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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矫正牙齿还来得及吗(22岁牙齿矫正需要多长的时间)

养育条件是否具备，直接影响到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图/新华社

降低结婚年龄作用可能不大

18岁，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成年标志。但我国现行法定结婚年龄男性22岁、女性2
0岁的规定，明显偏高。如，日本规定男性18岁、女性16岁，美国为男性18岁、女
性18岁，印度为男性21岁、女性18岁，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墨西哥、
西班牙、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则男女均为18岁。

由此也可以看出，18岁即可结婚成家，是多数国家约定俗成的共识。因此，如果将
我国的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18岁，这是同国际接轨，同时也满足了小众人口的愿望
。

但是，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的作用不能寄予厚望。因为，随着社会的变迁，我
国年轻人的婚育模式已经转型到极晚婚极晚育的模式。全国已有多地公布的婚姻登
记大数据显示，晚婚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如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提高到了28.67岁
，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而在2010年，我国平均
初婚年龄为24.89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75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岁。1
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

在现实生活中，到了18岁就早婚的人口少之又少，而且早婚也未必早孕早育，只是
在理论上提供了多生多育的可能性空间。可以说，试图通过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来提
高生育率的想法，未免有些简单，18岁允许结婚也不等于18岁就必须结婚。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18岁还是20岁，只是可以结婚的门槛年龄。能否结婚涉及的
因素则比较多，譬如能否找到结婚对象，双方是否有结婚意愿，是否具备相应的经
济条件等。

我国适婚人群普遍晚婚的趋势说明，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对于提高已婚生育率作用
，恐怕并不会如想象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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