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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装备动辄数万元开学装备动辄数万元，，
家长直呼吃不消家长直呼吃不消

让让““开学经济开学经济””
变成变成““经济开学经济开学””

6000元的平板、8000元的手机、上千元的耳
机、上万元的电脑……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但
准大一新生的“开学装备”带来一波消费潮。面对
商家吹捧的开学“全家桶”“四件套”，动辄“几万+”
的账单让不少家长直呼吃不消。开学季还没到，家
长的钱包就“余额不足”了。

上周末，老余带着即将上大学的儿
子去了趟位于五棵松的北京摄影器材
城。“高考后问孩子想要什么礼物，说想
要个新相机。他以前一直用家里的‘微
单’，说是太老了，各种性能已经跟不上
他的拍摄需求。”老余想着，孩子也没啥
别的爱好，就喜欢摄影，有了相机也方
便上大学后加入摄影社团，就答应了。

咨询了搞摄影的朋友，老余发现照
相机是“丰俭由人”：半幅照相机五六千
元就能搞定，全幅照相机起步就得上万
元，配镜头就更“烧钱”，一两万是它，十

几万也是它。在朋友的推荐下，父子俩
决定买一款全画幅的“微单”。

到了北京摄影器材城，找到一款心
仪的“微单”，小余拿起来就不舍得放
下，和老板聊得不亦乐乎。有钱难买心
头好！一询价，11500元。正当老余咬
牙掏出手机准备扫码付款时，小余又有
了新需求。只见他拿出手机，一边调照
片，一边问老板，要想拍出照片里的效
果，要如何选择镜头、光圈……聊着聊
着，“微单”的基础款不够用了，镜头焦
距太短了，要想拍出理想的照片，得加

“头”。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说起拍照
时的神采奕奕，老余只好妥协，又买了
个4000多元的长焦镜头。

孩子的需求是满足了，老余一个月
的工资也搭进去了。

“我感觉，买个相机是花了11000
元还是花了15000元，在孩子的眼里是
没区别的。他需要，爸妈给买，他对花
钱没概念。”老余说，在孩子的“开学装
备”清单上，还有手机、电脑这些大件等
着买呢，孩子的“按需消费”让他有点儿
吃不消。

儿子考上了一所“211”大学，陈晓
飞的喜悦劲儿还没过去，就和儿子因为

“开学装备”闹起了矛盾，导火索就是孩
子想要配齐开学“全家桶”。

“孩子高考发挥稳定，被一所‘211’
大学录取，我们一家都很高兴，可看着
儿子递过来的‘装备清单’，我是真高兴
不起来。”陈晓飞说，她和丈夫都是打工
族，夫妻两个人月收入加起来一万出
头，上有老下有小，日子不说过得紧巴，
也并不宽裕。孩子上初中时，为了上网
课，咬牙给他买了某知名品牌的平板电

脑。现在，有了平板，孩子还想要同品
牌的手机、笔记本电脑、耳机，头头是道
地说什么现在流行“全家桶”。

同品牌的“全家桶”用着是方便，可
价格也不便宜。按照儿子列的清单，就
这几件配齐了得一万大几千块钱，还没
算上学费、生活费、学习生活用品等。
陈晓飞觉得负担起来有些吃力，再说孩
子的手机是前年买的，因为学校不让用
还很新，这个手机继续用一点儿也没问
题，重新买手机在她看来就是“烧钱”。

在和儿子交涉的过程中，陈晓飞发

现孩子“认死理”，一直强调同一个品牌
同一个系统，能够多设备共用，用起来
更方便，还说“好多同学都准备了这种

‘全家桶’”。
“其实为孩子我们也算是很舍得

了，高考完就给他报了驾校，3500多元，
但家里就这条件。”陈晓飞很无奈，他们
夫妻俩用的手机都是1000元出头的，孩
子如此高的“开学装备”让他们感觉到有
压力。“到现在，父子俩还在较劲呢，不过
我感觉，最终妥协的可能是我们，估计最
后还是不得不为这个‘全家桶’买单。”

女儿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冯海
风感觉卸下了身上的重担，可当女儿
向她提出总价近4万元的“开学装备”
清单后，她发觉孩子的消费课好像没
学好。

“家里就一个孩子，已经习惯了她
要什么就买什么。说实话，这4万元
我也掏得起，但是我觉得，孩子已经18
岁了，对花钱还没概念，我希望她能够
学会更好地花钱。”冯海风说。

经过家庭会议的“讨价还价”，母
女俩最终达成一致，母亲提供上限2
万元的“装备基金”，女儿自己规划如
何花，剩下的钱由女儿自由支配。

女儿即将就读的学校校区比较
大，她想要一辆公路自行车，平时上下
课用，周末还可以骑回家，或者和同学
去刷街。“她看好的那款公路自行车售
价2000多元，我给她推荐了一家二手
物品交易网站，她在上面找了一辆同
款的，700多元就拿下了。”冯海风告
诉记者。

可着这2万元，女儿精打细算——
比如手机和平板，虽然已经用了三年，
可各种性能还很好，清理一下内存完
全可以继续用；女儿买了个触控笔，留
出了购买记笔记App的资金；笔记本
电脑也买了个“平替”，预算是“刀了又

刀”。
加加减减，最终这笔“装备基金”

还剩下近2000元，冯海风也如约把剩
下的钱通过微信转给了女儿。

“和孩子‘谈钱’并不是要求孩子
多节俭，而是想让孩子建立更全面的
消费观，能够量入而出，学会合理规划
自己的金钱，明白哪些是该花的，哪些
不是必须花的。”冯海风说，毕竟孩子
走进大学后，要离开家长的羽翼，自己
安排生活。

眼看即将开学，冯海风已经“乘胜
追击”，和女儿商量起上学后每月的生
活费限额的事了。

开学季还没到，老林和妻子两人七
八月份的工资已经见底了，6万多元基
本上没剩什么，还房贷都用的“老本
儿”。

老林的女儿一直是“别人家的孩
子”，学习上基本没让父母费过心，尤其
是上了高中，小林特别自律，三年就没
松过劲儿，成绩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

“高三一年寒暑假都没出去玩，有

时候看着孩子学习到深夜，我们都心
疼。高考分数一出来，妥了！”老林说，
这个暑假他们夫妻俩从一开始就计划
好了，要好好“补偿”女儿。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养娃方知
花销贵”。女儿的开学账单有6万多
元，非常丰富，包括未来学习生活用品，
比如笔记本电脑、平板、手机、无线耳
机、智能手表等，还有提升自我类的项

目，比如考驾照、学习化妆穿搭、学习感
兴趣的视频剪辑等，当然也少不了和同
学的毕业旅行以及聚餐。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12年苦
读，如今开启了新的人生，老林觉得这
个暑假是女儿最放松的暑假，所以他们
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最好的给
孩子，让孩子准备好，投入到大学的学习
生活中。这笔钱夫妻俩花得心甘情愿。

孩子“按需购买” 花光老爸一月工资

起争执

花6万补偿女儿 夫妻俩心甘情愿

小贴士——

装备如何配？
学长学姐有话说

吃不消

有了平板要手机 非要配齐“全家桶”

定两万资金上限 让孩子学会理财计长远

爱之深

准大一新生应该如何
购买“开学装备”？记者采
访了大四学长学姐，总结他
们的经验，供准大一新生参
考。

■ 文科学姐小宋

“笔记本电脑的使用率
是很高的，要做作业、刷网
课、做PPT、写东西、写论文，
我们宿舍是人手一台。”小
宋告诉记者，笔记本电脑购
买时要考虑自己的使用习
惯，还有续航时间，不要盲
目跟风。她还介绍，平板也
是利用率比较高的一个装
备，最好是配上触控笔，搭
配上相关的App，可以在平
板上记笔记，而且老师讲课
时的板书或是PPT可以随
时拍照，插到笔记里，提高
记笔记的效率。

此外，耳机、充电宝、插
线板、台灯等都是宿舍生活
的必备物品。

■ 计算机专业某学长

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大
四学生给出的建议是笔记
本电脑别着急买。他说，专
业性要求比较高的计算机、
设计、摄影等专业学生需要
使用一些专业软件，电脑的
配置也就要求更高，学生可
以在开学后咨询学长或老
师对设备性能的要求后再
行购买。

“现在网购很方便，配
送也很快，晚点儿买总好过
买完了又发现电脑不够用
要好。”这位学长还介绍，大
学里有许多社团，有些社团
需要相应的装备，比如摄影
社团会要求有照相机，骑行
社团要求有自行车，这些装
备都可以在加入社团后按
需购买，“别着急，省得买错
型号，花冤枉钱”。

（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