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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社会规律、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之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

解读各种现象、剖析现象本质、提高理论指导的重要钥匙。目前我国婚前同居现象已十分普及，逐渐为

社会所接受。运用两种生产理论对婚前同居现象进行解读，是分析其本质原因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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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 production theorie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to reveal social 
laws and constru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most important key to interpret various phe-
nomena, analyze the nature of phenomena and improve theoretical guidance by using Marxism. At 
present, the phenomenon of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has been very popular in our country, and 
has gradually been accepted by society. Using two production theories to interpret the phenome-
non of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its essential cause and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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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婚前同居现象逐渐普及，社会对其的接纳度也逐渐提高，现在已成为一种十

分普遍的、社会性的婚恋现象。与此同时，我国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的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了第二次人口

转型特征，结婚率持续下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生育率持续下降、政策激励作用有限。作为两种互相

交织的社会现象，研究婚前同居的本质原因和婚前同居现象与低婚育率背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 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之一，两种生产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在其著

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

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

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

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

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

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在此，“归根到底”是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形容，是在最本质、最根本层

面的解释；此处历史应是包含原始社会至今的全部社会形态，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所有领

域。其中，第一种生产是指直接生活资料及其工具的生产，包括原始社会进行采集狩猎活动依靠的四肢、

各种为生产而使用的工具、为进行物质资料生产而结成的群的联和与分工协作，并在这些过程中人与人

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都属于第一种生产的范畴。第二种生产则很明确是人类的繁衍，但是人的繁衍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和体系，包括个体生命从无到有的自然周期，也包括为繁衍服务的教育、医疗等在内的范

畴，“绝不能把‘人的生产’简单地理解为怀孕–分娩过程，更应该看到人的后天学习、教育与成长；

人的生产不仅仅关乎人口数量的问题，更关系着人口素质的变化；种族延续也不仅仅是简单重复，更是

继承文明基础上的向前推进。”[2]。 
两种生产之间不能互相脱离且第一种生产决定第二种生产。在人类整体视角上，为了满足直接生活

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了维持人类整体的存续，必须进行两种生产，即必须进行生活资料、工具的生产和

人的生产(种的繁衍)；需要进行第一种生产获取物质资料以供应日常生活；而进行生活资料和工具的生产，

推动第一种生产发展的主体是人，只有人才能进行生产，所以需要进行第二种生产以持续维持第一种生

产。在两种生产中，第一种生产是始终起到更关键、更重要的决定作用的。 
首先，第一种生产不能脱离第二种生产。一方面是进行第一种生产的主体是人类，准确来说是劳动

者，劳动者的产生只能靠生命的生产。其中教育、医疗是第二种生产的重要内容，其发展发展对第一种

生产起促进作用。教育推动劳动者提高文化水平，进行培训技能、思维训练等，都有利于第一种生产的

更好进行；医疗服务于人类的健康，预防、治愈疾病，提升身体素质都将推动第一种生产的持续进行。

另一方面是第一种生产需要代际传承以持续进行，包括繁衍生息以传承物质财富、生产工具、生产关系、

技能经验等等，同时第一种生产在传承过程中得到发展和改进，并在这样的传承、发展的循环中持续向

前。 
其次，第二种生产不能脱离第一种生产，人类的繁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建立在第一种生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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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了维持整体意义上人类的生存，必然要求不间断的进行繁衍生息，但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生

育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事件，人不能为了生育而间歇、断续出现，生命过程的存在都离不

开物质资料，生育也无法离开第一种生产。同时，生育的过程中，不管是母亲在怀孕、分娩的过程，还

是新生人口在具备劳动能力之前的成长、教育、医疗等环节，都需要物质条件作为基础，“人口生产并

不以新生人口的健康出生为终结，而是一个知识、技能、社会交往、情感和精神能力的生产过程，是一

个需要持续投入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始终的过程。因此，新生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医疗、教育、社

会保障、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需求。”[3]一是教育、医疗的发展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二

是成长过程中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的获取以物质条件为基础，两者都离不开第一种生产。 
最后，第一种生产决定第二种生产，是两种生产中始终起到更关键、更重要的决定作用的。第一个

方面是原始社会的食人风气，“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

风气，此后保持颇久”。此时人类个体被迫在食物匮乏即第一种生产不足的情况下，成为了第一种生产

的对象和内容，可以证明第一种生产决定第二种生产。第二方面是第一种生产的发展是第二种生产发展

的决定性因素，当物质生产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食物不充分、医疗水平有限时，人的生产表现出高出

生率、高死亡率；但是随着物质生产条件的发展和改善，推动了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后，人的生产效率明

显提升，生命质量直线上升，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由此可知，第一种生产决定第二种生产，是

历史发展阶段中真正的、一直起着更为重要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3. 婚前同居现象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婚前同居现象也越来多并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在此过程中，物质生产迅速发

展，同时我国社会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关联性现象，出生率下降、结婚率降低，离婚率上升，表现出了第

二次人口转型的特征。婚前同居现象日益普遍有其背后深层次的本质原因和众多影响因素，也有其众多

的外在表现和特征。 
婚前同居的逐渐普及和被接纳有一个过程，大致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渐增多、逐渐接纳至成

为广泛的社会现象。“较年轻世代的男性与女性有过初婚前同居的发生比远远高于较年长的世代，这与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西方社会了解的不断增加和家庭观念的逐渐开放密不可分，同居在法律上的‘去罪

化’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4]不同世代的婚前同居比例不同，表现为越晚出生的群体婚前同

居的比例或可能性更高，婚恋观念、性观念的更超前。在婚前同居逐渐增多的过程中，伴随着离婚率上

升、结婚率下降、初婚年龄推迟等多种社会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婚前同居具有其典型特征。首先是上文提到的世代越晚比例越高、可能性越大和伴随其他社会问题

两点特征外；还具有群体的多样性，不仅表现为未婚青年群体间有大量的婚前同居现象，离异或丧偶群

体间婚前同居或非婚同居现象也日益普遍；相比于农村，城市婚期同居现象更多；教育程度越高，婚前

同居的比例越高；受到西方相同现象和婚恋观念、性观念影响；具有一定的自选择效应。 
婚前同居是众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为两种生产，其中第一种生产也是其他原因的

决定性因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婚前同居现象突然增多是从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 
首先，第一种生产是婚前同居现象逐渐普遍的根本原因，且在两种生产中居于决定地位。随着改革

开放和第一种生产的发展，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国的婚恋形式和婚恋模式也在发生变化。首先是缔结婚

姻的成本随着第一种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增多，天价彩礼、高价婚庆酒席的例子屡见不鲜，婚房婚车更是

成为现代适龄青年结婚的“标准之一”。之所以婚前同居现象增多并被社会所接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物质基础是阻碍适龄群体将恋爱关系转变为婚姻关系的物质“拦路虎”，而婚前同居并不需要或者

不需要立即执行彩礼、婚前等条件，所以婚前同居作为婚姻的替代品而越来越多。第二方面是婚前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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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婚姻的实验阶段和预备阶段，双方在这个过程中共同生活，不仅可以互相了解，考察今后婚姻满意程

度，更是出于节约生活成本、加速物质积累的考虑。第三方面是婚姻的维持成本更高，除了房贷、车贷

等的压力，夫妻双方的人情往来、夫妻感情的维护等都需要物质基础。 
其次，第二种生产对婚前同居产生重要影响。人的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含怀孕、分娩、生长

和教育、医疗、社会关系等，而这样一个周期长、成本高(包括物质成本、情感投入)、影响深远的事件对

暂无生育计划或丁克群体来说，同居是逃避或者延迟生育的选择之一。婚前同居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

主要是因为婚前同居所占用的时间推迟了结婚和生育，是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其中，生育影响婚前

同居的更深层次原因还是第一种生产，除了生育过程包含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物质要求外，

生育还严重影响女性的求职和职业生涯，如女性求职时的性别歧视原因之一就是因生育而产假。 
婚前同居受到因素的影响，是第一种生产发生作用的路径表现，如教育程度、新型婚恋观念、城市

农村同居差别等等。以教育程度为例，其是影响婚前同居的重要原因，总体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婚

前同居的比例越高。“我们可以看出，男性与女性是否有过初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在不同教育程度间有

着明显的差别，且这一比例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有所上升。对于文盲/半文盲的男性与女性，仅有 4.68%
与 4.01%初婚前有过同居经历，而对于有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与女性，其有过初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分

别为 13.58%与 16.36%，而对于拥有大学教育程度的男性，其有过初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为 18.00%，但

拥有大学教育程度的女性这一比例则较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女性略低，为 14.94%。”[4]以女性为例，“女

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积极投入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经济地位改变，从而影响其对同居的看法和是否选择

同居。”[5]当第一种生产发展，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后，将拥有更好的经济能力，从而提升了婚前同

居的可能性。 

4. 婚前同居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婚前同居作为一种广泛传播和已被社会接纳的现象，对我国社会产生了许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

其对婚育率产生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变，结婚率持续下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

生育率持续下降、初育年龄推迟，婚育问题正在成为影响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婚前同居无疑是

婚育率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婚前同居对结婚率的影响：延迟了结婚年龄、降低了结婚率。婚前同居相较于传统的婚恋行为，共

同生活实际具有了婚姻的大部分功能，同时相较于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其物质成本更低、同居关系的确

立和解除更轻易，从而影响人们将其作为婚前的预备阶段和真正婚姻的代替，无论是哪种都客观延迟了

结婚时间，导致了结婚率的下降和初婚年龄的上升。更有甚者，经历过婚前同居的群体因为适应了婚前

同居及其带来的“优点”，或者其同居经历加剧了对婚恋的悲观情绪等等都将对其婚姻的缔结产生消极

影响。 
婚前同居对生育率的影响：降低了生育率、延迟了生育时间。首先是婚前同居因为推迟了延迟了结

婚时间而导致的生育时间的推迟，从而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其次是婚前同居本身就是正式婚姻的预备

阶段或替代品，其本身在生育、抚养孩子方面并不具备正式的婚姻关系所具备的优势，如祖辈的照料支

持和物质支持，尤其是未婚先育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并不一定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可，这也是婚前同居

导致生育降低的方式之一。 

5. 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型的时期，前同居是一个受到两种生产制约的重要社会问题，婚前同

居对我国的结婚率、生育率都阐述了重要影响，同时对我国其他社会问题如人口老年化、人口结构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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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而行，需引起足够重视，为我国社会实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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