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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视角下高等教育获得打破了
城乡收入不平等吗

!!!基于IM.L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赵红霞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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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迎香%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石河子!U&"##&* "'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厦门!&W%#"%#

摘!要!以生命历程理论为视角"利用%KUK/"#%)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IM.L#的
%#次纵向追踪数据"构建增长曲线模型"探讨高等教育获得与城乡类型对收入不平等随
年龄变化的影响"创新性地用纵向视角呈现收入不平等在个体生命历程中不同阶段的分
布状况( 结果显示$在生命历程中"高等教育获得)城乡类型影响个人的初始收入"对收入
不平等随年龄推移有显著的累积效应*高等教育获得打破了城乡类型对农村居民收入的
限制"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与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群体在生命历程中的收入不平等几乎
消失( 建议增加高质量非农职业岗位供给"从源头上进行干预"以预防早期就业机会差距
引发的收入不平等持续累积*重视高等教育获得对农村个体收入的长远影响"实现教育均
衡"为农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

关键词!高等教育获得*生命历程*收入不平等*城乡差异*增长曲线模型
%中图分类号&+W*W!%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WX&$U#%"!"#""##)$##)W$%&

教育与收入不平等问题长期受到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 有研究发现!

较高的教育水平有助于减少个人收入受社会外部因素的限制!使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的群体
获得更高的收入$%$"%

# 也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源的劣势会从职业生涯开始就不断对个人收入增长产
生负面影响!即使接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收入不平等也会持续存在# 在我国!城乡不平等被视为收
入不平等的根源!高水平教育的获得能否缓解城乡类型差异带来的收入不平等2 随着生命历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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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入此类研究!研究者能以纵观整个生命发展过程的视角来研究群体收入不平等!探讨收入不平等
的生命历程模式# 本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使用纵向调查数据!借助增长曲线模型&+@;HB6 I3@A0

G;F09!+IG'构建高等教育获得"城乡类型影响下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轨迹!以分析群体内部收入不
平等随年龄分布的模式!在区分城乡类型下进一步讨论高等教育获得对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以期更加全面地把握高等教育与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为应对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
政策依据#

一$文献综述
高等教育获得与收入不平等问题联系紧密# "#世纪W#年代!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理论中论述了

教育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个体可以通过教育累积人力资本以提高收入!受教育机会与受教育程度
的差异成为研究群体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大量研究者聚焦于高等教育获得与收入
不平等关系的研究# 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已有研究可以分为静态视角和动态视角# 在收入不平等
的静态研究中!部分研究者致力于高等教育获得回报率的测算!比较不同影响因素下个人教育收入回
报的差距!如性别$&%

"地区$*%

"家庭背景$)%和城乡类型$W%等# 还有部分研究者考察了高等教育影响下
收入不平等随时期变化的情况!进而分析收入不平等如何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
基于某个或多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始终将个人视为单独的点!未能揭示不同受教育群体的收入不平
等随年龄变化的动态过程#

相较于收入不平等的静态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动态研究还属于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国内研究少
有涉及# 近年来!随着社会学家将微观层面的分析单元从)个人*转向关注)轨迹*!越来越多的国外
研究者开始将生命历程理论框架引入收入不平等研究# 该理论最早运用于有关移民的研究!随后向
健康"收入等领域不断扩展# 例如!N9>C4发现优越的社会阶层出身有助于较早获得高等教育!而更
早完成高等教育的学生会取得职业生涯的开局优势!并对其工资增长产生持续性和累积性的影
响$X%

# 在构建生命历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I604E提出了工资不平等的内部模式!即收入不平等在一
个群体的生命历程当中发展的方式$U%

# 在另一项研究中!他发现在美国白人男性中!高教育水平的
劳动者会更快增加个人收入!而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一生中都会经历经济前景的恶化影响!与高等
教育有关的工资累积优势随着队列变化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K%

#

城乡类型是影响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显示出高等教育获得对城乡收入回报
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一些研究发现高等教育获得加深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分层!证明城镇高等教
育收益率大于农村$%#%

# 有些研究则认为城乡居民高等教育的收益差距关系是复杂的# 马文武发现!

在国家包分配政策影响下!%KKW年前城乡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并无明显差距!其终身收入受益比
是类似的$%%%

# 司秋利和张涛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发现!在某些分位数上!农村高等教育收益率显
著高于城镇居民$%"%

# 此外!也有研究者分析了高等教育获得对农村和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推动作
用# 如肖琴等为深入分析高等教育获得对农村学生长期收入回报的影响!采用Ia/L "#%"年截面数
据!按年龄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个组别!利用/LG方法证明受过高等教育者收入持续高于同年龄阶
段的未受过高等教育者!且高等教育获得对收入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明显$%&%

#

根据已有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关于高等教育获得与个人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主要使用截
面数据!探讨高等教育获得对收入不平等的静态分布状况的影响!鲜有研究讨论收入不平等在生命历
程中分布的总体模式# 此外!国外有关收入不平等总体模式的研究大多基于本国&或本地'的实际情
况进行研究!因而结合我国城乡不平等的现实情况进行研究具有独特意义# 本文以生命历程理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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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的现实状况!利用追踪面板数据!运用增长曲线模型模拟在高等教育获得和
城乡类型影响下个人收入轨迹随年龄增长的分化情况!探究群体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状况!并进一
步分析高等教育获得是否打破了城乡类型导致的生命历程中的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的生命历程
模式对帮助人们了解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在生命历程中发展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高等教育获得和
城乡类型引入收入不平等历程!研究将有助于明确高等教育获得和城乡类型对个人终身收入增长趋
势的作用!把握群体收入不平等在各个年龄阶段的分布状况!为有针对性地预防阶段性相对贫困提供
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生命历程理论将时间"背景和过程引入对人类生活和发展的研究当中$%*%

!关注随着时间演进社
会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对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经历的事件产生影响的过程$%)%

# 该理
论的关键机制涉及&个方面(一是决定某个体或群体发展路径的社会子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
&如学校"职业结构"历史时期',二是生活经历&如工作经历"资源积累',三是社会群体和社会角色
&如性别'

$%W%

# 借助年龄等时间概念!生命历程理论可以基于这些因素广泛构建不同群体的生活!构
建的核心在于关注个体生活中特定时间的事件!以及事件影响下未来行为的持续性变化$%X%

# 在生命
历程理论支撑下!研究者得以探讨社会语境下收入不平等的生命历程轨迹#

累积优势是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 累积优势理论认为个体或群体的初始资源优势会随
着时间持续累积$%U%

!这也意味着相对优势导致的不平等也会随着时间而累积# 累积优势具有两种形
式!在严格意义上可以描述为不平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在布劳$邓肯模型中则是指群体间的不平等
持续稳定存在的一种基本状态!并不强调不平等随时间增加$%K%

# 同时!优势累积不是在各个领域独
立运作的!而是跨领域的!来自一个领域的优势有可能延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这意味着那些在进入
劳动力市场前就已经从其他领域取得了优势资源的群体!在职业生涯初期也会获得相对的就业优势!

并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工资增长率# 在地位获得模型中!布劳$邓肯将教育视为会塑造个人初期职业成
就的社会因素# 已有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不仅会对初职地位获得产生显著影响$"#%

!还能显著减少个
体初职就业的时间$"%%

!从而降低以失业状态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的长期负面影响的风险$""%

# 与
之相对!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很有可能陷入更为低缓的工资增长曲线#

假设%(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初始收入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随着年龄的变化!受过高等教
育群体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会不断维持或扩大!这在城市与农村一样#

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长期存在于社会发展当中# 作为中国最基本的不平等结构!城乡类型带来
的初始差异也有可能外溢到劳动力市场当中!导致城市劳动者与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不平等长期存在
乃至持续扩大# 从现实状况来看!无论是在早期资源累积还是在未来发展机会上!农村供给都远远低
于城市!农民"农民工等被作为弱势群体长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优势累积的作用下!这些初期
的差异会随时间的变化在劳动市场不断强化!导致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存在#

假设"(城市居民收入初始水平高于农村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不
平等状况会不断维持或扩大#

高等教育获得也会促进农村与城市内部居民的收入分层!但接受高等教育能否帮助农村居民打
破城乡间的限制!破除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与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2 仅从大
学生初职就业来看!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农村籍的大学生在就业起薪"就业效率"就业质量上均明
显低于城市籍的大学生$"&%

,二是城乡背景虽然会提高城市高校毕业生落实工作的概率!但对起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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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没有显著直接影响$"*%

# 通过先前的文献综述也可以发现!城市和农村的高等教育收益差距呈现较
为复杂的变化状况#

假设&(随着年龄增长!高等教育获得未能打破城乡收入不平等!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收入与
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不平等持续累积#

假设*(随着年龄增长!高等教育获得打破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收入与农
村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收入无明显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I614CM0C9B6 C4F .3B@1B1;4 L3@A08!IM.L'# 该项调查是

自%KUK年开始的一项追踪调查!最新数据截至"#%)年!已持续记录了中国居民"W年的健康"营养行
为和状态!以及家庭和个人经济等社会状况# 考虑到目前还未有更为长期性的追踪数据来访问个人
在生命历程当中的收入变化状况!研究尽可能地保留了IM.L所有年份的数据&%KUK"%KK%"%KK&"

%KKX""###""##*""##W""##K""#%%""#%)年'!以呈现个人或群体的收入变化轨迹# 由于部分省份加入
调查时间较短"样本个体死亡等原因!调查次数不尽相同!本研究只保留了追踪数据达到&次及以上的
样本!剔除缺失数据!保留年龄处于%W岁到WK岁之间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U )#K个#

!二"研究变量
%'被解释变量
个人收入作为因变量!主要采用个人年总收入作为衡量指标# 该指标由商业"农业"渔业"园艺"

畜牧业经营性收入以及非退休与退休工资性收入七部分组成!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采用IM.L中
利用物价指数换算后的收入数据并取对数#

"'解释变量
年龄"高等教育获得和城乡类型作为自变量# &%'年龄# 采取中心化处理!即年龄减去平均年龄

&&U'%K* ""!尽可能保留了多位小数'# 这种处理不仅有利于获得整个数据收集阶段的平均增长率!

还能最大程度降低年龄与年龄平方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使实证估计更为稳健# &"'高等教育获得#

考虑到城乡教育差距主要体现在初中毕业分流阶段!为更好地体现出城乡差异!将)最高教育水平达
到大专及以上*的个体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群体并编码为%!)初中"高中"中等技术学校以及职业学
校毕业*的个体为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编码为#!所有仍处于上学状态的样本被剔除# &&'城乡类
型# 采用城乡居住地为衡量指标!该指标能反映个体实际社会资源占有状况!更符合城乡居民生活的
现实状况!将)城市居民*编码为%!)农村居民*编码为##

&'控制变量
为获得更为合理"有效的结果!研究还纳入了控制变量# 已有控制变量均为分类变量(&%'性别#

)女性*编码为%!)男性*编码为## &"'地区# 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编码为%"""&# &&'工作
职业# 技术管理性职业包括)高级专业工作者和管理者*编码为%!普通职业包括)一般工作人员"渔"

农"猎人等其他工作者*编码为## &*'工作单位# 根据单位性质划分!参照徐佳舒和段志民$")%的做
法!将来自)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集体或国有性质单位编码为
%!将)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具有私人性质的单位编码为## &)'队列# 将样本
中的所有队列以%#年为间隔!按时间先后分别编码为%gU# 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可见!

城市居民的收入"教育"工作职业都明显优于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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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全样本!"h"U )#K#

均值 误差
城市!"hK W###

均值 误差
农村!"h%U K#K#

均值 误差
个人收入 U'UW" %'"%# K'#WX %'#*% U'X)W %'"X)

高等教育 #'%#W #'&#U #'""X #'*%K #'#*) #'"#X

城乡类型 #'"&X #'*X&

年龄 &U'%K* %#'U&W &K'#%" %#'#&* &X'XXK %%'%KU

工作职业 #'%"* #'&&# #'"** #'*"K #'#W* #'"**

工作单位 #'X#X #'*)) #'U)" #'&)) #'W&" #'*U"

地区 %'%#% #'XW& %'#U* #'X&% %'%%# #'XXK

性别 #'X#W #'*)) #'*%* #'*K& #'&** #'*X)

队列 *'X* %'#)W *'W#W %'#X* *'U#W %'#*%

!三"模型构建
增长曲线模型能够识别个人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轨迹与群体性特征!是分层线性模型&M10@C@=61=C9

e140C@G;F09!MeG'在纵向数据中的应用# 相较于以往个体变化研究采用固定时间对个体差异进行
区分的方法!增长曲线模型考虑了个体之间变化率的差异性$"W%

!允许研究的个体数据处于不同时间
间隔当中!拥有不同的测量次数#

增长曲线模型分为两层!第一层属于重复观察模型!分析个体随年龄变化的收入获得情况!具体
如下(

01%23(

4$

&

#

#$

'

#

%$

56(

4$

'

#

"$

56(

"

4$

'

&

78"

#

7$

&+

7

'

4$

'

$

4$

&%'

在模型中!01%23(

4$

表示为第$个人在4年时的个人收入对数值,56(

4$

是指个体$在4年的年龄&对
中'!56(

"

4$

则是个体年龄的平方,在年龄中心化的基础上!

#

#$

被解释为个体在平均年龄时获得的收入!

#

%$

代表个体随年龄变化的收入平均增长率!

#

"$

则表示每一增长轨迹的加速度,

$

4$

是个体$在4年的残
差# +

2

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如工作职业# 此模型纳入了年龄的平方项!为二次增长曲线模型#

它是基于线性增长曲线模型与二次增长曲线模型回归分析!并利用赤池信息准则&-7C170T4<;@>CB1;4

I@1B0@1;4! -TI'和贝叶斯信息准则&_C80:1C4 T4<;@>CB1;4 I@1B0@1;4:! _TI'数值比较后!最终选定的数值
更小"拟合程度更高的模型#

第二层模型是第一层模型中系数
#

#$

"

#

%$

和
#

"$

各自建立的模型!如下(

#

#$

&

!

##

'

!

#%

()*

$

'

!

#"

*9:51

$

'

!

#&

()*

$

$

*9:51

$

'

&

78&

!

#7

&;

7

'

$

'

%

#$

&"'

#

%$

&

!

%#

'

!

%%

()*

$

'

!

%"

*9:51

$

'

!

%&

()*

$

$

*9:51

$

'

%

%$

&&'

#

"$

&

!

"#

'

!

"%

()*

$

'

!

""

*9:51

$

&*'

其中!()*表示个体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9:51表示个体的城乡类别,;

7

表示性别"地区"队列等
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固定效应模型参数,

%

#$

和
%

%$

分别代表
了截距和线性模型的随机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城乡整体差异状况
对不同时期的城乡居民状况进行5检验分析&见表"'!样本城乡居民在收入"高等教育获得上均表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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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显著的差异# 相较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在收入和高等教育获得的优势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扩大#

表"!各时期城乡差异5检验结果
时期 城乡 收入 年龄 高等教育获得时期 城乡 收入 年龄 高等教育获得

%KUK

农村
X'K)K

$$$

&#'&*%

$$$

#'#&&

$$$

"##*

农村
U'U#%

$$$

*#'WK&

#'#)X

$$$

城市 U'%*# &&'UKK #'%&% 城市
K'*W*

$$$

*%'%#K

#'"K%

$$$

%KK%

农村
U'#**

$$$

&%'*"%

$$$

#'#&"

$$$

"##W

农村
K'%%"

$$$

*%'K"W

$$$

#'#WW

$$$

城市 U'"K# &)'*W# #'%&% 城市 K'WU% *"'&"* #'"KU

%KK&

农村
U'%U"

$$$

&"'U**

$$$

#'#&&

$$$

"##K

农村
K'))U

$$$

*&'U*%

#'#W)

$$$

城市
U'*%)

$$$

&W'KWK

$$$

#'%&%

$$$ 城市 %#'#&" *&'"#U #'&%K

%KKX

农村
U'*U"

$$$

&*'X&%

$$$

#'#"W

$$$

"#%%

农村
K'WKK

$$$

*)'XKX

$$$

#'#)*

$$$

城市
U'XXK

$$$

&W'U%K

#'"#&

$$$ 城市 %#'%"* **'&W# #'&*%

"###

农村
U'WWX

$$$

&W'KU)

#'#*&

$$$

"#%)

农村
%#'%#"

$$$

*U'%*K

$$

#'#W"

$$$

城市
K'%&W

$$$

&U')XU

#'")X

$$$ 城市 %#')#" *X'#KK #'&U%

!!注$

$

代表!j#.%"

$$

代表!j#.#)"

$$$

代表!j#.##%

!二"高等教育获得'城乡居住地对收入的影响
在添加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研究在模型%加入年龄"年龄平方"高等教育获得与城乡居住地变量!

并在随后的几个模型中逐步加入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深入探讨群体间的收入轨迹差异变化!结果见表&#

表&!高等教育获得$城乡居住地与个人收入增长曲线表
因变量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农村 城市

固定效应模型

年龄 #'#UW

$$$

#'#U)

$$$

#'#U&

$$$

#'#UW

$$$

#'#U)

$$$

#'#U"

$$$

#'#K%

$$$

!#'##%# !#'##%# !#'##%# !#'##%# !#'##%# !#'##%# !#'##%#

年龄平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等教育获得 #'&&&

$$$

#'"UW

$$$

#'&&W

$$$

#')WX

$$$

#'&W#

$$$

#'*X"

$$$

#'"*&

$$$

!#'#"U# !#'#&"# !#'#"U# !#'#*U# !#'#"U# !#'#W"# !#'#&##

城乡居住地
!农村h##

#'%KX

$$$

#'"##

$$$

#'%W#

$$$

#'"&&

$$$

#'"#)

$$$

!#'#%U# !#'#%U# !#'#"## !#'#%K# !#'#%U#

高等教育获得
i年龄

#'#%*

$$$

#'#%)

$$$

#'#%&

$$$

!#'##"# !#'##)# !#'##"#

高等教育获得
i年龄平方

#'##%

$$$

#'##%

$

#'###

!#'#### !#'#### !#'####

城乡居住地
i年龄

#'##U

$$$

!#'##"#

城乡居住地
i年龄平方

#'###

$$$

!#'####

高等教育获得
i城乡居住地

$#'&*%

$$$

!#'#)X#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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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农村 城市
高等教育获得i城乡
居住地i年龄

#'#%K

$$$

!#'##&#

截距 )'"&K

$$$

)'"*%

$$$

)'"*X

$$$

)'"&%

$$$

)'"*%

$$$

)'"X#

$$$

)'"U#

$$$

!#'#XW# !#'#)K# !#'#)K# !#'#)K# !#'#)K# !#'#U&# !#'#U%#

随机效应模型$方差构成

第%层$个体间 #'WUK

$$$

#'WUU

$$$

#'WUK

$$$

#'WK#

$$$

#'WUU

$$$

#'UW#

$$$

#'&)"

$$$

!#'##X# !#'##X# !#'##X# !#'##X# !#'##X# !#'#%## !#'##W#

第"层$截距 #'%U#

$$$

#'%U"

$$$

#'%U#

$$$

#'%XU

$$$

#'%U#

$$$

#'"%)

$$$

#'%"*

$$$

!#'##X# !#'##X# !#'##X# !#'##X# !#'##X# !#'#%## !#'##X#

线性增长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TI XW X&"'### XW WU*'X)# XW WU#'*## XW WKU'%*# XW WK%'W)# )* X&K'"K# %K XKK'"&#

_TI XW U))'UX# XW U")'%*# XW U"#'XU# XW U&#'"X# XW U"&'XU# )* UW*'U)# %K K%&'K)#

. "U )#K'### "U )#K'### "U )#K'### "U )#K'### "U )#K'### %U K#K'### K W##'###

!!注$为提高表格的简洁性"所有控制变量相关结果均未在表格中呈现
模型%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收入水平优于未受过高等

教育群体#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受过高等教育群体要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高#'&&&&<j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KX&<j#.##%'# 年龄参数从模型%至模型)均为正!表示
个体收入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年龄平方参数为负!显示收入增长的加速度为递减状态#

模型"增加了高等教育获得i年龄"高等教育获得i年龄平方的交互项# 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
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高等教育获得的固定效应参数仍然显著为正&#."UW!<j#.##%'!高等教育获得
与年龄交互项参数为#.#%*&<j#.##%'!与年龄二次项交互项参数为#.##%&<j#'##%'# 这意味着!

随着年龄的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要显著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 根据模型"

估计结果可看出!高等教育获得不仅影响收入的初始水平!还会影响收入随时间的变化率!导致受过
高等教育群体收入始终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显示出高等教育获得对收入的优势累积作用&如
图%'!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

图%!不同教育群体收入随年龄变化趋势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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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考察了城乡居住地i年龄"城乡居住地i年龄平方的交互项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结果显
示!城乡居住地的固定效应参数依然显著为正!城乡居住地i年龄的交互影响为#'##U&<j#'##%'!城
乡居住地i年龄平方交互项显著!但参数较小!表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居
住地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具体变化轨迹如图"所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城市居民
初始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存在于整个年龄阶段!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

图"!城乡群体收入随年龄变化轨迹

!三"不同居住地高等教育获得对收入的影响

在不同居住地!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之间的收入是否也存在差异2 为此!研
究在表&的模型*中加入了高等教育获得i城乡居住地的交互项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城乡居住地"

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人收入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等教育获得i城乡居住地交互项系数则显
著转换为负数# 也就是说!在平均年龄下!当城乡居住地为#&农村'时!高等教育获得对农村居民收
入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相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收入增加了#')WX,当城乡居住
地为%&城市'时!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高#'""W!低于农村居民收入参数#

在模型)中!研究还深入考察了高等教育获得i城乡居住地i年龄交互项的作用# 结果表明!高
等教育获得i城乡居住地i年龄交互项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K!<j#.##%'# 考虑到该
交互项的复杂性!将样本划分为城市和农村子样本进行模型回归!以明晰收入变化情况# 结果显示!

城乡子样本内高等教育获得i年龄交互项对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从高等教育获得i年龄平方交互
项来看!只有农村居民的高等教育获得会随年龄对收入增长产生加速作用&#.##%!<j#.#%'!效果显
著但微弱&见表&'#

图&呈现了表&城乡子样本的收入变化轨迹具体状况# 在城市与农村内部!受过高等教育与未
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不平等随年龄增长不断扩大!且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更为突出# 具体
来看!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收入增长率最低!城市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次之!城乡间未受过高等
教育群体的收入不平等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收入增长率最高!且城市与农村受过
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增长轨迹基本一致# 上述结果表明!城乡类型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收入影响
更大!接受高等教育有助于农村居民突破城乡居住地的限制!减少城乡居民间的收入不平等!研究假
设*得到验证# 对于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来说!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优质就业岗位供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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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他们既难以同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竞争就业机会!也未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广阔的就业市场!收
入劣势随时间增加最为明显#

图&!城乡居民高等教育获得与收入变化轨迹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证实结论的可靠性!将解释变量进行替换# 研究将解释变量城乡居住地替换为城乡户
籍!考虑到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人口向城市转移!户口类型也随之变化!尽可能将每次调查时的户
口实时调查结果作为数据!将调查户口数据基本缺失的%KUK年和%KK"年从样本中剔除!并再次建立
增长曲线模型# 结果如表*所示!各个解释变量及其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性与方向同先前结果基
本一致!表明本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表*!高等教育获得$城乡户籍与个人收入增长曲线表

因变量$收入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年龄!对中#

#'#UX

$$$

#'#U)

$$$

#'#U*

$$$

#'#UX

$$$

#'#U*

$$$

!#'##%# !#'##%# !#'##"# !#'##%# !#'##"#

年龄平方 $#'##%

$$$

$#'##%

$$$

$#'##%

$$$

$#'##%

$$$

$#'##%

$$$

!#'#### !#'#### !#'#### !#'#### !#'####

高等教育获得 #'&"%

$$$

#'"U#

$$$

#'&&%

$$$

#'*UW

$$$

#'&&"

$$$

!#'#&"# !#'#&W# !#'#&"# !#'#U"# !#'#&"#

城乡类型!农村h##

#'&%#

$$$

#'&%&

$$$

#'")X

$$$

#')#*

$$$

#'&%W

$$$

!#'#%K# !#'#%K# !#'#""# !#'#K%# !#'#%K#

高等教育获得i年龄 #'#%X

$$$

!#'##&#

高等教育获得i年龄平方 #'##%

$$$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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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收入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城乡类型i年龄 #'##W

$$$

!#'##"#

城乡类型i年龄平方 #'##%

$$$

!#'####

高等教育获得i城乡类型 $#'%U*

$$

!#'#U*#

高等教育获得i城乡类型i年龄 #'##X

$$$

!#'##%#

截距 *'&U%

$$$

*'&U)

$$$

*'*#W

$$$

*'&U&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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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收入不平等不是某个时间点上的静态比较!而是沿着生命轴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种按年龄分布
的模式# 国内有关收入不平等的研究通常采用横截面调查数据!少有研究关注到收入不平等随年龄
变化的趋势# 国外虽有研究聚焦于生命历程的收入不平等!但却无法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不能提供具
有本土借鉴价值的研究结论# 考虑到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现实状况!本研究依据IM.L %KUK年至
"#%)年共%#轮历时"W年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增长曲线模型分析高等教育获得"城乡居住地影响
下不同群体的收入变化轨迹分化状况!及其收入不平等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并通过分样本回归!验证
了高等教育获得对打破生命历程中的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第一!在生命历程中!高等教育获得不仅会对初始收入产生影响!还会影响收入增长率!促使受过
高等教育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收入不平等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收入不平等在城市与农村内
部也存在!显示出高等教育获得对个人收入增长的优势累积效应# 已有研究发现!高等教育获得与个
人就业水平息息相关# 由于劳动力市场通常有准入制度!雇佣者通过识别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将不
同教育程度的群体划分到不同层次的职业轨道!致使个人收入沿着不同收入增长趋势发展# 先前研
究也表明!教育会对个人初期就业乃至未来职业发展产生影响!当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就越容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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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精英阶层的职业$"X%

!同时受教育水平越高也会使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全球胜任力!职业地位更
稳固$"U%

#

第二!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在各个年龄阶段的收入均持续低于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城乡机会不平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农村就业岗位供给远
低于城市# 陈维涛和彭小敏的研究证明!城市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要高于农村劳动者!导致
城镇居民在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显著高于农村居民$"K%

# 进一步追溯到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前!城乡的
收入不平等则源于早期教育不平等# 部分研究发现!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缺乏!)读书无用论*风
气盛行!居民教育投资意识不足等问题!农村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于城市居民!导致其整体就业与
收入状况也不如城市居民# 在累积优势的作用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市场会将这些初始差距不
断强化!从而形成终身的收入不平等#

第三!接受高等教育能帮助农村居民打破城乡居住地的限制!在整个年龄阶段!城市受过高等教
育群体与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基本消失# 这可能是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农村
大学生实现非农就业的机会$&#%

!使其能够凭借教育资本获得稳定的就业# 尤其是许多农村大学生在
大学就读期间将户籍转为城市户籍!缩小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别# 相关研究表明!农转非大学生与城
市大学生拥有同等经济收入水平!也有相同的机会从事精英职业$&%%

#

!二"研究建议

第一!重视高等教育获得对农村个体收入的长远影响!实现教育均衡!为农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
育资源# 政府要有计划地增加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提供优良师资!改善农村地区学校基础教育
教学条件!提高农村地区学生的升学率!增加高校专项计划招生名额!为农村学生提供更多的入学机
会# 父母要重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子代收入增长的持续性影响!摒弃)读书无用论*的观念!重
视对子代的教育投资# 学生应意识到教育对自我终身发展的重要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努力完成自
我知识累积!提升个人能力!争取获得高等教育就学机会#

第二!发展乡村地区经济!增加高质量非农职业岗位供给# 在生命历程视角下!对于城乡居住地
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应从源头进行干预!以预防早期就业机会差距引发的收入不平等持续累积# 城乡
居民收入不平等源于城乡资源配置的差距!因此要促进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帮助乡村地区形成能够
自主运作的产业链!为农村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适当给予企业一定
优惠政策!为农村多渠道吸引投资提供动力# 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采取有关措施!利用当地自然人文
等资源!拉动本地经济发展!帮助农村居民实现高质量就业!助力农村居民增收#

参考文献!

%%&!张永丽"李青原"郭世慧'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基于/LG模型的计量分析%(&'中国农村经济"

"#%U!K#$%%#$%&#'

%"&!商晨"茹玉骢'教育是否有助于社会垂直流动1 %(&'浙江学刊""#%U!W#$K*$%#*'

%&&!欧阳任飞"孟大虎"杨娟'高等教育扩展与大学生性别工资差距的演变$基于IMT/:数据的经验研究%(&'清华大
学教育研究""#%X"&U!&#$KU$%#X'

%*&!侯瑜"杨荔茗"杨行健'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区域及教育层次差异$基于I+LL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现代
教育管理""#%K!W#$*K$))'

%)&!郭冉"周皓'高等教育使谁获益更多$"##&/"#%)年中国高等教育异质性回报模式演变%(&'社会学研究""#"#"

+WW+

重庆高教研究!"#""年第)期 在线投稿$6BB?$VV8YY8'=Z?B'=471'40BV



&)!%#$%"W$%*U""*)'

%W&!郑筱婷"孙志颖"陆小慧'为何-读书无用论.重返农村$不同出身个体教育回报率变化的解释%(&'劳动经济研
究""#%K"X!)#$)&$XX'

%X&!NeG-.I" S0O-.R-'560@C=01:B;B60:H1<B$ :;=1;0=;4;>1=;@1E14:" CF39B0F3=CB1;4 C4F HCE0CBBC14>04B%(&'

->0@1=C4 2;3@4C9;<:;=1;9;E8""##*"%%#!%#$%"&$%W#'

%U&!IMN.+L'-91<0=;3@:0B@C20=B;@8<@C>0H;@7 <;@34F0@:BC4F14EB6014B@C=;6;@B?CBB0@4 ;<HCE0140J3C91B8%(&'->0@1=C4

2;3@4C9;<:;=1;9;E8""#%*"%"#!&#$W&&$X##'

%K&!IMN.+L'560:61<B14E91<0=;3@:0?CBB0@4:;<HCE0140J3C91B8%(&'L;=1C9<;@=0:""#"%"%##!%#$%$"U'

%%#& 曹黎娟"颜孝坤'城乡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差距$一个分阶段的考察%(&'复旦教育论坛""#%W"%*!)#$U%$UU'

%%%& 马文武'我国城乡居民高等教育投资收益及变动的实证研究%(&'兰州学刊""#%U!%#$%X#$%U&'

%%"& 司秋利"张涛'教育回报)户籍歧视与城乡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与分解%(&'经济问题探索""#"%

!)#$&X$*U'

%%&& 肖琴"刘亚欣"肖磊'农村学生高等教育选择的个体异质性影响及长期收入回报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

"#%W"&X!W#$%%*"$%%)#'

%%*& M-GTe5S.O(" e..Nee-.-" _S,.RL R5'56091<0=;3@:0?0@:?0=B1A0$ CE31F0<;@E040B1==;34:09;@:%(&'(;3@d

4C9;<E040B1==;34:0914E""#%W"")!%#$**$*U'

%%)& 江立华"袁校卫'生命历程理论的知识传统与话语体系%(&'科学社会主义""#%*!&#$*W$)#'

%%W& -̀IMNOM" aOSTRNP-,[-'e1<0:BCE0" 91<0:?C4" C4F 91<0=;3@:0?0@:?0=B1A0:;4 A;=CB1;4C9Z06CA1;@C4F F0A09;?d

>04B$ CB60;@0B1=C9<@C>0H;@7" @0A10HC4F @0:0C@=6 CE04FC%(&'(;3@4C9;<A;=CB1;4C9Z06CA1;@""#"%$%"W!%#$%$""'

%%X& _N..NO-R" GTL5O\OL'I619F F0A09;?>04BF3@14EB60ISPTR$%K ?C4F0>1=B6@;3E6 C91<0=;3@:0B60;@8904:%(&'

I619F F0A09;?>04B?0@:?0=B1A0:""#"#"%*!*#$"&W$"*&'

%%U& 李骏'城乡出身与累积优势$对高学历劳动者的一项追踪研究%(&'社会学研究""#%W"&%!"#$)X$U%""*"'

%%K& RT/ON5N5-" NTOTIM+G'I3>39CB1A0CFAC4BCE0C:C>0=6C41:><;@140J3C91B8$ C@0A10H;<B60;@0B1=C9C4F 0>?1@1d

=C9F0A09;?>04B:%(&'-443C9@0A10H;<:;=1;9;E8""##W"&"$"X%$"KX'

%"#& 祝毅"张顺'教育与家庭地位影响青年初职地位获得的相对强度$%KXX/"#%*%(&'复旦教育论坛""#"#"%U!W#$

XK$UW'

%"%& 宋健"胡波"朱斌辉'-慢就业.$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及教育的影响%(&'青年探索""#"%!W#$")$&*'

%""& _O-GL" -OT-.-." G-,OTIN+'f099Z0E34" 6C9<F;401 9;4E$B0@>0<<0=B:;<9CZ;3@>C@70B04B@814 B60.0B60@d

9C4F:"%K)#/"###%(&'f;@7 0>?9;8>04BC4F :;=10B8""##W""#!&#$*)&$*X"'

%"&& 岳昌君'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城乡差异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U"&K!"#$K"$%#%'

%"*& 岳昌君"张恺'城乡背景高校毕业生就业差异的实证研究%(&'高等教育研究""#%)"&W!)#$&X$*X'

%")& 徐佳舒"段志民'中等收入持续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构建橄榄型收入结构视角%(&'江西财经大学学报""#%X

!"#$"*$&K'

%"W& O-,RN._,LML f" _O\m-L'分层线性模型$应用与数据分析方法%G&'郭志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X$%)"'

%"X& 谭卿玲'全球化背景下学生全球胜任力研究综述%(&'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X$%*#'

%"U& 杨江华"程诚"边燕杰'教育获得及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K)W/"##K#%(&'青年研究""#%*!)#$%$%%"K*'

%"K& 陈维涛"彭小敏'户籍制度)就业机会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济经纬""#%"!"#$%##$%#*'

%&#& G-O5T.SPTI_" 5,_NO+N.aP" G--L T'-9;4E1B3F14C9:B3F8;<14B0@0B641==;4BC=B:14 +0@>C48$ 0:B1>CB0:<@;>

C>39B190A09E@;HB6 =3@A0>;F09%(&'(;3@4C9;<0B641=C4F >1E@CB1;4 :B3F10:""#%)"*%!%#$U&$%##'

%&%& 边燕杰"肖阳'农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机遇$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
+XW+

赵红霞"王迎香'生命历程视角下高等教育获得打破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吗$基于IM.L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重庆高教研究""#"""%#!)#$)W$WU'



学版#""#%)"&)!%#$%$X'

"编辑!杨慷慨!校对!吴朝平#

7%.<9"/1.(3546$#"%&:##$"&).&#C(.$H48B(;$&$04($-

A&6%).A&.I4$-"#> '(%)#1.+.(<8.6#",.%'J"'.!%4(<.( :&:&$-><"<

;$<.5%&!9KE2($6H"&/ E4(,.> 7$#$

M̀-SM;4EY1C

%! "

! f-.+\14EY1C4E

%

&%A$)88#3#)(7,+90&2)%! *"2"#C2>%2;#'42&-! *"2"#C2U&"##&! $"2%0, "A$)88#3#)(7,+90&2)%! G2B#2>%2;#'42&-! H20/#%&W%#"%! $"2%0'

:;<#($6#(a@;>B60?0@:?0=B1A0;<91<0=;3@:0B60;@8! B600<<0=B:;<61E60@0F3=CB1;4 C==0::C4F 3@ZC4

C4F @3@C9B8?0;4 B6014=;>0140J3C91B8H1B6 CE0H0@00Y?9;@0F Z83:14E%# 9;4E1B3F14C9B@C=714EFCBC<@;>

B60I614CM0C9B6 C4F .3B@1B1;4 L3@A08&IM.L' <@;>%KUK B;"#%) C4F CE@;HB6 =3@A0>;F09! H61=6

144;ACB1A098?@0:04B:B60F1:B@1Z3B1;4 ;<14=;>0140J3C91B814 F1<<0@04B:BCE0:;<14F1A1F3C991<0=;3@:0<@;>C

9;4E1B3F14C9?0@:?0=B1A0'560@0:39B::6;HB6CB( 14 B6091<0=;3@:0! B60C=J31:1B1;4 ;<61E60@0F3=CB1;4 C4F

B60B8?0;<3@ZC4 C4F @3@C9C@0C:C<<0=B14F1A1F3C9:. 141B1C914=;>06CA0C:1E41<1=C4B=3>39CB1A00<<0=B;4

14=;>0140J3C91B8H1B6 CE0, B60C=J31:1B1;4 ;<61E60@0F3=CB1;4 Z@0C7:B60@0:B@1=B1;4 ;<@3@C914=;>0Z8

3@ZC4 C4F @3@C9B8?0:! C4F B6014=;>0140J3C91B8Z0BH004 3@ZC4 C4F @3@C9E@;3?:H1B6 61E60@0F3=CB1;4

C9>;:BF1:C??0C@:F3@14EB6091<0=;3@:0'TB1::3EE0:B0F B;14=@0C:0B60:3??98;<61E6$J3C91B84;4$CE@1=39B3@C9

2;Z:C4F B;14B0@A040CBB60:;3@=0B;?@0A04BB60=;4B143;3:C==3>39CB1;4 ;<14=;>0140J3C91B8=C3:0F Z8

B60EC? 14 0C@980>?9;8>04B;??;@B341B10:, B60CBB04B1;4 :6;39F Z0?C1F B;B609;4E$B0@>1>?C=B;<61E60@0Fd

3=CB1;4 ;4 @3@C914F1A1F3C914=;>0! B;C=610A00F3=CB1;4 ZC9C4=0! B;?@;A1F061E6$J3C91B80F3=CB1;4

@0:;3@=0:<;@@3@C9:B3F04B:! C4F B;@0C91D00J3C9;??;@B341B10:<;@61E60@0F3=CB1;4 04B@C4=0'

=.> ?%(5<( 61E60@0F3=CB1;4 CBBC14>04B, 91<0=;3@:0, 14=;>0140J3C91B8, 3@ZC4$@3@C9F1<<0@04=0:,

E@;HB6 =3@A0>;F09

+UW+

重庆高教研究!"#""年第)期 在线投稿$6BB?$VV8YY8'=Z?B'=471'40B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