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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婚姻

登 记 条 例》日 前 公

布，自 2025 年 5 月 10

日 起 施 行 。 修 订 的

主 要 内 容 一 是 增 加

婚 姻 家 庭 服 务 工 作

内容，二是实行婚姻

登记“全国通办”，三

是 优 化 婚 姻 登 记 服

务 。 笔 者 仔 细 研 读

新 修 订 条 例 全 文 发

现 ，办 理 结 婚 、离 婚

登 记 都 无 需 再 出 示

户口本。

按照原《婚姻登

记 条 例》，内 地 居 民

结婚，男女双方不仅

需要出示户口本，还

应 共 同 到 一 方 当 事

人 常 住 户 口 所 在 地

的 婚 姻 登 记 机 关 办

理 结 婚 登 记 。 我 国

是人口流动大国，如

此 规 定 让 登 记 人 来

回奔波十分不方便，

相 应 增 加 了 民 众 负

担，成为民生一大堵

点问题。笔者认为，

新条例减证便民，领

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可以说打通了

民生堵点，方便群众就近、便捷办

理婚姻登记，应当为之点赞。

自 1950 年我国婚姻法实施以

来，一直执行的是户籍地婚姻登记

体制。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流动人口的规模十分庞大，这

一婚姻登记政策的弊端越来越突

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2020 年，我国有 4.93 亿人

处于“人户分离”的状态。其中，

流动人口中 15 岁至 35 岁的人员占

了总量 70%以上，适婚人群占绝对

比例。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婚姻登记机关平均每年办理结婚

登记 1000 万对左右。其中流动人

口回户籍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将

是一个庞大的迁徙人群，来回折腾

费钱、费时、费力，不仅增加了登记

人负担，也严重浪费了社会资源。

“回家偷户口本登记结婚”的

桥段，在过去的影视剧中屡见不

鲜，这也反映出领证提供户口本，

在一定程度上给许多情侣增添了

麻烦。新条例取消户口本要求，结

婚登记只需出示居民身份证以及

无配偶和无直系、三代以内旁系血

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即可，极大地简

化了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新条例

让婚姻登记不再受户口本的束缚，

便能轻松地领证步入婚姻殿堂。

新条例这种为爱“减负”的调整，

让情侣们获得了“婚姻自由”。

新条例实行婚姻登记“全国

通办”，则打破了地域限制，为全

国范围内办理结婚登记提供了法

治保障，打通了民生的堵点。此

外，免费办理婚姻登记，减轻了民

众的负担，此举体现了政府部门

对民生的关爱，有助于提升人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可以说，新

条例从情侣的切身利益和实际情

况出发，使婚姻登记变得轻松，能

助力更多的年轻人从“恐婚族”变

身“愿婚族”。

来源：青海日报

四月的金边，喜庆洋溢。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柬埔寨传统新年之际应邀

对柬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

主席同柬埔寨领导人共叙友谊、共谋发

展。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中柬双方交

换 30 多份双边合作文本，涵盖产供链

合作、人工智能、发展援助、海关检验检

疫、卫生、新闻等领域。两国发表关于

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落

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中柬命

运共同体建设迈出新步伐。

中 柬 友 谊 是 跨 越 千 年 的 双 向 奔

赴。历史上，中华文明和高棉文明包容

互鉴、相映生辉。中柬关系由两国老一

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精心培育，经受了

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坚如磐石。两

国率先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率先开展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在维护各自国家

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的事业中相互支

持，在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斗争中团结

协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典范，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柬方领

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进入高质量 、高水平 、高标准的新时

代。此访的高光时刻是习近平主席和

洪玛奈首相共同宣布，将中柬关系定位

提 升 为 新 时 代 全 天 候 中 柬 命 运 共 同

体。这是中国首次同东南亚国家将双

边关系提升到全天候高度，也是在双边

层面构建的首个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

同体。柬中友好协会会长艾森沃说，两

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彰显了国家间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相处

之道，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

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柬铁杆友谊成色十足，两国务实

合作成果丰硕。在古代，柬埔寨曾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如今，“一带

一路”倡议与柬埔寨国家发展战略高效

对接，推动两国经济互补优势释放潜

能，助力柬埔寨经济社会实现高速发

展。中国连续多年是柬埔寨最大外资来

源国和最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双边贸

易额增长近四倍。从金港高速公路到暹

粒吴哥国际机场，从考斯玛中柬友谊医

院大楼到柬埔寨国家体育场，从走进中

国千家万户的大米、芒果、龙眼、胡椒等

柬埔寨农产品，到不断提升的柬埔寨现

代农业体系……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给

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益处。

在双方持续推动下，中柬“钻石六

边”合作架构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根据

柬方需要制定了“工业发展走廊”、“鱼

米走廊”两份合作规划，助力柬打造现

代化工业生产高地、提升农业科技化产

业化水平。双方签署 37 份合作文件，涵

盖产供链合作、人工智能、发展援助、海

关检验检疫、卫生等领域，既帮助柬方

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也广泛惠及普通民

众。柬埔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心主任涅占达里说，中国充分理解柬

方关切并提供必要支持，根据柬方需要

制定合作规划，“这种经济上的协同合

作证明了两国铁杆友谊能够带来切实的

繁荣，同时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与愿景”。

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坚实步伐，

映照出中柬人文交往的厚重历史。中国

同柬埔寨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中国瓷

器、漆器经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柬埔寨，柬

埔寨香料、生丝等特产深受中国人民喜

爱，巴戎寺浮雕再现了史上两国贸易的繁

华盛景。如今，从文化、教育到医疗、旅游

等诸多领域，双方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

珍贵友谊穿越时空、历久弥新。2024年是

“中柬人文交流年”，一场场文化活动精彩

纷呈，“当少林遇见斗狮拳”让中国功夫文

化走进柬埔寨，暹粒吴哥国际机场中柬

文化走廊启用，从传统艺术展览到现代

文艺演出，从学术研讨到青年交流，从旅

游推广到民间互动，两国人民在交流中

增进理解，在合作中深化友谊，拉紧中柬

友好民心纽带。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

宣布 2025 年为“中柬旅游年”。这将鼓

励两国人民到对方国家旅游，进一步增

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夯实中

柬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柬埔寨皇家

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金平说，两

国通过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进一步

促进民心相通，让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

一代更好地理解中柬合作的重要意义，

让两国铁杆友谊更加牢固。

“古交如真金，百炼色不回。”习近

平主席此访彰显了中柬亲密无间、牢不

可破的铁杆友谊，树立了平等相待、互

利双赢的合作标杆。在两国领导人战

略引领下，双方将扎实推进命运共同体

建设，让中柬友谊似铁，团结如钢，合作

像钻石般闪耀发光。

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新步伐
新华社记者 吴长伟 孙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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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

主席斯蒂芬·米兰在演讲中将美国军事

存在与美元体系定义为“全球公共产

品”，要求其他国家通过接受美国关税

政策等方式为此承担“公平份额”。这

种逻辑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关税供养霸

权论”——以进口关税作为施压手段，

迫使他国为维护美国全球霸权提供资

金。看似建构在经济学理论之上，但这

套说辞实则存在多重逻辑悖论，折射出

美国霸权思维的荒诞认知。

将美国军事部署与美元体系定义

为“全球公共产品”，本质上是对经济学

概念的歪曲。公共产品的核心特征是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美国遍布全球

的军事基地，其战略布局明显服务于自

身地缘战略目标，称之为“公共产品”是

在掩盖其利己性的霸权政治本质。美

国可以明确选择保护谁、不保护谁，其

安全承诺基于政治和战略考量，具有相

当强的排他性。实际上，对于非盟友国

家而言，这种军事存在构成安全压力而

非公共福利。北约东扩引发的地区紧

张局势，便是所谓军事同盟“安全保障”

选择性和利己性的明证。

美 元 的 国 际 地 位 同 样 难 以 匹 配

“全球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尽管全

球贸易约 50％以美元结算，但这种货币

霸权的最大受益者正是美国自身。通

过发行“世界货币”，美国不仅每年会获

得巨额的美元“铸币税”收益，更逐渐形

成了服务于自身利益的风险转嫁和“潮

汐收割”机制——2020 年美联储的“无

上限”量化宽松政策，就让全球共同承

担了其货币超发的通胀压力。美国还

频 繁 使 用 如 环 球 银 行 金 融 电 信 协 会

（SWIFT）等实施金融制裁，赋予美元体

系高度的排他性。美国将这种非对称

的体系优势包装成“公共产品”，无疑是

对国际经济现实的嘲讽。

“关税供养霸权论”声称，他国在

美国主导的军事和金融体系下“搭便

车”，需为此付费。这种论调完全无视

美国作为体系主导者所获取的巨大结

构性红利。所谓的“地缘政治和金融保

护伞”，特别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与结

算货币带来的特权，为美国提供了无可

比拟的经济与战略优势，其军事力量也

首 先 保 障 自 身 的 全 球 利 益 和 商 业 通

道。世界各国持有并使用美元，本身是

对该体系的支撑和隐性“支付”，绝非

“免费”。美国要求他国“付费”，却刻意

回避自身是最大受益者的这一身份，实

则是向外转嫁霸权地位的维护成本，而

非追求真正的公平分担。

“关税供养霸权论”提出的解决方

案——以关税为武器进行胁迫，更令人

担忧。提出者列举了 5 种所谓“分担”

方式：接受关税、扩大对美采购、增购美

国军火、在美投资建厂、直接向美国财

政部开支票，实质都是迫使他国为美国

利益而调整自身经济政策，牺牲主权和

发展权利。这种以惩罚相威胁、强迫他

国接受单方面条件的做法，是典型的经

济霸凌，与现代国际关系所倡导的平等

协商、互利共赢的精神格格不入。

美国当前面临的财政压力和经济挑

战，根源在其自身。长期的巨额军费开

支、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国内失衡的财

政政策以及滥用美元霸权地位，都是导

致其国债高企、财政负担沉重的重要内

因。将这些主要由内部政策选择和结构

性问题引发的困境归咎于外部世界“搭

便车”，并试图通过征收关税的方式强行

索取补偿，无异于“内病外治”的责任转

嫁，无助于美国自身深层问题的解决。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

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任何国家都无法

凭一己之力应对。这也决定了未来的

国际关系，必然更加需要多边协调与合

作，而非单边主导与霸凌。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任何固守霸权思维、试图让

世界为自身特权“买单”的论调，都是逆

流而动。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应致力

于维护和平、推动发展、提供真正的全

球公共产品，而非为维系自身特殊地位

强迫他国“输血”。

维护自身霸权 逼迫全球买单
——评美国“关税供养霸权论”荒诞说辞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