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政部统计的最近5年的离婚数量 （单位：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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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与2008年相比，我国的
粗离婚率5年间增长了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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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近日，网络上一条据称是外媒报道的消息引发关注，这条消息称“北京目前的离婚率高
达39%”。不少网民惊呼“离婚率也面临‘爆表’”！

记者从民政部、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虽然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导致统计数据上有很
大的差异，但我国多年来离婚率平均以8%以上的幅度增长的确是事实。那么，导致我国离
婚率攀升的“推手”到底是什么？我国该如何面对高离婚率时代下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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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网上
盛传的“北京 39%的离婚率”并不
是我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且其用
离婚数与结婚数简单相除得出的
这种“离婚率”也并不能完全反映
真实情况。

目前，我国统计离婚率的口径是
“粗离婚率”，即离婚人数与全部人口
的比率值，2012年我国的这个数字
为2.3‰，而按照“简单离婚率”的算

法，2012年我国总登记结婚人数为
1323.6万对，登记离婚人数为310.4
万对，“离婚率”在24%左右。

不过，民政部门的不少人士表
示，虽然统计口径上有差别，但我国
近年来离婚率逐年快速攀升确实是
显而易见的。

而在北京市，离婚人数的增幅超
过了全国的平均值，《北京市民政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北京

市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3.8万对，比
2011年的3.3万对增长了15.9%，是
全国增幅平均值的近2倍。

不过，在粗离婚率增加的同时，
我国的粗结婚率也在增加，2008
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1098.3万对、
粗结婚率为 8.3‰，到 2012 年这个
数字上升为 1323.6 万对、9.8‰，5
年间粗结婚率的增幅也达到了近
20%。

最近5年我国离婚率增长近40%

高离婚率时代 您对婚姻还有信心吗

专家指出，无论我们悲喜与否，我们都
无法逃避已经进入了高离婚率时代这个社
会现实。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高
离婚率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个人的自
由和隐私权的受保护，但高离婚率的背后
蕴含的是，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高度不
稳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婚恋观、价值观上
的非理性变迁。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不以‘找情人’‘包
二奶’为耻，反而作为成功的标志来炫耀，这
不仅是道德滑坡的问题，而且反映了组织以
及文化等社会约束机制的瓦解。”于海说。

专家指出，很有必要通过纪律约束、法
律规范等手段，加大对婚姻不道德行为的
人的约束，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中加
强这一环。

此外，在传统婚姻观的瓦解加剧婚姻
解体的形势下，我国有必要重新构建新型
的婚姻观。如今不要说一线城市，甚至在
小县城，人们的婚姻观都在发生变化，也促
使着离婚由以往的被动式向主动式转变，
现在的夫妻越来越注重自我，而不是为了
孩子或生存非要凑合着过下去。

专家建议，新型的婚姻观就是要求在
生活中，夫妻双方要尽可能培养共同兴趣、
爱好；在事业上，要努力尝试共同参与和帮
助；同时，要学会相互宽容、理解对方，提高
处理婚姻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动辄用离婚
来解决问题。

“高质量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的婚姻，
而是非常善于处理问题和危机的婚姻。”经
常代理离婚诉讼案件的北京市龙佑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晓杰说，强化婚前的慎重决定
和选择也有必要，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有利
于避免离婚。

此外，一些专家也呼吁，为了减少假离
婚现象，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之
前，要考虑其可能对道德观念和社会结构
产生的影响，多一些论证、听证、试点；出台
之后留出观察期，一旦出现不良后果及时
进行修正。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离婚的
原因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来看，把婚
姻当成达成某些目标的“桥梁”、争夺
财产、第三者插足、为了达到规避政
策目的的假离婚，是推高我国离婚率
的四大“推手”。

一些婚恋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指出，现在部分人群婚恋观严重
扭曲，他们往往把婚姻当成达成某
些目标的“桥梁”，比如出国、户口、
工作、住房甚至是解决生活暂时遇
到的一些困难等，而不是把婚姻建
立在真实的情感基础上，因此这
些人的婚姻基础非常脆弱，一旦
目标达成或者另有“高枝”出现，
就马上“过河拆桥”，婚姻一般迅
速破裂。

部分处理离婚案件的法院人士
指出，由于我国部分公民的财富增长
较快，近年来涉及财产纠纷的离婚案
件也在增多，不少离婚案件往往是由
于一方对另一方财产的分配和支配
权不满意，或者一方为了更好地保护
财产，而导致了诉讼离婚。

此外，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的第三
者插足问题，依旧是导致近年来我国
离婚率攀升的代表性“推手”。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由于传统观念的约
束性越来越弱，更由于一些不良社
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不少已婚人
群对婚姻的忠诚度越来越低，婚外
情现象日趋严重，“小三上位”不断
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婚姻也就成
为“易碎品”。

另外，据记者观察以及一些民政
部门的人士介绍，随着在拆迁补偿、
房屋限购、汽车限购等方面钻政策空
子的现象越来越多，以前并不多见的
假离婚现象也成为近年来离婚率攀
升的一个新“推手”。

据一位在基层民政部门工作
的人士介绍，现在两个人笑嘻嘻
地来离婚的情况在增加，其中中
老年人群占了不小比例，这些人
中不少并不是因为感情破裂来离
婚，而往往是用离婚来规避一些
政策上的限制以获得利益的最大
化或者保全自己的利益，“经常会
发现个把月前俩人笑呵呵地来办
离婚，个把月后俩人又笑呵呵地
来办复婚”。

我国该如何面对高离婚率时代

最近5年离婚率增长近40%

四大“推手”推高离婚率

@媚星子：最新问候语出炉,见面问
声“你离了吗？”折腾与被折腾的结果。

@电台秋月：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比婚
姻家庭的解体带来的悲苦更严重。

@我的故乡我爱的人：还是钱先生说
得好：城里的人想出城，城外的人想进
来。婚姻就如一座城堡，在开放的大环境
下，个性得以舒张，自然进出的人就多
了。就事论事而言，很难说谁对谁错，受
伤的终究还是孩子。

@杨大林VIP：高离婚率，不知道是
否社会进步。从女性角度看，高离婚率的
背后，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
例如有退休金，有保险，男人的作用越来
越被取代，女性不再像古代那样只能依靠
男人才能够生存和受到保护。女性对于
婚姻的依赖主要建立在情感上，一旦情感
出问题，就很容易离婚。

@颍河以北2013：婚姻的维系固然
有社会进步变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夫妻
之间强大的凝聚力！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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