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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考察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教育分层的趋势。

基于 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 ,本研究将学龄子女和其父母的

背景信息作匹配 ,对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他们入学和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进行研

究 ,结果表明 ,尽管在 1990 年至 2000 年的十年中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 ,

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 ,农村

户口子女的状况相比于城镇户口同龄人来说变得愈加不利 ,父亲的社会经济

地位对于入学状况的影响作用增大了。尽管作为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普及的

结果 ,农村 (户口)孩子获得的初中教育的机会相对增加了 ,高中教育升学机

会的城乡差距却在扩大 ;即使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 ,父亲的

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高中升学率的影响仍然呈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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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既是社会流动的渠道 ,又是社会再生产的工具 ,在现代社会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 ,正规的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出身不利的孩

子改变命运 ;另一方面 ,个体所受的学校教育还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在其

童年时代赋予他们的优势或劣势地位 ( Ishida , Muller & Ridge ,

1995) 。换句话说 ,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随着学校教育系统的普及、入学人数的

长期稳定增长 ,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这使得一些学者宣称教育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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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越来越不依赖家庭背景 (Boudon , 1974 ; Treiman , 1970) 。然而 ,对

教育年限的线性回归分析表明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 ,家庭背景的作用一

直是随时间的推移而稳定不变的 (参见 Featherman & Hauser , 1978) ,

这是因为教育规模扩张和教育机会分配是两个独立的过程 ( Mare ,

1980) :前者并不必然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更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在 20 世纪 ,许多国家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都出现了教育机会的扩

张 ,然而 ,这似乎并没有减少家庭背景在个人教育成就获得中所发挥的

作用 (Shavit & Blossfeld , 1993) 。正如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更加

平等的收入分配一样 ,教育机会的扩张对于教育不平等状况的改变也

不具有本质的意义。教育机会的分配也许像其他影响教育获得的稀缺

资源的分配一样 ,都内嵌于某一国家特定阶段的基本社会结构中。

在现代社会中 ,由于教育在获取职业和经济报酬方面发挥了日益

重要的作用 ,因此 ,“谁获得教育”就成了分层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
(Deng & Treiman , 1997 ;Shavit & Blossfeld , 1993) 。在资源分配机

制正经历着巨大变革的社会中 ,要想理解社会分层结果的变化 ,就有必

要研究如何改变不同社会阶层的受教育机会 ,而这种机会分配的改变

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许会有长期的影响。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巨大制度转变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

社会学家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即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市场资本主

义 ,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社会分层秩序是如何

被重塑的 (Cao & Nee , 2000 ; Bian & Logan , 1996 ; Gerber & Hout ,

1998 ; Nee , 1989 ; Parish & Michelson , 1996 ; Róna2Tas , 1994 ;

Szelényi & Kostello , 1996 ; Xie & Hannum , 1996 ; Zhou , 2000) 。然

而 ,这一领域现存的许多著述主要集中于收入分配问题 ( Nee , 1989 ;

Bian & Logan , 1996 ; Gerber & Hout , 1998 ; Xie & Hannum , 1996 ;

Zhou , 2000) 。尽管教育 (人力资本) 在决定收入 (Bian & Logan ,

1996 ; Zhou , 2000)方面日益重要 ,并且对于这一现象的阐释存在着争

议 ( Xie & Hannum , 1996 ; Wu & Xie , 2003) ,但很少有学者详细地考

证过这样一个问题 :经济改革对于教育不平等本身的影响。这种考察

将有利于我们理解市场转型时期的工作变动、职业流动和代际流动的

变化 ( Gerber & Hout , 2004 ; Walder , Li & Treiman , 2000 ; Zhou ,

Tuma & Moen , 1997) 。

本文将研究中国 1990 年代改革深入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加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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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教育分层的变化情况。基于 1990 年2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样本 ,

本文将 6 岁至 18 岁的学龄子女与其父母背景的信息进行匹配 ,并且研

究分析在这十年里家庭背景对子女入学和升学的影响 ,特别关注户口

和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的受教育结果影响的变化趋势。

笔者首先简单介绍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和学校

扩招的情况 ,并解释人口普查数据如何运用于研究预测教育不平等状

况的趋势。其次 ,分析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影响处在经济市场化和

教育扩张中的教育分层结果。最后 ,就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对改革时

期的中国不平等结构转变的影响进行讨论。

一、经济改革与教育扩张

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过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巨

大变化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 ,从 1978 年的 379 元人民

币到 2005 年的 14 040 元 (见表 1 的 A 列) 。按 1978 年的固定价格折

算 ,到 200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5. 8 倍 ,到 2005 年是 8. 8 倍 ,

年增长率大约是 9. 0 %(国家统计局 ,2000) 。自 1992 年邓小平南行讲

话以来 ,市场改革步伐加快 ,经济增长尤为迅速。市场经济已经突破意

识形态的禁区 ,完全合法化了 ,市场机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日益重

要的作用 ,并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引进到住房分配、教育、医疗和其

他的社会服务领域的改革中。
表 1 :198022005 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不平等的有关指标

年份 A.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人民币元)

B. 与 1978 年 (100. 0)

相较下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C. 基尼系数 D. 城乡人均

收入比

1978 379 100. 0 0. 317 2. 35

1980 460 113. 0 0. 295 2. 75

1985 853 175. 5 0. 331 2. 14

1990 1 643 237. 3 0. 357 2. 51

1995 4 854 398. 6 0. 290 2. 79

2000 6 392 575. 5 0. 390 3. 10

2005 14 040 878. 9 0. 449 3. 22

数据来源 : A、B、D :《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C: 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http :/ / www. wider. unu.edu/ wiid/ wiid.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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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而来的是快速增长的不平等。正如表 1 的

C 列所示的 ,全国整体上的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 317 增长到 2005

年的 0. 449。由于户口政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乡间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尤显突出 ( Wu & Treiman , 2004 ;2007) :城乡人均收入比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有轻微回落 ,但此后一直快速增长 ,从 1990 年的 2. 51 到

2000 年的3. 10再到 2005 年的 3. 22。城乡收入的不平等解释了 43 %

的全国总体收入不平等 (蔡昉、万广华 ,2006 :3)现状。

社会学家关注的是体制转变过程中“谁赢谁输”的问题 (Nee 1989 ;

Szelényi & Kostello , 1996) 。尽管有大量著述致力于讨论人力资本

(教育) 的回报随着市场体制的转变而上升 (Bian & Logan , 1996 ;

Gerber & Hout , 1998 ; Wu & Xie , 2003 ; Xie & Hannum , 1996 ;

Zhou , 2000) ,但很少有学者详尽地考查过经济改革在受教育机会的获

得上不平等状况的影响。

尽管教育分层结构相比于经济资源分配结构上的变化是相对稳定

的 ,但从长期来看也少不了受经济改革的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更

是如此。大体而言 ,经济改革在三个方面影响教育分层。第一 ,持续的

经济发展需要技术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摈弃的考试制度被恢复 ,标

志着改革时代的开始 ( Tsui , 1997 ; Wang , 2002) 。尽管实际上中国教

育获得模式随着不同历史时期以及政府政策上的变动而有所不同

( Hannum & Xie , 1994 ; Zhou , Moen & Tuma , 1998) ,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观察到的教育不平等应主要被看做是一种对于社会主义条

件下向常态的回归 ( Gerber & Hout , 1995 ; Simkus & Andorka ,

1982 ; Wong , 1998) , 而不是市场经济转型导致的后果 ( Deng &

Treiman , 1997 ; Tsui , 1997 ; Zhou , Moen & Tuma , 1997) 。第二 ,经

济增长为教育发展和学校扩招提供了更多资源。政府教育预算支出自

1978 年以来一直快速增长 (见表 2) 。在 1980 年 ,中国政府确立了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普及基础教育、到 20 世纪 90 年代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

目标 ( Tsui , 1997) ,到 1998 年 ,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如图 1

所示 ,入学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达到 98 %以上。完成小学教育后的初

中升学率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几乎是 100 %;完成初中教育后的高中

升学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30 %增长到 2005 年的 60 %。自 1998 年开

始 ,高等教育也一直在扩张 (闵维方主编 ,2006)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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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中教育而进入大学教育的比率从 40 %攀升到 80 %。
表 2 :197822005 年中国政府教育经费和教育扩展情况

年份 政府预算的

教育经费

(亿元)

学龄青少年

入学率 ( %)

升入初中的

比率 ( %)

升入高中的

比率 ( %)

升入大专

院校的

比率 ( %)

1978 76. 23 95. 5 87. 7 40. 9 2

1979 93. 16 93. 0 82. 8 40. 0 2

1980 113. 19 93. 9 75. 9 45. 9 2

1981 122. 22 93. 0 68. 3 31. 5 2

1982 137. 20 93. 2 66. 2 32. 3 2

1983 154. 72 94. 0 67. 3 35. 5 2

1984 180. 14 95. 3 66. 2 38. 4 2

1985 224. 89 96. 0 68. 4 41. 7 2

1986 267. 30 96. 4 69. 5 40. 6 2

1987 276. 57 97. 2 69. 1 39. 1 2

1988 330. 91 97. 2 70. 4 38. 0 2

1989 397. 72 97. 4 71. 5 38. 3 2

1990 563. 99 97. 8 74. 6 40. 6 27. 3

1991 617. 83 97. 8 75. 7 42. 6 28. 7

1992 728. 76 97. 2 79. 7 43. 4 34. 9

1993 867. 76 97. 7 81. 8 44. 1 43. 3

1994 1 174. 74 98. 4 86. 6 46. 4 46. 7

1995 1 411. 52 98. 5 90. 8 48. 3 49. 9

1996 1 671. 70 98. 8 92. 6 48. 8 51. 0

1997 1 862. 55 98. 9 93. 7 44. 3 48. 6

1998 2 032. 45 98. 9 94. 3 50. 7 46. 1

1999 2 287. 18 99. 1 94. 4 50. 0 63. 8

2000 2 562. 61 99. 1 94. 9 51. 1 73. 2

2001 3 057. 01 98. 3 95. 5 52. 9 78. 8

2002 3 491. 40 98. 6 97. 0 58. 3 83. 5

2003 3 850. 62 98. 7 97. 9 60. 2 83. 4

2004 4 465. 86 98. 9 98. 1 62. 9 82. 5

2005 2 99. 2 98. 4 69. 7 76. 3

数据来源 :《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年以后的数据来自 http :/ / www. stat s. gov. cn/ tjsj/ ndsj/ 。

·29·

社会 ·2009 ·5



图 1 :中国 1978 年到 2005 年的教育扩张

1 2000 年 ,在中国 2 070 个县和县级市 (含农村人口)中 ,人均教育费用在 2000 年从 3. 4 元人

民币增长到 1 474 元人民币 ,平均值 164 元人民币 ,标准差 94 元人民币 (1 元人民币≈0. 128

美元) (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 ,2002) 。

　　毫无疑问 ,尽管中央政府意图提高所有公民的受教育机会 ,但是农

村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对入学率产生了副作用。一方面 ,中

国自 1978 年以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导致农村家庭希望

孩子们辍学务农或务工以增加劳动力 (如图 1 所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入学率出现下降趋势 ,但政府统计数据没有给出城乡的细目分

类)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进行的教育财政改革进一步恶化了这一

形势。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 ,中央政府就开始下放公共财政权

力。虽然为小学和中学教育提供资金支持的责任被转移给了地方政

府 ,而地方政府却倾向于将资金投放在那些能快速获得利润并且产生

税收的项目上 ,这无疑降低了对教育投资的优先考虑。不平衡的地区

经济发展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地方政府在教育投资上的能力。在许多贫

困的农村地区 ,地方政府几乎不能按时发放教师工资 ,更不要说其他的

非教学费用了。相反 ,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能够调动多得多的政府的、

非政府的资源投入教育 ( Tsang & Ding , 2005) 。地区间学生人均教育

费用的差距就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后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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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为了与日益增长的入学人数和教育费用相适应 ,学校被允许

收取学费和其他杂费 ,即使对九年义务教育也是如此。比如 ,1999 年 ,额

外费用和乱收费合计占所有小学学校预算外收入的 62 %、占初中学校的

57 %( Tsang & Ding , 2005 :表 5) 。一些社会学家在对选取出来的村镇

所作的最近一次调查表明 ,在 2005 年 ,年人均净收入达到3 200元的中国

农民一年必须为其在一个孩子的小学和初中教育支付大约 800 元的费

用。近些年 ,学校乱收费已经成为农村孩子辍学越来越多的一个主要原

因。2004 年 ,农村地区小学和中学平均辍学率分别为 2. 45 %和3. 91 %。

义务教育阶段以上的学校收费甚至更高。因此 ,经济顾虑明显影响到是

否让孩子继续接受教育的决定 (闵维方主编 , 2006) 。

这样的政策改革对于家庭社会经济资源如何影响处在中国教育体

系扩张中的孩子们的教育机会有着重要的含义。能否上得起学也已经

成为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 Kahn & Yardley , 2004) 。在一些名牌

大学里 ,研究者发现 ,家庭境况不好的学生入学人数已经在下降 (刘精

明 , 2004 ; 闵维方主编 , 2006 ; 杨东平 , 2006) 。

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快速教育扩张和经济市场化 ,日益

增多的受教育机会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是如何分配的呢 ? 基于对

1990 年、200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入学及升学的分析 ,本文将考查

中国改革时期家庭背景对于受教育机会影响的最近趋势。

二、教育机会获得的社会差别 :研究假设

对于教育扩张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早期的学者认为 ,假如入学率

一直增长 ,那么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将会稳步下降 ,家庭背景不好的孩子

可能比家庭背景好的孩子有更大的入学率 ,因为后者的入学率已经很高

了 (Boudon , 1974) 。然而 ,这一预测几乎未获得过任何经验数据的证明。

相反 ,对教育获得年限的线性回归分析表明 ,家庭背景的影响在许多工

业化国家一直发挥着稳定的作用 (Featherman & Hauser , 1978) 。

Mare (1980)的研究首次将学生的升学选择过程从教育系统本身

的扩张过程中区分出来 ,他提出了一种参数不受教育扩张程度影响的

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的二分逻辑斯蒂 ( binary logit ) 模型。对 13 个工

业化国家教育成就的比较研究证实 ,在同期群间 ,家庭出身对于升学的

logit 影响仍然是非常稳定的 ,即使在长期教育扩张的背景下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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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瑞典和荷兰 ,父亲的职业和教育对于子女初中和高中升学的作

用呈下降趋势外) 。1

1 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西德、英格兰、威尔士、意大利、瑞士、荷兰、瑞典、日本、台湾、波兰、匈牙

利和捷克。

与中国教育不平等最相似的情况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辛库斯

和安多卡 ( Simkus & Andorka ,1982) 分析过匈牙利 1923 年到 1973

年间的教育分层情况 ,发现在转型早期 ,家庭背景的影响实际上是下降

的 ,后期则比较稳定。马特居 1993 年在捷克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参见

Shavit & Blossfeld , 1993) 。这些结果表明 ,革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制

度的转型及教育扩张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升学上的更多平等 (关

于前苏联的情况 ,参加 Gerber & Hout , 1995) ,但是正如在许多其他

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样 ,教育分层随后又恢复到正常秩序 ,在这种秩

序里家庭背景会发挥着持续而稳定的作用。

以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分层的分析并不包括教育资源分配机

制正经历巨大转变的市场转型时期的状况。运用 1998 年收集的数据 ,

戈伯 ( Gerber , 2000)拓展了他们早期的一项关于俄罗斯教育分层的研究

( Gerber & Hout , 1995) ,并且报告说 ,由于一度的政治混乱与经济危机 ,对

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年青一代和在前苏联时代完成教育的同期群来说 ,

当要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读书时 ,基于出身的不平等程度增加了。

除了俄罗斯外 ,来自其他所有国家的证据都显示 ,家庭出身对于教

育成就的影响要么是稳定的 ,要么是日益下降的 (如某些北欧福利国家

和前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情况都表明 ,教育机会的分配更多地与决定

教育选择的规则而非教育系统本身的扩张有关 ,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

内嵌于一个社会更广泛的不平等结构之中的。因此 ,即使没有来自后

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的经验发现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教育扩张也

并不必然导致更多的教育平等 ,相反 ,教育的快速市场化和国家在作为

一种公共物品的教育上的分配管制的减少或空缺 ,也许导致了在分配

日益做大的教育“蛋糕”过程中的更大的不平等。因此 ,在中国 ,家庭背

景对于教育机会的影响可能会增长 ,教育扩张如果对教育平等影响的

话 ,也仅仅停留在基础教育水平上 (小学和初中) 。

以上描述了改革时期中国不平等结构的变化 ,为我们研究教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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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一个背景。接下来的分析将集中探讨户口和父

亲的社会经济背景这两个因素对于从 1990 年到 2000 年间处于 6 岁至

18 岁之间的同期群儿童、青少年在每个年龄段在校以及升学率的影响

和这些影响的变化趋势。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 数据
据知 ,目前还没有可利用的对于在中国市场转型及教育市场化时

期完成小学、中学教育的年青人同期群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本文分析

了来自 1990 年和 200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一个子样本。人口普查

每个十年都使用基本相同的一组变量进行测量 ,这种测量方式避免了

因复杂的人口变动而带来的测量上的麻烦 ,为研究社会转型提供了丰

富的数据。

在中国 199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包含两个与教育有关的变量 :教

育程度与入学情况。这两个变量可结合年龄 / 同期群信息 ,用于确定

特定年龄组 (6 岁218 岁) 中的某人是否入学。2000 年人口普查只对

“教育”的这个问题稍作修改 ,基本上仍与 1990 的数据具有可比性。1通

过变量“与户主的关系”,我们可以确定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的信息 ;这个

儿童的个人记录可与他 / 她父母的职业与教育背景相匹配 ,进而作为

家庭背景的主要测量工具。其他的个人特征 (如性别与民族)和家庭特

征 (户口类型)都可用于对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多变量分析。

1 在 1990 年和 2000 年的人口普查中 ,有关教育问题的问法有细微的区别。如 ,文盲 / 半文

盲先前是受教育水平变量中的一个类别 ,而到 2000 年的时候文盲就成了一个独立的问题。

这个差异暗示 1990 年和 2000 年普查中关于同一个同期群受教育水平的结果有的可能无法

直接对比。但本文涉及的是相关年龄同期群的入学问题而不是其受教育水平 ,这些同期群几

乎不可能是文盲 / 半文盲。

2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在年龄为 6 岁至 18 岁之间的中国儿童中 ,90 %与其父母生活 ,

大约 7. 8 %与作为户主的祖父母生活 ,2. 1 %与作为户主的其他成员生活。如果父母的信息

不可识别 ,那么户主与其配偶就被用来替代父亲与母亲。那些自身就是户主的儿童 (1. 2 %)

不包括在这个分析之内。

本研究分析的数据是 1990 年和 200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子样

本 (千分之一) 。笔者首先抽出那些年龄在 6 岁到 18 岁之间的个体 ,基

于能够找出受访者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变量 ,把他们与其父母或监

护人相匹配。2这样 ,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子女2父母 (或监护人) 的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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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他家庭数据如地理位置、户口情况、父亲的教育与职业、性别与

民族等信息也都可获得。

(二) 变量
入学情况与特定年龄年青人同期群的升学状况作为因变量 ,被编

码为虚拟变量。由于在中国农村与城市 ,小学教育几乎达到饱和 ,笔者

主要关注中学层次 (初中和高中)的入学情况。尽管研究大学入学状况

很有吸引力 ,但由于多数大学生都离开父母而住在学校所在地的宿舍

里 ,所以在普查中无法获取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资料进行分析。

除了入学情况外 ,笔者还检验了两种升学率 ,即从小学到初中的升

学率 ,以及从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从 1990 年到 2000 年 ,中国的学校

系统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如图 2 所示 ,学生通常在 7 岁入学 ,经过 6

年的小学学习后在 13 岁进入初中 ,然后在 16 岁时进入高中 / 职业学

校。因为没有关于一个学生加入特定年级 / 层次的信息 ,笔者只好通

过被访者的年龄来估计特定层次的升学率。初中阶段的升学率定义

为 ,年龄在 13 岁到 15 岁之间的初中生人数除以处于同一年龄组且完

成小学教育的人数 (初中在读和那些读完小学但不继续读初中的学

生) 。同样 ,高中阶段的升学率 ,定义为年龄在 16 岁到 18 岁之间的高

中生人数除以处于同一年龄组且完成初中教育的人数 (即那些当前正

在高中就读和那些完成了初中教育但当前不在学校的学生之和) 。

图 2 :中国 1990 年和 2000 年的分年龄在校就学率

下面的分析使用的主要自变量是家庭背景 ,是通过父亲的职业、

教育及母亲的教育来测量的。父亲的职业被转换为一个作为连续型变

量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 ,为使测量做到一致 ,笔者首先把中国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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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分层转换为国际职业的标准分层 (1968 年版本) ,然后把这些职业

标记上国际社会经济指数 ( Ganzeboom , de Graaf & Treiman , 1992) 。

父亲的教育与母亲的教育分四个层次 ( 1 = 小学以下 ; 2 = 小学 ;

3 = 初中 ;4 = 高中或以上) ,他们在多变量分析里被看做两个虚拟变

量。家庭户口情况的影响同样被考虑在内。户口类型指的是一个人是

否持有农业或非农户口 ,它不仅能够捕捉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而且也能

够反映区域差异。户口类型也被编码为虚拟变量 (1 =农村 ;0 =城市) 。

可用的资源需要分配给一个家庭里所有的孩子。尽管有学者证实

在西方社会里 ,家庭中兄弟姐妹的个数会对受教育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

而普查数据只能让我们确定孩子与户主的关系。由于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严格贯彻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兄弟姐妹规模的影响不在

下列分析的考虑之列。

为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捕捉到地区差异 ,本研究将中国全部的 31

个省及 4 个直辖市基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三个区域 :1 = 东部 ,2 =中

部 ,3 =西部。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

江、福建、广东和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

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 ,余下的省份为西部地区。在这三个地理

区域中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教育水平存在着巨大的不一致。我们

的分析利用了 1990 年和 2000 年县级人均 GDP 的统计数字和 2000 年的

教育支出数据 ,但无法获得 1990 年教育支出的县级数据。

除了地理区域之外 ,居住类型也被编码为一个虚拟变量 (1 = 农

村 ,0 = 城市) ,居住地并不一定与户口一致 ( Wu & Treiman ,2007) 。

持有农村户口的人可以居住在城市里 ,如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起不

断增加的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相似地 ,持有城市户口的人也可以住在

农村地区 ,例如农业技术工人和乡村教师。1

1 从笔者对 2000 年普查数据的计算可知 ,大约有 20 %的农村户口居民居住在城市和城镇 ,分

别占城市居民的 33 %和城镇居民的 54 % ;12 %的城市户口居民实际居住在农村 ,占农村人口

的 4. 7 %。

由于先前的研究表明性别与民族是学校入学情况的重要预测因

素 ,因此它们在模型里是作为控制变量存在的。性别被编码为虚拟变

量 (女孩 = 1) ,民族也是如此 (汉族 = 1) 。

·89·

社会 ·2009 ·5



(三) 方法
省略掉在 t 时期 (普查年) 第 j 个同期群里的第 i 个人的下标之后 ,

对入学概率建模的一般模型为 :

ln
p

1 - p
=α+β′X

　　其中 p 是在某一层次或年龄段的升学概率 , X 是测量家庭背景的

自变量 (如有需要可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 ,β′是系数。注意在这个表

达式中 ,这两个时期中每个同期群的β′值是分别估计的。为了检验时

间趋势 ,该模型可等价表达为 :

ln
p

1 - p
=α+β3 ′X +δ′S

　　这里 S = tX , t 是用于分类的虚拟变量 (2000 = 1) ,δ是家庭背景变

量与时间 ( t) 的交互项。

因为城市内的样本是按照区 / 县来分组的 ,回归分析中需要修正

标准误差。所有模型均使用 STA TA 9. 2 进行估计 ,对按照区 / 县分

组的样本单元使用“稳健标准误差”进行修正。

1. 描述性统计

图 2 描绘出 1999 年和 2000 年 6 岁218 岁人群中各年龄组的入学

率。除去年龄在 6 岁27 岁以外 (的儿童) ,1990 年时 12 岁或以下的入

学率相当高 ,在 2000 年时几乎达到饱和水平 ,这与表 1 中来自教育部

的政府统计数字相一致 (尽管后者可能被夸大) 。这表明 ,自 1990 年起

中国的小学入学率接近饱和。在 13 岁到 15 岁 (典型的初中就读年龄)

的年龄段 ,入学率在 1990 年时从 81. 7 %下降到 54. 4 % ,2000 年时从

94. 4 %下降到 75. 4 % ,表明义务教育在初中阶段得到成功的实施。在

16 岁到 18 岁 (高中就读年龄)的年龄段 ,入学率在 1990 年时从 38. 9 %

下降到16. 9 % ,2000 年时从 58. 9 %下降到 24. 1 %。通过比较这两个

年份的统计数字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十年里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九

年义务教育法的成功贯彻执行而带来的入学率的显著增长。

1 6 岁至 7 岁但未上学的儿童不在全日制学校入学率的计算之列。

表 3 是 6 岁至 18 岁年龄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1全日制学校入学

率由 1990 年的 64. 9 %增长到 2000 年的 82. 5 %。在这两个样本中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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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0 年和 2000 年学龄人口 (6 岁218 岁)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1990 2000

一直在读书 (是 = 1) 0. 649 0. 825

性别 (女 = 1) 0. 485 0. 472

年龄 12. 20 11. 92

(S. D. = 3. 80) (S. D. = 3. 45)

地域

　东部 0. 335 0. 364

　中部 0. 438 0. 403

　西部 0. 227 0. 232

民族 (汉 = 1) 0. 905 0. 897

户口 (农村 = 1) 0. 842 0. 818

居住地 (农村 = 1) 0. 689 0. 709

父亲的 ISEI 24. 18 24. 12

(S. D. = 15. 32) (S. D. = 14. 01)

父亲的学校教育程度

　低于小学 0. 147 0. 041

　小学 0. 451 0. 302

　初中 0. 288 0. 472

　高中或高中以上 0. 115 0. 184

母亲的学校教育程度

　低于小学 0. 380 0. 128

　小学 0. 414 0. 420

　初中 0. 150 0. 343

　高中或高中以上 0. 057 0. 109

个案总数 290 860 289 769

小学毕业直升初中 (13 岁215 岁) 0. 759 0. 932

(N = 37 406) (N = 58 611)

初中毕业直升高中 (16 岁218 岁) 0. 305 0. 410

(N = 27 686) (N = 33 977)

资料来源 : 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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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年龄结构、民族构成以及居住地大体保持一致。然而 ,该时期父亲的

职业地位指数几乎不变 ,而父亲与母亲的教育有显著改进。例如 ,受过

初中或更高教育的父亲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40 %增长到 2000 年的

65 % ;受过初中教育的母亲的比例在这十年中由 20 %增长到 44 %。

表 3 的初中升学率表示年龄在 13 岁到 15 岁之间已完成小学教育

的人升入中学的人数 ,高中升学率表示年龄在 16 岁到 18 岁之间且已

完成初中教育的人升入高中的人数。如表 3 所示 ,在这两个年份里 ,初

中升学率与政府统计数字相当一致 (1990 年的 75. 9 % 对74. 6 % ,2000

年的 93. 2 %对 94. 9 %) ;然而 ,义务教育之后的高中升学率就比政府报

告的统计数字低很多 (1990 年的 31. 0 %对 41. 0 % ,2000 年的 41. 0 %

对51. 0 %) 。这个差异证实了以前不少人的猜测 ,即教育部门搜集的净

入学率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实际在读的学生数量 ,因为教育部门只在学

年开始时记录入学情况。

在以下的分析中 ,笔者首先检验 6 岁218 岁子女的家庭背景对其

入学情况的影响 ,他们大多与父母一起居住。然后笔者分别分析城市

和农村的 13 岁215 岁 (从小学到初中) 和 16 岁218 岁的人群升学情况 ,

并特别关注这十年里 ,户口情况与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入学情况和升

学可能性的影响变化。最后 ,本文特别考查了 2000 年当地经济发展与

教育财政背景下农村地区的升学情况。

2. 多变量分析得到的经验发现

表 4 给出了使用二分 logit 模型回归来预测 1990 年和 2000 年 6

岁218 岁的所有人的入学概率得到的结果。模型 1 包括一个表示 2000

年入学率增长的虚拟变量 ,此外 ,还有性别、地区、户口状况和居住地变

量。模型 2 加入了父亲职业和教育以及母亲教育的变量。最后 ,模

型 3包括了户口状况和父亲的职业状况与 2000 年入学率是否增长的

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用于检验这些效应在该时期内是否发生改变。

年龄、性别、民族、户口状况、居住地和地区变量和我们所预料的一

样 ,在预测入学状况方面都是显著的 ,家庭背景变量也是显著的。那些

拥有一个更高职业地位或更高教育水平的父亲的子女更有可能在学校

就读。

模型 3 的交互项显示 ,尽管在过去十年里入学率有显著提高 ,但

2000 年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入学的影响比 1990 年要强 ,该变化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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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Logit 模型预测 1990 和 2000 年全日制学校 6 至 18 岁学龄人口入学情况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2000 年 0. 0945 33 0. 626 33 0. 735 33

(0. 007) (0. 008) (0. 042)

女 20. 256 33 20. 276 33 20. 276 33

(0. 007) (0. 008) (0. 008)

户口 (农村 = 1) 20. 678 33 20. 212 33 20. 155 33

(0. 014) (0. 018) (0. 024)

地域 (东部[略 ])

　中部 20. 159 33 20. 122 33 20. 120 33

(0. 008) (0. 009) (0. 009)

　西部 20. 344 33 20. 154 33 20. 151 33

(0. 009) (0. 010) (0. 010)

民族 (汉 = 1) 0. 395 33 0. 272 33 0. 270 33

(0. 011) (0. 012) (0. 012)

居住地 (农村 = 1) 20. 138 33 20. 065 33 20. 063

(0. 010) (0. 011) (0. 011)

父亲的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略 ])

　小学 0. 413 33 0. 415 33

(0. 014) (0. 014)

　初中 0. 724 33 0. 729 33

(0. 015) (0. 016)

高中或高中以上 0. 767 33 0. 765 33

(0. 020) (0. 020)

母亲的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略 ])

　小学 0. 370 33 0. 374 33

(0. 010) (0. 010)

　初中 0. 662 33 0. 667 33

(0. 014) (0. 014)

高中或高中以上 0. 663 33 0. 651 33

(0. 023) (0. 023)

父亲的社会经济指数 ( ISEI) 0. 007 33 0. 007 33

(0. 000) (0. 000)

父亲的 ISEI 3 2000 年 0. 002 3

(0. 001)

农村户口 3 2000 年 20. 160 33

(0. 033)

常数 1. 216 33 20. 053 20. 101 33

(0. 017) (0. 028) (0. 033)

伪 R2 系数 0. 057 0. 078 0. 078

观察总数 579 546 477 605 477 605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33p < 0. 05 ; 3p <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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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上是显著值 (p < 0. 05) 。而且 ,农村户口的子女在 2000 年的劣势比

1990 年要大 ,该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值。其他方面也是一样 ,农村户口

子女入学的几率在 1990 年是城市户口的 86. 0 %(e20. 155 ) ,该值在 2000

年下降到 73. 0 %(e20. 15520. 166 ) 。

根据表 2 和图 1 中的描述性统计 ,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中国的普及

使得上世纪 90 年代小学入学率几乎接近饱和。为了具体研究入学的

社会差别 ,使用表 4 中相同的自变量和建模策略 ,我们使用 13 岁215 岁

的样本 ,将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样本分开建立模型 (见表 5) 。

结果与表 4 非常近似 ,只有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户口状况的影

响发生改变。无论农村还是城市 ,对于已经完成小学教育的子女而言 ,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升入初中的概率都有显著影响 ,但是该影响

在 1990 年到 2000 年之间并无显著变化。农村户口的子女 ,考虑到其

更低的起点 ,实际上获得了相对更多的优势。这种模式表明 ,学校扩

招 ,尤其是义务教育 ,使得农村孩子受益 ,减少了他们相对于城市儿童

的劣势。教育扩张缩减了在低水平上的城镇2农村不平等 ,但并没有缩

减基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而来的不平等。

表 6 给出的是 16 岁218 岁之间完成了初中教育升入高中的模型 ,

其模式与初中升学模式很不一样。对于城市户口的子女来说 ,父亲的

社会经济地位仍然担当重要角色 ,但在 1990 年到 2000 年间该影响保

持不变。对于农村户口的子女来说 ,要从初中升入高中更难一些。换

言之 ,在中国的城市里 ,相比那些拥有永久城市户口的人而言 ,那些持

农村户口的人 (即民工子弟)在初中升高中时面临着明显的劣势 (Liang

& Chen , 2007) 。相比 1990 年 ,在从农村涌向城市的民工潮中 ,2000

年的状况更加恶化 (Liang & Ma , 2004) 。

在农村地区 ,从 1990 年到 2000 年的变化模式也很不一样。父亲

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预测升高中概率的显著性指标。相比 1990 年 ,该变

量的影响在 2000 年更大一些。对农村地区的农村户口居民而言 ,他们

的状况在 2000 年反而比 1990 年更差。因此 ,尽管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

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中国的普及 ,教育扩招使得农村户口的孩子在义务

教育方面受益不少 ,但是家庭背景和户口仍然在决定学龄儿童是否接

受义务教育之后的更高层次教育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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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Logit 模型预测 1990 和 2000 时 13 岁至 15 岁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概率

城市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农村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2000 年 1. 711 33 1. 270 33 0. 692 33 1. 654 33 1. 331 33 0. 578

(0. 061) (0. 075) (0. 297) (0. 025) (0. 030) (0. 366)

女 20. 435 33 20. 491 33 20. 492 33 20. 667 33 20. 762 33 20. 762 33

(0. 056) (0. 065) (0. 065) (0. 024) (0. 028) (0. 028)

户口 (农村 = 1) 21. 987 33 21. 178 33 21. 310 33 22. 141 33 21. 242 33 21. 537 33

(0. 076) (0. 107) (0. 128) (0. 135) (0. 178) (0. 246)

地域 (东部[略 ])

　中部 20. 361 33 20. 279 33 20. 279 33 20. 451 33 20. 396 33 20. 396 33

(0. 0660) (0. 075) (0. 075) (0. 030) (0. 034) (0. 034)

　西部 20. 656 33 20. 508 33 20. 512 33 20. 826 33 20. 645 33 20. 644 33

(0. 073) (0. 085) (0. 085) (0. 032) (0. 037) (0. 037)

民族 (汉 = 1) 0. 426 33 0. 297 33 0. 298 33 0. 650 33 0. 577 33 0. 578 33

(0. 102) (0. 112) (0. 113) (0. 039) (0. 044) (0. 044)

父亲的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略 ])

　小学 0. 227 　 0. 228 　 0. 304 33 　0. 304 33

(0. 118) (0. 119) (0. 048) (0. 048)

　初中 0. 739 33 0. 741 33 0. 805 33 0. 806 33

(0. 129) (0. 130) (0. 053) (0. 053)

　高中或高中以上 0. 967 33 0. 987 33 1. 137 33 1. 137 33

(0. 177) (0. 180) (0. 080) (0. 080)

母亲的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略 ])

　小学 0. 343 33 0. 337 33 0. 297 33 　0. 297 33

(0. 086) (0. 086) (0. 033) (0. 033)

　初中 0. 964 33 0. 953 33 1. 052 33 1. 051 33

(0. 119) (0. 120) (0. 053) (0. 053)

　高中或高中以上 0. 859 33 0. 896 33 1. 398 33 1. 396 33

(0. 192) (0. 195) (0. 138) (0. 138)

父亲的 ISEI 0. 020 33 0. 019 33 0. 032 33 0 ,031 33

(0. 003) (0. 003) (0. 002) (0. 002)
父 亲 的 ISEI 3

2000 年
0. 005 0. 004

(0. 006) (0. 004)

农村户口 3 2000 年 0. 543 33 0. 690 3

(0. 209) (0. 348)

常数 3. 404 33 1. 531 33 1. 679 33 3. 013 33 0. 838 33 1. 148 33

(0. 130) (0. 205) (0. 223) (0. 140) (0. 197) (0. 264)

伪 R2 系数 0. 185 0. 229 0. 230 0. 131 0. 192 0. 192

观察总数 32 856 　 25 404 　 25 404 　 63 123 　 52 637 　 52 637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33p < 0. 05 ; 3p <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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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Logit 模型预测 1999 年和 2000 年 16 至 18 岁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概率

城市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农村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2000 年 1. 010 33 0. 817 33 0. 805 33 0. 478 33 0. 379 33 0. 863 33

(0. 034) (0. 045) (0. 136) (0. 029) (0. 037) (0. 179)

女 20. 014 20. 047 20. 045 20. 322 33 20. 378 33 20. 375 33

(0. 033) (0. 041) (0. 041) (0. 028) (0. 032) (0. 032)

户口 (农村 = 1) 22. 077 33 21. 411 33 21. 183 33 21. 614 33 21. 075 33 20. 672 33

(0. 034) (0. 048) (0. 072) (0. 056) (0. 075) (0. 132)

地域 (东部[略 ])

　中部 20. 433 33 20. 414 33 20. 402 33 20. 151 33 20. 155 33 20. 147 33

(0. 037) (0. 046) (0. 046) (0. 031) (0. 035) (0. 035)

　西部 20. 138 33 20. 048 20. 042 20. 011 20. 084 20. 091 3

(0. 046) (0. 059) (0. 059) (0. 039) (0. 044) (0. 044)

民族 (汉 = 1) 20. 020 20. 047 20. 062 0. 212 33 20. 184 33 20. 171 33

(0. 076) (0. 098) (0. 099) (0. 055) (0. 063) (0. 063)

父亲的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略 ])

　小学 0. 343 3 0. 356 33 0. 250 33 0. 266 33

(0. 138) (0. 136) (0. 083) (0. 083)

　初中 0. 494 33 0. 512 33 0. 405 33 0. 435 33

(0. 140) (0. 138) (0. 085) (0. 085)

　高中或高中以上 0. 960 33 0. 986 33 0. 802 33 0. 829 33

(0. 145) (0. 144) (0. 093) (0. 093)

母亲的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略 ])

　小学 0. 066 　 0. 106 　 0. 056 　 0. 072 　

(0. 077) (0. 076) (0. 046) (0. 045)

　初中 0. 323 33 0. 356 33 0. 245 33 0. 257 33

(0. 081) (0. 081) (0. 054) (0. 054)

　高中或高中以上 1. 045 33 1. 052 33 0. 883 33 0. 880 33

(0. 093) (0. 093) (0. 081) (0. 081)

父亲的 ISEI 0. 021 33 0. 019 33 0. 020 33 0. 017 33

(0. 001) (0. 002) (0. 001) (0. 002)
父 亲 的 ISEI 3

2000 年
0. 005 0. 008 33

(0. 003) (0. 002)

农村户口 3 2000 年 20. 420 33 20. 718 33

(0. 094) (0. 161)

常数 0. 777 33 21. 004 33 21. 053 33 0. 084 33 21. 511 33 21. 821 33

(0. 083) (0. 172) (0. 180) (0. 079) (0. 127) (0. 172)

伪 R2 系数 0. 184 0. 248 0. 250 0. 036 0. 068 0. 069

观察总数 26 121 　 19 142 　 19 142 　 35 505 　 29 575 　 29 575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33p < 0. 05 ; 3p <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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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Logit 模型预测 1999 年和 2000 年居住农村地区的学龄人口的升学率

变量
升入初中比率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升入高中比率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2000 年 0. 761 33 0. 589 33 20. 087 33 0. 266 33 0. 173 33 0. 650 33

(0. 037) (0. 042) (0. 404) (0. 043) (0. 051) (0. 198)

女 20. 673 33 20. 759 33 20. 758 33 20. 330 33 20. 383 33 20. 381 33

(0. 026) (0. 030) (0. 030) (0. 031) (0. 036) (0. 036)

户口 (农村 = 1) 22. 101 33 21. 254 33 21. 483 33 21. 577 33 21. 049 33 20. 707 33

(0. 143) (0. 193) (0. 250) (0. 063) (0. 085) (0. 137)

民族 (汉 = 1) 0. 530 33 0. 467 33 0. 468 33 0. 109 0. 053 0. 043

(0. 042) (0. 046) (0. 046) (0. 057) (0. 066) (0. 066)

县人均 GDP 0. 750 33 0. 637 33 0. 636 33 0. 144 33 0. 128 33 0. 128 33

(0. 025) (0. 028) (0. 028) (0. 028) (0. 032) (0. 032)

父亲的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略 ])

　小学 0. 299 33 0. 299 33 0. 271 33 0. 284 33

(0. 050) (0. 050) (0. 090) (0. 090)

　初中 0. 808 33 0. 809 33 0. 433 33 0. 457 33

(0. 056) (0. 056) (0. 093) (0. 093)

　高中或高中以上 1. 190 33 1. 190 33 0. 836 33 0. 855 33

(0. 086) (0. 086) (0. 103) (0. 103)

母亲的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略 ]

　小学 0. 241 33 0. 241 33 0. 271 33 0. 284 33

(0. 050) (0. 050) (0. 090) (0. 090)

　初中 0. 941 33 0. 940 33 0. 252 33 0. 265 33

(0. 058) (0. 058) (0. 060) (0. 060)

　高中或高中以上 1. 389 33 1. 388 33 0. 862 33 0. 859 33

(0. 158) (0. 158) (0. 093) (0. 094)

父亲的 ISEI 0. 029 33 0. 028 33 0. 018 33 0. 016 33

(0. 002) (0. 002) (0. 001) (0. 002)
父 亲 的 ISEI 3

2000 年
0. 003 0. 007 33

(0. 005) (0. 003)

农村户口 3 2000 年 0. 623 20. 693 33

(0. 384) (0. 177)

常数 22. 736 33 23. 886 33 23. 643 33 21. 157 33 22. 394 33 22. 664 33

(0. 225) (0. 280) (0. 325) (0. 214) (0. 263) (0. 286)

伪 R2 系数 0. 137 0. 192 0. 192 0. 033 0. 064 0. 065

观察总数 51 561 42 888 　 42 888 　 29 575 24 505 　 24 505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33p < 0. 05 ; 3p < 0. 10。

·601·

社会 ·2009 ·5



表 8 :Logit 模型预测 2000 年居住农村地区的学龄人口升学率 (控制县教育

支出)

变量
升入初中比率

模型 1 模型 2

升入高中比率

模型 3 模型 4

女 20. 597 33 20. 593 33 20. 326 33 20. 324 33

(0. 051) (0. 053) (0. 043) (0. 044)

户口 (农村 = 1) 20. 762 33 20. 779 33 21. 428 33 21. 387 33

(0. 278) (0. 302) (0. 115) (0. 118)

民族 (汉 = 1) 0. 837 33 0. 797 33 0. 211 33 0. 176 33

(0. 074) (0. 078) (0. 082) (0. 087)

父亲的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略 ])

　小学 0. 177 0. 145 0. 122 0. 036

(0. 099) (0. 109) (0. 157) (0. 168)

　初中 0. 669 33 0. 648 33 0. 272 0. 249

(0. 105) (0. 116) (0. 158) (0. 168)

　高中或高中以上 1. 088 33 1. 110 33 0. 677 33 0. 682 33

(0. 143) (0. 157) (0. 162) (0. 174)

母亲的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略 ])

　小学 　0. 503 33 　0. 467 33 20. 004 　 20. 036 　

(0. 066) (0. 070) (0. 077) (0. 080)

　初中 1. 356 33 1. 264 33 0. 258 33 0. 249 33

(0. 095) (0. 100) (0. 085) (0. 088)

　高中或高中以上 1. 894 33 1. 826 33 0. 767 33 0. 707 33

(0. 225) (0. 235) (0. 112) (0. 117)

父亲的 ISEI 0. 040 33 0. 035 33 0. 026 33 0. 023 33

(0. 005) (0. 005) (0. 002) (0. 002)

人均教育花费 (取对数) 0. 502 33 0. 584 33

(0. 126) (0. 096)

额外人均收入百分比(取对数) 0. 073 33 0. 065 3

(0. 034) (0. 032)

常数 0. 770 3 21. 431 3 20. 887 33 23. 637 33

(0. 317) (0. 704) (0. 201) (0. 544)

伪 R2 系数 0. 108 0. 108 0. 069 0. 069

观察总数 24 627 22 837 13 457 12 569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33p < 0. 05 ; 3p <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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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平等的变化是否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的反映

呢 ? 在表 7 中 ,我们是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作一个控制变量 ,即该县两

年的人均 GDP (对数)来测量的。结果显示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入学

率有着重要影响 :经济越发达的县 / 地区的儿童教育机会越多。父亲

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的户口状况也会影响升学率 ,与其对初中升学

的影响一样 ,该变量对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影响在 2000 年比在 1990

年要大。这意味着 ,那些父亲职业地位更高和持有城市户口的子女在

2000 年更占优势。在这十年里 ,高中升学机会的不平等增加了。

　　当地人均 GDP 或许不能反映教育资源投入总量的情况。我们可

以用 2000 年两个县级指标 ———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教育附加费占人

均收入的比例 ,来预测 2000 年中国农村的升学率。从表 8 的模型可

见 ,这两个指标对升学率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但同时 ,家庭背景和户口

仍有很大的影响。

　　对农村户口子女而言 ,上述困难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他们由于不持

有当地城市户口而遭遇的排斥性障碍 (Liang & Chen , 2007) 。社会规

范和价值观也可能影响他们在义务教育之后不再继续学业。后一个因

素可能同样解释为何农村户口子女相比在农村的城市户口儿童有更低

的高中入学率 ,但尚未有数据可以直接验证这一点。

四、总结和结论

概言之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世纪 90 年代经济改革期间的教育分层

趋势。基于 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样本 ,我们将学龄子女与他

们父母的背景信息相匹配 ,考察了家庭背景对其入学情况和升学率的

影响。结果显示 ,尽管从 1990 年到 2000 年教育机会大大增加了 ,但家

庭背景仍然对入学和升学率有着重要影响。在这十年里 ,相比城市户

口的子女 ,农村户口子女的境况愈加不利 ,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入学情

况的影响加强了。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国的普及 ,农村户口的子

女在初中入学方面获得了更多机会 ,与此同时 ,初中升高中的农村2城
市升学差距却拉大了。即使控制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差异 ,父亲社会经

济地位对升学率的影响也增大了。

因此 ,伴随着 1990 年代的快速市场化 ,中国的教育扩招并没有给

不同社会阶层带来更加平等的入学机会。相反 ,在市场改革的背景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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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的加剧 ,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分布更加恶

化了。教育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与 1990 年代中国改革时代的总体

结构性不平等相一致。

中国的例子对“不平等的最大化维持”的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

( Raftery & Hout , 1993) 。该理论认为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最大限

度上被维护 ,意味着在现代社会 ,家庭背景对各个层次教育的影响一般

都保持不变 ,只有当优势群体的入学情况已经达到接近饱和水平的时

候 ,进一步的增长才有可能增加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因而 ,该理论认

为 ,教育扩招不会导致弱势群体升学机会的改善 ,也不会改变家庭背景

与特定教育层次升学率的关系。本文的发现可能比“最大化维持不平

等”理论更进一步 :家庭背景的影响实际增加了 (而不是保持不变或相

应下降) ,相比十年前 ,弱势群体在 2000 年的教育机会 (相对)更少了。

这些发现对于中国将来社会分层秩序和社会结构的演化有何含义

呢 ? 由于已有的数据无法检验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大学升学率的变化

趋势 ,我们只能推论认为 ,1990 年代末高校扩招更有利于来自城市和

家庭境况较好的孩子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不平等 (闵维

方主编 ,2006 ;杨东平 ,2006) 。1 1990 年代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之

间的教育不平等可能会导致他们完成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收入的

不平等。长期而言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代际传递可能有加强趋势 (与

在俄罗斯所观察到的一样 , Gerber & Hout ,2004) ;教育作为社会经济

流动渠道的作用被削弱了。近年来中国教育不平等增长的深远影响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 1991 年全国有 204 万全日制大学生 ,2000 年增加到 556 万 ,2003 年增加到 1 200 万。从表

2 中同样可以看到大学升学率的情况。

中国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化与来自俄罗斯 ( Gerber ,2000) 和中国香

港地区 (Wu ,2007)的发现一样。政治混乱和经济危机重创俄罗斯的教

育体系 ,增加了某些同期群内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初中升学的不平等。

尽管香港在 1980 年代家庭背景对升学 (尤其是大学)的影响减小了 ,但

在 2001 年这种影响却增大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伴随着剧烈的制度变

迁 ,对大多数人而言供应不足的高中教育导致中国高中升学率的不平

等。这三个社会在过去的十年都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的快速增长。在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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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 ,基尼系数从 1986 年的 0. 261 增长到 1991 年的 0. 296 ,从 1996 年

的0. 483进一步增长到 2001 年的 0. 521。在香港 ,按户统计的收入基

尼系数从 1986 年的 0. 453 增长到 1991 年的 0. 476 ,1996 年为0. 518 ,

2001 年为0. 525 (2004 年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见本文表 1) ,最后 ,

2006 年为0. 533 (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 2007) 。这意味

着 ,教育机会的分配可能反映了资源分配的机制 ,而不是对教育机会扩

张的反映。因此 ,需要对快速变迁社会中的教育分层做更多的对比研

究以证实这样的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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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a Social Practice Theory of Market : A Further Diversion

W ang Hej ian 　64⋯⋯⋯⋯⋯⋯⋯⋯⋯⋯⋯⋯⋯⋯⋯⋯⋯⋯⋯⋯⋯⋯⋯⋯

Abstract : The social st ructural theory of market , as a mainst ream sociological

market theory , has been a big challenge to the neo2classic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market . However , the“hierarchical inclusion”assump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st ructuralism has significantly limited it 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 The new

institutionalistic theory of market , as an int rospective sociological theory , t ries to

develop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s and the st ructures on

a concept of expanded hierarchical inclusion ; but it fails to apply this idea to the

research on market const ruction and operation. Finally , although with some

concept s to compensate for the social2st ructure analysis included , the social

const ructionistic theor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contains some internal conflict s of

the conceptions in methodology , which inevitably limit s the extent of it s

remediation and correc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contemporary market

sociology should be amended or diverted towards a direction of establishing a social

practice theory based on a special action theory , namely , the logic of self2action.

Keywords : market p ractice , new institutionalism , social const ruction ,

social st ructure

Economic Transition , School Expansion ,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

199022000 W u X iaogang 　88⋯⋯⋯⋯⋯⋯⋯⋯⋯⋯⋯⋯⋯⋯⋯⋯⋯⋯⋯⋯⋯

Abstract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 rend in the educational st ratification dur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1990s.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population

censuses in 1990 and 2000 , the school2age children were matched to their parent 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ithin the same households and the effect 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children’s school enrollment and continued education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 s showed that , despite the substantial expansi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the decade , family backgrounds continu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school enrollment status and continued education.

Over the decade , children of rural hukou status became even more disadvantaged

compared with their urban counterpart s and the effect of fath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school enrollment was further increas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ildren of

rural hukou status had gained relatively more opportunities at junior high school

level as a result of the nationwide push for 9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 the rura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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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ap in the likelihood of t ransition to senior high school level had been

enlarged and the effect of fath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had increased ,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regional varia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

Keywords : China , educational inequality , economic t ransition , social st ratification

The Impact of College Bachelors’Class Background on Their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2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Segmented Class Reproduction

L i L iming , L i Wei dong 　114

⋯⋯⋯⋯⋯⋯

⋯⋯⋯⋯⋯⋯⋯⋯⋯⋯⋯⋯⋯⋯⋯⋯⋯⋯⋯

Abstract : Using the 2007 survey data of the“college bachelors’class background

and their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former variable on the latter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relative class st ructure during

the market t ransi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co2evolution of the politics and the

market paralleled the process of competitive differentiation and sharing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interest groups , the process of rejecting the college bachelors

coming f rom families in the manual2labor st ratum , and the converging process of

the politics and the market that ensures the continuous monopoly of the elite class

and the successive inter2generational dualistic segmentation.

Keywords : class reproduction , dualistic segmentation , market ability ,

market t ransformation

Risk and Anticipation : The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the Chinese Resident s’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W ang Yi 　132⋯⋯⋯⋯⋯⋯⋯⋯⋯⋯⋯⋯⋯⋯⋯⋯⋯

Abstract : At present , the economy has been on a speedy rise in China , but the

Chinese resident s’savings have continued to climb even the total demand is not

sufficient . The low internal demand resulting f rom high savings but low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rest rict s China’s economy f rom

developing rapidly and operating positively. The unsteady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the major reason for the people’s caution on spending.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how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affect the

residents’ savings and discusses the key to accelerating the national internal

demand , stimulating people’s consumption , and improving the Chinese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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