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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子女之经济与非经济因素辨析 
彭铁牛  郑依銮  王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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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社会现实，从养育成本、教育成本、机会成本、收入等方面，进行养育子女的纯经济分析；并从身体素质、育
儿观念、品行改变、情感变化、模仿效应、心理感受等方面，展开养育子女的非经济因素分析；最后指出了纯经济因素分析与非经
济因素分析的利弊，分析了二者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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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子女，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看,具有三大目的:（1）秉守

生育观念，传承生育文化。（2）响应国家政策，缓解人口问题。（3）

培养优质人才，丰富人才储备。从家庭、家族层面看，有六个目的：

（1）繁衍子孙后代，继承家族香火。（2）盼后代更出息，改变家

庭命运。（3）待到迟暮之年，享受晚年幸福。（4）寄希望于后代，

实现年少之梦。（5）构建沟通桥梁，增聚夫妻感情。（6）增添生机

活力，打造美满家庭。本文从经济与非经济两方面，对养育子女进

行相关分析。 

一、经济因素分析 
经济基础是养育子女的前提，下文将分别从成本、收入和收益

等方面，进行养育子女的经济要素分析。 

1、成本。根据劳动经济学成本理论，可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

成本，这里的直接成本指生育、教育、生产实践和必要社交所

需物质成本，即衣食住行、教育投资、生产实践、社交活动所

需的支出，而间接成本指机会成本，即父母因养育子女耽误事

业而减少的收入。 

（1）生育成本。生育的支出一般包括产检费、生育费、奶粉、

医药、营养补品、衣服、生活费、休闲娱乐、旅游费等等方面。每

个家庭的经济基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再加上父母的观念不同，导

致父母在生育的支出出现以下差异。 

①生育高投入。有三种情形导致高投入。其一：是家庭条件较

好、经济充裕的父母，能给予孩子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条件，自然而

然会选择高投入，不愿让子女赢在起跑线上；其二：经济一般却十

分重视孩子成长的父母，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起早摸黑、增加

收入、拓展社交，想尽一切办法，为子女的成长创造尽可能好的条

件。其三：子女身患残疾，则父母的付出高额且漫长。可见，优生

优育尤为重要。 

②生育低投入。情形有二：其一，经济基础薄弱的父母，无力

给孩子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只能满足孩子基本生存的需求；其二，

经济基础尚好且注重孩子品德、自立培养的父母，有意不过分投入，

所谓贱养。 

（2）教育成本。即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一般包括学费、补习

费、兴趣班、学习用品、课外读物、户外教育实践活动等等，父母

受到自身的文化程度、社会阶层、教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此成本

呈两种情况。 

①教育高投入。有两种情形：其一，文化高、社会地位高的父

母，对子女的期望相对也高，愿意支付大笔的教育、培训和开发费

用，如：启蒙班、启智班、专业技能训练、重点学校、贵族学校、

出国深造等；其二，普通家庭却尤其重视孩子教育的父母，希望藉

此改变未来家庭命运。 

②教育低投入。亦有两种情形：其一，经济薄弱且不重视孩子

教育的父母，无力给孩子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其二，经济条件好

却不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的父母。或有意“原生态放养”，或以为

已为孩子打下厚实家底，孩子几辈子均高枕无忧，无需接受更多、

更高的教育，故教育支出意愿不高。 

（3）机会成本，即父母因养育子女放弃更好的职业、机遇而

减少的收入。一般地，照顾孩子更多地落在妇女身上，母亲付出的

机会成本更多更大。 

2、收入。父母从养育子女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根据社会经验

总结，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1)高收入。此类子女大都成才，属于

社会精英，因而具有较高收入。(2)中等收入。此类子女大都具备一

定谋生能力，可达到社会平均收入。(3)低收入。此类子女大多能力

偏差，谋生困难，日子拮据。 

3、收益 

根据父母养育子女的成本状况和收入状况，其收益情况有四

种。 

（1）成本低，收入高。此乃大部分家庭养育子女之常态，亦

社会发展之一表现也。所谓一代更比一代强也。然父母付出不可否

认，不可忽视，更不可轻视。尤其感人肺腑者，古往今来，常有平

民、极端之家，生活常常入不敷出，养育子女支出常常断断续续，

然子女在艰难中奋发图强，最终成人、成才，兴家旺家。如：借光

冻粥，负薪挂角，悬梁刺股，囊萤映雪。 

（2）成本高，收入高。此类父母付出巨大，子女亦最终成才，

为社会精英，给国家做出贡献，也给家庭带来荣誉。生于民国富裕

之家的钱学森、冬运会明星冠军谷爱凌的成长便是例证。大概中产

阶层、政经精英之家，属此类也。 

（3）成本高，收入低。情形有二。其一：父母殚精滤竭，备

至极致，所谓最舒适的生活环境、最优厚的学习环境、最优秀的老

师、最贴心的的陪伴。然父母尽心尽责，而回报稀薄或几无。其二，

令人叹惋者，有宽裕之家，重享不重教，生育成本高而教育成本低，

不愿付出机会成本。此二者均足令子女享乐至上，玩物丧志，无心

求学、鄙视学习或学习散躁，素质低下，无以竞争，不能自立。所

谓奢养出娇子也，此当下家庭养育之新态也，足令天下父母警鉴也。 

（4）成本低，收入低。大概处于生存线之家庭，常属于此类。

如无外力援手，恐有贫困循环之虑，当以社会合力，扶智扶志，助

出困局。 

二、非经济因素分析 
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家庭子女养育。大体乃身体之素质、育儿之

观念、品性之改变、模仿之效应、感情之变化及心理之感受也。 

1、身体之素质 

养育子女乃辛苦漫长之过程，父母健康体质乃前提和基础。生

育孩子前，父母正年轻，是身体素质最佳的时期，随着孩子出生，

父母会因经济压力、精力不够、情绪变化等因素影响，给身体带来

一定的伤害，如不能调整好心态、加强锻炼，久而久之会累垮身体。

另外，如父母一方有遗传病，则应慎重、科学生育，遗传性身体不

健全孩子乃悲剧也。 

2、育儿之观念 

育儿观念差异，因生产力水平与文化状况高低，存在现实或历

史性时空之差异性。现实性时空差异，在宏观、微观因素影响，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历史性因素之差异：如文化水平、道德伦

理、风土习俗。（2）区域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之差异。（3）政府

治理水平之差异。（4）城乡差异。（5）夫妻认知之差异。（6）祖辈

与亲家认知之差异。（7）家庭其他成员及亲友认知之差异。 

国际间也存在差异。中国家庭因爱而不舍得，不自禁尽可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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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一切、给予一切、设定一切。孩子温良恭俭让，习于平和稳定，

柔有余而刚不足，自立稍迟、成熟显晚。西方父母爱且舍得，养育

属于放养型，注意给予自由，注重培养自立意识与能力。 

中国父母类似“保护伞”之拟“温室”模式，与国外父母“独

立、室外、野外”放养模式，各有利弊。应互相借鉴，共求适应国

家、社会、民族、组织和家庭、个体生存、发展需求之育儿方式，

乃明智之举也。 

3、品性之改变 

养育子女之时，父母品质亦潜移默化。子女与父母之间，互相

之间，亦有所改变、成长、成熟。父母之爱心、理想、责任心、执

行力，养育子女之关键也。其优秀者，循环顺畅，父母、子女品性

日趋美好，君子贤俊，叠相涌出；其莠劣者，循环阻塞，父母、子

女品性日趋衰败、怨恶，小人盗逆，因此而生。 

4、感情之变化 

伴随着孩子之出生、成长，父母之间的感情也会发生改变。有

些父母在其中沟通充分，互解互谅，夫妻之情愈加默契甜蜜，其温

馨家庭氛围，乃孩子成长之佳境也；其反者，互相埋怨，推卸责任，

甚乎怨难加诸子女，夫妻之情趋于崩溃，忧郁子女，贻害子女。 

5、模仿之效应 

父母的个格与修养会潜移默化影响子女。子女所思所想，言行

举止，会深深烙上 “父母的印记”。其途径有二。其一身教；其二，

言传。因此，天下父母，当陶冶情操，高尚品质，为子女率先垂范，

促子女健康成长。 

6、心理之感受 

养育子女长大，是一个需要不断付出、操劳的漫长过程，对中

华传统理念的父母而言，有过之而不及，父母几乎以有限的一生普

及了孩子的一生。子女降生之时，惊喜且手忙脚乱，背后是一定的

生育费用和教育费用的储备，心理上前所未有的体会、角色的重大

改变也来了。子女年幼时，照顾子女的衣食住行、喜怒哀疾，昼夕

如一，年年如一；子女少年时，眷顾、导引身体、习惯、心理与学

业；子女长大了，则关注其交友、恋爱、学业、职业、婚姻，从车

子、房子等物质支持，到选择大学、专业、职业等立业，到社会化、

职业化、家长化等成家，到行为引导、习惯培养、心理健康、三观

培养等心魂熏育。可见，父母的精神与物质的压力与付出，难以言

表。 

天下父母，养育子女，必有所感受。其轻松愉快、物质与精神

压力几无或稍弱者，可以为“甘”也；其烦恼伤害、物质精神压力

偏重者，可以为“苦”也。由此视之，则天下父母 “甘苦”相加

之感或可述之以下。 

（1）先苦后甘。此类父母，家底薄，起点低，养育子女比一

般家庭更为辛苦。然勤劳俭朴、奋发图强。子女苦难于生计而安乐

于心态，与父母、家人亲受一切，对父母的一切付出刻骨铭心，长

大成人了，大都懂得“孝敬父母、珍惜亲情、报效国家”。令父母

欣慰幸福，安享晚年。此中国父母之常态也。 

（2）先甘后苦。此类父母除了以上若干付出之外，更注意营

造欢乐的氛围，在意子女快乐，不施加压力于孩子，身传而不善言

教，孩子宠溺之下自由成长。导致孩子承压能力偏差，对父母的付

出熟视无睹，视为当然。成人之时，或者任性，或者个性。不在意

父母、他人的感受，谈不上孝敬父母，甚至成了“啃老族”、“累赘”，

让父母“苦”无休止、“苦”不堪言。有的父母从希望到心寒、无

助，从失望落入绝望。其悲苦哉！此中国无知以及贫盲、富贵二端

父母之新态也。 

（3）先甘后甘。此类父母除了以上若干付出之外，更注意营

造愉快、欢快、开朗、积极的氛围，在意子女的身心健康、良好习

惯，注重孩子的知识、智力、情商的学习、培养与开发，言传身教，

循循引导，敦敦教诲，使子女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子女长大

后，都能有所长、堂堂正正、成家立业，也会体谅父母一生的辛苦

操劳，懂得感恩，报答父母，让父母、长辈倍感幸福。此智慧父母

之常态也。 

（4）先苦后苦。此类父母，或经济基础薄、或夫妻不和谐，

以致孩子成长氛围欠佳或糟糕，整个养育过程中，夫妻、孩子均“苦”

多于“乐”。以致孩子身上，负能量大于正能量，身心不同程度出

现问题，甚至成为“负能量载体”、“累赘”或“破坏者”。父母晚

年，奢谈幸福。此较贫困或问题家庭父母之常态也。 

三、二种分析方法的关系 
1、纯经济因素分析之弊端 

经济因素分析，令人愈加近乎现实，不至于空想。但纯经济意

识，难免市场化、功利性倾向，不符合个体全面发展理念。此意识

亦令人鄙视理念、信念或信仰，容易陷入人生短视、价值迷茫，恐

终归于粗俗拙品。 

1.1.1 2、非经济因素分析之弊端 

非经济因素分析，令人愈加近乎理想，难免纸上谈兵。但非经

济意识，难免理想化、泡沫化倾向，同样不符合个体全面发展理念。

此意识亦令人罔顾现实、可能，容易沉迷抽象理念，陷入空想迷思，

因夯实根底，脚踏实地，方为上善也。 

3、协调二种因素分析之关系 

（1）夯实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其中养育成本解决生存问

题，应该得到基本保证；教育成本是必要之付出，不可或缺；机会

成本的付出，在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也是大多数父母不可回避

的现实问题。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经济因素可以让孩子和现实紧密

融合，感受世界，感知责任，感恩亲人，催人奋进。毕竟，现实世

界，是人类一切理想、实践的起点与终点。这是培养现实主义者、

唯物主义者、消灭空想主义者的最好的地方。 

（2）注意非经济因素的能动性与导向性。 

首先，非经济因素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积极乐观，奋发向上，

充满正能量，则子女也会身心健康、阳光、积极、勤奋。反之，消

极、负能量的心态，会导致子女身心欠缺、封闭、消极、散懒。其

次，非经济因素的导向性体现在：正能量导向奋发向前，导向成功；

负能量则导向散漫后退，导向失败。 

总之，养育子女的过程，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经济因素发挥基础作用，而非经济因素具有能动性、导向性，

二者应有机结合，方可圆满养育子女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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