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回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居民心理健康促进策略研究*&%X_LM#K*'

!!!作者简介!王丽!女!湖北鄂州人!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收入不平等研究,

李凤兰!女!福建三明人!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理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与贫困研究#

!!!引用格式!王丽!李凤兰'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收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重庆高教研究!"#""!%#&)'(*)$))'

!!!!"#$#"%&'%()$#

!

f-.+e1! eTa04E9C4'5601>?C=B;<61E60@0F3=CB1;4 ;4 14=;>0C4F 14=;>0F1:B@1Z3B1;4 14 B60?;?39C@1DCB1;4 :BCE0

$(%'I6;4EJ14E61E60@0F3=CB1;4 @0:0C@=6!"#""!%#&)'(*)$))'

!"#""年K月 重 庆 高 教 研 究
L0?'"#""

第%#卷!第)期 I6;4EJ14EM1E60@NF3=CB1;4 O0:0C@=6 P;9Q%#!.;Q)

!

教育与经济
RST!%#'%)KKUV2'=471'1::4%WX&$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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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SeL#和分位数回归
!]O#方法"分析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及其对各收入群体的异质性影
响( 研究发现$!%#从收入增长角度看"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收入提升仍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但提升幅度呈下降趋势*!"#在异质性方面"对比中)高收入群体"高等教育对低
收入群体尤其是极低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大"而对极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最小*!&#

高等教育对各收入群体的边际贡献不同"从极低收入群体依次到极高收入群体"呈现-先
持续下降"再缓慢上升又下降.的趋势*!*#从收入分配角度看"高等教育缩小了低收入群
体与中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建议重视并大力发展高
等职业教育"适当加快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扩大低收入家庭子女的中考)高考录取比例"

着重提高底层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推动大数据技术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合
理运用"精准识别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强化高等教育质量导向"提升各类高校的人才
培养质量(

关键词!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收入*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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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年)月教育部发布的/"#%K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显示!"#%K 年包括研究生"普通

本专科"成人本专科"网络本专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等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 ##"万人!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Wb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年远景目标纲要1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提高到

+)*+



W#b#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普及化发展的初始阶段#

一直以来!高等教育深刻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特别是对于弱势阶层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提高
收入"跨越阶层的重要途径# 根据m41E6B和LCZ;B提出的教育)结构效应*和)工资压缩效应*理论!

在一定时期内!高等教育普及化会降低个体工资收入$"%

#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普及化会极大扩张高
等教育规模!这种结构效应会导致收入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与此同时!高学历劳动力供给增
加会产生工资压缩效应# 考虑到高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高等教育回报率$&$*%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
一步发展可能会拉大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还能帮助个体实现提升收入"

跨越阶层的愿望吗2 高等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是怎样的2 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背景和趋
势下!对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为此!本文围绕高等教育与收入这一主题!探究我国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收入及收入分配的最
新影响效果# 本文主要探究如下&个问题(&%'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于收入的影响效应,&"'普及
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极低收入"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和极高收入等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效应,&&'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能否缩小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文献综述
自%KXU年起!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精英化发展阶段&%KXU0"##" 年'和大众化发展阶段

&"##"0"#%K年'!再到如今的普及化发展阶段&"#%K年至今'!各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
对收入的影响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 纵观已有研究!学术界已对精英化及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与收
入的关系做了一定的探讨!但由于我国正处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初始阶段!目前该领域仍缺乏普及化阶
段高等教育对收入影响的可靠分析#

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已有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收入增长视角的研究!另一类是基于
收入差距视角的研究# 基于收入增长视角!一部分学者利用截面调查数据估算了我国精英化阶段以
及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回报率# 由于实验数据来源以及研究对象等不同!高等教育回报率的估算
结果存在差异# 吴要武利用"##)年全国人口普查的%'&%b样本数据估算!大众化初期阶段高等教
育回报率为%&'Kb g%)'Kb

$)%

# 但总体来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发展的逐渐深入!

高等教育回报率逐年增大为)b g"#b!且高水平大学的高等教育回报率达到%%'*b

$W%

#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多数学者更愿意比较分析这两个阶
段高等教育影响收入的效应变化# 近年来!有关高等教育影响收入的跨时点动态分析研究明显增多!

关于两个阶段高等教育的增收效应!研究一致认为!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由精英化进入大众化阶段!高
等教育对收入增长的提升效应逐年增加# 据简必希和宁光杰估计!与精英化阶段相比!大众化阶段高
等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上涨了近%#b

$X%

# 但关于增收效应的幅度变化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 一
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其对收入提升的效应不断增大$U%

,另一种观点认为!高
等教育的收益率明显减小且呈平稳下降趋势$K$%#%

# 导致观点截然相反的原因可能是(研究使用的数
据不同!后者选取样本量偏少!且缺乏中部地区省份的样本# 刘泽云使用IMT/%KUU0"##X年城镇住
户调查面板数据证明!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由精英化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收入增长的提升效应
呈持续增强趋势!且对比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在"##"年之后出现了增长停
滞甚至下降$%%%

#

一部分学者从收入差距视角分析了高等教育对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研究的核心议题是高等教
育能否缩小收入差距# 支持者认为!高等教育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从微观层面看!高等教育对不同
收入群体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对比高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回报率!这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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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家庭背景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异!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打破阶层锁定$%"%

#

但反对者认为!高等教育会拉大收入差距$%&%

!因为高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回报率$&%

!且相比于城镇居
民!农村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更低!因而!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可能会拉大
收入差距$*!X%

# 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
会因地区差异而产生异质性# 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可能会促进收入分配均等化!而中西部地区高等教
育反而会扩大收入差距$%*%

# 因此!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也应存在差别!东部地区要着
重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则应着重发展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

从上述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现有研究基于不同视角分析了精
英化"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收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但缺乏针对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可靠分析#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普及化发展的初始阶段!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收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研
究还比较鲜见# 第二!从实验数据上看!使用面板数据的研究较多!而使用截面数据的研究较少!且数
据来源在时间上并未拓展到"#%#年以后#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距今已经多年!当前普及化初始阶段
的高等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否与多年前的研究存在差异还有待探讨# 第三!从分析方法上看!少
有研究对模型的内生性及稳健性问题进行充分讨论# 第四!从研究内容上看!多数研究都分析了高等
教育对低"中和高收入&类群体收入的异质性影响!而将收入群体进行进一步细化比较的分析研究并
不多见#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个方面(第一!在实验数据上!本文采用的是"#%U

年微观数据!在时间维度上推进了高等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研究# 同时!该数据是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
化转向普及化的衔接阶段数据!能够及时体现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最初始阶段对收入的影响状况#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将收入群体划分为极低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
入和极高收入群体!更为细致地比较高等教育对各收入群体的边际贡献# 第三!在模型估计上!本文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并采用样本分割和变量替换两种方法对估计
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更为可靠!可信度更高#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I614C

aC>198/C409LB3F10:!Ia/L'数据# Ia/L问卷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样本覆盖")个省
&市"自治区'!代表了中国K)b的人口# 本文选择的样本群体为%U gW#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按照数
据逻辑对样本数据的奇异值和缺失值进行处理!最终共获取" UX)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
%'被解释变量
年工资收入对数(仅考虑个人全年的主要职业收入!并剔除填答)拒绝回答*)不适用*)不知道*

以及年收入在"##元以下"&## ###元以上的样本!并取对数#

小时工资收入对数(用全年主要职业收入除以周工作小时数!再除以全年工作近似)#周!并取对
数# 考虑到工作时间长短带来的误差!后续稳健性检验选择小时工资收入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

"'核心解释变量
高等教育(剔除填答)拒绝回答*)不适用*以及)不知道*的样本!本文所考虑的高等教育定义为

最高学历为大专及以上!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则定义为最高学历为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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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类型"自评健康"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户口

类型"家庭规模和居住地区# 性别和婚姻状况是影响工资收入的重要因素!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薪酬
普遍更低!女性平均起薪只有男性的K#'"b

$%)$%W%

!而婚姻对男性具有保护作用!已婚男性更受劳动力
市场青睐!工资收入更高$%X%

# 个人工资收入还与工作类型"居住地区以及健康状况关系密切!城市职
工的工资一般高于农村职工$%U%

# 年龄"户籍和家庭规模等也会对个体收入产生显著影响$%K%

!户口类
型不同的居民适用不同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政策$"#%

# 此外!考虑到地区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
还控制了省份变量#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h" UX)#

变量 定义与处理方法 均值 标准差

年工资收入对数 仅考虑个人全年的主要职业收入"并剔除填答-拒绝回答.-不适用.

-不知道.以及收入在"## 以下)&## ### 以上的样本"并取对数 %#') #'K#*

小时工资收入对数 用全年主要职业收入除以周工作小时数"再除以全年工作近似)#

周"并取对数 "'UWW #'U*W

高等教育 最高学历为大专及以上h%"最高学历为高中h# #'W&# #'*U&

性别 是否为男性!是h%"否h## #')WW #'*KW

年龄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U$W#岁劳动年龄人口 &"'%% U'WUW

婚姻状况 是否有配偶!是h%"否h## #'W%K #'*UW

工作类型 农业工作h%"非农工作h# #'#%W #'%")

自评健康 不健康h%"一般h""比较健康h&"很健康h*"非常健康h) &'&&W #'KW)

养老保险 是否有养老保险!是h%"否h## #'W*" #'*XK

医疗保险 是否有医疗保险!是h%"否h## #'W&U #'*U%

户口类型 是否为农业户口!是h%"否h## #')## #')##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单位$人# &'WWU #'U"*

居住地区 城市h%"农村h# #'X)& #'*&%

所在省份 设置为虚拟变量带入
父亲受教育程度!年限# 文盲V半文盲h#*小学hW*初中hK*高中h%"*大专及以上h%W U'%&* *'%*)

母亲受教育程度!年限# 文盲V半文盲h#*小学hW*初中hK*高中h%"*大专及以上h%W W'%*" *')KK

!三"计量模型

本文首先运用SeL方法研究高等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基于G14=0@的工资方程$""%

!本研究的基
本回归方程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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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94#

$%

表示%省样本$的年工资收入对数,()*

$%

表示%省样本$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

$%

表示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类型"自评健康"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户口类型"家庭规模"

居住地区以及所在省份,

"

$%

表示干扰项#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分位数回归&J3C4B190@0E@0::1;4'进一步分析高等教育对不同收
入群体的异质性影响# 构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如式&"'所示(

9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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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分位点!取值为# -%,

!

,%

表示,分位点下高等教育状况的回归系数,

"

,

表示,分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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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干扰项#

四$结果与分析
!一"回归结果
我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表"显示!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

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整体解释度达"W'%b!说明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该结果表明!接受高等教育能够显著提高个体收入!且提升效应高达&*'&b# 这说明!与前些年相
比!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收入仍具有较强的提升效应!但增收幅度已有所下降# 同时也反映出!在
高等教育普及化初始阶段!接受高等教育仍是明显提高个体及家庭收入的关键选择# 但随着未来高
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进一步深入!高等教育的增收作用会变小# 本文与吴要武的估算结果差距较大!

可能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整体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对高学历人才
需求旺盛!接受高等教育给个体收入带来了很大提升# 当然!这种差距也有可能是样本选择导致的!

本研究样本不仅包含城镇居民!还包含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普遍低于城镇居民!接受高
等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收入影响的SeL回归和高等教育异质性影响的分位数回归

解释变量 SeL回归
分位数回归

极低收入
!,h#.#)#

低收入
!,h#."#

中低收入
!,h#.&)#

中等收入
!,h#.)#

中高收入
!,h#.W)#

高收入
!,h#.U#

极高收入
!,h#.K)#

高等教育
#'&*&

$$$

#'*W%

$$

#'&X%

$$$

#'&&&

$$$

#'"K"

$$$

#'"U"

$$$

#'&#)

$$$

#'"W%

$$$

!#'#&U# !#'%*U# !#'#XW# !#'#**# !#'#&*# !#'#&*# !#'#&*# !#'#W*#

性别
#'&W)

$$$

#'&KK

$$

#'&KW

$$$

#'&)*

$$$

#'&&W

$$$

#'&#)

$$$

#'&%X

$$$

#'&)#

$$$

!#'#&*# !#'%&&# !#'#WK# !#'#*## !#'#&%# !#'#&## !#'#&## !#'#)U#

年龄
#'%#%

$$$

#'%#W #'#K*

#'#KK

$$

#'#WX

$$

#'#X*

$$

#'#*X #'#W)

!#'#"K# !#'%%## !#'#)X# !#'#&&# !#'#")# !#'#")# !#'#")# !#'#*U#

婚姻状况
#'"U)

$$$

#'UXX

$$$

#'*U#

$$$

#'"*U

$$$

#'%U#

$$$

#'%)#

$$$

#'%%"

$$

#'#U"

!#'#**# !#'%U)# !#'#K)# !#'#))# !#'#*&# !#'#*"# !#'#*"# !#'#U##

工作类型 $#'%&* #'%&# #'""X #'##* $#'#X* $#'#*& $#'%#& $#'#)U

!#'%WU# !#')"&# !#'"X## !#'%)W# !#'%"%# !#'%%K# !#'%%K# !#'""X#

自评健康 $#'##* $#'#*& $#'#"" $#'#%# #'##U #'##U #'##* #'#&#

!#'#%K# !#'#X*# !#'#&U# !#'#""# !#'#%X# !#'#%X# !#'#%X# !#'#&"#

养老保险 #'%%%

#'WK)

$

#'"WU #'%"X #'#") $#'##W #'##) $#'%#)

!#'#UU# !#'&*U# !#'%U## !#'%#*# !#'#U%# !#'#XK# !#'#XK# !#'%)%#

医疗保险
#'*%K

$$$

#')"%

#')#K

$$

#'&WX

$$$

#'&&*

$$$

#'&""

$$$

#'"UK

$$$

#'*%U

$$

!#'#UW# !#'&*X# !#'%XK# !#'%#&# !#'#U## !#'#XK# !#'#XK# !#'%)##

户口类型 $#'#&& #'%** $#'#*X $#'#X#

$#'#U*

$

$#'#&# $#'#&" $#'#)W

!#'#*## !#'%)U# !#'#U"# !#'#*X# !#'#&X# !#'#&W# !#'#&W# !#'#WK#

居住地区 #'#&) #'%#K #'%*& #'#X) #'#%U #'#%* $#'#%" $#'###

!#'#*)# !#'%WK# !#'#UX# !#'#)## !#'#&K# !#'#&U# !#'#&U# !#'#X&#

家庭规模 #'#%" #'#UX #'#%# $#'#%" $#'##U $#'##& #'#%# $#'#%)

!#'#"W# !#'%"%# !#'#W"# !#'#&W# !#'#"U# !#'#"X# !#'#"U#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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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SeL回归
分位数回归

极低收入
!,h#.#)#

低收入
!,h#."#

中低收入
!,h#.&)#

中等收入
!,h#.)#

中高收入
!,h#.W)#

高收入
!,h#.U#

极高收入
!,h#.K)#

常数项
$#'&*K

$$$

$"'KXK

$$$

$%'"W)

$$$

$#'*"K

$$

#'#&K

#'"UK

$

#')XW

$$$

#'UUX

$$$

!#'#K%# !#')%K# !#'"WU# !#'%))# !#'%"## !#'%%U# !#'%%U# !#'"")#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

"

#."W% #."%) #.%U% #.%)K #.%)W #.%)& #.%W# #.%WK

" " UX) " UX) " UX) " UX) " UX) " UX) " UX) " UX)

!!注$SeL回归的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分位数回归的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表示!j#.##%"

$$

表示!j

#.#%"

$

表示!j#.#)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造成的偏误!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该模型所有变量的方差
膨胀因子&PTa'的平均值及最大值均小于%#!其关键解释变量000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差膨胀因
子为%'"%!模型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K!表明模型不受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影响!整体的系数估计是
稳健的#

!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影响的异质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采用m;0470@等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

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影响$"&%

# 本文的考虑如下(高等教育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影响并不相同!

很有可能因受到收入阶层影响而产生异质性# 因此!本文以不同分位点为基准!考察高等教育在不同
分位点上所产生的效应是否有显著差异!以观测高等教育对各群体收入影响的异质性#

从表"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对各类群体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极低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

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和极高收入群体的边际贡献分别为#'*W%"#'&X%"#'&&&"#'"K""#'"U""#'&#)

和#'"W%!表明接受高等教育有利于提高各类收入群体的收入# 然而!高等教育对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
效应存在明显差异!高等教育对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效应普遍明显大于中"高收入群体!相比于中"高收入
群体!低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高等教育回报率# 不仅如此!极高收入群体受到高等教育的影响最小!而
极低收入群体受到高等教育的影响最大!其边际贡献达到#'*W%!远高于其他收入群体#

图%显示了高等教育对各群体收入的边际贡献变化情况# 从总体趋势来看!从极低收入群体依
次到极高收入群体!高等教育对各群体收入的边际贡献!呈现)先持续下降!再缓慢上升又下降*的趋
势!说明高等教育对极低收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增收效果更为明显#

图%!高等教育对于各群体收入的边际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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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从收入差距视角解释该问题!本文采用MC3:>C4检验方法对各收入群体之间进行系数
差异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表&中!)系数差*是较低收入群体与较高收入群体关于高等教育回归
系数的差值!表示高等教育对两个群体收入的边际贡献差异!系数差显著则说明高等教育对收入差距
有显著影响# 若系数差为正!表示高等教育缩小了较低收入群体与较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若
为负!则表示高等教育拉大了较低收入群体与较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从表&中数据来看!极
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分别与中低"中等"中高"高和极高收入群体的系数差均为正且在%b水平
上显著!说明高等教育缩小了极低和低收入群体分别与中低"中等"中高"高和极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
入差距# 同理!高等教育缩小了中低收入群体分别与中等"中高及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拉
大了中等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极高收入群体分别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群体之
间的收入差距并不受高等教育的显著影响#

表&!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

各收入群体
高等教育对不同群体收入的边际贡献差异

极低收入
!,h#.#)#

低收入
!,h#."#

中低收入
!,h#.&)#

中等收入
!,h#.)#

中高收入
!,h#.W)#

高收入
!,h#.U#

极高收入
!,h#.K)#

极低收入 / #'#K

#'%"U

$$$

#'%WK

$$$

#'%XK

$$$

#'%)W

$$$

#'"

$$$

低收入 /

#'#&U

$$

#'#XK

$$$

#'#UK

$$$

#'#WW

$$$

#'%%

$$$

中低收入 /

#'#*%

$$$

#'#)%

$$$

#'#"U

$$$

#'#X"

中等收入 /

#'#%

$$$

$#'#%&

$$$

#'#&%

中高收入 / $#'#"& #'#"%

高收入 / #'#**

极高收入 /

!!注$系数差异性检验中的-系数差.是较低收入群体与较高收入群体关于高等教育回归系数的差值*检验均加入
控制变量"样本量均为" UX)*

$$$

表示!j#.##%"

$$

表示!j#.#%"

$

表示!j#.#)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有利于各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还有利于缩小低收入群体
与中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接受高等教育是打破阶层锁定"缩小收入差距
的有效途径#

!三"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问题一般是由测量误差"变量遗漏或双向因果的存在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使回归结

果有偏# 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以验证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参考
eC>和L=6;041的做法!将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

!并采用受教育年限
进行测量!回归结果见表*#

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LeL#结果""h" UX)#

/C409-$L0=;4F$:BCE0O0E@0::1;4 !被解释变量$年工资收入对数#

高等教育
%'"W

$$

!#'"U*#

/

"

#'%#*

/C409_$a1@:B$:BCE0O0E@0::1;4!被解释变量$高等教育#

父亲受教育程度
#'#"W

$$

!#'##K#

母亲受教育程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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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续表
不可识别检验$m901Z0@E04$/CC? @7 eG统计量 "X'W#U%#'###&

弱工具变量检验$a1@:B$:BCE0@0E@0::1;4 a统计量 %&'")#

!!!!!!!I@CEE$R;4C9F fC9F a统计量 %&'&X&2%%')K#3

!!!!!!!m901Z0@E04$/CC? @7 fC9F a统计量 %&'K&&2%%')K#3

过度识别检验$LC@EC4统计量 %'WW&%#'%KX&

!!注$所有回归均加入了基准回归中使用的全部控制变量)省份固定效应及常数项"为了节约篇幅"未予展示*!#内
数值为标准误*%&内数值为!值*23内为LB;=7$\;E;弱工具变量在%)b显著水平的临界值*

$$$

!j#.##%"

$$

!j#.

#%"

$

!j#.#)

首先!本文对工具变量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不可识别检验结果显示!m901Z0@E04

$/CC? @7 eG统计量为"X'W#U!其!值为#'###!即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
示!第一阶段回归a统计量为%&'")#!大于%#!此外!I@CEE$R;4C9F fC9F a统计量和m901Z0@E04$/CC? @7

fC9F a统计量分别为%&'&X&和%&'K&&!均超过了LB;=7$\;E;弱工具变量在%)b显著水平的临界值!

可见!本文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 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LC@EC4统计量为%'WW&!且!值为
#'%KX!大于#'%!表明工具变量严格外生# 因此!本文的工具变量父母受教育程度通过了有效性检
验# 其次!根据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父母受教育程度与个体接受高等教育情况显著正相关!说明父
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可见本文选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最后!从第
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TP$"LeL与SeL得到的结论一致!接受高等教育对提高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进一步表明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可靠#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抽样"测量等误差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采用样本分割和变量替换两种方法进行稳

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考虑到地区抽样不均带来的偏误$")%

!本文删掉了样本数量过多或过少
的省份重新进行回归,考虑到工作时间长短对收入的影响!本文选择小时工资收入对数来衡量收入#

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与SeL回归相比!高等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 这
表明!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十分稳健的!即在普及化阶段!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确实有助于提升收入水平#

表)!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年工资收入对数 !"#小时工资收入对数

高等教育
#'&*X

$$$

!#'#&U# #'&XK

$$$

!#'#&U#

控制变量 \0: \0:

省份 控制 控制
" "U&" "UX)

/

"

#'"W" #'"XU

!!注$所有回归均加入了基准回归中使用的全部控制变量)省份固定效应及常数项"为了节约篇幅"其结果未予展
示*!#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表示!j#.##%"

$$

表示!j#.#%"

$

表示!j#.#)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U年Ia/L数据!首先采用SeL回归估计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效

应#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收入群体划分为极低"低"中低"中等"中高"高和极高X类收入群体!并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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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了普及化高等教育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影响# 最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并通过样本分割和变量替换两种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
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从收入增长角度看!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收入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与吴要武和张凯宁等的研究相比$)!%"%

!尽管高等教育对收入仍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但提升幅度已
明显下降# 这反映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初始阶段!接受高等教育仍是明显提高个体及家庭收入的关
键选择!承载着个体及家庭改变命运"跨越阶层的希望!但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进一步深入!高
等教育的增收作用会变小# &"'在异质性方面!接受高等教育有利于提高各类收入群体的收入!但相
比于中"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高等教育回报率!说明高等教育对低收入群体的增收作
用更大!尤其是极低收入群体!而对极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最小# 这是因为!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

接受高等教育能改变其工作类型!如由普通农民蜕变为公司白领!收入提升明显,对于极高收入群体!

他们本身具有丰富的家庭资本积累"广泛的人脉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高等教育对其收入产生的影响
较小# &&'高等教育对各收入群体的边际贡献不同!从极低收入群体依次到极高收入群体呈现)先持
续下降!再缓慢上升又下降*的趋势# &*'从收入分配角度看!高等教育缩小了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
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以上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体收入!还有助于缩小低收入群体与中高
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对于个体及家庭而言!接受高等教育无疑是一项有价值的投资!能帮助其
提高收入"打破阶层锁定"实现阶层跨越# 然而!因受到地区"户籍"教育资源不平等以及家庭背景等
多元因素的影响$U%

!相比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低收入家庭子女拥有较少的学习时间以及较差的教
育资源$"W%

!导致其高等教育入学率更低!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少# 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
化发展进程中!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更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尤为必要#

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以及如何保障该类家庭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是普及
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重视并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适当加快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 高等教育普及化是高等教
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普及化初始阶段!接受高等教育仍是明显提高个体及家庭收入的关键选择# 作
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较大比例!然而!它并不像普
通高等教育那样受到认可!社会)轻职业教育*现象较为常见#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是高等
教育的)两条腿*!)两条腿*走路才能保障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走得稳"走得好# 因此!一方面!政府
应出台相关政策!确立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肯定其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及劳动力市场中
的特殊作用!引起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 另一方面!教育部门要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
入# 通过重视并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适当加快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让更多个体及家庭享受到高
等教育的增收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第二!扩大低收入家庭子女的中考"高考录取比例!着重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率#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让更多低收入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是有效缩小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
体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中考录取比例决定着高考学生数量!而高考录取比例意
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这种)递进关系*下!扩大低收入家庭子女的中考"高考录取比例是有
效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入学率的直接手段#

第三!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要想有针对性地扩大低收入家庭
子女的中考"高考录取比例!学校如何有效识别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最为关键# 我国大数据技术的
蓬勃发展带来了学校在数据采集和管理决策等方面的变革# 应推动大数据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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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运用!充分利用现代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采集学生的家庭收入"消费水平等数据信
息!再根据各地区平均收入水平设定低收入阈值!以此识别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最终使高等教育
资源适当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第四!强化高等教育质量导向!提升各类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
分配不均等问题!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来说!虽然上大学可能不难!但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却并不容
易# 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各类高校应注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让考上非)一流*大学的
低收入家庭子女也能获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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