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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本是一件喜庆的事，但一些地
方因为存在高额彩礼、婚礼攀比、低俗婚
闹等婚俗陋习，让寓意美满的婚礼变了
味；一些地方还索要上车费、改口费、盖
头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将婚嫁彩礼与
婚姻中介费、媒婆介绍费挂钩，沉重的经
济负担让不少家庭叫苦不迭。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除高额彩礼外，
漫天要价的“媒婆费”和名目繁多的“上
车费”“下车费”“改口费”等，也在无形中
让很多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多名受访专家指出，从相亲到结婚，
各种高额费用成因复杂，又兼具伦理与
法律的混合属性，因而对其有效治理，必
须标本兼治，综合施策。但移风易俗，非
一日之功，需循序渐进。

部分地区彩礼太高 不少家庭
无力承担

邓先生的女友是福建人，两人恋爱
3 年有余，双方约好在武汉定居。为了
给女友一个幸福的家庭，邓先生在武汉
贷款买了房。今年年初，双方开始讨论
结婚事宜。

没想到，女友的家人提出要30万元
彩礼，房子也要加上女友的名字，房子的
装修费用可以由女方来出。

对于上述要求，邓先生没有立即同
意。他认为，彩礼应该双方商量，充分考
虑男方的经济条件。于是他向女友提出
两个方案，一是提供 30 万元彩礼，女方
得陪嫁30万元；二是提供彩礼10万元，
不要陪嫁。

女友家人以“在老家结婚，彩礼都得
30 万元左右”为由不同意。如今，双方
陷入了拉锯战。

“因为彩礼，婚礼遥遥无期，结个婚
太难了。”邓先生很是无奈。

对于彩礼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福
建当地人，大家都说 30 万元彩礼是“正
常水平”。来自福清市的于女士称，按福
清当地的风俗习惯，在家庭条件还不错
的情况下，彩礼最少要 30 万元，家庭条
件不太好的可以先给一部分，剩下的之
后补上。

来自江苏的乔先生也因彩礼问题焦
头烂额。他的女友是浙江衢州人，结婚
前，女友家人提出要28.8万元彩礼，且女
方在当地办喜宴的费用由男方承担，这
部分酒席钱需要预先提供给女方，按20
万元计算。

“我准备了18.8万元彩礼，以为已经
很高了，没想到女方要28.8万元。并且
由男方承担回门宴费用一事，我也很不
理解，可是在网上一搜，发现浙江衢州确
实有这种习俗。”乔先生说，这样算下来，
他要提供给女方的钱就是50万元，还不
算房子、车子，以及要买的金银首饰，“压
力实在太大了”。

来自衢州的李女士告诉记者，目前
衢州部分地区彩礼最低是 18.8 万元，
28.8万元的彩礼也很常见。一般这笔钱
会留给新娘家，部分家庭会返给男方2.8
万元、8.8万元不等的金额。

“按当地风俗，女方办酒席的钱由男
方支付，这笔费用一般不会超过10万元，
但如果女方亲戚比较多或要求酒店的档
次比较高，费用就不一定了。”李女士说。

在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看
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制度”的确立，
古已有之的彩礼原先具有的补偿性功能
本应弱化，礼仪性功能应该增强。但现
实情况在一些地方恰恰相反，人们更加
注重彩礼的“财”的补偿性功能，逐渐淡
忘其“礼”的象征性本质，从而破坏了现
代婚姻制度下男女方关系的平等性，并
大幅限制了男方婚姻的“自由度”。

北京隽永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敬辉认
为，出现高额彩礼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
因：一是受“彩礼高代表嫁得好”的陈旧
观念影响，有些女方为了面子，会要求男
方给出不低于周边人的一个彩礼数目。

二是攀比心理作祟。部分地区将发
达地区经济水平作为参考，向高彩礼地
方或者家庭看齐，有的家庭希望通过高
额彩礼改变家庭拮据的状况，人为抬高
彩礼成本。

三是由于此前部分农村地区重男轻
女思想严重，导致男女比例失调，加之当
前愿意嫁到农村的女性数量少，加剧了
城乡适婚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农村男
性为了解决婚姻问题，不得不通过高价
彩礼来吸引女方。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
用下，发展出高价彩礼甚至天价彩礼。

“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高价彩礼现象，
不仅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
导致婚姻的商品化、精神伦理关系的物
质化，还引发内卷式攀比之风，不利于社
会和谐稳定。”姜孝贤说。

媒婆费用水涨船高 额外收费
涉嫌违法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彩礼外，近年
来媒婆费用也在水涨船高，出现了如果
男方支付的彩礼越多，媒婆抽成就越高
的现象。

来自广东的陈女士就遇到了“天价
媒婆费”。她和男友经媒婆介绍认识，二
人恋爱后相处融洽，准备结婚。媒婆得
知他们要结婚后，立即开口索要媒婆费。

“介绍时，媒婆说会根据彩礼多少来
收费。男方彩礼给了10.8万元，媒婆要
在里面抽2.8万元作为媒婆费。不仅如
此，她还向我男朋友要5.8万元介绍费，
两头收费。”陈女士说，总共8.6万元的媒
婆费，一般人谁能付得起，收这么高的媒
婆费合理吗？

虽然心存质疑和不甘，但陈女士和
男友担心举办婚礼时媒婆“找茬”，只好
和对方商量着能不能少给一些费用。

无独有偶，来自福建的梁女士也遇
到过“狮子大开口”的媒婆。

“通过媒婆，家人给我安排了相亲，
看到照片后发现男方不是我喜欢的类
型，便不太想赴约，结果媒婆不停地打电
话催促，还说男方家境富裕，可以帮我要
到 100 万元彩礼。如果成功了，她要从

彩礼中抽取 30 万元作为媒婆费。”梁女
士回忆说。

梁女士和家人很生气，拒绝了媒婆
的介绍。梁女士的母亲说：“媒婆把彩礼
和介绍费捆绑起来，要的彩礼越高费用
就越高，这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

对于这类现象，姜孝贤认为，将彩礼
和介绍费挂钩并不必然违法，关键要看
彩礼给付双方当事人是否知情。

“如果婚介所、媒婆提供媒介服务
时，明确和当事人约定给付彩礼的一部
分作为介绍费，由于双方都基于意思自
治，且这样的约定并不违背公序良俗，在
这种情况下婚介所从彩礼中抽取一定比
例金额作为介绍费是合法的。如果婚介
所在提供媒介时所传递的彩礼金额数目
不一致，如婚介所给男方传达女方要求
30万元彩礼的信息，而实际女方只要求
20 万元彩礼。婚介所在收取中介费的
情况下，又额外抽取了彩礼费用，那么其
行为就涉嫌违法。”姜孝贤说。

业内专家指出，现实生活中，媒婆为
未婚男女牵线搭桥，成就美好姻缘，本是
助人为乐的好事，但如以此为名借机收
取高额介绍费用，则违反了公序良俗原
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文明、
法治、诚信相违背。

上车礼下车礼频现 婚礼费用
名目繁多

上车礼、下车礼、改口费等费用近年
来也频频出现。

来自河南的叶女士将于今年下半年
结婚，她给记者分享了自己制作的结婚
支出明细表，上面写着上车礼、下车礼共
2万元，改口费1万元。

“根据当地风俗，上车礼、下车礼由
男方给，具体数额包括2万元、4万元、6
万元、8万元、10万元。”叶女士说，这对
于普通家庭来说是很有压力的，考虑到
男友家境一般，除了彩礼外还要支付这
笔费用不容易，最终双方协商给2万元。

上月完婚的山东临沂人丁女士在结
婚时，收到男方父母给的改口红包10001
元，取的是“万里挑一”的寓意。

丁女士介绍，改口费是“男女双方各
一份”，丁女士的父母也会为男方准备同
样数目的红包。婚礼中的红包支出一般
都是“有来有回”的，相对不那么注重金
额高低，会倾向于选寓意好的数字，带6
和8的比较常见，也有选特殊含义的，比
如9999元寓意“长长久久”。

“我结婚时没有收上车钱，亲戚们不
乐意，要求男方必须给下车礼，否则就不
让婚礼办下去。后来经过反复协商，男
方同意补8800元的下车费。”丁女士说，
对于月薪只有五六千元的打工人来说，
这笔钱不是一笔小数目，需要省吃俭用
几个月才能攒够。

来自江苏的陈女士结婚时，上车礼、
下车礼各为6000元，女方家长支出改口
费 6000 元，男方家长支出改口费 4000
元。此外，按男方习俗，结婚时女方需给
男方父母叩头，陈女士收到叩头礼2000
元。

姜孝贤认为，我国上车费和改口费
等费用很多是从彩礼衍生出来的，具有
一定的风俗习惯基础。如果仅需象征性
支付适度的上车费和改口费，仍然是社
会风俗，应当予以尊重。但如果上车费
和改口费过高，则可能将该项习俗异化
为女方索要高额钱财的“工具”，应当予
以抵制。

“当下结婚费用主要包括购房首付、
购车款、彩礼、订婚礼、“三金”礼等支出，
不少年轻人及其家庭将购房和购车作为
结婚前提条件，无形中大幅增加了费
用。”张敬辉说，年轻人可以适当转变将
买房买车作为结婚前提的心态，社会各
界也要助力年轻人减轻“结婚高额费用
的负担”，例如银行可以给新婚夫妇更低
的贷款利率以及其他相关利好政策，经
营发展好的企业也应承担起社会责任，
给新婚员工一些补贴等。本报综合消息

闭店“跑路”本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网上却有一
些“职业闭店人”讲述如何在闭店中谋取利益。就在

“职业闭店人”频频登上热搜之际，一名“职业闭店人”
刘某被店铺消费者以侵权诉至法庭，记者从北京丰台
法院获悉，刘某被判赔偿消费者所办理会员卡中的未
消费金额。

调查
帮商家策划“跑路”，按价提供服务

“职业闭店人”是指专门帮商家策划“跑路”的特殊
群体，在商家面临关闭或者经营不善时介入，采取转移
资产、更改经营主体等手段，避免商家承担法律责任并
从中牟利。

记者在网上平台搜索，发现至少二十余个宣称“提
供闭店”服务的用户。这些用户的简介中注明“提供债
务管理服务”“闭店零风险方案”等语句。记者以想要
闭店的教培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联系一名“职业闭店
人”。对方称，服务主要分为两档。便宜的，原店主需
支付“2个月的公司运营成本”等价的费用，在“职业闭
店人”的操作下，企业停止经营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将由
消费者承担。虽然便宜，但对方预估安置周期会拖得
较久，安置率70%至80%。

另一项收费较高的服务，金额大概为总负债的
20%至 30%。对方称：“在这个档位下，我们会联系附
近的其他培训机构，进行对接转课。还可以补偿家长
一定额度的购物卡。在不提退费的情况下，我们有很
多方案可以给家长去选择。”对方“打包票”在这个档
位下预估两个星期就可以完成所有安置，安置率达到
90%。

对于上述服务，对方声称全过程合理合法，不会产
生刑事或民事风险。

除以上服务之外，“职业闭店人”还给记者推荐一
项“法人变更服务”。这些“背债人”本身已经身负多家
公司债务，“他们都不在乎多一两个。”“职业闭店人”表
示。

案例
瑜伽店老板“跑路”，“职业闭店人”被判赔偿

在北京丰台法院，近期就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
王女士是某瑜伽店老顾客。从2021年起，王女士

多次在店里充值购课。2023年10月份的一天，王女士
发现不能在小程序上约课，联系客服无人回复，王女士
去店面查看，发现大门紧锁。这一刻，王女士意识到瑜
伽店“跑路”了，自己还有很多课程未消费。

想着自己的钱不能白花，王女士便开始了维权之
路。王女士先联系该店的其他会员，被告知，店铺所属
公司在半个月前就注销了，股东和法人在注销前就进
行了变更。

其他会员还把新变更的法人微信朋友圈展示给她
看。王女士知道遇到了“职业闭店人”，她不甘受到欺
骗，以清算责任纠纷向北京丰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
求判令刘某赔偿其会员卡中未消费的金额。

庭审中，经查明闭店的瑜伽店系甲公司名下店铺，
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李某。2023年9月13日，李
某与刘某签订《转让协议》，将甲公司100%股权转让给
刘某。2023年9月14日，刘某变更为甲公司法人及唯
一股东。2023年9月28日，甲公司申请注销。注销材
料中的《清算报告》显示：“1.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2.各
项税款、职工工资已经结清；3.已于2023年7月29日在
报纸上发布注销公告。”

刘某当庭表示，瑜伽店会员大约 200 人，有 40 万
元左右的金额未消耗。其把会员转给另外一家美发
店，王女士表示，其报名的是瑜伽班，不同意去美发
店消费。刘某认可注销甲公司时未成立清算组，亦
知晓若存在虚假清算报告进行注销，股东需要承担
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作为公司唯一股东，在明知
有大量会员债权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仍在出具债权
债务已清理完毕的《清算报告》后，作出股东决定同意

《清算报告》内容，同意公司注销，并向丰台区市监局申
请注销公司，属于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
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的行为。该行为导
致王女士无法在合法的清算程序中申报债权，致使其
债权无法受偿。刘某在注销公司时，亦作出《承诺书》，
承诺提交材料真实性，故王女士有权主张刘某对公司
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令刘某赔偿王女士所办理会员卡中
的未消费金额。 本报综合消息

天价媒婆费 彩礼费动辄数十万元 还有上车费下车费改口费

想结个婚怎么就那么“费”劲
帮商家策划“跑路”

“职业闭店人”被判赔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