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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 

 

2006年 6月，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七名硕士研究生在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进行了硕士

学位论文的答辩。本期简报是对上述七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的综述。 

 

一、 何峰《教育选择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 

本研究主要是探讨教育选择对教育支出及其结构的影响。所谓 

“教育选择”，这里是指对教育服务及其提供机构的选择，既包括对

学校类型的选择，也包括对学校以外其他类型教育服务的选择。本研

究以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实证研究和教育责任在

公私之间划分的有关理论及研究为指导，区分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

高等教育三个阶段，考察教育选择特别是学校类型的选择对城镇地区

家庭学生教育支出及其结构的影响，并讨论公办、民办两类学校的办

学特征和办学定位。 

研究发现：第一，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类型对学生的教育支出

有显著影响：一是对学生总教育支出有显著影响，民办学校学生的总

教育支出显著地高于公办学校的学生；二是对学生的教育支出结构有

显著影响，民办学校学生的必需性支出显著地高于公办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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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扩展性支出上则显著地低于公办学校的学生。通过这种比较可以

看出，目前我国城镇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满足的是人们对优

质教育资源和多样化教育服务的需求，即“差异需求”。 

第二，在高中阶段，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教育支出存在显著差异。

民办高中学生的总教育支出显著地高于公办高中的学生；而在教育支

出的结构上，民办高中学生的必需性支出显著地高于公办高中的学生，

而两者的扩展性支出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认为，目前

我国高中阶段的民办教育主要是吸纳了公办高中无法完全容纳的高中

教育需求，是“过度需求”。 

第三，在高等教育阶段，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学生的教育支出存

在显著差异，民办高校的学生在总教育支出、教育性支出和生活性支

出方面都显著地高于公办高校的学生。民办学校的总体办学质量较低，

而学生家庭的教育负担率较高。 

 

关键词：公办学校 民办学校 教育支出 过度需求 差异需求 

 

二、何征《什么样的家庭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 

本研究以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基础，使用《中国城镇居民教育

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的数据对影响家庭择校倾向的因素进行了研

究。 

研究发现：第一，在我国城镇地区的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经济资

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较丰富的家庭最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社

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增长都使得家庭更倾向于利用择校机会。而经济

资本的增长使家庭的择校倾向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三种资本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家庭择校决策的第一步，即是否产生择校意愿。义务教育

阶段的情况类似。对于义务教育阶段而言，择校的地下性使得家庭人

均收入对家庭择校倾向的影响幅度很大，这使得低收入阶层难以从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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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中受益。因此，本研究认为为所有家庭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反

而能促进教育公平。 

第二，按照地区情况划分，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广东家庭最不

可能择校而陕西家庭最可能择校。其余阶段各个地区都体现出自己的

特点。 

第三，在总教育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择校费与择教费之间存在替

代关系。 

 

关键词：择校 教育选择 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 

 

三、洪小莹《教育、工作流动和收入： 

基于中国城镇居民样本的一项实证研究》 

90 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我国城

镇居民的就业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居于主导地位的就业分配、终

身工作等铁饭碗制度已经逐渐消失，工作转换和流动成为不可阻挡的

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试图综合相关理论，把问题聚焦于个人

的教育程度和工作流动的关系研究上，在控制其它因素的条件下，分

析教育对工作流动趋势和工作流动类型以及在其背后隐藏的收入所得

的变化的影响。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中国城

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 

研究发现：第一，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流动率越高。

这种现象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的流通部门、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

中表现更加明显。 

第二，劳动者的工作流动率和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变动呈现正向关

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工作流动中得到了更高的工资。但是总体上，

跨行业流动中劳动者收入变化的幅度要小于在行业内流动中的收入变

化幅度；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流动的收入变化幅度要小于在主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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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中流动的收入变化幅度；在非自愿流动中的收入变化幅度要小

于在自愿流动中的收入变化幅度。 

第三，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流动率与工作流动后的收入变

化率呈反向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流动后收入变化的幅度与原

工作收入的比率越小；工作流动越频繁，工作流动后收入变化的幅度

与原有收入的比率越小。 

因此，如果就业者想要增加个人收入，建议可以从教育程度的提

升和工作经验的累积着手，适当的工作流动率也会增加就业者的工资；

而对于企业而言，选人用人时要选择与岗位匹配的人才，不要盲目要

求高学历等外在条件。 

 

关键字：受教育程度  工作流动  收入变化 

 

四、乐园《陕西省民办高校组织效益实证研究》 

本研究从组织效益的概念出发，参考美国管理学家金.卡麦隆关于

测量高等学校组织效益研究的方法，通过对陕西省十余所民办高等学

校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收集到了这些民办高校的组织效

益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于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概述陕西省民

办高校的组织效益总体表现状况，归纳出我国民办高等学校组织效益

的效益维度，并根据不同行政分类的民办高校在不同效益维度上的得

分对民办高校做新的分类。 

研究发现：第一，民办高校的组织效益可以从以下七个效益维度

来测量：学生个人全面发展，学生学业成绩，师生课外发展及互动，

学生和行政人员满意度，组织健康度，组织决策与环境互动和获取资

源与系统应急力。 

第二，依据民办高校组织效益的七效益维度对陕西省民办学校进

行初步分类的结果，与依据国家对民办高校的行政划分标准对民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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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进行分类的结果，是比较相似的，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行政分类方

法比较符合。 

第三，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每所学校都有

自己的办学特质，这些特质往往表现在多重维度上。例如，有的学校

在外部战略导向、未来招生和财务上具有优势，而另外一些学校则在

组织内部沟通和组织文化上显示出优势。 

 

关键词：民办高校   组织效益   均值比较   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 

 

五、刘晓燕《教育和迁移对城镇就业者收入的影响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迁移的规模不断扩大。本研究利

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

2004》的调查数据，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重点考

察了教育和迁移在其中的作用。 

研究发现：第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有显著性的影响。

不论是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分行业、职业和单位所有制性质来看，教

育对收入有正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也就越高。 

第二，迁移对个人收入有显著性的影响，在没有考虑教育与迁移

的交互作用的情况下，从总体上看迁移者的收入要明显高于未迁移者

的收入，但是剥离了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之后，迁移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是显著为负的，即迁移者的收入要明显低于相同受教育程度的本地人

的收入。也就是说虽然从表面上看，迁移者的收入要高与未迁移者，

但实际上与相同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的非迁移者相比，他们在城市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迁移与未迁移者的教育收益率有显著

的不同，迁移者的教育收益率更高，提高受教育水平对增加迁移者个

人收入的作用更大；迁移者和未迁移者的工作收益指数有显著的差异，

总的来说，迁移者的工作收益指数要显著高于未迁移者的工作收益指

数，但在某些受教育程度上却呈现出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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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迁移者子女的收入进行研究也发现了与其父代类似的现

象，迁移者子女的收入也显著地高于其他就业者，但在剥离了教育的

影响之后，迁移者子女在收入方面并没有显著优势。 

第四，不同的行业、职业和单位所有制性质，其收入水平也不同，

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存在着显著的行业、职业和单位的收入差距；不同

行业、职业和单位的教育收益率是显著不同的。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

职业和单位，其教育收益率也更高。 

 

关键词：户口迁移，教育，收入 

 

六、刘彦伟《教育借贷、学业表现与毕业选择》 

国内对教育借贷的现有研究，多关注其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

的影响，对其和教育产出（学业表现与毕业选择）的关系则关注不足，

同时也忽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私人借贷现象。本研究希望弥补上

述空白，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探索有资助需求者的资格界定方

法，考察包括私人借贷在内的教育借贷对学业表现和毕业选择的影响，

从而较为全面地评估教育借贷政策及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 

利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2004-2005 年“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调查”

和 2005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的数据，在采用新的有资助需求者

资格界定方法的基础上，使用描述统计和计量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 

第一，国内现有的有资助需求者资格界定方法，存在低估有资助

需求者数量和无法确定学生资助需求额度的局限性，不利于提高资助

效率。 

第二，教育借贷对学业表现有正向促进作用，从而有助于人力资

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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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无借贷的其他有资助需求者相比，教育借贷者毕业时倾

向于放弃继续深造而选择直接就业，但还贷压力和教育借贷所带来的

较为优异的学业表现，有助于他们找到工作和获得较高起薪。 

与此相关的自选择等问题和政策意义也在文中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教育借贷；学业表现；毕业选择 

 

七、祝晨《工资结构压缩对培训参与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贝克尔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

一般培训应由员工自身付费，而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员工参

与培训的行为和人力资本理论中的理性行为会有所区别。本研究就市

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培训进行讨论，根据阿斯莫格鲁和皮茨凯

在 1999 年提出的理论框架，从工资结构压缩的角度，采用北京大学教

育经济研究所《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的调查数

据，对影响培训参与率的各项因素做出实证分析，并重点考察在我国

工资结构的压缩对企业培训参与率的影响。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我国劳

动力市场的企业培训参与情况的分析，为更好得提高企业培训参与率，

促进劳动者终身学习提供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第一，个人特征变量，诸如性别、年龄、生活地区等，

对培训参与率均有显著影响。 

第二，工作特征变量，诸如工作单位规模、单位的所有制类别、

单位所处产业，对培训参与率也都有显著影响。 

第三，将我国劳动力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工资结构的压缩

对企业培训参与率有正影响，这一结论与阿斯莫格鲁和皮茨凯的理论

框架一致。 

第四，将我国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不同所有制单位、不同产业的样

本观察，工资结构的压缩对企业培训参与率无显著影响，甚至是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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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点和第四点的差异不难看出，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不同

所有制单位之间、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而在单

一的所有制单位内部、产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更趋于竞争性，其内部的

培训情况更加市场化。因而，欲加强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的企业培训

参与率，倡导劳动者实践终身学习的理念，除了有针对性的制定加强

培训的政策之外，提高我国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改革现有户籍和用

工政策，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及所有制分割程度，从而提高劳

动者个人的培训积极性，也是促进我国社会一般培训水平提高的有效

渠道。 

 

关键词：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工资结构的压缩、企业培训

参与率 

（魏巍同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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