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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的几点思考 
林中举 

(泰州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泰州  225300） 

摘要：2025 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我国应对少子化危机、优化婚姻家庭服务的重要法律调整。新《条例》所规定的婚

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通过降低流动人口的婚姻登记成本，有望提升结婚意愿；取消户口簿要求虽便利登记，但也引发关于骗婚

风险的争议；新增的婚姻辅导服务有望在从源头减少家庭矛盾。新《条例》体现了我国政务服务的优化，体现了婚姻登记管理从“管

控”向“服务”的治理思路转变，但其对婚育率的提振效果仍需配套政策支持。 

关键词：新《婚姻登记条例》；少子化；全网通办；婚姻家庭服务 

 

2025 年 4 月 9 日，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

该条例于 5 月 10 日起实施。这是我国《婚姻登记条例》自 2003

年公布实施以来，历经 23 年的第二次修订，也是变动较大的一

次修订。本次修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增加婚姻家庭服务工作内

容、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及优化婚姻登记服务三个方

面。其中，取消婚姻登记的户籍限制，实行“全国通办”这一

举措作为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而备受社会关注。 

关注本次婚姻登记条例出台的背景、分析其立法目的及社

会意义、预测本条例实施将带来的社会影响并关注条例实施过

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对正确理解、评价和适用新《婚姻登记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有着重要意义。 

一、少子化时代呼吁法律变革激励婚育 

通过对民政部门公布的我国婚姻登记数据进行梳理（见图

1）不难看出，近 10 年来，我国的结婚率断崖式跌落，离婚率

却持续攀升。该图所反映的离婚人数统计还不包括诉讼离婚的

情形。对于其间协议离婚率的一度回落，离婚冷静期制度可谓

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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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5-2024年中国结婚与离婚登记数据
* 数据来源于民政部官方发布

结婚登记（万对） 离婚登记（万对）

 
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首年，全国平

均约 58%的离婚申请在冷静期内撤回或逾期未办理（据民政部

2021 年第一季度发布会披露）。此后的 2022 年、2023 年，冷静

期内撤回比例较 2021 年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表面

上看，离婚冷静期制度成果喜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一路攀

升的离婚率踩下了刹车。然而其背后的真实情况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诉讼离婚开始“回暖”，无法顺利协议离婚的夫妻开始

另辟蹊径；另一方面，尽管有专家从各种角度为离婚冷静期制

度辩白，[1]但全社会对其声讨一直没有平息，甚至为数不少的声

音还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该制度的存在令不少人对结婚一事

“望而生畏”。换言之，离婚冷静期制度不仅打消了一部分人离

婚的念头，也断绝了相当一部分人结婚的意愿，可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持续低迷的结婚率的直接影响，就是

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尽管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见图 2）

来看，人口总数总体上仍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的趋势已逐渐不

明显；而且，结合近 10 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图 3）来看，会

发现新生儿数量锐减，中国社会已呈现老龄少子化端倪。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

业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年度公报、年度数据

发布会等。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

过程中。2015 年 11 月颁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

到“少子化”、“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总和生育率明

显低于更替水平”，并将“14 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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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视为人口安全挑战。2016

年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21 年又进一步推行三孩政策。国

家“十四五”规划明确了提高生育意愿、降低育儿成本等措施

以推动生育率的增长。 

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少子化问题进展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

1990 年的人口动态调查结果震惊了日本社会，少子化问题开始

受到普遍关注。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至今，日本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也制定了少子化问题解决相关的法律制度并推行了配

套措施来推动生育率的提高，但收效并不明显，少子化问题带

来的社会影响日益严峻。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干预太晚，错失

了诸多应对机会。[2]可以说日本社会少子化问题的发展，给中国

当前的社会发展敲响了警钟。 

尽管社会上确实有单身女性未婚生子的情况，但是中国人

的传统观念决定了在稳定的婚姻关系基础上考虑生育是绝大多

数人的选择。所以，想提高生育率，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提高

结婚率。 

二、回应民众需求取消婚姻“壁垒” 

在上述背景下不难看出，本次《条例》的修订不仅是程序

性调整，更折射出国家应对社会变迁的战略考量：通过倡导健

康婚育观、简化婚姻登记程序事项、强化婚姻辅导服务从源头

减少家庭矛盾等措施唤起民众的婚育意愿，以缓解低生育率压

力，推动人口长期稳定增长。 

作为新《条例》最大的亮点，取消婚姻登记的户籍地域限

制，婚姻登记实行“全国通办”的规定广受关注。2022 年，我

国流动人口多达 2.36 亿（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此后尚无

官方数据公布）。此前由于登记地的限制，流动人口结婚登记所

需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不容小觑，事实上也确实使一部分适龄人

口对结婚登记望而却步，只能等待合适的“机会”。此次修订可

以说是回应了流动人口的群体需求，极大地方便了流动人口婚

姻登记，还能满足一部分人的情绪价值需求（比如到对双方具

有纪念意义的地方领取结婚证），有望借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结

婚率的提升。 

另外，简化登记证明材料、取消户口簿要求这一规定也引

发了热议。直到 2003 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颁布之前，新人

结婚都需要开具多项证明，在多个机关之间奔跑往复，流程十

分繁琐。《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婚姻登记程序简化，

取消了婚姻登记时提交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证明的规定，

但仍保留了提交作为登记证明材料的户口簿的要求。不管是因

为多个家庭成员都需要使用这同一个户口簿的客观原因，还是

父母为了阻止子女结婚而藏起户口簿等人为因素，提交户口簿

这一要求的存在确实客观上影响了结婚登记的效率。而另一方

面，影视剧中上演的为了结婚而“偷”户口簿的桥段也会在现

实生活中上演。对此，有人认为父母无权干涉子女婚姻自由；

但也有一大部分人认为，户口簿是父母为子女婚姻“把关”的

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取消了这道防线，有可能引发诸如骗婚等

其他的社会问题。加之近年来受自媒体报道、热播影视剧的影

响，越来越多的人对结婚的态度越发审慎了。所以取消户口簿

要求这一举措，也是最饱受争议的。 

无论是“全国通办”，还是取消户口簿要求，无疑都降低了

婚姻登记的门槛。登记程序的简化，确实能够保证相当一部分

适龄人口的婚姻自由，提升婚姻登记的效率。[1] 

三、多措并举共护美好婚姻家庭 

对于民众所关心、所担忧的由于手续简便而引发的“冲动

结婚”、“骗婚”等问题，民政部门作出了回应。 

户口簿要求的取消，实际上体现的是国家政务服务的优化。

国务院民政部门统筹规划、完善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居民身

份证已逐步实现了身份信息集成统一。加之人脸识别技术、电

子证照技术等的成熟，民政部门可以通过与外交、公安部门的

信息共享来实现登记主体身份信息验核准确、及时、完整、安

全。这将有效避免重婚等问题的发生。而且取消对户口簿的要

求，还有利于防止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干涉婚姻自由的情况

出现。 

此外，新《条例》增加了婚姻家庭服务工作的相关规定。

根据《条例》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应构建从婚前教育到婚姻辅

导以及矛盾解决的全周期服务。例如婚前通过专业人士的辅导

帮助新人树立理性婚姻观，避免冲动结婚；通过讲座、咨询等

多种形式为家庭、育儿生活提供支持，以降低家庭矛盾的发生，

减少离婚率。当然，新规实施的效果还有赖于各地政府和民政

部门的落实。 

可以说，《条例》的出台，体现了我国政务服务的优化，体

现了婚姻登记管理从“管控”到“服务”的思路的转变。在当

前少子化的社会背景下，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家对通过婚

姻登记程序的优化来扭转当前婚育形势的期待。但就如离婚冷

静期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转变我国当前结离婚问题的局面一样，

解决婚育率低下的问题也不能仅依赖于一纸新规。以本次《条

例》的颁布为起点，如何通过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的构建，

降低婚育成本，解决民众们在面临婚育选择时更为关注的就业

环境的改善、婚育福利的提高等，是今后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

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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