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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爸爸你还好吗？
高龄奶爸在晒娃 90后却后悔了

长着一张娃娃脸,戴着黑框眼镜、
在广州一家IT硬件生产企业上班的
小曹看起来还是个大学生,却已经当
了爸爸,是身边朋友眼里的人生赢家。

由于身为90后的两夫妻刚参加
工作不久,还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别
说购房首付,连存款都没有,平时的花
销主要靠信用卡,月底让各自的父母
来还款。小曹目前借住在妻子父母
的老房子里,一家五口人挤在两房一
厅,夫妻俩住一间房,岳母陪着娃住一
间,岳父只好在客厅的沙发上过夜。
为了照顾孩子,妻子辞职当了全职妈
妈,这个家庭想要改善生活条件,貌似
遥遥无期。

“现在,我一个月只赚六千块钱,
养活自己都勉强,月底要靠爸妈接济,
更不用说养老婆孩子了。事实上,老
婆孩子都是岳父岳母在出钱养。”

小曹的上司告诉他,年轻人应该
以学本事成才为主,多奉献、多充电、
多参加集体活动,不应该对小钱太过
于斤斤计较。但是这位上司不知道
的是,小曹家里有嗷嗷待哺的娃和当
全职妈妈的妻子，现在的他没有钱也
没有时间来投资自己。

小曹承认,他内心是有点后悔
的。“孩子很可爱,但是如果他能来得
晚一些,让他的爸爸妈妈更有准备一
些,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情。”

职场男兴起当奶爸
政府给月薪40%补助

当在韩国首尔一家IT企业从事销售工
作的金振胜（音译）提出要请父亲假、回家带
两个小孩时，他的上司完全不敢相信，“数百
次问他是不是认真的”。毕竟，这名现年40
岁的白领事业发展得正好。经过数月沟通，
上司批给金振胜1年的假。

依照韩国法律，男性和女性一样，最多
可以请1年的产假或陪产假（父亲假）。实
际上，像金振胜这样从职场“转场”回家当奶
爸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为鼓励生育出台了
一些政策，金振胜离职后虽然拿不到工资，
但可以每月从政府领到100万韩元（约合
5400元人民币）补助，相当于月薪的40％。

职场爸爸比无子男同事
收入多21%

英国工会总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英
国，工作一样的情况下，有一个孩子的雇员
比没有孩子的同事要多收入1/5。有两个孩
子的父亲多收入数值则降至9%。此外，职
场父亲的工资略高于职场母亲。

报道称，父亲挣钱更多的原因可能包括
工作时间更长，以及更多的努力和付出。该
研究表明，人们认为作为父亲的员工对雇主
更为忠诚卖力，而母亲这一身份在职场中却
依然被视作一项不利因素。

九成职场爸爸享育儿假

在瑞典，奶爸在家带娃，分享与妻子共
有的480天带薪育儿假日益成为时尚。不
久前，瑞典瓦尔姆特市劳动仲裁庭判决某企
业向一名男性雇员支付4万瑞郎赔偿金，因
为该企业解雇了那名要求休1年育儿假的
员工。瑞典法律明确支持奶爸休育儿假，雇
主不能在休假期间终止合同。

1974年瑞典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父
母育儿假取代母亲产假的国家，规定父母共
同享有6个月的育儿假。为进一步实现两
性平等，1995年瑞典出台新政，规定480天
的育儿假中有30天不能转让给女方，新生
儿父亲要么休假，要么浪费。“奶爸份额”强
化了男性休育儿假的制度安排。此后“奶爸
份额”不断提高，2002年提高到60天，2016
年提高到90天。2016年瑞典共有91%的父
亲享受了育儿假。

（本报综合）

在各种职场问题的讨论
中,职场爸爸往往是容易被忽
略的一群。

职场爸爸的生存状况如
何?生儿育女对他们的事业
有多大的影响？他们是否期
盼二孩到来?为了孩子,他们
愿不愿意退居幕后,辞职回归
家庭成为“全职爸爸”？

CBD职场里的爸爸们,
有着相似的幸福,却也有着不
同的压力和困惑。

近期，智联招聘针对广州地区的937
位职场爸爸发起问卷调研，分别从生育意
愿、职业发展影响、夫妻生活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广州的职场爸爸
们以一孩家庭居多，超八成表示近期不想
要第二个小孩，生活压力大是最主要因
素，另外身体素质不允许和工作环境限制
这些都是他们顾虑的因素。

此外，接近五成的职场爸爸认为，生
儿育女对自己的职场规划毫无影响，这个
数字跟前段时间发布的《2017年职场妈妈
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相对比让人扎心——
有超过九成女性认为孩子的到来影响自
己职场发展。对于拥有孩子之后带来的
影响，职场爸爸们认为，首先是工作压力
变大，其次是社交减少、睡眠不足、情绪变
暴躁等。

如果家庭有需要，是否愿意辞职回归
家庭当一个全职爸爸呢？仅有百分之五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

专家解读报告称，孩子对职场爸爸影
响最大的部分更多集中在经济压力方面，
尤其随着一线城市房价水平的不断上涨，
部分职场爸爸“青中年焦虑症”随之不断
加重。处于这段时期的他们往往是家庭
栋梁，上有老，下有小，使得他们在职场中
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不敢犯错，害怕丢了
饭碗。

专家建议，职场爸爸不要过于焦虑，
建议尽早做好事业规划。在做好事业的
同时，也不要忘记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压力过大时需要及时寻找合适途径排解。

超八成职场爸爸
不想要二孩

调查

韩国

英国

瑞典

在姜先生一家居住的高尚住宅
小区里,他被邻居们称为“葛小姐(姜
太太)的老公”,因为这个小区里居住
了一大拨互联网创业者的家属,姜太
太是其中的佼佼者,现任广州一家互
联网公司的高管,平时在秘书和司机
的陪伴下风风火火地出入小区,是邻
居们眼里的名人。

跟太太相比,姜先生就低调许
多。很少人知道,他也曾经是一个程
序员,6年前因为公司遭遇财务危机谋
求转型。那个时候,恰好他儿子准备
上小学,他索性回归家庭当上了全职
爸爸。

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做好早餐
遛完狗,叫醒孩子,开车送去学校以后,

自己就回家上网,有时候跟朋友出去
打羽毛球,下午买菜做好饭装盒,让放
学的孩子在车上吃完,直接送去各种
补习班,下课回家以后还要陪儿子做
功课……全职爸爸的生活也是很忙
碌。

回归家庭,姜先生认为那并不是
个艰难的决定。“我做全职爸爸,是当
时家庭财务情况下的最优选择,所以
我们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很多人
觉得女人赚钱就会女强男弱,男人活
得憋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老婆
负责把钱拿回家就完事了,家里大大
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在做主,花钱的学
问不比赚钱少,我才是真正的一家之
主啊。”

回归家庭的全职爸爸：
“老婆赚钱都上交,家里大小事情我做主”

在哈利39岁生日的次日,跟他同
龄的妻子诞下了龙凤胎,历经了“高
龄”孕育的不易,两人对孩子的到来倍
感珍惜和幸运,更是朋友们眼中儿女
双全的羡慕对象。

哈利在广州一家国际4A广告公
司任职创意总监,年薪四十万元左右,
妻子在一家民办高校当教师,工作时
间灵活而清闲。

他陪伴妻子参加了每一节新手
父母课堂,还有小区里开办的音乐早
教中心。他提前半年就开始物色育
儿嫂和月子中心,妻子生产以后,他把
妻子送进珠江新城一家商住公寓里
开办的月子中心,还贴心地送上了产

后恢复身材的健身课程。他这个新
手奶爸一边上班,一边在育儿嫂的帮
助下学习照顾新生儿。

哈利衷心相信,在条件都准备好
的情况下,温馨稳定的家庭生活,对
他日后的职场乃至人生道路起到前
所未有的正面影响,“通过亲手照顾
产妇和孩子,我成熟了许多,学会了
共情、包容、耐心，还有聆听,在工作
中少了锋芒,对团队、客户多了一分
理解。”他说,很多同龄的同事也先
后遭遇职业和生活的“中年危机”,
而对家庭生活的投入经营,着意去
创造有爱的气氛,这些让他感到治
愈。

亲手带娃的高龄奶爸：
“温馨投入的家庭生活,让我学会包容、耐心和理解”

啃老中的90后爸爸：
“如果孩子来得晚一些,职场心态会更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