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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租房结婚拒绝租房结婚，，受访女性比男性态度更坚受访女性比男性态度更坚
决决

1995年出生的郑月岚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丈
夫也从小生长在北京顺义。她说，“土著”身份让他们
小两口的购房压力小了很多。婚后，两人一直住在公
婆名下的一套小两居里。两年前宝宝出生，空间一下
子就不够用了。前不久，他们置换了一套110平方米
的二手房，位于顺义马坡。在郑月岚的观念里，年轻
人成家了就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处，“如果条件
有限达不到，至少也要保证稳定”。

去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杨，目前在家乡常
州从事法务工作。他正计划着不久后与女友结婚，现
在两人正商量着在南京买房。“我认为年轻人在有能
力的情况下，结婚了还是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婚后
过家庭生活，不再是一个人漂泊不定，房子是不可或
缺的载体。”

李蜜研究生毕业后在广州一家外企就职，现租住
在一间公寓里。从事风险投资的她对买房有着不同
的观点。“从投资收益的角度考虑，租房是每月拿出一
小部分收入，其余能自由支配，可以投资在其他收益
率高的产品上。而买房对于不少家庭都是支付巨额
首付，并长期背负债务，相当于把资产都套在了房产
上，生活缺少很多快乐。”

对成家时买房这件事，李蜜没有很大的执念。“房
子对我不是必需品。如果投资市场波动很大，没有合
适的投资机会，我才考虑买房托底。毕竟房子作为固
定资产，尤其是在一线城市，是比较坚挺的投资品
类。”

调查中，67.1%的受访青年明确，成家时必须要有
自己的住房，12.9%的受访青年表示没有必要，20.0%
的受访青年认为要看情况。

交互分析显示，不同人群在成家购房上的态度存
在一定差异。

在居住情况上，已有自住房的受访者最支持成家
必须要有自己的住房（78.4%）。在生活城市上，一线
城市的受访者对此认可比例最高，为73.0%，其次是二
线城市受访者（67.7%）。

不同年龄中，18岁—25岁的受访者（70.4%）认为
成家必须要有自己住房的比例最高，其次是30岁—35
岁的受访者（69.8%）。此外，受访女性（67.7%）坚持成
家时要有房子的比例略高于受访男性（66.3%）；同时，
在认为没有必要的比例上，受访男性（14.4%）比受访
女性（11.7%）高。两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女性更加
在意成家时是否有房子这件事。

““自己有了房才算是在一个地方生了根自己有了房才算是在一个地方生了根，，能能
踏实地发芽踏实地发芽、、开花开花””

对于为何坚持成家时要有自有住房，郑月岚解
释，她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租房就要面临不断搬
家。自己有了房才算是在一个地方生了根，能踏实地

发芽、开花，才是有了真正的家”。她说，房子本身就
能给人很强的安全感、归属感，“我会不断地添置家居
用品来装饰、充实这个小家。看着生活品质一点点提
升，家也不断温馨起来，幸福感是很高的”。

在很多人心中，有房才有家。为何这种观念会普
遍存在？78.5%的受访青年认为是因为自有住房能带
来安全感、归属感，53.9%的受访青年觉得买房更能提
升居住和生活品质。

“有了自己的房子，不管是未来育儿还是养老，都
更加有自主性。”在袁杨看来，两人成婚后第一套房的
置房费，应该主要由男方承担。“现在青年婚恋市场竞
争激烈，有房也是男士经济实力的证明，能让女生更
安心。”但同时他坦言，自己买房能有底气，一是家里
人在经济上能支持，二是南京房价相对比较友好。他
说，自己相中了南京鼓楼那一片，很繁华，可房价仍远
比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远郊区低了很多。

在李蜜看来，如今房价不低，刚工作没几年的年
轻人大都没有多少积蓄，单靠他们自己，买房属实是
件为难的事，而且买房也不应该是单独哪一方的事
情。“只要两人感情坚固、相互信任，成家时也不一定
非要有房，两人共同的家可以共同去奋斗和打拼。”

27岁的杨平是江西赣州人，现在武汉某检察院任
职。他觉得，房子是生活的一种保障，也是一份家业，
更是对对方的一种承诺，是两人共同生活的物质基
础。他坦言，自己独自一人在异乡打拼，常有无处归
根的孤独感。“如果在一个地方买了房、安了家，我才
会感到是真正地融入了这座城，能让我十分地安心踏
实。”

调查中，50.5%的受访青年认为在传统观念里
自己的房子才是“家”；47.4%的受访青年觉得是出
于家庭实际需求，为育儿养老提供安稳条件；22.9%
的受访青年指出是受传统习俗影响，结婚要配置婚
房。

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秀池表
示，对于产权房和租赁房，人们享有的权益是不一样
的。租房的诸多不便，会坚定人们想要拥有自有产
权住房的观念。而且中国自古就有“有恒产者有恒
心”、购房置地是成功人生写照的看法。因此，很多
人的人生奋斗目标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是能
够理解的。“这样的奋斗目标没有坏处。年轻人就是
要奋斗，无奋斗不青春。但同时，年轻人要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来解决住房问题，没必要为了有房而背上
巨额债务。租赁住房一样可以解决住房问题，同样
能使生活更美好。”

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青年中，已有自住房的占
32.7%，与长辈同住的占37.2%，租房的占21.2%，住宿
舍的占8.1%。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占29.4%，二线城市
的占42.3%，三四线城市的占25.3%。男性占44.2%，女
性占55.8%。18 岁—25 岁的占25.0%，25 岁—30 岁的
占50.0%，30岁—35岁的占25.0%。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比上
年末增加64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9104万人，减少731万人；城镇人口
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

记者根据各地发布的2022年统计公报和公开数据梳理发现，已有9
个省份城镇化率超过70%。从城镇人口数量看，有4个省份超过5000万
人，其中广东超过9000万。从近十年来的城镇化率增幅看，贵州、甘肃、
宁夏提升幅度位居前三。

99省份城镇化率超省份城镇化率超7070%%

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辽宁、浙江、重庆、福建等9个省份城
镇化率都已经超过70%，比上一年增加1个，即福建。2022年年末，福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0.11％，比上年末提高0.41个百分点。

目前，上海、北京、天津这三大直辖市城镇化率位居前三，且均已超
过85%，比肩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其中，上海以89.3%位居榜首；北
京次之，达87.6%；天津为85.11%，位居第三。整体来看，这三大直辖市
作为城市经济体，经济发展以二产和三产为主，一产以及一产人口所占
的比重已经非常小。

三大直辖市之后，其他省份城镇化率均低于75%，其中第一经济大
省广东和第二经济大省江苏分别为74.79%和74.4%，分列四、五位。与
上一年相比，今年城镇化率第六的省份发生了变化，上一年第七的浙江
超越东北省份辽宁，上升至第六，城镇化率达到了73.4%。辽宁则退至
第七，城镇化率为73%。

在城镇化率超过70%的省份中，有7个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即
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以及东南沿海四省——粤闽浙苏；另外2个省份分别
是东北地区的辽宁和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

重庆的城镇化率在中西部领跑，超过东南沿海发达省份福建。重
庆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达到
70.96%，比2021年提高0.6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继续领先全国平均水
平，且推进速度快于全国。2022年，全市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74个百分点，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0.14个百分点。

从城镇人口的总量看，目前前十的省份是广东、山东、江苏、河南、
四川、浙江、河北、湖南、湖北和安徽，均为常住人口总量超过5000万的
人口大省；有4个省份城镇人口超过5000万，分别是广东、山东、江苏和
河南。

广东的城镇人口达到9465.4万人，比第二位的山东多2900多万。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分析，相比农村，城镇人均收入更高，
消费也会多很多。广东有庞大的城镇人口，以及较高的人均消费支出
水平，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

广东之后，第三经济大省山东城镇人口达到6559万人，位居第二。
第二经济大省江苏虽然常住总人口位居第四，但由于较高的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总量位居第三，达到6335万人。

这些区域城镇化潜力大这些区域城镇化潜力大

从乡村人口数量看，共有11个省份超过2000万人，其中四省份乡
村人口超过3000万人，分别是河南、山东、四川和广东。中部人口大省
河南目前乡村常住人口为4239万人，位居全国第一。

乡村人口多，且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的区域，意味着未来的城镇化潜
力仍比较大。总体来说，一些城镇化率仍低于65.2%的全国水平的人口
大省，未来是城镇化潜力较大的区域。

以河南为例，该省的常住人口总量位居第三，接近1亿，城镇化率仅
为57.0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13个百分点，与东南沿海的广东、江苏、
浙江有非常大的距离。西南的人口大省四川，城镇化率也仅为58.35%，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6.85个百分点。

整体上看，我国城镇化率潜力比较大的区域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
以及西南、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黄淮海大平原，包括了河南、河北、山
东、安徽和江苏北部。

中小城市研究院院长牛凤瑞分析，黄淮海大平原农业生产条件好，
人口密度大，所以农业人口比较多，虽然有一部分人外出就业，但留下
的人口数量还是非常大。该区域可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承接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的产业外溢、落户，加快城镇化进程。

从城镇化率提升的幅度来看，10年来，全国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
53.1%提升至2022年的65.2%，提升了12.1个百分点。分省份看，共有18
个省份提升的速度高于全国水平。这些省份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只
有山东和河北位于东部。

其中，贵州、甘肃、宁夏、河南、河北、四川等六省份，10年城镇化率
提升幅度达到或超过 15 个百分点。贵州十多年来城镇化率提升了
18.51个百分点，位居第一。

牛凤瑞说，总体看，中西部城镇化进程比较晚，原有的城镇化基数比
较低，在一定时期内有较快提升，也是一个阶段性现象。尤其是随着中西
部承接沿海地区大量产业转移落户，吸引了很多农村人口就业。而且，这
些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就近就业的比例越来越高，就近城市化的成本比较
低，又方便照顾老人和子女，这样一来也有利于当地的城镇化。

相比之下，有7个省份近10年来城镇化率提升幅度低于10个百分
点，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辽宁、广东、吉林和黑龙江。

上海、北京、天津这三大直辖市作为城市经济体，原有的城镇化率
已经很高；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率提升迅
速。因此，这些省份近十年来城镇化提升幅度也比较小。

牛凤瑞说，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比较早；同时，近年来很多
年轻人到东南沿海就业，也会导致城镇化提升幅度相对比较小。

本报综合消息

结婚时一定要有自己的住房吗
如今，年轻人谈

婚论嫁，“房子”是绕
不开的话题。在传
统观念里，有房才有
安全感。但随着买
房压力越来越大，房
子让许多年轻人，尤
其是一线城市的年
轻人，站在“婚姻”这
道 门 外 望 而 却 步 。
结婚时一定要有自
己的住房吗？你能
接受不买房就结婚
吗？

前不久，中国青
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 ，对
1512名35岁以下青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对于成家时要
不要有自己的住房，
67.1%的受访青年明
确必须要有。同时，
居住在一线城市、女
性、已有自住房的受
访群体认为应该有
的比例更高。

31省份最新城镇化率：

9省份超70%，这10个省份城镇人口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