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 
 

简   报 
 

2006 年第 07 期（总第 105 期） 2006 年 07 月 11 日 

 

2006 年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2006年 6月，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四名博士研究生在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

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本期简报是对上述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的综述。 

 

一、郭丛斌《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本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2005年在全国 12个省市

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就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教育与代际流

动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定量实证研究。首先，运用国际上通用的二元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验证方法探讨中国职业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

状；其次，通过代际继承性指数和代际流动性指数等指标分析中国城镇居

民职业、行业和收入代际流动的状况及其所呈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征；

第三，运用通径分析技术、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探讨

教育在促进代际流动及改善代际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方面的功能，

分析教育的这一功能随中国市场化的提高所呈现出的变化趋势，并对相关

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原因解释；第四，通过构建多水平模型，分析经济发展



 2 

水平、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这三个宏观层次因素对教育促进

代际流动能的影响。本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职业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劳动力

市场具有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弱分割特征，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也存

在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的分割。人力资本投资在主要劳动力市场

的收益大于在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收益，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也要大于在中

收益和低收益行业的收益。在三大地区之间，职业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的状况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减弱。 

第二，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存在较为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征。

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城镇职业代际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逐

渐减弱，居民职业的代际流动程度日趋增强，而收入的代际流动却日益减

弱。在三大地区之间，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行业的代际流动程度日益增

强，行业代际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逐渐减弱。 

第三，教育具有改善代际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功能。教育作

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有利于促进弱势社会群体的子女实现经济和

社会地位的跃升，有助于改善代际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具有较强

的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在三级教育中，高等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最

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子女的职业和行业代际流动性最强。此外，

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日益增强。 

第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教育规模的扩大和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

分布这三个宏观因素有助于教育促进代际流动功能的实现。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    教育    代际流动    职业    行业    收入 

 

二、康小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职业发展成就的实证研究 

—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类毕业生为例》 

本研究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类专业历届普通教育毕业生为考察对象，

针对高等教育阶段积累的人力资本要素和社会资本要素与其进入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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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后的职业发展成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实证考察，并在

此基础上考察了人力资本要素与社会资本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详细考察了教育收益和高等教育功能的基础上，本研究在人力资本

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框架下对国内外有关人力资本、高等教育与劳

动力市场以及社会资本、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梳理，同时结合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的

职业发展成就之间关系的微观作用机理构建了本研究的实证研究模型。本

研究的主要实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高等教育阶段积累的人力资本要素与大学

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成就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基础课成绩、

英语水平和兼职工作经历的影响最为显著。高等教育阶段的兼职工作经历

是经济管理类毕业生专业性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 

第二，在控制住学历等因素的情况下，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的“Middle-to- Early”比值明显低于其他专业（绝大部分为理工科）本科毕

业生。 

第三，高等教育阶段积累的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成就存

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等教育阶段积累的社会资本不仅对起薪和第三年

时的收入水平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还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

第三年时的职位等级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四，高等教育阶段积累的社会资本（后致型社会资本）与家庭拥有

的社会资本（先赋型社会资本）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高等教育阶

段积累的社会资本与当前的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此外，后

致型社会资本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成就的影响要显著地大于先赋型社会资

本。这就为高等教育的接受者摆脱家庭影响、依靠自主发展和自主积累社

会资本实现职位升迁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第五，高等教育毕业生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第

三年时获得高层管理职位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影响高层管理职位获得的诸

因素中，社会资本的作用要大于人力资本，也就是说，当人力资本水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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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相近时，社会资本将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成就发挥出非常重要的影响

作用。特别是当人力资本水平相同或相近时，如果要在短时间内（三年）

获得高层管理职位的话，社会资本的作用将更为重要。 

第六，高等教育阶段积累的社会资本、性格特征以及性别因素对毕业

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岗位性质存在显著的影响。高等教育阶段积累

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性格越开朗、男性毕业生更可能从事行政管理类职

位，反之则更可能从事专业技术类职位。 

第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在影响经济管理

类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的职业发展成就的诸多因素中，社会资本的

重要性正在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而强化。 

第八，人力资本要素的影响比较深远（特别是基础课成绩、英语水平

和兼职经历等），而社会资本要素功能的发挥存在着很强的时效性。因此，

即使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适度地积累社会资本非常

重要，社会资本要素的积累不能以牺牲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为代价。只有

当人力资本达到底限要求后，社会资本才能更好地促进其在职业发展成就

中的作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劳动力市场 职业发展成就 

 

三、李湘萍《企业在职培训的投资收益分析》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分割，本研究研究在中

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实前提下，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投资具

有怎样的收益。已有的研究大多从教育的角度，分析教育投资收益在不同

劳动力市场中的差异；那么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另一重要途径——企业在

职培训，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怎样的投资收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关于不同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假设在当前中国具有怎样的解

释力？ 

本研究在回顾与评述企业在职培训投资收益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

础上，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视角，运用 2004 年及 2005 年中国企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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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两项调查数据，对企业在职培训投资的私人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实

证研究首先验证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种形式的分割，劳动力市场可以划

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其次分析主要及次要劳动力市场

中，企业在职培训与员工收入增长、职业发展的关系，并比较不同劳动力

市场中企业在职培训投资收益的差异。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所有制、职业等多种形式的分割，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主要及次要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

下，次要劳动力市场员工参与企业在职培训的机会显著地低于主要劳动力

市场的员工。 

第二，无论是在主要还是次要劳动力市场上，企业在职培训的私人投

资收益都为正，即在职培训对员工的收入增长和职业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前中国，人力资本理论不仅在主要劳动力市

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第三，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企业在职培训的私人投资收益存在差

异，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主要劳动力市场在职培训的投资收益明显高

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一发现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劳动力市

场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也可以说本研究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验证

提供了一份从培训的角度、来自中国的实证依据。 

第四，职前的学校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之间存在正向互补关系，表明

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强的累积效应。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

也将获得更多的培训和继续学习的机会，员工固有的教育水平差距将扩大

他们在职场上获得培训机会的差距。 

建立在上述研究发现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在职培训是一项极具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国家人力资源

开发体系中应重视和加大对培训投入的力度，同时应完善培训的立法和管

理，着眼于构建包含教育、培训在内，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

的统一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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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缩小人们的人力资本和收入差距，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需

要同时兼顾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相对弱势人群如农民工的

教育培训投资力度，因为这种投资在目前的中国不仅符合公平原则而且也

是有效的，是一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另一方面，在增加人力资本投

资的同时，政府也应作相应的制度变革，例如通过改善工作机会的分布、

增加对弱势人群的收入补贴和就业机会、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其他积极的

劳动力市场政策来实现公平和收入再分配。 

再次，教育和培训的互补关系、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说明，在终身学

习体系下，加强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因为缩小人们在基础教育上的差距，增强弱势人群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可以提高其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从而为提高其收入和改善职业地位创

造可能。 

关键词：在职培训   劳动力市场分割   投资收益  收入增长  职业发展 

 

四、许善娟《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 

分析香港高中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自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科尔曼(Coleman)提出“社会资本创造人力资

本”的观点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的讨论非常热烈。如何从社会资本

创造人力资本？本论文应用了香港中文大学锺宇平教授领导的课题组所搜

集的《预科生高等教育需求调查问卷》的数据。该问卷是以香港 3157 名高

中学生为样本，调查其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情况。本研究综合人力资本理论、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尝试以个人的社会资本作

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分析影响香港高中生升大学、选择院校和专业的重

要因素。 

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第一，在香港地区，高中生个人的社会资本

和公开考试成绩对其高等教育、名牌大学和重视社交专业的需求产生显著

的影响；但是在控制了学生的学业成绩后，父母的社会资本(仅以父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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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资源为指标)和经济资本没有直接地显著影响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整体

需求。 

第二，香港高中学生需求高等教育的目的相当多元化，既具有投资又

具有消费的目的。其中，学生预期的高等教育成本和回报这些传统认为重

要的经济动因，没有对其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

论的推断，在其它因素一致的情况下，消费者的购买力与其对产品或服务

的需求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当高中生的家庭收入越低，其对名牌大学的需

求就越大。 

第三，在控制了学生的学业成绩后，香港高中生家庭的社会资本(仅以

父母的社会网络资源为指标)没有对其高等教育的整体需求带来显著的影

响。 

第四，将高中生个人的社会网络作为独立的变量进行分析，发现高中

生个人的社会资本是其对整体高等教育和重视社交专业需求的显著影响因

素。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个人社会网络资本的建构一方面受到既定的社会结

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可以透过个人行动主动创造，本研究的模型分析结果

支持这种观点。香港高中生透过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活动而主动建构的社会

资本对其升学带来显著的正面影响，表明学生能够从学校教育之中获益。 

第五，本研究除了独立分析学生个人和其父母的社会资本对需求的影

响，进而把高中生个人的社会资本的形成渠道区分为正式与非正式的两个

渠道。高中生个人源自正式渠道的社会资本对其整体高等教育和重视社交

专业的需求起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不过，其源自非正式渠道的社会资本对

其整体高等教育的需求却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这项发现回应了部分有关

社会资本的正面与负面功能的争论，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资本的形成渠道

是影响其功能方向的原因之一。 

第六，本研究尝试对人力资本理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和社会资

本理论作出回应。对学校教育影响深远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 )

指出学生的家庭背景是影响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从而否定学校教育的正

面作用。本研究的模型分析结果却发现高中生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活动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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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个人源自正式渠道的社会资本越多，其对整体高等教育和重视社交的专

业的需求就越大。换言之，香港的学校教育有助高中生建构社会资本，进

而刺激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由于与以往的研究所建立的分析模型并非完

全一致，因此，本研究纯粹从社会网络资源的维度对社会资本理论作出了

部分回应。 

本研究对未来实证研究和教育政策方面的建议是：重新审视教育生产

函数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不再偏重结构的维度看家庭资源、学校资源、

社区特征和学生的个人特征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转而重视以学生为中

心，看学生如何主动动员个人、家庭、学校、社区资源和朋辈之间的互动

创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关键词：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香港高等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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