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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
回报率变动研究

———基于2008-2017年CGSS的实证分析

祁 占 勇,何 佑 石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西安710062)

摘 要:中等职业教育承担着振兴城乡人才、消弭城乡人力资本积累差异的职能。以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CGSS)的数据为基础,依托明瑟收益方程,综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分位数回

归法,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回报率变动情况。研究表明,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对提升城乡个体收入的

效益具有显著作用,对农村个体收入的正向贡献更为显著;中等职业教育农村个体的回报率呈现先下降后

上升的趋势,城镇个体回报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能够有效改善低收入水平城乡

个体的收入。为了积极推进中等职业教育服务全面乡村振兴战略,应进一步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

地位,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转型;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重视中等职业教

育的本体价值,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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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以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城乡关系日渐由过往的机械

分工关系向有机的共生关系转型,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已见雏形[1],农村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缩

小。根据全国统计公报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43834元,相较去年实际增长1.2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相较去年

实际增长3.8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比上年缩小0.08[2]。当然,由于历史原

因,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从本质上得以改变,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痼疾依然存在。为解

决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国家坚持统筹推进农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

明等方面的建设。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与社会经

济发展、个体福祉休戚相关[3]。通常来讲,教育投资被视为决定人力资本的首要因素,能直接提

高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进而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在庞大的教育系统中,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是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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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军[4],特别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人口资源具有天然的优势,如何化人口资源为人力资本,如
何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如何为农民赋能增值,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议题。为此,中共中央、国
务院基于我国“三农”发展的实际,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助推乡村发展的重要手段,制定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如《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200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2014)、《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4)、《关于落实发展新

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2016)、《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2017)、《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等。

尽管如此,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依然存在着“政府热”与“百姓冷”的‘壁炉现象’。根据《中国教

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调查数据显示,2005-2019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数呈现减少趋势,

招生人数呈现先减少后缓慢上升趋势。中等职业学校数量从2005年的1.4万所下降至2019年

的1.01万所,降幅达27.9%;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从2005年的655.66万人下降至2019年的

600.37万人,降幅为8.4%,但2019年比上年增加43.32万人[5-6]。理性选择主义者认为,只有当

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显著高于付诸的成本后,理性的经济人才会进行教育投资[7]。教育投资的

收益水平通常以教育回报率来衡量,即每增加一年或者一个阶段的教育带来收入提高的百分

比[8]。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回报率是衡量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能够

表征中等职业教育对城乡个体的吸引力程度。

教育回报率研究作为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一方面,对
教育回报率水平的估算方法主要有教育成本—收益法、内部收益率法以及明瑟收益方程法[9]。

其中,教育成本—收益法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通过比较教育收益与教育成本,判断教育投资

经济效益的一种分析手段;内部收益率法是指用内部收益率(资金投入现值总额与资金流出现值

总额相等,净现值等于零时的折现率)来评价教育投资效益的方法;明瑟收益方程是指利用人力

资本理论的结果,将劳动力收入与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年限联系起来,得出估计收益等式。与

教育成本—收益法、内部收益串法相比,明瑟收益方程不仅估计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

还将教育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转化为衡量学校教育投资回报率的指标,从而与实际资本等其他

投资回报率的指标进行比较[10]。基于此,明瑟收益方程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教育回报率估算方

法。但标准的明瑟方程也存在着不足,它将影响收入的决定因素过于简化,没有考虑个人能力、

性别、职业类型等因素对工资收入的影响,这可能会导致对教育回报率的高估[11]。因此,21世纪

以来,对教育回报率的研究日趋技术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模型的识别问题,即识别教

育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更科学的方法估计教育回报率。比如,用样本选择模型纠正样本

选择偏差,使用工具变量、准自然实验、双胞胎差分模型等计量方法来控制内生性偏误[12]。

另一方面,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差异亦是教育回报率研究关注的重点内容。一是关注制度性

因素对消弭城乡教育回报率差异的显著效益。有研究通过运用断点回归并结合明瑟方程分析教

育制度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从而探讨教育制度对缩小城乡差异的效果,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

教育回报率大约为11%,城镇居民的教育回报率大约为8%,教育回报率并不存在城乡间的“马
太效应”[13]。二是关注劳动力先赋性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有研究通过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将
传统的个人教育回报率细分为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以估算教育回报率。由

于教育对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效应并不相同,导致低收入群体中农村居民

教育回报率高于城镇居民,高收入群体中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高于农村居民[14]。三是由于普通

最小二乘法违反了经典统计技术中观测独立性的基本假定,有学者采用分层线性模型,估算不同

地区的教育回报率,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较大,差异主要来源于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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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间差异而非省间差异[15]。

此外,职业教育个体回报率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与讨论。职业教育与经济具有双向

互动的耦合关系,因此,职业教育有效承担了提升城乡个体劳动力收入的职能,且中等职业教育

对于个体收入有着更为显著的作用,即中等职业教育的回报率普遍高于普通高中教育回报率。

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来看,基于最新发展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并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16],

普通高中平均年回报率为6.2%,中等职业教育平均年回报率为10.9%[17]。当然,在职业教育城

乡个体回报率方面,有研究表明,中等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收入的作用强于普通高中教育,

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户家庭及个人收入均有正向显著影响[18-19]。也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农村个

体回报率要比普通高中教育回报率低3.03%[20]。

纵观以往教育回报率研究,学者鲜有关注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差异问题,而且普遍将

兴趣放在节点性回报率的估计,即测量某一具体时间节点的教育回报率,忽略了教育回报率的时

序性描述;与此同时,多数研究集中于横截面数据的使用,进而强调对某一时点职业教育回报率

的刻画,忽略了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变迁的效益。中等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高中教育同等重要

的教育类型,不仅承担着服务全面乡村振兴、消弭城乡人力资本积累差异的重要使命,而且对提

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城乡差异大有裨益。因此,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回报率差异研究对衡量

中等职业教育发挥城乡融合作用的成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鉴于此,通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

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依托明瑟收益方程,综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分位数回归法,探究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回报率变动并反思其背后的

缘由,对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彰显中等职业教育基础性地位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至

关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该项目始于

2003年,使用了多阶分层抽样,涉及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
合性、连续性的大型学术调查项目[21]。

本研究主要考察新时代前后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回报率的变化趋势,以2012年为节点,

选择其前后的几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到调查问卷的一致性,共选择了2008年、2011
年、2013年、2017年四个年度的数据。参照既有的研究成果,选择以“受访者户籍”为主要筛选标

准,设置一组分类变量分别纳入两组并行的回归模型中。取值为1时,表示受访者户籍为城镇,

取值为0时,表示受访者户籍为农村。在此基础上,我们保留年龄为18-60岁的在职劳动力作

为样本,考虑到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决定以收入5%为界进行数据的清洗。最后,对于缺失

值问题,参考鲁斌的经验[22],进行多重插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最终得到6609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描述

1.因变量

研究的因变量为个体收入,在CGSS中有很多涉及收入的数据,包括个体全年总收入、全年

职业/劳动收入、月收入、家庭总收入等等。参考许涛的经验[23],选择个体全年总收入作为因变

量,在问卷中通过调查“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获取数据。

2.自变量

研究的自变量为个体受教育程度,包括个体受教育年限与类型教育选择。参照相关研究的

处理经验[24],使用“完成最高学历年份减去出生年份减去6”表征个体受教育年限;再设置一组虚

221



拟变量,表征个体类型教育选择,即选择中等职业教育或普通高中教育。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是指在接受处理前独立存在的变量。除了应对因变量造成影响的变量进行考虑

外,影响结果变量的混杂因素也应纳入,以提高估计的精确度。借鉴相关研究经验,选择工作经

验、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工作经

验借鉴国际通用处理方法[25],使用“个体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减去6”表征,性别(男性=1,女
性=0)、民族(汉族=1,少数民族=0)、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及健康状况(健康=1,不健

康=0)为虚拟变量,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则为连续变量,该变量从1~13赋值,随着数值的增大,父
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除此之外,为了消除教育回报率测算中的异质性,以配偶受教育程度作为

工具变量,配偶受教育程度也是一组连续变量,并随着数值的增大,配偶受教育程度越高。(见
表1)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个体收入 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

自变量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完成最高学历年份-出生年份-6

类型教育选择 中等职业教育=1,普通高中教育=0

工具变量
配偶受教育
程度指数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1、私塾、扫盲班=2、小学=3、初中=4、职业高中=5、
普通高中=6、中专=7、技校=8、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9、大学专科
(正规高等教育)=10、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11、大学本科(正规高等
教育)=12、研究生及以上=13

控制变量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0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问卷年份-完成最高学历年份

性别 男性=1,女性=0
民族 汉族=1,少数民族=0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健康状况 健康=1,不健康=0

父亲受教育程度指数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1、私塾、扫盲班=2、小学=3、初中=4、职业高中=5、
普通高中=6、中专=7、技校=8、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9、大学专科
(正规高等教育)=10、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11、大学本科(正规高等
教育)=12、研究生及以上=13

  (三)研究方法

1.明瑟收益方程

美国人力资本理论学者明瑟指出,“在人力资本中,教育与经验对收入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

用,其他的人力资本因素视为次要变量或外生变量”[26],并且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收入决定

的函数,从而就个体层面探讨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lny=α0+α1*Exp+α2*Exp2+α3*edu+∑αiX+ε (1)

其中,lny表示城乡个体的收入对数,edu表示个体受教育年限,Exp与Exp2 分别指代个体

工作经验以及工作经验的平方项;α1、α2、α3则为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需要关注的教育回报

率为α3;αiX表示外生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认知能力与地理位置等变量;ε表示

“随机扰动项”。为计算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净值回报率,需要引入虚拟变量(选择中

等职业教育=1,选择普通高中教育=0)清理不同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具体步骤如下:

lny=α0+α1*Exp+α2*Exp2+α3*edu0+i*(α4*edu1)

   +(1—i)*(α5*edu2)+∑αiX +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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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du0、edu1、edu2分别表示个体接受初中、中等职业以及普通高中的教育年限,当i=1
时,α4表示个体接受中等职业带来的净值回报率;当i=0时,α5表示个体接受普通高中带来的

净值回报率。

2.多层嵌套的分位数回归模型

回归分析是利用数据统计原理,在自变量信息确定的情况下,探求因变量的变动规律,模型

对现实的解释力越强越好,在样本中表现为模型误差的最小化[27]。最小二乘法作为一种常见的

数学优化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对残差平方和的最小化来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因此,首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并将估计结果作为基准估计校

对。但是,基准回归仅能为我们提供教育程度参与回归后的均值效应,无法捕捉教育程度的异质

性特征[28]。我国劳动力队伍庞大,个体收入水平参差不齐,中等职业教育对不同收入水平个体

的干预并非是线性、均质的,中等职业教育促进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在

研究中引入科恩克和巴塞特[29]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在介绍分位数回归之前,需要首先分析

分位数的概念。假设Y为连续型随机变量,其累计分布函数为Fy,则Y的τ分位数,记为yτ,满

足以下定义式:

τ=P(Y ≤yτ)=Fy(yτ) (3)

即τ分位数yτ 整体上位于样本数据的某一确定位数点上,小于该分位数的点集满足条件分

布τ,大于的位数的点集满足条件分布(1-τ)。当τ取值为0.5时,数据被划分为样本量相同的

两个组构。

在了解分位数回归的基础概念后,应该进一步讨论分位数回归的估计方法。假设条件分布

y|X的τ分位数yτ(Xi)是X的线性函数,如下所示:

yτ(Xi)=Xiβτ (4)

其中,βτ 表示分位数回归偏系数向量,τ表示分位数,βτ 随着τ的变化而变化。依托最小定

义法,数值上βτ 可表示为:

Min
βτ ∑

n

i:yi≥x'iβτ

τ|yi-x'iβτ +∑
n

i:yi <x'iβτ(1-τ)|yi-x'iβτ (5)

3.内生性问题

在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的估计中,内生性问题主要由遗漏变量误差、选择性偏差、互为因果、

测量误差等原因导致。为了尽量避免内生性问题,可以通过双重差分法、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断

点回归、工具变量法等常见措施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双重差分法只适用于面板数据,消除不随时

间变化的内生性影响;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受制于纳入匹配模型的变量数,只能部分消除内生性因

素;断点回归法对数据要求很高,需要在断点附近有较多观测值;而工具变量则被广泛地认为是

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最有效工具。基于此,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模型中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最合适。

通常来讲,处理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工具变量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代表个体受教育环境的家

庭特征,如兄弟姐妹数量[30]、配偶的受教育年限[31]等。另一类常用的工具变量是个体受教育环

境的外部政策冲击,如义务教育法[32]、高校扩招政策[33]等。据数据特征,本研究选用配偶的受教

育年限作为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来处理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具体模型估计使用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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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为了概览样本的整体分布,对遴选出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从因变量来看,随着

经济建设的持续深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2008年、2011年、2013年、

2017年的城市人均收入分别为18093.11、21813.25、31980.55、51819.05元。农村人均收入分

别为9243.53、14110.57、21593.39、36150.04元。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个体的收入增速显著高于

农村人口,而相似的分布同样呈现在城乡中等职业教育的选择比例上。2008年、2011年、2013
年、2017年的城市中等职业教育选择比例分别为44.63%、32.48%、36.21%、35.31%。农村中等

职业教育选择比例分别为29.49%、21.57%、30.00%、33.02%。

从自变量来看,城镇居民受教育年限在逐年增高的基础上略有波动,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年限

逐年增高,受教育年限城乡差异逐步缩小,但城镇居民受教育年限显著高于农村居民。2008、

2011、2013、2017年的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82、12.75、12.9、14.27年,农村人均受教育

年限分别为7.21、10.07、10.08、11.22年,农村居民在这4年中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9.65年,城镇

居民在这4年中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2.69年,这说明大多数农村居民可能仅完成义务教育,而大

多数城镇居民完成高中阶段教育。由此,可以初步得出一种结论,即城乡收入的拉大,一定程度

上可归因于城乡中等职业教育普及度的异质性,中等职业教育对个体收入有着一定的正向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论断只是建立在描述性统计基础上的初步结论,具体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将通过构建明瑟收益方程来进一步探讨。
表2 城乡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均值)

变量 户口状况 2008年 2011年 2013年 2017年

个人收入

收入对数

受教育年限

工作经验

经验平方

中等职业比例

男性比例

汉族比例

已婚比例

健康比例

父亲受教育程度指数

城镇 18093.11 21813.25 31980.55 51819.05
农村 9243.53 14110.57 21593.39 36150.04
城镇 9.59 9.79 9.67 10.65
农村 8.67 9.21 9.69 10.16
城镇 10.82 12.75 12.96 14.27
农村 7.21 10.07 10.08 11.22
城镇 25.26 25.41 24.89 23.76
农村 27.85 25.11 25.31 24.85
城镇 772.63 773.63 750.31 707.1
农村 880.03 732.73 747.74 740.9
城镇 44.63% 32.48% 36.21% 35.31%
农村 29.49% 21.57% 30.00% 33.02%
城镇 53.75% 51.05% 51.25% 46.76%
农村 57.51% 54.73% 59.16% 57.12%
城镇 94.53% 96.05% 94.58% 94.21%
农村 92.92% 95.46% 89.99% 92.74%
城镇 98.91% 99.65% 98.37% 97.72%
农村 99.57% 99.23% 98.94% 97.67%
城镇 69.53% 43.02% 77.73% 68.01%
农村 57.66% 41.99% 76.54% 66.05%
城镇 3.38 3.38 3.59 4.14
农村 2.39 2.57 2.64 2.92

  (二)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回报率的变动

为了探究中等职业教育城乡回报率变动,将样本根据户口类型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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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别估计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然后选取2008年、2011
年、2013年与2017年四个年份进行回归分析。基本回归结果如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方
法估计的中等职业教育农村个体回报率在2008年、2011年、2013年、2017年分别为21.7%、

15.1%、10.1%、14.3%,中等职业教育城镇个体回报率分别为10.4%、16.2%、11.8%、8.7%。用

OLS方法估计的普通高中教育农村个体回报率在2008年、2011年、2013年、2017年分别为

10.4%、4.9%、4.6%、7.9%,普通高中教育城镇个体回报率分别为6.2%、8.5%、7.8%、5.1%。综

合来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年平均回报率达到10.1%~21.7%,城镇中等职业教育的年平均回

报率达到8.7%~16.2%,农村普通高中教育的年平均回报率达到4.6%~10.4%,城镇普通高中

教育的年平均回报率达到5.1%~8.5%。由此可见,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中等职业教

育个体回报率均高于普通高中教育个体回报率,这说明中等职业教育有效承担起了提升个体收

入的职能(见表3)。
表3 不同年份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的OLS估计结果

教育类型 户口状况 2008年 2011年 2013年 2017年

中等职业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

城镇
0.104***

(0.077)
0.162***

(0.074)
0.118***

(0.049)
0.087***

(0.062)

农村
0.217***

(0.163)
0.151***

(0.121)
0.101***

(0.082)
0.143***

(0.068)

城镇
0.062***

(0.075)
0.085***

(0.058)
0.078***

(0.038)
0.051***

(0.054)

农村
0.104***

(0.114)
0.049***

(0.074)
0.046***

(0.051)
0.079***

(0.053)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为进一步观察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的变动趋势与城乡差异,使用折线图表示OLS结果,图1
显示:中等职业教育农村个体回报率在2008年—2017年期间处于先下降后上升态势,中等职业

教育城镇个体回报率在2008年—2017年期间处于先上升后下降态势;普通高中教育农村个体

回报率在2008年—2017年期间呈现先下降后平稳过渡再趋向上升的态势,普通高中教育城镇

个体回报率在2008年—2017年期间呈现先上升后平稳过渡再趋向下降的态势。(见图1)

图1 不同年份教育回报率的OLS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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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回报率的内部变动

如果忽略个人能力直接估计教育回报率,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将配偶的受教育程

度作为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别估计城乡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在控制

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中等职业教育城镇个体回报率从8.7%降至8%,中等职业教育农村个体

回报率从14.3%降至13.6%,且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验证了仅采用普通最

小二乘法估算教育个体回报率会出现偏差。

为进一步探究中等职业教育城乡回报率的内部变动,我们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

平各分设为5个水平,表征为τ10~τ90,进行分位数回归估计。(见表4)

表4 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回报率的内部变动

户口
状况

2008年 2011年 2013年 2017年 常数项1常数项2常数项3常数项4 R12 R22 R32 R42

OLS

2SLS

τ10

τ25

τ50

τ75

τ90

城镇
0.104***

(0.077)
0.162***

(0.074)
0.118***

(0.049)
0.087***

(0.062)
9.317***

(0.186)
8.336***

(0.298)
9.792***

(0,202)
9.931***

(0.276)
0.658 0.651 0.581 0.626

农村
0.217***

(0.163)
0.151***

(0.121)
0.101***

(0.082)
0.143***

(0.068)
8.093***

(0.841)
9.423***

(0.288)
8.436***

(0.255)
9.249***

(0.232)
0.923 0.782 0.734 0.766

城镇
0.096***

(0.201)
0.152***

(0.281)
0.114***

(0.145)
0.08***

(0.176)
8.819***

(0.549)
7.877***

(0.607)
9.456***

(0.242)
9.682***

(0.322)
0.688 0.695 0.601 0.651

农村
0.211***

(0.289)
0.147***

(0.274)
0.096***

(0.329)
0.136***

(0.294)
8.993***

(0.565)
8.890***

(0.495)
8.480***

(0.221)
8.590***

(0.305)
2.232 0.828 0.78 0.811

城镇
0.116***

(0.181)
0.193***

(0.139)
0.186***

(0.091)
0.126**

(0.129)
9.224***

(0.433)
8.352***

(0.545)
7.551***

(0.788)
8.278***

(0.729)
0.063 0.092 0.081 0.097

农村
0.281***

(0.233)
0.246***

(0.271)
0.126**

(0.230)
0.198***

(0.138)
6.293***

(1.307)
8.612***

(0.452)
8.436***

(0.255)
8.512***

(0.596)
0.149 0.087 0.063 0.115

城镇
0.108***

(0.130)
0.204***

(0.159)
0.133***

(0.124)
0.092***

(0.094)
9.251***

(0.332)
8.261***

(0.510)
9.289***

(0.549)
9.567***

(0.480)
0.060 0.046 0.09 0.065

农村
0.157***

(0.281)
0.189***

(0.166)
0.093***

(0.149)
0.179***

(0.104)
6.908***

(1.161)
8.482***

(0.474)
8.465***

(0.255)
8.469***

(0.319)
0.141 0.119 0.112 0.120

城镇
0.109***

(0.111)
0.199***

(0.091)
0.134***

(0.051)
0.058***

(0.089)
9.278***

(0.302)
8.297***

(0.456)
9.918***

(0.286)
10.143***

(0.394)
0.103 0.099 0.085 0.064

农村
0.289***

(0.348)
0.181***

(0.187)
0.109***

(0.069)
0.107***

(0.091)
6.649***

(1.2370)
9.305***

(0.530)
8.915***

(0.200)
9.131***

(0.304)
0.121 0.094 0.143 0.106

城镇
0.111***

(0.088)
0.146***

(0.109)
0.081***

(0.061)
0.073***

(0.102)
9.147***

(0.251)
8.172***

(0.386)
10.419***

(0.282)
9.783***

(0.459)
0.095 0.118 0.093 0.074

农村
0.187***

(0.266)
0.065***

(0.123)
0.131**

(0.094)
0.147***

(0.118)
9.461***

(1.066)
10.015***

(0.418)
9.434***

(0.199)
10.114***

(0.335)
0.110 0.100 0.109 0.109

城镇
0.058***

(0.123)
0.092***

(0.094)
0.101***

(0.063)
0.959***

(0.127)
9.554***

(0.398)
8.084***

(0.417)
10.521***

(0.290)
10.746***

(0.406)
0.083 0.146 0.084 0.098

农村
0.155**

(0.173)
0.032***

(0.211)
0.085**

(0.014)
0.138***

(0.112)
9.412***

(1.095)
9.886***

(0.374)
9.716***

(0.293)
10.193***

(0.263)
0.104 0.092 0.078 0.098

  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相对贫困农村个体的收入

水平,但对于中等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增收效益明显不足。无论是早期(2008
年)、中期(2011年、2013年)还是后期(2017年),相较于中、高收入水平的农村群体(τ50~τ90),

低收入水平农村群体的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更高(τ10~τ25);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能显著提

升相对贫困城镇群体的收入水平,但对于中、高等收入水平城镇个体的收入效益明显不足。无论

是早期(2008年)、中期(2011年、2013年)还是后期(2017年),相较于中、高等收入水平的城镇群

体(τ50~τ90),低收入水平城镇群体的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更高(τ10~τ25)(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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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等职业教育城乡个体回报率的内部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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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城乡两个层面的混合截面数据,综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分

位数回归法,探究中等职业教育对城乡个体回报率差异的变动趋势,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中等职业教育对提升城乡个体收入影响显著,对农村个体收入的正向贡献更为突出。

无论是城镇个体还是农村个体,中等职业教育个体回报率均比普通高中教育个体回报率高。用

OLS方法估计中等职业教育农村个体回报率在2008年、2011年、2013年、2017年分别高出普通

高中教育回报率11.30%、10.20%、5.50%、6.40%;中等职业教育城镇个体回报率在2008年、

2011年、2013年、2017年分别高出普通高中教育回报率4.20%、7.70%、4.00%、3.60%。与此同

时,无论在哪个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农村个体回报率均高于中等职业教育城镇个体回报率,尤其

在2017年,中等职业教育农村个体回报率与城镇个体回报率拉开了5.60%的差距。这充分说

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支撑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农村居民个

体收入和消除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整体上看,中等职业教育农村个体的回报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城镇个体回报

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OLS回归的结果显示,中等职业教育农村个体回报率在2008年、

2011年、2013年、2017年分别达到21.7%、15.10%、10.10%、14.30%,中等职业教育城镇个体回

报率在2008年、2011年、2013年、2017年分别达到10.40%、16.20%、11.80%、8.70%,虽然纳入

工具变量后,回报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但变动趋势与OLS结果保持一致。究其原因,一是

受2007年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地出现了下滑趋势,进入劳动力市

场的个体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弱化了劳动力工资议价能力,使得中等职业教育个体回报率下

降。二是受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高学历劳动者供给迅速增加,使得中等职业教育

个体回报率下降。三是受新时代以来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的正面影响,随着《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相继颁布,我国职业教育政

策紧扣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大需求,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以加快建设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为核心[34],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有效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吸引力,从而助力

了劳动力收入的提高,使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逐步上升。

第三,中等职业教育能够有效改善低收入水平个体的收入。一方面,低收入水平农村个体的

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在2008年、2011年、2013年、2017年均高于中、高收入水平的农村个体。10
分位点上的低收入水平农村个体在2008年、2011年、2013年、2017年的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分

别为28.10%、24.60%、12.60%、198%,均高于同一时期OLS估算结果,即对中等收入以下的贫

困农户而言,中等职业教育对收入提升的作用最大[35]。另一方面,低收入水平城镇个体的中等

职业教育回报率在2008年、2011年、2013年、2017年均高于中、高收入水平的城镇个体。10分

位点上的低收入水平城镇个体在2008年、2011年、2013年、2017年的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分别

为11.60%、19.30%、18.60%、12.60%,均高于同一时期 OLS估算结果,即中等职业教育回报率

在中低分位点上相对较高,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能够有效缩小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

差距[36]。

虽然中等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促进城乡个体增收与消弭城乡人力资本积累差异的

功能,但对消除城镇或农村群体内部收入差异的效能并未完全发挥,在不同收入层次上,中等职

业教育个体回报率依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为更好地发挥中等职业教育促进个体劳动力增收、

实现经济增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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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等职业教育的功能,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城乡适

应性。

第一,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转型。中等职业教育是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承担着培养技术技能型人

才的使命[37]。当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已进入历史性转折时期,中等职业教育的就业功能已基本

完成,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教育功能正在凸显。因此,中等职业教育在继续坚持职业性的

同时,一方面,在中等职业教育办学定位中,要不断调整与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对乡村人才的

培养定位,与此同时,在教学方法上突出技术思维能力的培养,通过实践来培养学习者真实情景

中的技术思维能力,这是由应用型人才工作任务的性质和能力要求决定的[38]。另一方面,中等

职业教育基础性转型的关键是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需要以完善的课程体系为支撑。为

此,必须加大语数外等公共基础课比例,并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规律开设技术基础课

程,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转型[39],为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奠基,提高其在社会流动中的竞

争力。

第二,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随

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调整而不断调整,历经由“分割”到“统筹”“一体化”再到“融合”的过

程[40]。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战略性地位和基础性作用,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农民的培养与

和谐社会构建的成效[41]。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技术技能,保障贫困人口的

生活水准,提升自身反贫困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助推乡村振兴[42]。基于此,一方面,要进一

步明确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应以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

理、能创新、带动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为目标,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促进

新型职业农民就业,提升农村个体的收入状况,消弭城乡个体收入差异。另一方面,要做好新型

职业农民的职业培训。农村职业培训应以服务农民为本,强化农业新技术的宣传推广,从而提升

相对贫困农村个体的收入状况,满足农村个体的生产生活需要,发展农村个体的个性与潜能[43],

逐步消弭农村内部个体收入差异。

第三,重视中等职业教育的本体价值,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通常来讲,职业教

育是整个教育系统中与经济社会和生产实践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相关研究表

明,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比同级普通教育生均经费高出2.53倍,与此同时,附加实验实习设备成本

则更高[44]。因此,为了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凸显中等职业教育的本体价值,提升城

乡个体增收与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能,国家应持续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构建一批高质量的

中等职业学校。一是加大对中等职业学校实验实习设备、实训基地、数字模拟教室、信息化教学

环境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二是优化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结构,引进企事业单位的优质人才作为

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采取鼓励措施培养“双师型”教师,释放政策红利聘任兼职教师[45],

通过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待遇,增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吸引力。三是加大对中等职业学校教

材研发的投入,邀请企事业单位人才和教材研发人才参与讨论,制定统一标准,优化中等职业学

校教材,给予参与研发教材的人才特别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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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earchontheChangeintheReturnRateof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inUrbanandRuralAreasinChina: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CGSS2008-2017Data

QIZhanyong1,HEYoushi2
(SchoolofEduc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assumesthefunctionofrevitalizingurbanandruraltalentsandeliminating
differencesinhumancapitalaccumulation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BasedonthedatafromtheChineseGeneral
SocialSurvey(CGSS),relyingontheMincersincomeequation,usingacombinationofordinaryleastsquares,two-
stageleastsquares,andquantileregression,itanalyzesthechangesintheurbanandruralindividualreturnratesofsec-
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Studieshaveshownthatreceiving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hasasignificantindige-
nouseffectonimprovingthebenefitsofurbanandruralindividualincome,andthepositivecontributiontoruralindivid-
ualincomeismoresignificant.Thereturnrateofruralindividualsin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showsatrendof
decreasebeforeincrease,andthereturnrateofurbanindividualsshowsatrendofincreasebeforedecrease.Secondary
vocationaleducationmighteffectivelyimprovetheincomeofurbanandruralindividualswithlowincomelevels.Inor-
dertoactivelypromotethestrategyof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servingtheoverallruralrevitalization,thebasic
statusof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shouldbefurtherclarified,andthebasictransformationofsecondaryvocational
educationshouldberealized;thedevelopmentofrural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shouldbeacceleratedtoservethe
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mainbodyofsecondaryvocationaledu-
cationValue,increaseinvestmentin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
Keywords:secondaryvocationaleducation;returnoneducation;mincerincomeequation;quantileregressionmodel;en-
doge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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