孩。女方索要高额彩礼就会归
于失败，高额彩礼就不存在。而
性别比较高时，同样的情况，当
男方扭头走了之后，他在其他家
庭也难以再找到合适的女孩。所
以，在这个时候，不仅女方处于
卖方市场，有资本索要高额彩
礼，男方也会主动创造条件来吸
引女方，这样，男女双方将彩礼
推向天价。

四是男女地位说。意思是，
在女性地位比较高的地方，彩礼
就不会很高。因为女儿在家庭中
有较高说话的能力，她为了未来
小家庭考虑，而不会向男方家庭
索要高额彩礼。全国的情况是，
东北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的女性
地位比较高。但这两个地方彩礼
其实并不低。比如江汉平原的荆
门，虽说账面上的彩礼是不高，
但是男方要成婚，必须在县城或
者市里买房子，现在条件还在攀
高，轿车也已经进入彩礼之中，
很快就会普及。所以这个说法具
有 个 别 性 ， 不 具 有 普 遍 的 解
释力。

五是文化差异说。虽然外地
媳妇便宜，但是很多地方都不娶
外地媳妇，宁可要高价的本地媳
妇，除了社会资本和容易跑掉之
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化上具有
差异。在中国农村，外地媳妇主
要来源是江汉平原和云贵川等地
区，这几个地方男女平等程度较
高，当地文化中生男孩、传宗接
代的观念已经非常薄弱，如果娶
到这些地方的媳妇，很可能在生
了头胎 （女孩） 之后就不愿意再
生二胎 （男孩） 了。这对于父母
辈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所以，为
了稳妥起见，在生男孩、传宗接
代观念比较强的地方，就不太倾
向于娶外地媳妇。这有一定的道
理，但是在男方宗族性村落普遍
要求生男孩，传宗接代观念也比
较强，但外地媳妇很普遍。所以
这种说法不太靠谱。

六是彩礼归谁说。彩礼的归

属问题，在南方与北方是有差异
的，在南方一般归属于女方家
庭，而北方则会随嫁妆转移到男
方小家庭。这个观点认为，婚姻
的配对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在北
方，彩礼归男方小家庭，若女方
家庭的经济条件好，他们就会索
要更高额的彩礼，因此形成示
范。而在南方，因为彩礼是归女
方家庭，如果女方家庭条件好，
就不会索要高额彩礼，那么它的
示范效应就是不要高额彩礼。但
是，在北方，尽管彩礼归男方小
家庭，而经济好的女方家庭应该
是配对经济条件同样好的男方家
庭，这个时候就不会索要高额彩
礼。男方家庭条件越好、兄弟越
少，女方索要的彩礼就越少，反
之亦然。而在南方，彩礼是给女
方的，女方条件差，就越应该索
要高额彩礼，但是没有为什么
索要。

七是地域差异说。说的是在
某个区域内，因为某个片区经
济 较 另 一 个 或 多 个 片 区 要 发
达，农民的生活水平要高，那
么在较穷地区的女孩就会流向
较富裕地区，不要彩礼也会过
去。这样就造成较穷地区的男
子结婚压力增大，这些地区的
家庭为了留住本地女孩就会给
更多的彩礼，从而使得该地区
的彩礼迅速拔高。这个解释与
婚姻梯度理论有相似之处，婚
姻梯度理论的通俗版就是山上
的姑娘嫁山下，山下的姑娘嫁
城郊，城郊的姑娘嫁城里。结
果 是 城 里 的 男 孩 最 容 易 成 婚 ，
婚 姻 成 本 最 低 ， 次 之 则 是 城
郊，最难成婚的则是山上的男
子。山上的男子要成婚就得提
高自己成婚的资本，给更多的
彩 礼 ， 或 者 在 城 里 买 套 房 子 。
在 我 们 调 查 的 湖 北 应 城 地 区 ，
彩礼比较少，但是必须要在县
市有套房子，在农村即便有别
墅，女孩也看不上。

三、农村彩礼水平高低
与南北方地区父代责任差异

与“天价彩礼”相关的一些现
象往往是联系在一起，一是彩礼与
光棍，彩礼比较高的地方，光棍相
对比较少，反之彩礼较低的地方，
光棍就比较多。二是彩礼与通婚
圈，彩礼较高的地方一般还保留着
传统的通婚圈。适龄男女多在本地
找对象，只有少数女性和男性找外
地对象。而彩礼较低的地方，传统
通婚圈一般被打破，异地婚成为普
遍的婚姻形式。三是彩礼与代际责
任，父代对子代婚配责任较重的地
方，一般彩礼也较重，而父代对子
代婚配责任较轻的地方，彩礼也较
轻。四是彩礼与异地婚，彩礼低的
地方外地婚占主导，外地婚的特点
是弥散性的，全国各地的都有，外
地媳妇相互之间结不成团，而彩礼
高的地方则会有集群性特征，一般
是在本地结不了婚的男子娶云贵川
或越南、缅甸等地的女子，这些媳
妇娶进来之后会聚集在一起结成类
似娘家的一种结构。这就是说，彩
礼与父代责任、通婚圈和光棍等现
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彩礼与
父代责任重、保留传统通婚圈及光
棍少等联系在一起，而低彩礼则与
父代责任轻、通婚圈被打破及光棍
较多挂钩。

在 父 代 责 任 较 低 的 南 方 农
村，生儿子、传宗接代的观念很
强，这些地区计划生育三十几
年，纯女户一直是比较稀罕的，
突然一个乡镇出现一两户纯女
户，便成了乡镇干部吹嘘的政
绩。照说，在该地区，父代传宗
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很强，他
们对子代的婚姻问题应该很上心
才是，甚至应该把它当做头等大
事来完成。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在该地区，父代将子代养大成人
之后，对子代的责任就慢慢变
弱，尤其是在子代成婚之后，就
完全从对子代的付出转变为向子
代索要回馈，子代对父代的责任
逐渐增大。子代成婚可以视作是父
代的人生任务，父代会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为子代做好这个事情，但
不会倾尽所有，将自己毕生的精力
和身体都耗在子代成婚上。婚配在
该地区，主要是子代个人的事情。
父代要做的，仅仅是举办一场婚
宴，让子代在仪式上完成婚姻，至
于建房子、说媒、彩礼等，父代有
能力做就做，没能力做就不做。父
代不做这些，也不会觉得亏欠了子
代。所以在南方农村，父母没有强
烈催婚、逼婚和强迫相亲的现象，
只是每次春节回来问问有女朋友没

有，如果有，为什么不带回来；如
果还没有，就鼓励开年后要找一个
回来。如果多年都没有带女朋友回
来，自己的年龄又大了，舆论上的
压力主要不是针对父母，也不是说
父母没有本事为子女成婚，也是针
对子代本身，说子代这么大了也不
懂事，也不想想自己的父母都五六
十岁的人了，还不赶紧找媳妇结
婚，给父母抱孙子。父母的年龄越
大，子代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既然婚姻是个人的事情，那
么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男子
个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到打
工流入地去解决。在打工地解决
不仅有时间接触女孩，在空间上
也可以接触更多的女孩。而在家
乡本地，时间上只有过年前后的
一个月，比较仓促，更重要的是
本地女孩也外出打工。这样的结
果是，南方农村在务工潮来临之
后，异地婚就越来越多，娶外地
媳妇也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和正当
性，歧视外地媳妇的观念逐渐退
却，进而使得本地传统的通婚圈
被打破，本地婚越来越少。传统
通婚圈被打破意味着婚姻的本地
市场被纳入到婚姻的全国市场。
也就是说，南方农村的男子是在
全国婚姻市场上进行婚姻交易，
女方父母嫁女儿也是在全国市场
上要价。男子的婚姻成本等于全
国的平均水平，女方的要价也是
全国的平均价格。即便依然是本
地通婚 （男女都是本地人），但
女方已属在全国市场上要价，因
而也要不起高价了。因为，如果
女方对男方的要价高于全国的平
均价格的话，男方就会感觉负担
不起，或者划不来，他们就很可
能放弃本地婚，退而求其次，到
打工地去娶外地媳妇。外地媳妇
所能要的价格也是全国平均价
格。婚姻的全国市场是要不起高
价的，所以彩礼在当地就不会因
为某些女方家庭的要价高而水涨
船高。婚姻的其他成本也是这个
道理。

质言之，在南方农村，男子的
婚配问题，虽是父母的人生任务，
但更多的是个人的事情，而不是父
母的责任。

而在北方小亲族地区，村庄
内部由多个小亲族组成，小亲族
之间在各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
争，包括村庄政治、人情面子
等。竞争胜负的基础在于小亲族
内部拳头的多少，也就是有多少
成婚的男丁，这样的人越多，在
村庄中就人多势众，打起架来赢
的机会就大。所以每个小亲族、
每个家庭都希望生多个男孩，并
极力要为男孩成婚，以便于再生
更多的男丁。所以在北方农村，
生男孩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逻
辑，而是再生更多男丁的逻辑，
那么为每个儿子结婚就变得很重
要，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就非
常强。这就是说，小亲族竞争的
逻辑强化了父代对子代的婚配
责任。

这样，在北方农村，父代为
子代成婚的责任就真正的成为了
他们的人生任务，完成人生任务
就是他们毕生的追求，这里面就
涉及到他们的人生价值的实现、
村庄生活的尊严面子、生活是否
圆满等问题。如果没有给每个儿
子都结上婚，就意味着自己的人
生任务没有完成，意味着自己在
村庄里的生活是有极大缺憾的，
同时在他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如果生了儿子却不能给他结婚，
就是自己的最大过错和失职，是
自己对不起儿子，因而会很愧对
儿子。只有给儿子结婚了，才觉
得对得住儿子，为儿子该做的都
做了，在儿子面前才能挺直腰杆
子。那么，在北方农村，子代婚
配的压力就集中到了父代身上，
他们从生下儿子开始，就焦虑着
儿子成婚的事情，就在为儿子十
几二十年后的婚姻操心做准备。
而男孩自己却不用自己去操心结
婚的事情，一切听从父母安排便
是，从相亲到结婚，均由父母一
手操办。年轻人自己打工挣的钱
也交给父母支配，积累起来以备
婚姻的各项花销。

既然婚姻是父代的事情，父
代在子代婚姻过程中要做的主要
有三件事情：一件是准备子代结
婚的相关条件，这需要花费半辈
子时光；第二件是在儿子婚后偿
还婚姻所致的一切债务，这是父
代的责任，与子代小家庭无关；
第三是给子代物色合适的婚配对
象。就第三件而言，父代要为子
代物色对象，他们会在哪里物色

呢？当然是在本地物色，一是因
为他们人就在本地，二是因为本
地婚一直受到追捧。他们通过本
地的社会关系、亲朋好友、专业
媒人、中介机构等，在本地给子
代寻找合适的对象。当所有的父
母，以及上述各类主体都在本地
为婚姻配对穿梭时，就会强化本
地既有的婚姻配对结构和对本地
婚认可的观念。其结果是，传统
通婚圈并没有因年轻人外出务工
而被打破，反而是被加固了；本
地婚优于外地婚的观念也被强化
了，更加具有正当性和政治正确
性。这就是为什么北方农村的年
轻人在春节前后的一个月里有着
密集的相亲和结婚，而南方农村
却没有相应现象的缘故。

传 统 通 婚 圈 的 维 系 ， 使 得
北方农村的婚姻被置入两个市
场之中，相对稳定和封闭的本
地市场，和与之相对的开放的
全国市场。当前全国市场的基
本特点是，男女性别比的严重
失衡，导致全国婚姻市场上竞
争较为激烈，女方家庭占据绝
对优势，而男方家庭则处在婚
姻的焦虑当中，大家都不想成
为三千万分之一，于是竞争愈
发激烈。在此背景下，北方农
村的本地婚姻市场必然受到全
国婚姻市场的冲击和挤压，一
个是本地婚姻市场上女孩流向
全国婚姻市场 （虽然远远没有
南方农村严重），本地婚姻市场
内 部 男 女 比 重 失 调 愈 发 严 重 。
另一个是男女双方父母会感受
到 全 国 婚 姻 市 场 的 高 度 竞 争 。
全 国 市 场 上 婚 姻 竞 争 越 激 烈 ，
对本地市场主体的心理冲击也
就越大，本地男方家长就越发
感到儿子成婚的难度，而女方
家长则越发感受自己的优势地
位。于是，男方家长为了使儿
子的成婚可能性加大，或者更
快、更早地配对成功，就会努
力 增 加 自 己 的 吸 引 力 和 竞 争
力，包括建更宽敞、更漂亮的
带 院 落 房 子 ， 给 更 高 的 彩 礼 。
男方家长之间在各自条件上的
竞争，抬高了彩礼的价格，提
高了婚姻的成本。同时，女方
家庭处于卖方市场，势必待价
而沽、伺机出价，因为她们的
市场越景气，她们就越掌握谈
判的主动权，可以索要更高的
价格；她们不仅自己索要更高
的价格，还相互竞争、比较着
索要更高的彩礼。如果谁家索
要的彩礼较低，就会觉得这家
的 女 儿 不 好 ， 是 便 宜 卖 女 儿 ，
全家人都没面子。有的女方家
庭甚至会在结婚当日索要更高
的彩礼，否则就不放人，更有
甚者，有的女孩在家长的挑唆
下，在洞房之夜也索要额外的
彩礼及相关婚姻物件。而索要
彩礼高的家庭，在当地会树立
新的标杆，成为女方家庭竞相
超越的对象。这样，女方家庭
之间在彩礼要价的竞争，也极
大地抬高了彩礼价格和婚姻的
成本。全国婚姻市场竞争越激
励，北方农村本地婚姻市场上
的竞争也就越激烈，彩礼的要
价就会不断攀升。基于本地婚
天然的政治正确性，男方家庭
不会轻易到全国市场上去物色
女子，也就使得本地市场要得
起高价。

由于父代的责任强大，父代
就会集结全家之力，即调动家庭
所有的资源和劳动力为子代成
婚。家庭经济状况成为北方农村
婚配最重要的条件，而个人的禀
赋和条件则退为其次，甚至不重
要。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男子相亲
无数而无果，一旦家里建了个带
院落的房子，就立马会被当地女
子趋附之的缘故。因为集全家之
力、个体条件不重要，那么那些
个体条件差的男性也可以结婚，
只有真正非常贫穷的男子结不了
婚，使得当地的光棍发生率不会
像南方农村那么高。

为了在剧烈的竞争中胜出，
也就是找到女孩结婚，北方农村
的男方家长除了在彩礼、房子等
硬性条件上下功夫外，还在结婚
的年龄上下功夫。他们会在男孩
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谋划相
亲，如果被相中，就在十八九岁
结婚。如果不成功，则有时间多
相亲几年 （每年春节相亲），直到
二十四五岁的时候相中为止，而
过了这个年龄就很难再相到了
—— 就 普 遍 被 认 为 是 要 光 着 的
了。人们相信媳妇难找、彩礼会
越来越高，越早出手对自己越有

利。所以，由于本地市场的高度
竞争 （比全国市场的竞争要大），
使得北方农村相亲、结婚的年龄
普遍偏低，早婚现象严重。

由于北方农村本地市场的存
在和内部的激烈竞争，便衍生出
了以农村婚姻为生的行业，包括
传统的非职业媒婆转变为职业媒
婆，婚姻中介机构在北方农村兴
起；还有些带有非法性质的团伙
如拐卖妇女、骗婚团伙等皆在北
方本地市场中出现；北方农村新
近还出现了专门从越南、缅甸等
地介绍婚姻的组织，他们不仅从
这些地方介绍女子过来，还对他
们进行专门的语言、生活方面的
培训等。这些次生市场，是北方
本地婚姻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方农村的外地婚市场，是
专门为那些在本地婚中无法提供
高额婚姻成本的家庭服务的。这
些外地婚市场集中从云贵川和东
南亚国家输入适婚女子，供应给
这些家庭。这个市场的存在，也
与父代的责任较大有关系，即想
尽法子、殚精竭虑也要为子代成
婚，所以不惜专门到大西南去物
色女子，于是逐渐发展成市场行
为。而与之对比的是，在南方农
村，很少有这些集群性的外地婚
姻，跨国婚姻更不存在，就与父
代不担责任有关。

北方农村彩礼和婚姻成本的
不断攀升，给男方家庭带来了巨
大的婚姻压力和焦虑，中年一代
的家长承受了主要的压力，他们
不仅为此耗尽了他们最好、最强
壮的年华，而且还为此负债累
累，到五六十岁还要为还债而远
赴他乡打工。等到他们终于还上
了所有的债务，也差不多灯干油
尽了，身体垮了，没有劳动能力
了，不再可能为余生创造生活所
需。那么一切都还得依靠儿子媳
妇。但是那时，他们的儿子媳妇
正好处在负担最重的中年阶段，
对年老的他们也就无暇顾及了。

四、农村“天价彩礼”
的基本生成逻辑

父 代 对 子 代 的 婚 姻 责 任 较
弱，婚姻成为子代个人的事情，
他们就得自己解决自己的婚姻问
题。而打工潮的出现使得他们更
多的是在打工地寻找合适的对
象，从而使得南方农村传统的通
婚圈很容易被打破，而成为全国
婚姻市场的一部分。即便是本地
人相互通婚，只要被置入于全国
市场，就要不起高价，因而南方
农 村 的 彩 礼 和 婚 姻 成 本 普 遍
不高。

父 代 对 子 代 的 婚 姻 责 任 很
强，婚姻成为父代真正的人生任
务，他们要为子代的婚姻负责。
而父代要为子代寻找合适的对象
只能是在本地找，从而维系了本
地传统的通婚圈，进而使得当地
的婚姻就得面对两个市场，一个
是全国市场，一个是本地市场。
全国市场上的高性别比使得其内
部的婚姻竞争就很激烈，它必然
冲击和挤压本地市场，使得本地
市场上的婚姻竞争更为剧烈。男
方家庭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就会
加筑自己的条件，给出更多的彩
礼；女方家庭在本地市场中的地
位更有利，谈判能力更强，就会
向男方家庭提出更高的条件、索
要更多的彩礼，而且女方家庭会
在婚姻条件、彩礼上相互攀比，
从而不断推高彩礼。

全国市场是要不起高价的，只
能要平均价格，只有本地市场才能
要高价。因而“天价彩礼”只存在
于本地市场中。哪里有本地市场，
哪里就会有“天价彩礼”。

由于父代责任的缺失，本地婚
姻市场解体，婚姻成为年轻人个人
的事情，单薄的个体很容易因为个
体条件的缺陷而无法获得爱情，而
成为光棍。

在北方农村，由于父代对子代
婚姻的负责，本地婚姻市场得以维
系，婚姻成为整个家庭的大事情，
举全家之力为子代成婚，子代的个
体条件就不那么重要了，因而子代
成婚的几率就比较高，光棍相对
较少。

由于父代责任的差异，全国婚
姻市场上的高性别比所带来的
3000 万剩男，最终多数被强制性
地解决在南方农村男子的身上。而
做出牺牲的南方男子又以“老少边
穷”地区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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