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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通过实证分析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影响,
 

并将样本划分为东部样本、
 

中部样本和西部样本分析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异质性.
 

并

且,
 

以子代教育作为中介变量,
 

考察了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父辈社会地位越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强,
 

反之越弱,
 

且城市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影响大于乡村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第二,
 

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

东中西地区存在异质性,
 

从东到西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依次增大.
 

第三,
 

子代教育在父辈社会

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
 

父辈社会地位会提升子代的受教育水平,
 

一定程度上可以缩

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因此,
 

应改革户籍制度,
 

改善就业环境,
 

大力发展经济,
 

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提升平均受教

育水平,
 

扩大义务教育的年限和范围,
 

将教育资源向乡村地区倾斜,
 

提升乡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进而缩小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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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ssue
 

from
 

2011-2017,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paternal
 

social
 

status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
dents,

 

and
 

divides
 

the
 

samples
 

into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samples
 

to
 

analyze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nfluence
 

of
 

paternal
 

social
 

status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addition,
 

u-
sing

 

offspring
 

educa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we
 

examined
 

the
 

mechanism
 

and
 

degree
 

of
 

influence
 

of
 

paternal
 

social
 

status
 

on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Firstly,
 

the
 

higher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father's
 

generation,
 

the
 

greater
 

the
 

widening
 

effec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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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vice
 

versa.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ur-
ban

 

father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rural
 

father.
 

Secondly,
 

the
 

effect
 

of
 

paternal
 

social
 

status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heter-
ogeneou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east
 

to
 

west,
 

the
 

effect
 

of
 

paternal
 

social
 

sta-
tus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reased
 

in
 

order.
 

Thirdly,
 

the
 

education
 

of
 

off-
spring

 

played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paternal
 

social
 

status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paternal
 

social
 

status
 

enhance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offspring,
 

which
 

can
 

reduc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we
 

should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vigorously
 

develop
 

the
 

economy,
 

reasonably
 

allocate
 

education
 

resources,
 

raise
 

the
 

average
 

level
 

of
 

education,
 

expand
 

the
 

number
 

of
 

years
 

and
 

scop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ilt
 

the
 

education
 

resources
 

to
 

rural
 

areas,
 

raise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in
 

rural
 

areas,
 

and
 

thus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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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不仅把“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分配结构明显改善”作为“十四

五”时期的发展目标之一,
 

更将“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纳入2035年远景目

标.
 

长期以来,
 

城乡二元经济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
 

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
 

高于合

理的收入比水平(1.5),
 

可见,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是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需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常用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以及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比等指标衡量.
 

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是我国总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1],
 

其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50%左右[2-3].
 

因此,
 

要

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实现社会公平发展,
 

应当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着力点.
 

城乡教育资源分布差

异[4]、
 

城乡二元分割体制[5]、
 

宏观经济发展水平[6]、
 

城镇化[7]、
 

工资水平差异[8]等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

的主要原因.
 

其中,
 

教育水平差异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

34.69%[4].
 

有研究表明,
 

教育水平提升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9].
 

因此,
 

应当增加教育投入,
 

提升人力

资本水平,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0],
 

进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11].
 

也有研究表明,
 

教育会拉大城乡收入

差距,
 

且在不同的区域存在异质性.
 

例如,
 

张辉等指出高中教育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2].
 

蔡文伯等

证明高等教育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且存在区域异质性,
 

加大东部和西部的教育投入会拉大城乡收入差

距,
 

而对于中部地区则没有显著的影响[13].
 

个人的教育成就取决于天赋、
 

家庭教育投资以及公共教育投

资.
 

基因决定天赋,
 

55%以上的父母的能力可以通过基因遗传[14],
 

家庭背景以及孩子的个人偏好决定家

庭教育投资,
 

而政府的教育支出水平则决定了公共教育投资.
 

基因、
 

家庭背景以及政府教育支出水平共

同影响个人的受教育水平.
 

家庭是子代教育的摇篮,
 

父辈社会地位、
 

父辈的教育成就以及家庭收入水平

等在子代教育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5],
 

其对子代教育成就的贡献率高达66.44%[16].
 

可见,
 

家庭背

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代受教育水平.
 

通常,
 

社会地位高、
 

经济收入高的家庭会加大子代教育投入,
 

而

社会地位低、
 

家庭收入低的家庭对子代的投入会相对较少,
 

进而会形成教育差距,
 

导致收入不平等[17],
 

最终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提出,

 

以社会地位和收入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决定子代的受教育水平,
 

而子代的受教育水平直

接关系到其职业选择与收入水平,
 

进而影响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本文首先运用2011年、
 

2012年、
 

2013
年、

 

2015年、
 

2017年的5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实证分析了以父辈社会地位为代表的家庭背

景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再通过将样本进行分组,
 

分析不同地区父辈社会地位高低对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影响的异质性.
 

并且,
 

以子代教育作为中介变量,
 

分析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以及影响程度.
 

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将城乡居民收入比等宏观数据与微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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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匹配,
 

有机融合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
 

为相关研究提供新视角.
 

第二,
 

以子代教育作为中介变量,
 

考察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政府与微观个体教育投资提供决策参考.
 

第三,
 

丰富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父辈社会地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社会地位是财富、
 

职业、
 

受教育水平的综合衡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
 

以社会地位

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网络以亲戚朋友关系为基础,
 

社会网络成员

通过信息共享、
 

人情往来等方式来影响子代的职业选择与收入水平[18],
 

这会降低社会代际流动性,
 

影响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19].
 

据上述分析,
 

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父辈社会地位越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强,
 

反之则越弱.
1.2 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

地理位置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一个区域发展得好与否与该区域的条件有着很大的

关联,
 

落后的地区自然环境差,
 

自然资源匮乏,
 

又或是人力资本缺乏,
 

观念落后,
 

缺乏生产技术.
 

我国东部

沿海地区水热充足,
 

地势平坦,
 

生态环境较好,
 

优越的地理条件让其最早开始实行改革开放,
 

获得了更多

的发展资源,
 

经济发展较快,
 

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
 

而在中部和西部,
 

处于内陆,
 

水、
 

热、
 

土资源不协调,
 

水资源匮乏,
 

交通便利性较差,
 

城乡经济联系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
 

据上述分析,
 

本研究假设:

H2:
 

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区域间存在异质性.
1.3 父辈社会地位、

 

子代教育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谚语有云,
 

“龙生龙,
 

凤生凤”,
 

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取决于人力资本差距[21],
 

而人力资本差距

主要来自教育投资,
 

父母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对子代的教育投资.
 

父辈社会地位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
 

进

而影响子代的职业选择以及社会地位获得,
 

从而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

面(图1):
 

一是城市父辈社会地位越高,
 

收入水平越高,
 

能为孩子提供更优越的居住环境和更好的学习

环境,
 

教育经费充足,
 

增加对与子女教育相关项目的投资,
 

进而增加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提高

子代的受教育程度.
 

而农村父母则相反,
 

社会地位较低,
 

收入水平也低,
 

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较少,
 

降

低子代接受教育的可能性,
 

造成城乡教育差距,
 

城乡教育差距造成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进而影响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
 

二是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时间和效率与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城市社会地位越高的父

母往往受教育程度越高,
 

从思想和行为上越重视子女的教育.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懂得花时间陪护

子女,
 

越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父母的陪护与有效的沟通提升子代未来教育机会的获得.
 

而农村父母则花

较少的时间陪护子女,
 

且常进行低效沟通降低子女未来接受教育的机会.
 

城乡父母对子女教育时间投入

差距,
 

造成了城乡教育差距,
 

城乡教育差距造成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三是

城市的教育效率通常较高,
 

而农村则较低,
 

形成了教育效率差距,
 

造成城乡教育差距,
 

城乡教育差距造

成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四是社会地位越高的父母越重视教育,
 

这种态度和

行为会影响子代对教育的偏好和观念.
 

城市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注重对子代教育的投资和把重视教育

的理念传递给后代,
 

从而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传统,
 

实现教育的代际传递.
 

而农村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
 

对子女的教育会重视不足,
 

没有较好的教育理念,
 

影响子女接受教育的可能性.
 

城乡教育理念差距造成

城乡教育差距,
 

城乡教育差距造成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五是城乡教育资源

存在着差距,
 

城市拥有较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而乡村教育资源则较为一般,
 

教育资源直接决定着教育质

量.
 

因而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会造成城乡教育差距,
 

城乡教育差距造成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进而影响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
 

据上述分析,
 

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子代教育在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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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路径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CGSS始于2003年,
 

其调查范围

广,
 

抽样方式科学,
 

所得数据可靠,
 

使用该数据进行研究信服力强.
 

首先,
 

本文选取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五年的调查数据组成混合截面数据.
 

然后,
 

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

据进行匹配.
 

最后,
 

删除缺失值和无效样本,
 

删除年龄小于18岁以及年龄大于60岁的样本,
 

获得

14
 

340个有效样本.
2.2 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有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
 

参考陆铭等的做法[22],
 

本文选取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

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该值越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因此,
 

该值越小越好.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父辈社会地位.
 

测度社会地位的方法有主观法和客观法.
 

主观法是受访者主观的打分.
 

客观法是按照国际职业标准,
 

将职业转化成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ISEI以职业为基础,
 

综合考虑收入和教育等因素,
 

客观地测量社会地位[23],
 

被广泛运用于研究地位获得和

社会流动.
 

因此,
 

本文选取客观法衡量社会地位.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年龄、
 

性别、
 

民族、
 

户口状态、
 

本人的社会地位、
 

本人及父母政治面貌、
 

本人

及父母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
 

收入、
 

地区、
 

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
 

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年龄用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删除年龄小于18岁和年龄大于60岁的样本,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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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样本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已退出劳动力市场.
 

性别设置为二元变量,
 

男为1,
 

女为0.
 

民族设置

汉族为1,
 

否则就为0.
 

户口为农业户口设置为1,
 

其他为0.
 

本人社会地位以受访者职业为基础,
 

将职业转

化成国际社会经济指数.
 

政治面貌若为中共党员以及民主党派为1,
 

其他为0.
 

受教育程度,
 

没有上过学为

0,
 

小学以及私塾为6,
 

初中为9,
 

高中、
 

职高、
 

中专、
 

技校为12,
 

本科(正规、
 

成人高等教育)、
 

大专(正规、
 

成人高等教育)为1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为19.
 

婚姻状况若结婚则为1,
 

其他则为0.
 

收入选取问卷中“您去

年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并作对数处理.
 

地区以问卷中的调查地点为准,
 

分为东、
 

中、
 

西,
 

分别取值2、
 

1、
 

0.
 

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根据统计年鉴上每个阶段的受教育人数计算而得.
 

城镇化率用区域城镇户籍人口数与

区域总人口数之比来衡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二三产业增加值与总产值增加值之比来衡量.
 

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用区域总产值与区域总人口之比来衡量.
 

为消除量纲差异,
 

本文将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
2.3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城乡居民收入比最小值为0.251,
 

最大值为3.979,
 

表明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在区域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社会地位的取值范围是16~90,
 

中位数是53,
 

父辈与子代社会地位的

均值均小于其中位数,
 

表明多数人处于中下阶层.
 

性别的均值为0.567,
 

表明受访者中男性比女性多.
 

民族

的均值是0.916,
 

表明受访者多为汉族.
 

户口状态的均值为0.602,
 

表明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为农村户口.
 

受

访者以及其父母的政治面貌均值均小于0.5,
 

表明大多数人没有加入党派.
 

婚姻状态的均值为0.851,
 

说明

大多数受访者处于已婚状态.
 

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大多在高中以上,
 

且远高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地区平均

受教育水平最小值为7.514,
 

最大值为12.502,
 

表明区域间教育差距较大.
 

城镇化率的最小值为0.35,
 

最

大值为0.896,
 

表明区域间城镇化程度差别较大.
 

区域人均GDP水平最小值是16
 

437,
 

最大值是129
 

042,
 

相差数倍,
 

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乡居民收入比(uv) 14
 

340 2.737 0.515 0.251 3.979

父辈社会地位(ISEIP) 14
 

340 31.509 16.403 16 90

子代社会地位(ISEI) 14
 

340 36.605 15.558 16 90

年龄(age) 14
 

340 41.071 10.275 18 60

性别(gender) 14
 

340 0.567 0.496 0 1

民族(nation) 14
 

340 0.916 0.277 0 1

户口状态(hukou) 14
 

340 0.602 0.490 0 1

政治面貌(party) 14
 

340 0.279 0.448 0 1

父亲政治面貌(party_f) 14
 

340 0.325 0.468 0 1

母亲政治面貌(party_m) 14
 

340 0.242 0.428 0 1

婚姻状态(marriage) 14
 

340 0.851 0.356 0 1

受教育程度(edu) 14
 

340 15.005 3.949 0 19

父亲受教育程度(edu_f) 14
 

340 11.314 7.285 0 19

母亲受教育程度(edu_m) 14
 

340 7.523 7.713 0 19

收入(income) 14
 

340 9.812 1.127 4.605 16.118

地区(area) 14
 

340 1.084 0.801 0 2

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edu_a) 14
 

340 9.164 0.954 7.514 12.502

城镇化率(urban) 14
 

340 0.562 0.138 0.350 0.896

产业结构高级化(industrial) 14
 

340 0.904 0.046 0.814 0.996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 14
 

340 49
 

213 23
 

730 16
 

437 129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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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与结果

3.1 实证模型与基准回归分析

(1)
 

基准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的分析,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uv 代表城乡居民收入比,
 

α 表示

待估参数,
 

ISEIP 代表受访者父辈的社会地位,
 

i代表受访者个体,
 

j代表省份,
 

X 代表控制变量,
 

μ 代表

随机误差项.

uvj =α+α1ISEIPi,j +α2Xi,j +μi,j (1)

  (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第2、
 

第3

列和第4列分别是全样本、
 

城市样本和乡村样本的回归结果.
 

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子样本,
 

父辈社会地位的

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父辈社会地位越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强,
 

父辈社会地位越低对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弱,
 

验证了假设H1.
 

其中,
 

城市父辈社会地位的系数大于乡村父辈社会地位的

系数,
 

且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
 

表明城市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乡村父辈社会地

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城市样本 乡村样本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乡居民收入比

父辈社会地位 0.035*** 0.026*** 0.024**

(6.18) (3.87) (2.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0.002 -0.047*** -0.023***

(0.31) (-4.83) (-2.82)

样本量 14
 

340 5
 

709 8
 

631

R-squared 0.651 0.638 0.654

  注:
 

***、
 

**、
 

*分别表示在1%、
 

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3.2 异质性分析

我国是经济大国,
 

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因此,
 

本

文进一步将样本分为东、
 

中、
 

西①三个区域进行回归.
 

表3报告了将样本按照东部、
 

中部、
 

西部分组进行回

归的结果.
 

父辈社会地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父辈社会地位越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

强.
 

并且,
 

从东到中再到西父辈社会地位系数逐渐变大,
 

从东到中再到西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影响依次增强,
 

验证了假设H2.
 

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
 

获得的资源丰富,
 

经济发展较快,
 

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较小,
 

因此,
 

父辈社会地位高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比中部和西部小.
 

西部地区自然资源

分布不均,
 

基础设施不完善,
 

交通不便利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社会阶层固化较为严重,
 

因此,
 

父辈社

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通过逐次替换模型和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
 

将模型换成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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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
 

上海市、
 

北京市、
 

天津市、
 

山东省、
 

广东省、
 

江苏省、
 

河北省、
 

浙江省、
 

海南省、
 

福建省;
 

中部:
 

山西省、
 

安徽省、
 

江西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吉林省、
 

辽宁省、
 

黑龙江省;
 

西部:
 

内蒙古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稳健性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4第2列、
 

第3列和第4列所示.
 

其次,
 

用泰尔指数替换城乡居民收入比,
 

进行

稳健性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4第5列所示.
表3 分区域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乡居民收入比

父辈社会地位 0.010** 0.015* 0.020*

(2.00) (1.84) (1.8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0.240*** -0.287*** 0.290***

(-22.60) (-18.61) (15.02)

样本量 5
 

253 5
 

039 4
 

048

R-squared 0.407 0.474 0.513

  注:
 

***、
 

**、
 

*分别表示在1%、
 

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图2 父辈社会地位系数的变化

表4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
 

其中第2列、
 

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分位数回归的稳健性检

验结果,
 

在不同的分位点父辈社会地位的系数

均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
 

表明父辈社会地位

越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强.
 

如

图2所示,
 

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影响在不同的分位点呈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小的分位点到大的分位点父辈社会地位的系

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又上升趋势,
 

但系

数均大于0,
 

在不同分位点,
 

父辈社会地位越高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强.
 

表4第

5列报告了替换被解释变量为泰尔指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父辈社会地位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
 

也

表明父辈社会地位越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强.
 

无论是替换模型还是替换被解释变量,
 

回归

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明本文模型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可靠性,
 

实证结果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模型
城乡居民收入比

q25

城乡居民收入比

q50

城乡居民收入比

q75

替换被解释变量

泰尔指数

父辈社会地位 0.034*** 0.012*** 0.010*** 0.023***

(4.56) (3.14) (3.32) (6.1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440*** -0.014 0.381*** -0.000

(-49.77) (-1.22) (90.99) (-0.10)

样本量 14
 

340 14
 

340 14
 

340 14
 

340

  注:
 

***、
 

**、
 

*分别表示在1%、
 

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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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制分析

4.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治贫先治愚,
 

扶贫先扶志”,
 

教育是提升个人收入,
 

提高社会地位,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实现社会

公平的重要途径.
 

为检验子代教育在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本文构建如下

中介效应模型.
 

式中uv 代表城乡居民收入比,
 

ISEIP 代表父辈社会地位,
 

edu 代表中介变量子代的受教

育程度.
 

β、
 

γ、
 

φ 代表待估参数,
 

i代表受访者个体,
 

j代表省份,
 

Z、
 

U、
 

Y 均代表控制变量,
 

v、
 

ε、
 

ω 代表

随机误差项.

uvj =β+β1ISEIPi,j +β2Zi,j +νi,j (2)

edui,j =γ+γ1ISEIPi,j +γ2Ui,j +εi,j (3)

uvj =φ+φ1ISEIPi,j +φ2edui,j +φ3Yi,j +ωi,j (4)

4.2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表5报告了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其中第2列、
 

第5列、
 

第8列分别报告了全样本、
 

城市样本、
 

乡村样本

的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结果,
 

父辈社会地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父辈社会地位越

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强.
 

第3列、
 

第6列、
 

第9列分别报告了全样本、
 

城市样本、
 

乡村样本

的父辈社会地位对子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结果,
 

系数均为正,
 

证明了父辈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子代的受教育

水平,
 

且父辈社会地位越高子代受教育水平就越高.
 

第4列、
 

第7列、
 

第10列分别报告了全样本、
 

城市样

本、
 

乡村样本的以子代教育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全样本和城市样本的父辈社会地位系数均显著为

正,
 

中介变量子代教育的系数均为负,
 

父辈社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水平有促进作用,
 

通过教育可以提升子

代人力资本水平,
 

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乡村样本的父辈社会地位系数显著为正,
 

中介变量不显著

为负,
 

表明在乡村子代教育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不显著且系数较小,
 

这与乡村优质教育资源

少,
 

师资力量不够充足,
 

以及乡村居民教育理念有关.
 

全样本和城市样本子代教育的系数均显著,
 

表明子

代教育在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
 

即存在“父辈社会地位—子代教

育—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传导路径,
 

验证了假设H3.
表5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城乡居民收入

比(总效应)

子代受

教育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

比(直接效应)

城市样本
城乡居民收入

比(总效应)

子代受

教育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

比(直接效应)

乡村样本
城乡居民收入

比(总效应)

子代受

教育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

比(直接效应)
父辈社会地位 0.035*** 0.003 0.035*** 0.026*** 0.010** 0.026*** 0.023** 0.037** 0.024**

(6.17) (0.40) (6.18) (3.81) (1.99) (3.87) (2.43) (2.11) (2.46)

子代教育 -0.016*** -0.039** -0.008

(-2.99) (-2.19) (-1.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001 0.005 0.002 -0.054*** 0.158*** -0.047*** -0.023*** -0.006 -0.023***

(0.29) (0.70) (0.31) (-5.72) (22.91) (-4.83) (-2.82) (-0.36) (-2.82)

样本量 14
 

340 14
 

340 14
 

340 5
 

709 5
 

709 5
 

709 8
 

631 8
 

631 8
 

631

R-squared 0.651 0.167 0.651 0.637 0.067 0.638 0.654 0.172 0.654

  注:
 

***、
 

**、
 

*分别表示在1%、
 

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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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运用2011-2017年5期CGSS数据,
 

首先,
 

实证分析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其

次,
 

分析东中西区域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异质性.
 

最后,
 

以子代教育作为中介变量,
 

考察

“父辈社会地位—子代教育—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传导路径.
 

此外,
 

通过逐次替换回归模型、
 

被解释变

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得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第一,
 

父辈社会地位越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强,
 

父辈社会地位越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扩大作用越弱.
 

城市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比乡村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影响更大.

第二,
 

不同区域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但均表现为父辈社会地位越高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越强.
 

西部地区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中

部地区,
 

东部地区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小.

第三,
 

子代教育在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父辈社会地位越高,
 

子代受教育水平越高.
 

子代受教育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表明提高受教育水平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公平.

5.2 政策建议

提高社会流动性,
 

阻断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对于保障社会公平和实现共同富裕十分重要,
 

一定程度

的社会流动性表明微观个体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源泉.
 

为缩小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
 

提升社会流动性,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改革户籍制度和改善就业环境.
 

户籍制度、
 

就业环境是造成社会地位差异的重要因素.
 

因此,
 

一

方面应改革城乡二元分割体制,
 

推行“普惠型”户籍制度.
 

另一方面应建立完善就业信息、
 

就业政策以及就

业渠道共享机制,
 

健全就业体系.
 

通过制度体系改革与建设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
 

打破就业壁垒,
 

提升社

会流动性,
 

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4].

第二,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经济.
 

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东部

和中部地区,
 

这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因此,
 

应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经济,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进而

减小父辈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如东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走向国际舞台的步伐,
 

中

西部不断引进人才、
 

技术等实现平衡发展,
 

并借助“一带一路”成为“联动式”开放的纽带,
 

不断提升各地区

的经济水平,
 

减小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三,
 

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
 

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
 

也即劳动者受

教育水平.
 

因此,
 

要扩大义务教育的年限、
 

范围以及义务教育质量,
 

通过教育援助促进教育公平,
 

减小由于

居民教育背景造成的教育差距.
 

此外,
 

要充分利用教育,
 

适当将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
 

利用数字化技

术提升乡村优质教育资源数量并使其均衡分布,
 

缩小教育资源差距,
 

提高乡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促进社

会流动,
 

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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