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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社会上出现一个新现象：由于离婚率的上升，萌发并

带动了“离婚经济”，如离婚调查、离婚咨询、离婚诉讼等。对“离婚经

济”我们应正确看待，笔者认为婚姻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是密切相关

的，“离婚经济”的背后其实是社会经济问题。 

  首先要看到的是离婚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双重作用，这里既会产生一

些社会经济收益，也会产生一些社会经济成本。社会经济收益主要指：

一是可以催生一些服务产业。如婚姻介绍所、婚姻咨询公司等业务量就

会增加。二是对消费需求有一定刺激，如住房、家电、家具等方面的需

求会有一些增加。三是对社会生产方式会产生一些反作用。婚姻结构与

社会经济结构是一对互动的范畴。一方面，社会经济结构要求与其相适

应的婚姻家庭结构。如小而分散的小农经济天然需要一种大家庭式的家

庭结构。因为大家庭所体现的分工和规模经济以及抗风险的功能较好地

弥补了小农经济的不足。而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则对家庭

结构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婚姻家庭结构对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

产方式也有一定反作用。随着社会离婚人数的增加，社会的产业结构和

企业的生产行为也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如围绕婚姻的服务产业比重就

有可能增加等。 

  离婚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产生许多成本，例如：离婚会影响个人情

绪，进而可影响工作效率；离婚过程需要时间，这对社会发展也是一种

浪费；离婚对子女成长和发展会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离婚会增加社会

秩序的建设成本，如有可能引致伦理道德方面的变迁，而这种变迁往往

需要社会支付一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成本，这对社会而言，也是一种资

源损失。 

  “离婚经济”的背后是社会经济问题。婚姻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是密

切相关的，婚姻问题深层次也是一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变相反映。如社会

诚信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到家庭诚信，亲子鉴定，私人侦探等，都与社会

诚信缺失有关。再如不公平和贫富差距问题，这对个人心理和家庭稳定

都是一个考验。另外，失业率的上升对婚姻的稳定性也会产生重要影

响。个人经济地位的平等是社会地位平等的重要基础。对家庭内部而

言，内部成员收入的不平等会影响到家庭地位的不平等，这对婚姻的稳

定性就会产生直接影响。再有，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婚姻也有重要影响，

如男女比例失调、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都会对婚姻产生重要影响。 

  婚姻是组建家庭的基础，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有效、有理、科

学地处理好现代社会中婚姻与家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越来越复杂的家

 



庭经济问题，是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之一。因此，对“离婚经济”我
们应予以正确对待。一方面，对“离婚经济”应进行规范和引导；另一方

面，要积极促进社会经济更加和谐发展，这是协调“离婚经济”健康发展

的关键之策。其中的措施可以包括：防止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调，实行科

学的人口政策（这里既要保证人口性别比例在空间维度上的合理配比，

也要保证人口性别比例在时间维度上的合理配比）；保护弱势群体利

益，防止由婚姻问题产生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在制度创新上做好文

章，要着力建立和谐、公平、人本的制度体系；要进行文化观念创新，

要提倡更加健康、文明、理性和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健全完

善婚姻市场的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法制，有效防止婚姻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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