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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生子产业链调查
核心提示

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
修正案第一款即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
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
民。”140余年后，因为这条修正案的鼓励，一些
年轻夫妇从中国内地出发，选择把腹中的生命
诞在地球彼端的土地上。

他们希望用人力改变“天意”，让这个拥有
美国护照的孩子，从来到世间那一刻起，便有机
会享有美国的优质教育、福利与居住环境；与此
同时，一个为之服务的赴美生子产业链也逐渐
发展起来。在不乏“灰色”与投机的色彩下，中
国父母和商家们各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制造“美国人”

在一些赴美生子的家庭眼中，这是一项
“回报率比抢银行还高”的投资行动。他们希
望尽自己所能来改变孩子的命运，让他们的孩
子在出生时便站在最优的“起跑线”上。

“我是济南人，也是美国人”，两岁半的聪聪已
经学会了这样介绍自己。聪聪的母亲王静曾是一
位妇产科医生，2007年末利用一张商务签证去了
美国。这项耗时三个月、花费近20万元的“投资”，
回报给她的是一个拥有美国护照的儿子。

“当然，对于济南人和美国人究竟有什么
不一样，聪聪还不知道。”王静说。这个问题的
标准答案，是由代办赴美生子业务的服务商们
归纳的：成为美国人，能享受180多个邦交国入
境免签证、享受美国 13年义务教育、进入美国
大学学费节省上百万元人民币、享有各项社会
福利措施、住低价高品质的老人公寓，甚至在
其他国家政局动荡时，即使航空封锁亦享有优
先搭机离开的权利。总之，“投资回报率简直
比抢银行还高”。

1868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
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论其父母的种族
以及是否拥有合法身份，都自动成为美国公
民。受此“落地公民权”吸引，有业内人士统计，
最近两年，每年约有四五百位中国大陆妈妈持
旅行或商务签证赴美，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
月子中心生下她们的美国孩子，婴儿满月后再
带回国内抚养，完成她们的“生产之旅”。

条条理由选美国

“咔嚓”一声，2B铅笔的笔芯断了，可答题
卡还没有涂满；作文在写最后一段，可是题目
总是想修改，手忙脚乱中，教室铃声骤然响起
——这是时常惊醒上海姑娘李琳的噩梦，那是
高考的“苦难岁月”长久留下的“遗产”。如今
已经 30岁的李琳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做财务

工作，尽管已经离开校园多年，却仍然
摆脱不掉那些阴影：“我是被国内的教
育制度折腾得死去活来了。”

三个星期前，她不经意间看到报
纸上有到美国生子的服务信息，立刻
决定要成为一名实践者。她详细列好
了自己的计划：为不让公司知道，她准
备以别的理由获得公司开具的在职证
明，以申请签证；怀孕后，再托医院关
系向公司获得至少三个月的病假许
可，前往美国生产。

当然，这其中的可变因素仍然很
多。 她担心家里的活动资金可能不
够，“中介说的两万美金应该不够，得再
存几个月钱准备三万美金才行”；她只
去过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担心签
证被拒；她还在苦苦寻觅性价比较高的
月子中心，“毕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到
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生孩子”。

不过，这些困难在“以留学生身份
就读国内高校、以美国人身份进入美国
知名大学”的诱惑下，似乎不值一提，

“想到孩子可别走咱的老路，能让他轻
松一点是一点，我就觉得这折腾得值。”

一切为了“孩子”，尤其是，当这个
还未出世的“孩子”将会成为家里老二
的时候。

同样住在上海的陈馨本来从未想过“一胎
制”有什么不妥。她受着“计划生育”的教育长
大：小学课本上就讲，我国地大物博，人均资源
占有量却总是世界倒数；春节晚会，她也会看
着“超生游击队”发笑。然而，当她知道第二个
孩子已经孕育时，事情却不一样了。“如果没有
一胎制的政策，我会希望有两个孩子，我很期
盼两个孩子在家打闹嬉戏，长大后也能有个相
互扶持。”她说。

陈馨试想过很多可能性。怀孕时得避开
居委会的耳目，是担惊受怕地在家待产，还是
躲回乡下老家去？生了之后要罚款，根据《上
海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若干规定》，将按夫
妻双方实际年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反正
要罚款，不如拿了这笔钱去国外生”，有海外留
学背景的老公很快做了决定，“既然国内不能
要这个小孩，我们就把他(她)生到美国去。”

更好的教育、“合理合法”的二胎，是众多
赴美生子妈妈们的首要考虑，而其他理由则
不一而足。聪聪的妈妈王静，曾在国内一家

大型医院妇产科工作。因为床位紧张，只有
临近生产状态的孕妇才会被送到待产室，“反
正脱光了，有时候给你盖床被单，有时这都没
有。很多家属就在外面等着，就这么从人堆
里推过去了，让我感觉挺没尊严的。”王静至
今仍有心理阴影。

还有的准妈妈只是“灵机一动”，比如公司恰
好派去美国商务出差；或是赴美求学、培训交
流。更有出人意料的理由——“可以逃离婆婆老
人家的魔掌”。有妈妈在网上留言说，“免得老公
在家‘里外不是人’，免得为婆婆一知半解的月子
知识而吵架，让坐月子就像在作战一样”。

精英妈妈群

2007年末，怀孕七个多月的王静终于站在
温暖的加州阳光下。从签证到飞行、再到入关，
整个过程是严格按照中介的嘱咐进行的：确定
怀孕后立刻预约面谈，避免签证官看出迹象；最
晚临产两个月前动身赴美(如果肚子太大还得
提前)；入关时穿深色上衣，手臂上最好再披一件

外套遮挡：在真正踏上美国国土前，“生
孩子”还是准妈妈们必须千方百计隐瞒
的秘密。

一旦跨过这个难关，便有月子中心
派来的专车在机场迎候，妈妈入住后甚
至可能有个小小的欢迎会：“生孩子”又
立刻变得天经地义、正大光明。

月子中心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
杉矶等地均有分布，以洛杉矶地区最为
集中。它最早专供移居美国的当地台
湾人坐月子，后来才渐渐接待从台湾本
土、从大陆来美国生孩子的妈妈们，提
供食宿、交通、联系医院、代办证件等全
套服务。

王静入住的，便是由一位四川人
开办的、第一批成立的月子中心。每
天早八点起床、晚十点睡觉，每周一三
五产检，二四去附近语言学校上课。
一周还有三次外出购物的美妙时光，
日子舒适得“就像回到住在宿舍的大
学时代一样”。

不过，她们的居住条件远非大学
宿舍可比。王静所住的、带有独立卫
生间的小套雅房，与另一位准妈妈共
用客厅、阳台与厨房，每月租金是两万
元人民币。如果是坐月子，还要加收

一万八千元。
在国内，王娜做的是外贸生意。未婚的她

向签证官出示的资产包括，一套60平方米的房
子、一辆十二万元的福特汽车、二十多万元存
款以及相同金额的年收入证明。

在那些去美国的内地妈妈中，王娜的经济
状况似乎只能算这个群体的“下限”。一些妈
妈去奢侈品打折店，一次便刷掉六七万元人民
币；买的婴儿奶粉、衣服、家具，不得不租用集
装箱运回国内；还有的妈妈，生完孩子出了医
院，直接让司机拉到拉斯韦加斯，在赌场里一
天就可以输掉几十万元人民币，“有很多人真
的非常有钱，很难想象”。

一家洛杉矶月子中心的老板Andy告诉记
者，这些财力充实的妈妈们，大部分来自北京、
上海、广州和其他省会城市，她们大多出生于
1975至 1985年间，“三成左右有出国或留学经
历，二成英文流利”。

“大多是企业老板、外企主管、政商名流、
医生、律师、会计师、教授等等。”在国内最早从
事赴美生子中介服务的赵玲玲表示，能够有意

愿、有条件且能成行的父母，在广大的人口基
数中，“还是少数富裕父母中的少数人”。

穿越大洋的“生子链”

“哪一天吃早饭，发现谁没来，哦，肯定昨
天晚上去医院生了”，与一群待产妈妈们住在
一起的陈馨，渐渐发现生孩子并不是什么了不
起的事情，“很多孕妇在一起，不会紧张”。

王静刚到洛杉矶时自主选定的产检医生，
也是她的生产医生。医生们多为华人移民，平
时待在各自的私人诊所，只在生产等需要运用
大型医疗设备时才到固定合作的医院里去。
王静住在待产、生产、恢复三合一的单人病房，
生产时打了无痛分娩针，有护士、护工与医生
三人为她服务。

医院送来的产后第一餐和平时没什么不
同，色拉、鸡肉、土豆泥、面包、咖啡、橙汁，据说
有的医院甚至会送冰激凌。她喝下了凉橙汁，
也洗了澡。一位显然非常了解华人月子禁忌
的护士，之前特意嘱咐过她：“别担心，你是可
以洗澡的！”

王静生产顺利，但因聪聪患有先天性输尿
管狭窄而住院两周。一个小细节她至今仍然
记得，那是医生在为聪聪作B超检查。尽管仪
器还没有国内某些大医院先进，但当医生在聪
聪身上涂乳液时，他特地转过头来安慰王静
说：“这个乳液是暖的，baby不会不舒服。”聪聪
出院时，更让她意外的是，高达 10万美金的账
单最后依靠申请医药补助而由美国政府埋单。

正常情况下，顺产一天、剖腹产三天，妈妈
们就会从医院回到月子中心。提前的预产期
与迅速的生产，常让一些打算在“关键时刻”陪
产的爸爸措手不及。每月交纳 600美金至 800
美金，爸爸便可在妈妈的房间内支一张小床陪
护。他们大多在入住与生产时出现，偶尔探
望，更多则是通过网络、电话与远在大洋彼岸
的妻子联系。

赴美生子催生了一条搭扣在地球两端的
“产业”链条，行走其上的人们，无论是期待新
生命的家庭还是如火如荼的“淘金客”，都难掩
身上的灰色和对未来的惴惴心绪。

8 月 22 日，在北京朝阳区一栋公寓房里，
一个推介赴美生子的小型宣讲会正在进行
着。“听讲”的是20余位从北京各处赶来的年轻
夫妇。主讲人张继仁是最早从事赴美生子业
务的服务商之一。此次，受国内中介机构邀
请，分别到上海和北京为有意向的夫妇提供咨
询。邀请张继仁前来的某中介机构北京代表
左冰告诉记者，如今，赴美生子已经有了一条
完整的服务链条，并且，“这个行业已竞争得越
来越激烈”。 据《中国新闻周刊》

准妈妈 (资料图片)

发挥郑州对中原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2009年以来，我国批准了珠三角、
海峡西岸、江苏沿海地区、横琴岛、关
中-天水、辽宁沿海经济、中国图们江
区域、中部地区、黄河三角洲、鄱阳湖、
海南国际旅游岛、皖江等13个区域发
展规划，且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新的
区域经济版图逐渐成形。随着区域规
划的出台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快，区域间的竞争也在加剧，并更多地
表现为区域间城市的竞争，尤其是中
心城市间的竞争。中心城市已成为区
域内部发展进步的引擎，做大做强中
心城市是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必经之
路。提高中原经济区中心城市郑州的
首位度和实力，对推动中原经济区建
设具有重要作用。

一、发挥郑州在中原经济区的增长
极作用。郑州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在中原
经济区中相对较强，作为中原经济区的
中心城市，对全区的发展能够产生巨大
的辐射带动作用。郑州作为区域性中心
城市和核心增长极，是中原经济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知识创新基地。核
心增长极能够产生聚集效应和极化效
应。一方面，郑州可以广泛地吸引和聚集
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同时，又能够
向农村扩散、输送高级形态的发展要素，
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的现代
化，从而更有力地辐射带动中原经济区的
发展，增强中原经济区的竞争优势。中心
城市郑州带动而形成的聚集效应，可以促
进各类产业要素在中原经济区及更大范
围内、更高层次上实现整合和优化配置，
为区域协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进一步提升郑州的首位度，加
强其对中原经济区辐射。从中原经济
区内部看，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
城市，对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能够产生不
可估量的辐射带动作用。但与周边省
份的省会城市相比、郑州在相邻八个省
会城市中城市竞争力排第五位，处于中
偏下位次，还必须着力提高郑州的首位
度，以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为目
标，加快郑州新区建设，扩大郑州城市
规模，增强、完善城市功能，加快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使其成为特大型区域
性中心城市、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现代服务业中心、现代农业示
范区，进一步辐射和带动中原经济区的
发展，提高中原经济区的竞争力。

三、提升郑州综合实力，带动中原
经济区快速发展。

第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注重
内涵式发展，
发挥聚集效
应。郑州依
托自身的区

位和交通、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
较低等比较优势，扩大经济外向度和对
外开放能力。当前要借助东部产业向
内地转移的契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建立产业聚集区，发挥产业的聚集效
应。重点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
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其中，要强化工
业支撑、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推进农
业现代化。大力推进金融、商贸、物流、
文化创意等产业的发展，提升郑州的产
业竞争力，提高其对中原经济区的辐射
带动作用。

第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创造通
达便捷交通。加快郑州市辖区道路交
通建设，形成地下、地面、高架联网的市
区立体交通网络，采用先进交通管理模
式，使市区交通方便、快捷、流畅。加强
郑州与周边城际铁路、轻轨、高速公路等
的建设，提高郑州通达性，形成便捷的都
市圈交通网路体系。同时做好城市管网
建设，注重城市不同管网管理部门的协
调，做好综合长期规划和建设，避免因为
事先不协调、事后频繁开挖道路引起的
道路运输能力下降，创造优美出行环境，
以提升郑州基础设施竞争力，提高其对
中原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三、培养和引进人才，进行技术
创新。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
一，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是推
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而技术进步是
创新的结果，创新是由人来完成的，创新
是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市场日益开
放、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郑州
没有全国知名院校和较多的国家级研究
机构，要想跨越式发展，要加强科教投
入，除了本土培养的人才外，必须创造条
件，吸引城市和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端人
才，并使其有事业成就感和市民归属荣
誉感，以提升郑州人力资本实力和郑州
市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完善的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知识外溢效
益。同时，发展科教文化事业和社会文
化服务产业，提升郑州的城市灵魂、品位
和魅力，推动中原经济区的发展。

第四，进行管理体制创新，推动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加快建设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型政
府体制创新，实施城乡统筹，推进城乡
规划、基础设施、就业创业、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一体化发展，提
高管理城市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提高郑州的城市吸引力，以推
动郑州和中原经济区快速发展。

陈梦筱

用土地换社保应当缓行
近年来，从沿海到内地，不少地方政府都在

推动农村居民的城镇化。方案各种各样，但基
本思路是“两换”：第一，农民放弃宅基地，换取楼
房，集中居住。第二，农民交出承包的耕地、林
地，换取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最近在央视表示，地方
政府以社保换农民土地，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

户籍之所以具有一定价值，仅仅是因为，过
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没有平等地向农村居
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因此，户籍的价值
其实表示的是地方政府拖欠农民的公共服务和
公共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负责任的地方政
府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尽最大努力尽快偿还这
笔欠账，比如加大对乡村的财政投入，增加乡村
的公共服务，完善乡村基础设施，让乡村居民享
受到现代文明的种种便利；同时也通过矫正型
措施，提高乡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之在最
短时间内与城镇居民相当。

土地换户籍、换社会保障的做法，却完全与
此背道而驰。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在把农民转成
城镇户籍的时候，也把他们转成无财产者。这样
的做法之荒唐，正如陈锡文所言，承包地和宅基地
是农民的合法的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应该政
府给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
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
拿你自己的财产来换，没有过这种事情。”

其实，目前一些地方实施的土地换户籍、土
地换福利政策，其根本目的不是改善农民的境
遇，增进农民的福利，而是为了以低廉价格获取
农民的土地，转手倒卖，以维持过去十几年来形
成的土地财政、土地经济。地方政府推动农民
交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广泛征用农民土地，扩
大市区面积，建立大规模的土地储备，也主要不
是因为工业化、城镇化需要那么多土地，而是为
了维持土地财政、及最近几年来形成的土地金
融机制的正常运转。比如，各地大量城投公司
的主要资产，各地政府向银行贷款的主要抵押
物，就是土地，以及地方政府可以不断获得廉价
土地的预期。

地方政府从这些土地经营中所获得的好
处，在很大程度上本应属于农民。而在“土地换
户籍、土地换社保”的名义下，这些收益成了地
方政府的收益。农民可能获得了户籍，却容易
失去维持生活的手段；农民可能获得了基本社
会保障，但这些基本社会保障不可能让一个人
过上幸福体面的生活。

更可怕的是，如果本届地方政府通过“土地
换户籍、土地换社保”得到了土地，接纳了大量
的失地农民，而后届政府无地可卖，却要承担对
这些转为市民的农民的社会保障，等于替前届
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失地农民的福利
也将很难得到保障。

城镇化过程，应当是农民境遇得到改善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需要尊重农民的土
地权利，其次应当把农民当成平等的公民，积极地
向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为其建立与城镇人
口均等的社会保障。在此基础上，让农民自主处
理自己的土地，决定是否及怎样流动。 京文

退休的李荣融何以赢得舆论掌声
国务院部委高官正常退休而引起舆论热议，这在

时下中国还极为少见，李荣融享受到了这一“殊荣”。
上周，执掌国资委7年之久的李荣融因66岁高龄而退
休，各路媒体和财经人士纷纷对他发表任后评价，出
人意料的是，“称职”、“干实事”、“实干领导”、“功成身
退”等关键词成为评价的主流，同时，各种版本的“李
荣融经典语录”在网络间广泛传播，表达着人们对他
的怀念和肯定。

我想，李荣融先生对此应该感到欣慰。毕竟，
在如今价值多元、观点纷呈的时代，希望离任之时
接受众口一词的歌功颂德，既不现实也很不真实。
一位领导干部能够收获这样的“任后评”实属不易。

李荣融执掌国资委工作7年，不仅实现了国有
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且着力推动央企重组整合、做
大做强，这些成绩谁也无法否认。而为了取得这些
成绩，作为国资委主任的他动了多少脑筋、花了多
少心思、费了多少口舌，人们亦不难想象。舆论以

“称职”、“实干”评价他，实乃情理之中。
然而，李荣融在任之时可没有这么幸运。近年

来，国资委及其领导的央企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
尖，人们对央企、国资委乃至李荣融本人的批评不
绝于耳。李荣融有句名言就是此情此景的最好写
照：“我想不明白，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
在国企搞好了，你们怎么还骂呢？”

在任之时收获的是批评，退休之际收获的却是
赞誉，这种反差在中国并不多见。中国人评价官
员，往往是官员在任时极力说他的好话，离任之后

才对他多有微词，在任时歌功颂德，离任后反攻倒
算。所以，面对李荣融的“任后评”，我们不得不感叹
时代在发展，观念在进步。同时，人们批评某位官
员，纵然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也并不表明对他的优点
和功劳视而不见，只是，就像老话说的，“成绩不说跑
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在任时舆论尽拣问题说，希
望予以改进，等离任时再拣功劳说，为时未晚。

李荣融的“任后评”对于现任官员显然具有某
种启示。作为官员难免受到舆论批评，有些官员可
能很生气、很委屈：你们怎么光盯着我的缺点和错
误，却没有看到我的功劳和苦劳呢？实际上，功劳
和苦劳人们看到了，也记下了，只不过，做官员有点
功劳和苦劳是应该的，存在缺点和错误却不应该，
就应当受到批评。“群众心里有杆秤”，请相信，只要
真的劳苦功高，人们总能找到机会予以肯定和赞
扬，李荣融的“任后评”就是很好的例证。

面对批评的李荣融虽然也曾觉得委屈，并且不
认同这些批评，但是，他至少没有压制舆论批评
——国资委是一个可以批评的部委，李荣融是一个
可以批评的官员，在时下中国，能做到这一点难能
可贵。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平时倒是没人敢批评
他们，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比那些经常挨批评的官
员做得更好。事实证明，如潮的批评并没有将国资
委的功绩、李荣融的功劳淹没掉，相反，批评拉近了
民众与官员、民众与政府部门的距离，宽容批评的
李荣融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和信任，这应该是他离任
时人们愿意献出掌声的重要原因。 晏 扬

狡兔
多窟

近日，统计局回应王小鲁爆出的“5.4万亿
元灰色收入论”。灰色收入的存在是众所周知
的，可是真正着手统计，确实摆在国家统计局

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对灰色收入统计
中的各种困难，虽然阻碍统计局的工作，但无
论多么困难都应该彻查到底。 焦海洋/图

展望中原经济区 畅想郑州新作为
郑州市社科联（院） 郑州日报 联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