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与收入分配公平的关联研究  

文/王 鸿 

   教育与收入分配公平之间存在复杂和多向的关联，这种关联既包括正相关，也包括负相关。
为实现教育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效应，必须采取积极的对策来强化正相关、弱化负相关。 
   一、教育与收入分配公平的正相关 
   美国教育家贺拉斯·曼强调：“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的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
类发明都要大得多。”  
   （一）教育有利于增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与缺少一个稳定和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有很大关系。因此，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的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数量，增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人群中的比重，让最高收入者和最
低收入者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压缩到最小。而教育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的重要途径。一方面，
教育是使较低收入者提升为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条件。经济学家将教育背景通常极佳、有基本的经
济基础和创业知识、非常易于形成专家、职业群体等六方面归纳为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另一方
面，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弱收入能力群体”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强收入能力群体”的
教育收益率。 
   （二）教育有利于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在常规化的社会流动中，促进社会流动首要因素是教育及其因教育而获得 
   的知识和技能。社会阶层的位序主要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
数量。只有公平的教育，才能使社会底层改变原有的资源占有状况，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而
在当今社会，我国正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社会，良好的教育可以改变社会资源的占
有状况，成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资源。 
   （三）教育可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一，教育可提高人们的道德素
质，引导人们选择正确的利益追求手段，可减少非法收入，减少贪污腐败、权钱交易、走私贩私、
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及乱收费等获得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其二，教育可使先富积极
“带动”未富，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其三，教育可促使高收入阶层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
有助于缓解贫困、缩小贫富差距。而“第三次分配”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或利益驱使，而是出于个人
自愿和道德力量的驱使。其四，教育可促使低收入者克服精神贫困，养成勇于进取、勤于劳动、乐
观向上的精神品质，促进其增收。 
   （四）教育使低收入者获得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 
   我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是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存在,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
教育。而人们的工作能力集中体现在生产能力及配置能力中，教育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这两种能力。 
给低收入者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相应教育的机会是发达国家注重使用的治贫手段。而国内的研
究也表明：教育机会公平的前提下，整个社会教育规模的扩展有助于提高收入最低20％人口的收入
份额，降低收入最高20％人口的收入份额，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状况。 村义务教育普及率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提高1个百分点的农村义务
教育普及率，可带来6．5％的当期收入增长和8．4％的延迟收入增长。  
   此外，教育还可消除社会中一些部门存在的不利社会经济条件，发挥收入平等化作用；教育
还会导致国民收入中源于知识、技能等因素的份额相对上升与源于财产等其它因素的份额相应下
降,使社会各阶层收入趋于公平化。 
   二、教育与收入分配公平的负相关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谈到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认为：首先是教育、医疗保障、其
他资产和机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及信息获取的不公平，才导致收入差距的增大。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公
平之间也存在负相关，主要体现在： 
   （一）家庭教育背景差异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负相关 
   胡光伟认为，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而造成
教育公平性失衡的原因很复杂，家庭背景是其中一个因素。家庭教育背景的差异与收入分配公平负
相关。郭丛斌等通过对29个省份2000年的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教育机会分布的不公平
对其收入分配具有较强的不平等化效应。 我们就以受教育机会为例来分析这个关联： 
   其一，家庭的经济背景差异与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联合国《200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



 

指出，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收入最高20%家庭的孩子比收入最低20%家庭的孩子入学率高3倍。其
二，家庭文化背景与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接受过正式教育的母亲往往把孩子
送入学校，比那些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的母亲送孩子入学多一倍。其三，家庭职业背景与受教育机
会的不均等。据推算，在高校中农民子女与工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
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9.4。其四，家庭社会关系背景与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二）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和导向偏颇与收入分配公平负相关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和导向偏颇不利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主要表现在：其一，教育投入过
低，会削弱政府教育投入的平等化效应。教育投入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政府的教育投入会减小
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投入的不同可导致教育质量的差异而影响教育结果的公平，最终影响收入分
配的公平。其二，教育投入分布不合理，会削弱政府教育投入的平等化效应。主要表现为：一是向
高等教育倾斜，对基础教育关注不够；二是向城市教育倾斜，对农村教育关注不够；三是对弱势群
体的关注不够等。而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对社会而言，在基础教育层次的投资回报要远远高于高
等教育层次；对低收入者的教育收益要高于高收入者。总之，在中国，由于教育投入份额较低以及
投入分布不够合理等原因，当前政府教育投入的平等化效应不太明显。  
   （三）教育水平低下造成教育的结构效应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奈特和萨伯特（1983）曾强调在二元经济中由教育的“结构效应”和“工资压缩效应”产
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的复杂影响。[6]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现阶段劳动力市
场有技能的劳动力稀缺而低技能劳动力、低学历人口庞大，致使工资压缩效应即教育的扩展对收入
的平等化效应不明显。而当前中国教育水平较低，高学历人才匮乏，致使教育的结构效应扩大了收
入的不平等程度。赖德胜用49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库
兹涅茨倒U 型关系。白雪梅的研究得出，当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3年左右时，收入不平等程
度达到最大。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位于倒U 型曲线顶点
的左侧。所以，当前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正相关。  
   （四）城乡教育收益率差距与收入分配公平负相关 
   城镇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而且差距在逐渐拉大。1988年城镇教育收益率比
农村教育收益率高1. 3个百分点，而2000年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比农村教育收益率高2. 36个百分
点。与1988年城乡教育收益率的差距相比高出1. 06个百分点。[8]侯风云的研究得出农村劳动力的
教育收益率为3．655％，但 “中国城市教育收益率研究”中所估计的城市劳动力教育收益率8．
3％相比，农村劳动力教育收益率严重偏低。 城乡教育收益率差距影响到收入分配公平的实现。 
   三、教育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对策分析 
   鉴于教育与收入分配公平的关联，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实现教育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 
   （一）强化教育与收入公平分配的正相关 
   第一，政府要致力于通过伴随机会平等化的教育规模扩展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Park选取
了59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来检验教育机会公平性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者受教育
机会分散程度的扩大有碍于收入分配的公平。第二，政府必须提高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
重，应用法律保障教育投入，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机制，运用多种措施吸引社会各界投资教
育。第三，发挥教育的道德功能，引导第三次分配。成思危指出，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
分配。需做到以下方面：加强慈善宣传、发展慈善组织、健全慈善法制、创新慈善机制和规范慈善
管理等。 
   （二）弱化教育与收入公平分配的负相关 
   第一，提高全社会教育水平。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小。增加平均受教育
水平，有利于减小收入差距。 有关研究表明，如果我国大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第
二产业的同等水平，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就可以缩小15%～20%。 第二，调整投入导向，公平配
置教育资源。一是根据区别对待原则，建立和完善教育公平救助制度。二是调整投入分布，应向基
础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适当倾斜。从世界各国平均教育社会收益率和个人
收益率上来看,初等教育分别为25.1%和16.7%,中等教育分别为13.5%和16.3%,高等教育分别为11.3%
和17.5%。 三是提高女性受教育的比例。第三，多种途径解决教育收益问题。一是完善劳动力市
场。赖德胜认为教育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机制在于它能提高受教育者的配置能力，但配置能力的发
挥又取决于经济的非均衡程度和市场半径的大小。 二是降低教育私人成本水平；三是调整农村教
育的办学方向，解决知识技能脱离农村实际、学非所用的问题；四是改变城乡劳动力就业条件不平
等现状；五是提高农村生产技术条件；六是加强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参加培训比不参加培训可增
加27．89％的收入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联2006年度研究课题《收入公平分配相关问题研
究》（批准号：20060300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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