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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程度对收入影响的多指标分析及评述1 

陈良焜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100871） 

 

摘要：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居民入户调查

1991-1995-2000 三年相关数据，分别运用终生收入法、相对收入法

和边际收益率(明瑟收益率)法多指标测度和分析中国教育程度对收

入的影响，并对这三种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性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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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是教育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以往国内外对此问

题的研究已经很多，对于中国教育收益的研究自八十年代开展以来，目前也已经

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在今天重新研究这一问题，主要基于如下背景思考： 

1.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利用价格杠杆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作为市场经济重

要组成的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则是工薪报酬。 

2.二十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兴起的技术革命，以知识经济为特征，深刻改变产

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反映则是凸显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力，如 1975 年美国具有

高级学位者的收入是中学毕业生的 1.8 倍，而到 1999 年已经上升为 2.6 倍。 

                                                        
1 本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 PPT文件整理而成，如需要进一步的内容，请阅读作者的相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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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特点：高速发展，渐进式改革，逐步溶入世界经济一

体化体系；三者相辅相成。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世界范围新经济发展对中国

高知识层收入水平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4.1999 年开始的世界范围的新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中国高校扩招对中国高

知识层就业市场的影响也应该加以关注。 

受此背景影响，在中国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呈现出何种变化态势？与国际

比较又有怎样的特点？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同时，以往研究大多采用单一

指标衡量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本研究则同时采用三个指标对此影响进行测度，以

相互参照比较，并将对这三种指标进行评述。 

 

二、数据和指标方法 

⒈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居民入户调查 1991-1995-2000 三

年相关数据。数据描述见表 1： 

表 1 

 
⒉ 方法选择 
本研究采用了三种指标，利用同一数据，分别衡量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

以相互参照比较。这三个指标和方法分别为：终生收入法，相对收入法，边际收

益率(明瑟收益率)法。 

 单位 2000 年 1995 年 1991 年 

就业者样本数 人 25323 25802 26158 

男性比率 百分比 54%  52.4% 

女性比率 百分比 46%  47.6% 

年龄均值 岁 39.1 39.3 37.3 

就业情况：     

    国有经济单位职工 百分比 79.7%  81.3%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 百分比 10.8%  18.1% 

    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职工 百分比 5.2%   

    城镇个体经营者 百分比 1.8%  0.2% 

    城镇个体被雇者 百分比 1.5%  0.0% 

    离退休再就业人员 百分比 0.4%   

    其他就业者 百分比 0.6%  0.3% 

年收入均值 元 9520.4 6683.0 2609.7 

    其中男性 元 10406.5  2825.4 

        女性 元 8481.8  2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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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终生收入法和相对收入法 

⒈不同教育程度就业者的终生收入的含义和定义 

终生收入指某种教育程度就业者劳动年龄阶段不同年龄（平均）年收入的总

和，用如下公式表示： 

可以看出，这个定义是由各个年龄收入的平均值平等拼成的虚拟值。 
 

⒉ 中国城市 1991、1995、2000 三年，18-60 岁就业者不同年龄年收入的加总表 

 

表 2（单位：元） 

教育程度 1991 年 1995 年 2000 年 

大学 126592.4* 356934.6 582730.3 
大  专  316331.9 485833 
中  专 120774.9 291481.4 383484.2 
高  中 114137.6 278154.8 430708.8 
初  中 108318.1 249904.8 304130.5 
小  学 101515.7 232786.5 262019 

*1991年大学大专教育程度数据未分开 
 
⒊ 中国城市 1991、1995、2000 三年, 18-60 岁就业者不同年龄年收入的加总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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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 1999 年 25-64 岁就业者不同年龄（平均）年收入的加总* 

 作为一种比较，在这里列出美国 1999 年 25-64 岁就业者不同年龄（平均）

年收入的加总。对比可以发现，与美国的统计结果一致，中国同样随着教育程度

的提高而终生收入增加。 

单位：万美圆 
中学肄业 高中毕业 大学肄业 大专毕业 

100 120 150 160 
学士 硕士 博士 专业学位** 
210 250 350 440 

*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2002年 7月公布 
**专业学位指（医生、律师等学位） 
 
⒌ 终生收入法的优点和局限 

（1）是现价绝对值构成，能够得到不同教育程度者的收入差异的现实情景

和期望情景。 

（2）同一年度各个年龄收入(横向数据)并不真正代表就业者的终生收入(时

间序列)。 

（3）由于价格因素的影响，终生收入法获得的结果做纵向比较需要剔除价

格因素。例如 2000 年大学生收入现值是 1991 年的 4.6 倍*，剔除物价因素实际

是 2.25 倍。 

（4）终生收入以国别（地区）货币表征，横向比较更为困难。 

 

⒍不同教育程度就业者的相对收入的含义 

相对收入指以某一教育程度（通常为高中毕业）就业者平均收入为 1，求得

其他教育程度收入的相对值。 

 

7.美国 1970-1999 年不同教育程度者收入相对差异 

首先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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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城市 1991-1995-2000 年不同教育程度者收入相对差异 

计算得到我国的情况如下： 

 

表 3 

 

对比美国的统计，同样可以发现结果存在一致性。尽管由于受进入劳动力市

场的时间等因素影响，在 1991 年的时候小学和初中的受教育者收入高于高中教

育程度者，但到 1995 年的时候，教育程度低于高中者收入已经相应地低于高中

教育程度者，而高中以上受教育者的收入在这三个时期都要高于高中教育程度

者，即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受教育者的收入也提高。上面的计算结果可以由图 3

直观地反映： 

 

不同教育程度平均年绝对收入（元） 
                                /相对收入（高中=1.00） 
 

受教育程度 2000年 1995年 1991年 
大学本科以上 13568.67 / 1.55 8528.51 / 1.34
大专 11228.28 / 1.28 7502.92 / 1.18

 
*2422.39 / 1.24 

中专 9915.45 / 1.13 6880.07 / 1.08 2295.07 / 1.18 
高中 8768.88 / 1.00 6383.99 / 1.00 1946.41 / 1.00 
初中 7780.94 / 0.89 6150.89 / 0.96 2007.02 / 1.03 
小学 7193.58 /0.82 5905.61 / 0.93 2079.63 / 1.07 
其他 5245.66 / 0.60 4395.40 / 0.69 1397.55 / 0.70 

        * 1991年大本大专统计数据未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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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9.相对收入法的优点和局限 

（1）相对值不受价格因素货币类别的影响，便于做不同国别不同时间的比

较。 

（2）相对收入法取相同教育程度者平均收入： 

而不采取终生收入，他是各个年龄就业者（平均）收入的加权求和，权数则是年

龄人数的比率。不但反映现实就业者的按年龄的收入还反映就业者现实的年龄结

构，不是虚拟值，更贴近实际。 

（3）需要较长时间序列数据才能显示方法的优越性。 

（4）以高中毕业收入为基准，相对值受基准实际值影响大。 

 

四、明瑟收益率法 

1．明瑟收益率的定义和含义 

（1）明瑟收益率的含义：多受一年教育者的收入增加的比率。 

（2）明瑟收益率（边际收益率）定义：设 Y = f(S,*,*)，Y是就业者的收入，S是
该就业者受教育的年限，则明瑟收益率 R = 

（3）定义和含义的推广：把 S 定义为受教育的等级，其含义是由于多受一级教

育的收入增加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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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瑟收入函数形式的设定 

（1） 

X：工作年限(年龄)，则明瑟收益率为： 
（2） 

其中 

 

则上一级教育程度对下一级的明瑟收益率为： 

 

3．明瑟收益率的计算 

利用同期不同教育程度的就业者的有关信息对明瑟收入函数回归，得到如下

结果：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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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教育程度者收入随工龄(年龄)变化的曲线(回归)（单位：元、年） 
 

 

 

 

 

 

 

 

 

 

 

 

 

⒋ 中国 1991-1995-2000 的明瑟收益率(单位:%) 

 

表 4 

 

 

 

 

 

 

 

 

 

 

 

 
*括号内为级别收益率 

可以看出从 1991年到 2000年，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包括各个教育层级）一

直在提高之中。 
 

5.2002 年发表最新的国际教育收益率研究(Psacharopoulos 和 Patrinos)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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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教育收益率还低于这一平均水平，仍然存在增

长的空间。 

 

6.不同所有制单位和不同时期参加工作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  

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教育收益率

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九十年代,中国教育对收入影响越来越明显，根本原因是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的结果。以下从两个角度给予实证支持。 

（1） 不同所有制单位的明瑟收益率差异 
公式： 

Q为虚拟变量：Q=1表示是非公有制单位；Q=0表示公有制单位。 
估计结果： 

a各参数估计值均在 1%水平上显著 
b在回归方程中曾加入 Q及 Q*工作年限平方项尝试，该两项不显著。 

 

可以看出不同所有制单位就业者的明瑟收益率不同，多接受一年教育者在公

有制单位中的明瑟收益为8.41%，而在非公有制单位里明瑟收益率为8.41+3.37 = 

11.78%。但是工作年限的影响非公有制单位却比公有制低 0.51%。综合起来非公

有制收益率为 11.27%。 

（2）参加工作年代不同的就业者明瑟收益率差异 
公式： 

P为虚拟变量：P=1表示 1978年之后参加工；P=0表示1978年之前参加工作。 
估计结果： 

a各参数估计值均在 1%水平上显著 
b在回归方程中曾加入虚拟变量P项尝试，该项不显著   

XQSQXXSLnY **** 21
2

21 δδγγβα ++∗+∗+∗+=

常数项 受教育年限 工作年限 工作年限
2
 Q*受教育年限 Q*工作年限 

7.431 8.41% 3.15% -1.942E-04 3.37% -0.51% 

 

2
321

2
21 ***** XPXSPXXSLnY δδδγγβα +++∗+∗+∗+=

常数项 教育年限 工作年限 工作年限
2
 P*教育年限 P*工作年限 P*工作年限

2
 

7.344 7.34% 4.46% -3.901E-04 2.13% -1.53% 2.752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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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就业者多接受一年教育的收益率为

7.34%，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参加工作的就业者中，教育年限的收益率比改革开放

之前参加工作者提高 2.13 个百分点，即为 9.47%。但是工作年限的影响却是改

革开放以后参加工作者低于以前参加工作者 1.53 个百分点。 

 
以上实证结果，可以作为证明教育收益率与劳动力市场化关系的例证。 

 

7.明瑟收益率方法的优点和局限 

（1）利用严格的数学模型和回归分析方法，尽可能消除样本随机性的影响。 

（2）相对指标便于时空比较。 
（3）对模型形式依赖较大，模型形式不同，结论也有差别。 

 

五、分析结论 

对上述三种指标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对照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 

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教育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脑体倒挂”的态

势已经完全扭转。 

2.教育对收入影响越来越明显，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的结果。 

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教育对收入影响，绝对值难以和国际直接比较，

相对值仍低于国际水平，但是已经大幅度接近国际水平。今后仍有一定的追赶空

间。 

4.教育对收入影响还与劳动力供求有关。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总体供过

于求长期存在，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收入水平难以大幅提高。高教育水平劳动

力虽然不能说供大于求，但是高校短期内大幅度扩招，有可能形成暂时的供求失

衡，减弱教育对收入影响力增加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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