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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是伪问题 剩男是真问题
学者称3000万剩男严重影响社会秩序

“近年来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往往有剩男的影子”

昨天是三八妇女节，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成为正在北京开会的政协委员的讨论
话题。有专家预计，到2020年左右，适婚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农村女童的
受教育权问题、婚姻挤压下的剩男剩女问题、案件审理时妇女可能被“污名化”的问题
等，都成为委员关注的焦点。

女性教育正出现两种极端
“农村女孩子的教育问题怎么重视都不为

过。”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
言辞恳切地说。作为一级作家，几年前她曾到陕
北去体验生活，后来完成了纪实文学作品《陕北女
娃》，刻画了28个农村女孩子的生活状态。“农村有
政策，头胎是女娃的家庭可以要二胎，头胎是男娃
的就不能再要了，所以很多女孩都有弟弟妹妹，这
无疑会影响到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就碰到过从甘肃来北京打工的小保姆，
都20岁了，没有上过学，完全不识字。她连老人
吃药的药名都认不全，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立
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
园忧心忡忡地说。她还担心，即使她们上了学，
也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得到优势资源和工作
机会，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赵园发现，我国的女性教育正出现两种极
端：一方面，农村失学女童现象难见大改观，另
一方面，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女性比例越来越
大。“在城市里的大学、研究机构，尤其是人文
社会学科，女性研究生的比例之高是前所未有
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
解释说，现在的女性非常聪明和勤奋，在考研
和公务员考试中竞争力很强。

赵园表示，女性在就业时仍遭遇性别歧视
待遇，部分单位招聘时会优先考虑男性。

据《广州日报》

“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值得忧虑。”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所前
所长景天魁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
我国男女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域、居高不下
已有20多年，成为世界上失常程度最严重、持
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
人口性别比为117，个别省份超过130，农村失
调程度更为严重。有专家预计，到 2020 年，
20~45岁的适婚男性将比女性多 3000万人左
右。如果过高的出生性别比得不到纠正，我国
将有数千万大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

3000万剩男会产生哪些社会问题？景天
魁一针见血地说，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秩序，一
方面有可能进一步滋生买卖婚姻、拐卖人口、
性犯罪等现象；另一方面，当社会有一大批适
婚人口游离于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之外时，婚外
恋、婚外性关系的现象很可能加剧。

“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是个大问题。”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剩女多是主
动选择的结果，剩男则更多是条件所限的
被动结果。男性适婚人口绝对过剩，他们
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
满足，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底层大众，若
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带来
巨大的负面冲击。实际上，近年
来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往
往有“剩男”的影子。

当适婚男性人口绝对过剩，婚
姻挤压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景天魁
表示，“剩男”的基本特征是自身经
济、文化资源处于劣势，多处于婚配
中的被动和劣势地位。这些找不到
配偶的适婚男性，限于劣势地位，没
有话语权，但不表示问题不存在，他
们更需要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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