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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这种事你必须得考虑

“70后”生育咨询热线62623752下周一开通

为了帮助有生育“二孩”意愿的“70后”、“80后”们提供有

实际意义的参考，星报特邀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健康

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洪名云做客本报，接听读者热线，为大家

解答关于“高龄”生育方面的疑问。

如果您是准备生育二孩的“70 后”、“80 后”，如果你在为

自己的身体情况担忧，请拨打热线提出你的问题，专家将单

独为您进行解答。热线电话：0551-62623752。热线接听时

段：11月23日（下周一）上午，9:30~11:00，恭候您的来电。

四十不惑难解“孩子谁带？”

身体行吗？钱够吗？有人带吗？

“按说以我这个年纪，不应该再想这档子
事了，但我真的很害怕。我不知道我老了以后
该怎么办，一想到等女儿长大了，出嫁了，家里
就我跟老婆两个老人，进进出出孤零零、冷冷
清清，心里就好害怕。”徐飞在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显得有些凄惶。

“我们小区有一对小夫妻，跟邻居关系也
都挺好的，都是公务员。孩子出生没多久，姥
姥姥爷就从外地过来了，带孩子。开始日子过

的还不错，过了大半年就不行了，
女婿天天耍性子，各种不

顺心、不耐烦、
不 讲

理，最后终于把老两口给逼走了。之后，他把
他自己爸妈给接过来了！”徐飞说，“那老两口
也不回老家，就在合肥买了一套房子，离女儿
家还挺远的。他们也有足够的钱养老，有啥用
呢？能买到儿女陪在身边不？”

“我经常在想，我女儿也很乖巧，性格温
柔，我老了不会也是这个结局吧！”徐飞笑了，
是苦笑。

徐飞说：“前几天我带着老婆去医院检查
了，身体都还可以，医生说要生就抓紧。但是
后来回来一想，问题又来了，孩子生下来了谁
带呢？我女儿是我父母带大的，再生个孩子，
难道还让我父母带？他们倒是愿意，但他们都

快 70 了，一个血压高的怕人，一
个心脏差的要命，身体已经不是
12 年前了。如果让我老婆辞职
在家带‘二孩’，也会有很多问
题，家庭经济方面，我老婆的心
理方面，实在是不好办！”

徐飞所担忧的问题看起来很小，其
实却无比现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一个孩子的养育已经让很多年轻父母焦
头烂额，在精力大不如前的中年，在父母
已经老迈的中年，再重新接受更加严峻
的挑战，不得不说，难！

采访对象：
徐飞（42岁，妻子37岁，女儿12岁）

要不要生育第二个孩子，需要考虑很

多方面，除了生理之外，还要考虑自己有没

有精力再养育第二个孩子，工作的压力能否

承受等等。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老人、家庭

的需要而去勉强生了孩子，一方面孩子的健

康没有保障，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找一个很

大的麻烦。

如果各方面条件都能满足，再生一个

孩子也是可以的。至于孩子出生以后谁来

带，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解决。让妻子辞职在家带孩子，我觉得是

不可取的。30 多岁的年纪正是干事业的年

龄，都是各单位的骨干力量，在这个时候为

了带孩子而辞职，对个人来说是得不偿失

的，对单位和社会也是一种损失。而且，等

到孩子大一点，你回过头再想重新工作，也

不大可能了。

老人的身体如果好，带孩子自然没有

问题。如果老人的身体状况不佳，最好不要

勉强。毕竟老人年龄大了反应也比较慢，注

意力也跟不上，勉强去带孩子，很可能会发

生一些意外。

专家分析：
为带孩子辞职得不偿失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 范和生

“现在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大学毕业，
要多少钱？我觉得至少要 100 万，而且这个
钱是跟着通货膨胀一起涨的，还没有计算一
些特殊情况。我觉得，对孩子，一定要尽自
己最大的能力，给他最好的培养，至少不能
比同龄的正常家庭的孩子差吧。比如我女
儿，今年已经开始学钢琴了，一节课就是100
块钱，一架钢琴就2万多。我一个月才4000
块钱工资，我老婆才3000多，这点钱都是硬
省下来的。”林凡看上去似乎有些沮丧。

“你自己想不想再生个孩子呢？”记者问

林凡。
“想，怎么不想，不但我想，全家人都想，

老人更想。但是光自己想有什么用？你得
为孩子想想，你生下他就得养育他，就得教
育他，你得对他的未来负责任。”林凡说，“我
一直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出国留学，为了这个
愿望，我和老婆从女儿出生以后就开始积攒

‘培养基金’，如果再生一个孩子，甭说留学
了，嫁妆都给不起。以我们两口子现在的收
入，培养一个女儿都已经很吃力了，如果再
多一个，我能给他些什么呢？”

的确，如今人们对孩子的培养观念已经
与 40 年前完全不同，正如林凡所说，他的父
母对生孩子的经济需求还停留在“多个孩子
烧饭多加一瓢水”的时代，但现实早已不是
这样。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不代表孩子
不能成才，但可以肯定的是，孩子的起跑线
要比别人远很多，前行的路更加艰难。同
时，二孩的成长，势必削弱大孩的资源，这
些，又怎能不考虑？

采访对象：
林凡（37岁，妻子33岁，女儿5岁）

经济承受能力确实是决定是否生育“二孩”

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自己的经济压力很大，培

养一个孩子已经勉强，那么就没有必要非要“二

孩”。

这里我们应该考虑一个问题，生孩子是为

了什么？往大了讲，是要为社会培养一个有用

的人才；从家庭的角度来讲，肯定也是希望第二

个孩子比第一个更加优秀。如果各方面的投入

得不到保障，就盲目的生育，那么孩子出生以后

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培养，对他的成长肯定不利。

但这并不是说一定得有多少多少钱才能

生“二孩”，对孩子培养的投入虽然比较高，但

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恐怖。对孩子的教育不

能走入误区，更不能拔苗助长，培养和投入都

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与社会平均值持平

即可。

所以如果想要从经济方面考量是否生育

“二孩”，就要以一个平和的眼光去分析，不能想

得过于简单，也不需要如临大敌。参照社会平

均水平，对比自己的经济实力，得出最终的结

论，才是比较科学的。

（因涉及个人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专家分析：
养育成本用平均水平衡量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
长、教授 范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