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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

富有富养法，穷有穷养法

花多少钱不是关键，重点是把孩子培养成材

余阿婆（月子保姆）：养孩子，穷

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俗话说

“有苗不愁长”。我不赞成现在的年

轻人动不动就买进口产品，难道国产

的就不能用了？自己用的是大众品

牌，为啥孩子非得要用名牌产品？比

如，现在市场上的婴儿床，售价有几

百元，也有几千元。我也没见睡几千

元婴儿床的孩子长得特别健壮。

市民张女士（银行职工）：
我 觉 得 ，在 子 女 身 上 的 投 资 ，

永远是比股票、地产更好的投

资，因为它不但拥有更高的投

资回报率，还能让我们拥有更

多的快乐和幸福。对我来说，

子女教育是绝对划算的投资。

我比较赞同西方的教育方式，

从小就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

力。其实，花多少钱并不是关

键，关键是怎样把孩子培养成

一个有用的人才。

我们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
市民老陈（某单位退二线职

工）：我们小时候，有三四个孩子的

家庭很平常，父母都要工作，收入

也很微薄，就这样把我们拉扯长大

了。真佩服我们的父母，也佩服我

们自己。那时候，家长不用像现在

这样，如同护花使者一般过分呵护

孩子，孩子仍能像春风吹又生的野

草自然长大了。

仔细观察身边的消费市场，不难发现，“亲子消费”热
潮正酣：早教中心、儿童游乐场所、儿童名品店⋯⋯价格很

昂贵，可是消费的人不少。有父母因此调侃：自从有了娃，咱都
不差钱！ 话题

事件回放：

嘉宾说：

我市某幼教机构资深人士：常

常听到一些朋友反映，“没有经济

能力，干脆就不生，不能让孩子受

罪”，“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把孩子

生出来，不是害了一家嘛”⋯⋯其

实，结婚生子是人们生活和思维的

常态，是生物遗传的自然规律。对

于大部分人来说，成为“孩奴”是躲

不掉的刚性需求。

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我们感慨

培养孩子的费用不断飙升，另一方

面大多数人结婚几年后一般还是

会要孩子。原因就在于，花费并没

有夸张到养不起孩子的地步。其

实，养得起或养不起根本不是问

题，或者说是一个伪命题，真正争

论的关键可能还是如何养。

很多嚷嚷养不起的，反而是一

些是高学历高阶层人士。他们的

养不起，是说要将他们的孩子打造

成比他们更加精英的人，如此花费

他们负担不起：要请最贵的月嫂，

要吃最贵的洋奶粉，要买最高级的

玩具，要上最好的双语幼儿园，要

上最上档次的特长班，要上择校费

昂贵的重点小学、中学，生活质量

还不能有一丁点下降。既要自己

活得优雅舒心，又要孩子处处拔

尖。这样养孩子，的确难度很大。

虽然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孩

子提供最好的成长条件，但是也不

必超出个人能力范围，勉强自己，

孩子的培养和教育费用是完全可

以选择和掌控的。不必喝最好的

奶粉，不必上最好的幼儿园，不必

去学钢琴，也不必为了上重点学校

买学区房、花择校费⋯⋯

我认为，对待养娃的态度最好

是：与其在物质上计较投入，不如

更多一点时间、多一些心思花在如

何培养孩子的优秀品格。用不着

每天都在望子成龙，用不着为考试

分数天天与孩子斤斤计较⋯⋯只

要孩子品格端正、积极向上、身体

健康、自食其力，也就足够了。

■记者 蔡玲玲

养不起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养”

记者调查：

生活开销和教育开销
是养孩子的主要成本

准妈妈发愁养孩子的费用
再过两个月，市民黄女士就

要迎来第一个宝宝了。作为一

名“90后”准妈妈，她又兴奋又紧

张，还有些许的担忧，“奶粉和纸

尿布要不要用国外名牌，孩子生

下来后要不要请保姆，要不要送

去亲子培训班，等到上学时要不

要换学区房？”

黄女士告诉记者，身边有

经验的朋友，都在“海淘”，拼命

往孩子身上“砸钱”，这让她倍

感压力。“我们家属于工薪阶

层，两人的月收入 1 万元左右，

存款也不多，虽然目前没有还

贷的压力，可感觉生孩子后负

担不是一般重啊。”

前几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

研究所一份报告称，根据对上海

市徐汇区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

父母养大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

平均要花49万元。从直接经济

成本看，0 至 16 岁孩子的抚养

总成本达25万元左右。如估算

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

总成本达 49 万元。此报道一

出，曾引起强烈反响。

那么，如今在瑞安养一个孩

子的花费如何呢？据了解，尽管

因收入水平、经济状况不同，用在

孩子身上的支出也不一样，但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

展，养孩子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市民虞女士去年底生下了

第二个宝宝，目前孩子才3个月

大，开销已经近3万元。“月子保

姆花销1万多元，一个星期喝掉

一听进口奶粉近300元，一天尿

不湿 5 片费用约 20 元，再加上

衣物用品、检查等费用，合计将

近3万元。”虞女士说，7年前，她

生第一个孩子时月嫂 6000 元

左右，现在各种消费水涨船高。

“婴儿服装开支也很大。现

在的品牌童装价格都比较贵，稍

微知名点的服装，一件就是几百

元。”虞女士说，“小孩长得快，一

年的服装费也要花两三千元，这

还只是普通的牌子，名牌的话远

不止这个数。”

“生孩子需要一定的金钱储

备，怀孕后往往意味着要放弃一

些收入高但强度大的职位，这样

算下来，生孩子实在是笔不小的

投资。”不少女性朋友感慨。据

了解，一些中等收入家庭花在备

孕到孩子满 6 个月的费用是 4

万至6万元，其中大的花费主要

体现在：孕前、孕期及哺乳期的

营养费，生产费，婴儿的奶粉、尿

布、衣物等用品费，雇佣保姆费

用。

总的来说，学前阶段生活消

费占主力。3 岁以前，奶粉、尿

布、玩具、服装是主要的支出，一

年至少要两三万元。孩子 3 岁

以后，教育支出逐渐变成大头，

不仅是学费，还包括各种培训班

昂贵的费用。

养育孩子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小学、中学、大学，好不容易

毕业了，还要帮孩子买车买房。

可怜天下父母心！

采访中，约有半数的年轻父

母认为，即使降低自己的生活质

量，也不能让宝宝输在起跑线

上，尽全家所能给宝宝最好的。

一周喝一听洋奶粉，一天用5片尿不湿，3个月大的宝宝花费近3万元，年轻父母高呼“养不起孩子”

穷有穷养，富有富养，关键在于“怎么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