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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教育的获得通过增加个体的文化资本，进而成为影响代际流动的最关键因素。虽然该认识是确定无疑

的，但实际上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远比这一简单概括要复杂得多，即二者的机理关系处于由诸多因素

构成的复杂“系统”之中，并且随着社会变迁，这一作用机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

动的关系上，世界主要国家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相对不公平特征，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其机理关系有着明

显的过渡性特点。为促进二者作用机制的合理化，我国的政策设计除了应注重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外，其中的城

乡分化也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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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教育与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的关

联一直是从事社会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

重要的关注点之一。由于学科属性的差异，不同领域

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研究旨趣。社会学研究的兴趣点在

于探究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与
子代经济社会地位之间传递与流动的实质过程；教育

学则是在教育公平的视阈内，分析特定个体和群体在

教育获得过程中，诸如家庭背景、父代职业以及教育

政策等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

学者大多以收入为指标来测查父代经济地位(economic 
position)与子代经济地位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大

小”，并采用计量经济学的特定模型探索代际流动的

规律。实际上，虽然代际流动的议题涉及许多的理论

和事实内容，但是学者们在衡量代际流动水平和比较

代际流动差异的时候，一般的操作方法即是测量代际

之间的收入差异。正如盖瑞·梭伦(Gary Solon)所言：

“代际流动是一个与经济收入、社会阶层和其它非经

济收入相关的较为宽泛的概念，但是在通常情况下，

代际流动主要是指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1] 

但是，不同学科之间在研究旨趣和关注重点上的

差异却不能否认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在其所涉内容和指

标使用上的内在关联。比如，社会学研究中往往以职

业为指标来考察父代与子代之间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差

异，而职业与经济学研究者使用收入为指标测量的经

济地位是紧密相连的，毫无疑问，子代的教育获得又

会受到父代的职业和其经济状况的影响。那么，当我

们整合这些指标或者要素并探讨其联系的时候，就不

难看出教育在其中的“媒质”功能，实际上，“教育作

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有助于促进收入的代际

流动,有利于避免收入不平等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有益

于促进社会公平”[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学和

社会学研究旨趣的结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跨学科

的分析角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结合”能使我们

从实质上把握和理解代际流动这一事关社会公平和社

会开放的社会现象。 
随着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与逐渐普及，从

塑造有竞争力的个体和增强社会流动性的角度而言，

获得高等教育成为实现上述目的的最主要途径；另外，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使得高等

教育的作用在新的时期更为凸显。因为作为现代化结

果之一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社会和市场提出

的一个显著要求就是所谓高素质人才的供给，而这更

加凸显了高等教育获得在提升个体流动能力和促进社

会进步方面的积极影响。实际上，社会变迁和劳动力

市场的变化同时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获得和代际流动的

样态，并且决定着两者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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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背景分析和本文的研究目的，笔者着

重探讨的焦点问题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在回顾高

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二

者的作用机制；②以第一部分所回顾的理论与所建构

的机制为分析框架，探析社会变迁和转型以及因这种

变迁和转型的政策调整对二者关系的影响；③运用跨

国比较的视角，考察国外尤其是意大利、英国和美国

在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方面的关系现状，并结合

我国的现实状况，以期获得一种一般或者普遍性的  
认知。 
 

二、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 
理论与机制 

 
代际流动涉及父代经济社会地位和子代经济社会

地位之间的差异分析和关联度量。通过回顾和梳理以

往的相关研究和文献，我们发现对于经济社会地位的

测量可以有很多指标，也有多种方法可供选择，但是

不管使用何种指标和方法，都跟以下的因素有关，比

如家庭背景、个人财富、社会阶层、职业地位以及所

获教育等，而且这些因素之间本身也是高度相关的。

我们在考察代际流动的关联时，就是分析父代在以上

因素所反映的地位上的差异(优越与否)对子代地位获

得过程的作用机理和实质影响。可以想象，在一个社

会中，如果大多数个体的地位获得过程与其父代地位

高度相关，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封闭与固化，结果

便是来自贫困家庭或弱势群体的子女将会延续父代的

境况，且很有可能长期延续。而如果父代在地位上的

优越性并不会对子代的地位获得过程有实质性的影响

或者影响较小，则说明这一社会更加开放和公平。在

现代社会中，就个体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的方式而言，

获得教育尤其是获得高等教育被认为是提高其经济社

会地位的实际途径和最主要的方式。而在教育与代际

流动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是

“OED 三角”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 
“OED 三角”理论是探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的

经典理论。布劳(P.Blau)和邓肯(D.Duncan)在其经典之

作《美国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中系统阐明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在这里，O
指社会出身(Social Origin)，E 即教育获得(Educational 
Attainment)，D 为社会地位(Social Destination)，三者

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从图 1 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

出有三条可能的流动路径，第一条是从O到D的流动，

这一流动路径的特点是个体的社会出身决定社会地

位，教育在流动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第二条路径与

第一条恰好相反，即教育获得在代际流动中起到了决

定性作用，父代的地位不会影响子代地位获得的过程。

第三条路径是先从家庭出身到教育获得，再从教育获

得到社会地位的流动，这一流动的特点是流动过程的

间接性，即父代的社会地位不会直接传递给子女，而

是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而影响其社会地位，教育

获得在这一路径中成为一种“中介变量”。通过路径

分析可以发现，代际流动分为直接流动和间接流动。

直接流动指涉 OD 关系，即父代地位对子代地位的决

定性影响，这就是直接的代际流动，而现代社会中代

际流动的主要方式则是第三种途径，同时涉及 OE 和

ED 关系。实际上，这些关系会随着社会变迁及其政

策设计发生变化，本文的第三部分会详细探讨。 
 

 
图 1  教育与代际流动的 OED 三角 

 
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

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首次提出，布迪厄

认为，资本是特定交易系统中的一种社会关系，而这

种交易系统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象征性的。在

其所著的《国家精英》(The State Nobility)一书中，布

迪厄直接将文化资本阐释为“较高等的教育”[3]。实

际上，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化资本是可以赋予权力和

地位的一种社会关系。”[3]这一说法不仅揭示了文化资

本的实质内涵，更使得文化资本的获得途径，即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功能越发凸显。 

在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以及追求社

会公平的愿景下，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造成个人和家

庭收入巨大差异的个体因素，而在与个体有关的多种

因素当中，一个人所占有的文化资本的“多少”被认

为是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实际上，一个人的文化资

本不仅决定了其本身的收益能力，而且决定了这个人

的发展能力和社会流动能力。而当我们在判断和评价

个体的文化资本如何以及多少的时候，主要的参考指

标即是其文化程度。依循这样的逻辑，一个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往往被他人和社会视为拥有文化资本的

人，而且文化程度或者学历越高，这个人的文化资本

就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进阶的过程实质是文

化资本的累积过程。所以，文化资本的累积无疑能够

增加个体的流动能力并提升代际之间的流动水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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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教育机会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家庭背景欠佳的人

提高自身社会阶层和培植代际流动能力的首要方   
式。[4]也即是说，拥有了相应的文化资本就等于拥有

了向上流动的“砝码”。 
以上“OED”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的梳理表明高

等教育获得在代际流动中的重要意义，而一个人能否

获得高等教育以及获得何种层次的高等教育，势必会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当中，有些是客观

而宏观的，比如一个人所处的时代、教育政策的调整

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等；有些则带有主观性和具有微

观特征，比如父代地位、个人禀赋以及努力程度等。

实际上，“由于财富、声望和地位的殊同，社会各个层

次的人群所能享受的高等教育机会，以及他们对接受

高等教育的期待也是迥异的”[5]。笔者在这里着重想

要表达的是：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处于一

个有机联系的“系统”之中。也就是说，有许多因素

不仅同时影响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彼此关联和

相互影响，形成了特定的作用机制。 

现代社会代际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教育尤其是高

等教育作为中介的所谓“媒质”流动，而分析影响高

等教育获得的因素及其内部关系可以从“源头”上检

验代际流动的公平与否。根据 OED 三角中的 OE 关联

可以推知个体高等教育的获得与父代地位有关，而对

于父代地位的衡量可以通过父代学历、父代职业和父

代收入来实现。这三个因素恰好可以对应布迪厄的三

种资本形式，即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其

实，这三类资本之间也有着较强的内在一致性，因为

一个人的学历、职业与收入往往是高度相关的。其次，

个人因素也是影响其能否获得高等教育以及获得何种

高等教育的条件之一。比如个人禀赋、个人的努力程

度等方面的差异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一个人能否顺利

完成特定阶段的学业和实现持续的教育进阶。还有，

既然高等教育是一种“国家设置”，那么相关的高等教

育政策也一定会以各种方式影响个体高等教育的获

得。比如国家对于高等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规模的扩

张以及国家针对特定群体的优惠和照顾等。就拿国家

对于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来说，这一政策就会通过影

响个体高等教育的获得机会来影响代际流动乃至社会

流动。已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教育支出规模

与代际流动固化呈负相关关系，那些在教育尤其是高

等教育领域投资额度占 GDP 越大的国家，社会流动就

越通畅。[6] 

就代际流动而言，除了受上述父代地位和能否获

得高等教育这两个因素影响之外，个人因素也是一个

变量。例如，在其他因素或者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子

代个人是否能在就业市场中抓住机遇及其在工作中的

“表现”也会影响其代际流动能力。至于劳动力市场

的变化和就业政策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则是社会变

迁和转型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时

代，就会有与之对应的劳动力市场和相应的就业政策，

从这个角度而言，是时代特征而非其他因素决定和形

塑了属于某个时代“自己”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政策。

实际上，社会变迁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

的，在传统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

需求和职业结构之下，有着完全不同的代际流动机制

和模式。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以上对于影响高等教

育获得和代际流动的因素的介绍绝非“完全”。这是

因为，一方面，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穷尽这些影响

因素，所以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因素乃至亚因素影响两

者以及两者的机理关系；另一方面，还是从变迁的角

度分析，每个时代的影响因素也会不一样，新的时代

为了维持这种“系统”的均衡和运行一定还会加入或

者剔除某些因素。第二，我们对影响二者关系的不同

因素的分述和分析意在明晰其机制关系和系统特征，

本质上并没有影响高等教育作为代际流动机制的中介

或者媒质功能。 
 

三、社会变迁对高等教育获得与 
代际流动关系的影响 

 
从历史的、发展的和纵向的角度看问题，不仅可

以概览一种社会现象的全貌，而且可以预测其未来的

发展方向。过去的几十年，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知

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劳动力市场中的传统部门持续衰

落，而新兴部门，尤其是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节

能环保为特点的高科技企业不断涌现。这样一来，社

会对于科技型人才和专业性人才的需求陡然增加。为

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于高等

教育的投资力度，高等教育的扩张在这样的背景下似

乎成为了一种必然。实际上，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

社会变迁不仅决定和形塑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就业

政策，而且“牵引”和影响着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

动的关系。那么，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高等教育获

得与代际流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旨在增加高等教

育公平和促进代际流动的全球高等教育扩张是否带来

了预期的理想效果呢？ 
代际流动的形态随着社会变迁会发生变化，在不

同的社会形态下有着完全不同的代际流动情形(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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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在传统社会，不仅获得教育是贵族阶层的特权，

而且职业结构单一，代际流动的基本形式是父子相承，

子代在工作中的技能也一般是由父亲传授或者是在日

常生活中耳濡目染而来，父代与子代无论在职业类型

还是社会地位方面，变化都不是很大。传统社会中的

这种代际流动情形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较为常见，其特征是代际继承性很高，而代际流动

性很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现代化，教

育向大众开放并且持续扩张，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代际流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这一时代代际

流动的特征就转变为代际继承性较低，而代际流动性

较高。实际上，每一种代际流动的情形有着不同的特

征和表现，而正是随着社会变迁的这种外在的“力

量”决定了其基本的样态。我国学者李煜的研究就表

明了这一点，他在梳理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

概括了三种代际流动模式，分别是：依据绩效原则的

自由竞争模式、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

式和国家庇护流动模式[7]，这三种流动模式也与特定

的社会形态相联系。① 

 
表 1  社会变迁与代际流动情形的关联 

 传统社会 社会转型期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适用国家 
落后/ 
发展中 

发展中 
中等发达/

发达 
发达/ 

高度发达

影响主体 国家/家庭 家庭/个人 家庭/个人 个人 

代际继承度 很高/高 中/较低 较低/低 低/很低

代际流动性 很低/低 中/较高 较高/高 高/很高

 

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至少会带来两个变化。一方

面，新兴部门的繁荣和用人单位以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为原则的用工筛选制度使得代际继承性降

低，也就是说，父代地位及其职业上的优势绕开劳动

力市场直接传递给子代的可能性降低，这样就使得个

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时的“资质”更为重要，而高

等教育获得则是最重要的资质表征。从某种程度上而

言，“获得高学历也就意味着获得了功能重要性高，回

报也优厚的职位的敲门砖”[8]；另一方面，父代经济

地位的持续改善(相对而言)和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完

善使得个体在“追求”高学历的过程中实现了相对的

机会公平，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得以凸

显。这样的结果便是整个社会的代际流动逐渐趋向理

性和合理，社会的活力也得以持续增强。 
反映社会活力的现代企业和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

为了追求效益和稳健运转，就必须依靠不同层次和不

同种类的掌握着特定知识和技能的个体。这样一来，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获得就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发生

了紧密的联系，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工业社会和后工

业社会，教育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紧密关联是对以科技

和经济组织为特征的社会的必然反应。”[9]我国正处于

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期，这一社会转型

期的“过渡”特征也体现于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

的关联之中。总体而言，现阶段影响个体代际流动的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还受家庭因素的影响，但相比于

传统社会而言，代际流动性显著提高，而代际继承性

持续降低。 
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同样引起了 OED 三角内部关

系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下，三者的互动关系

及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是不一样的，OED 三角内部的

关联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见表 2)。理论上来

说，社会变迁与 OED 三角的关系是：随着社会的持

续发展和变迁，OD 和 OE 关系渐弱，ED 关系渐强，

社会转型期的 OD 关系和 OE 关系会逐渐由强变弱，

而 ED 关系则会慢慢由弱变强。按照这一理论的推演，

我们可以预测后工业社会的代际流动水平应该是非常

高的，其特征是代际继承性很低，影响代际流动的因

素完全取决于子代个人，而就 OED 三角关系而言，

ED 关联达到最强，OD 和 OE 关联达到最低程度甚至

达到无关联状态。 
 

表 2  社会变迁与 OED 三角的关联 

 传统社会 社会转型期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OD 关联 强/较强 较强/中/较弱 较弱/弱 弱/无 

OE 关联 强/较强 较强/中/较弱 较弱/弱 弱/无 

ED 关联 弱/较弱 较弱/中/较强 较强/强 强 

 

从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我们有必

要考察一下 OE 关系的现状和变化。如前所述，社会

的现代化使得 OD 之间的关联持续减弱，ED 之间的关

联不断增强，那么 OE 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可以想象，

如果家庭背景对于个体的教育获得还是有着极其强烈

的影响，那些家庭背景优越的子女一定会获得较好的

教育，这就等于变相地增强了 OD 关系，而不是理论

上的减弱。从这个角度来说，相对平等的高等教育机

会才是关键所在。那么旨在减弱 OE 关联的诸如高等

教育扩张和相应的高等教育政策调整有没有达到预期

的结果呢？ 
过去的几十年，各国都见证了教育领域的显著扩

张。从 1960 年到 2000 年短短的四十年间，全球个体

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增长了 7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

增长趋势不仅相对平稳，而且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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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那么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扩招的一个显性结

果是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极大增长。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显示，2000 年的高等教育升学率比 1970 年增加了四

倍。[9]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各国

都认识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经济增长、消除贫

困和人类发展方面的决定性功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

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了发

达国家或者说赶上了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的水平。以中

国为例，2012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 3 325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0%。[10] 

从理论上讲，高等教育扩张能够使得更多的人享

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多学者也认为教育扩张不

仅是社会的需求，而且也能够促进教育公平和代际流

动。那么实际效果怎样呢？大量的研究表明，教育扩

张产生的高等教育获得人数的相对增长并没有带来代

际之间流动的增加，相反却导致了代际流动的固化

(Intergenerational Immobility)。相关的研究印证了这一

点，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教育扩张可能在

横向上引起教育机会和人力资本生产的不平等，而且

人力资本的回报与父母收入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将

会引起更为持久的代际流动固化。[4]而如果说扩大高

校招生曾经含有为底层人群的社会晋升拓宽渠道的初

衷，那么其后发生的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显然

更有利于权势阶层及殷实家庭的子弟。李春玲的一项

研究也表明，大学扩招不但没有减小阶层、民族和性

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反而增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

不平等程度。[11]这说明随社会变迁而设置的这一政策

调整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 
 

四、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 
现实样态 

 
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

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话题，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会面临和

面对这一问题并有必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实际上，

相较于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现有研究，其他国家尤其

是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经

验研究方面，都要更加的深入和细致。所以这部分的

目的便是结合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现实状

况，运用跨国比较的视角，考察国外尤其是意大利、

英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方面的关系现

状，以期获得一种一般或者普遍性的认知。 
可以肯定，既然教育获得对于代际流动的作用是

显著的，那么保持代际之间的教育层次的连续和跃升

就是提高代际流动水平的最重要方式。具体来说，如

果父代拥有高中学历，那么为了提高代际流动水平或

者获得比父代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则子代也至少应

该具有高中学历，甚至大学学历或更高层级的学历，

而如果父代拥有大学学历，那么子代理应获得大学文

凭。实际上，父代的教育水平对于保持教育在代际之

间的持续和跃升是异常重要的。我们看看意大利的情

况，相关的研究指出，意大利的高等教育获得情况高

度极化，对于那些家庭背景欠佳的孩子来说，获得高

等教育仍然是“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12]虽然

最近十几年意大利的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进

行干预，但其效果仍然不甚理想。事实上，意大利有

着比其他国家更高的高等教育辍学率。比如：以 2009
年为例，意大利处于 15~64 岁之间的人口中获得高等

教育的人口比例是 15%，而相同年龄段的 OECD(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比例是 30%，25~30 岁之间

的年轻群体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意大利为 20%，而

OECD 国家为 37%。[13]类似的研究同样证明了那些父

母背景或者家庭经济地位良好的学生更有可能完成大

学教育并获得学位，正如艾娜(Aina C.)断言：“如果要

判断意大利的高等教育是否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

会的话，答案一定是否定的。”[13]意大利虽然经过了

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但如果考虑教育

获得和学生家庭经济社会条件的话，那些出生于弱势

群体家庭的子女仍然非常有可能延续教育获得上的

“弱势”境况，而家庭背景较为优越的孩子却仍然保

持了其相对稳定的优势。[12]这说明父代的教育层次和

家庭背景依然会显著影响子代的高等教育获得。 

英美两国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卓越的教育体

系，代际流动水平理应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实际的

情况怎样呢？首先看一下英国的情况，为了发展更有

竞争力的经济和促进社会流动，英国不断扩大高等教

育的规模。英国《卫报》2014 年 4 月 24 日报道，根

据最新调查，英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近 50%。[14]

但是这种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没有使得所有类型的

群体相同地受益。有学者利用 1970 年代、1980 年代

和 1990 年代的数据纵向考察了英国高等教育入学率

和高等教育获得的情况，结果发现高等教育的扩张并

没有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各个阶层之间平均分布，

相反，这种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却不相称地使得富裕

家庭的子女有了进入大学的更多可能。虽然在英国高

等教育扩张之前，富裕家庭子女的入学率也较高，但

这一举措实际上“并非有意地”使穷人和富人之间在

入学机会上的“鸿沟”拉大。[15]值得一提的是，一方

面是进入优质高校的门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却因为

“过度教育”而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文凭贬值”。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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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不同的父代地位对于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并探索

英美两国在这一点上的差异，有学者专门对此做了研

究。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两国对于受过良好教育

的从业者都有较高的需求，且获得高等教育和掌握特

定技能均能得到理想的市场回报，但高等教育在美国

对于增强代际流动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英国。[16]实际

上，与美国相比，英国父代与子代在职业联系上更为

紧密。 
而我们对美国的考察也发现，社会不公平使高等

教育获得和代际流动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特征。比如，

相较于美国的其他群体，非裔美国人往往被看作是被

“相对剥夺”的群体，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能否获

得较为良好的社会地位往往与其教育程度、职业、经

济上的独立和是否拥有住房有关。实际上，正如前文

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对这些与其社会地位息息相

关的因素稍加分析便可以肯定，这些都与一个人的教

育水平直接相关，毫无疑问，高等教育的获得有助于

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哈达韦(Hardaway C.R.)等人甚

至认为，由于就业和待遇歧视，教育程度或许是划分

或者判断非裔美国人社会地位的最为合适的指标。[17]

因为相对于其他的群体而言，他们往往得不到与其教

育程度匹配的工作机会和薪资待遇，所以，非裔美国

人要想获得与其他群体相同或者更优的工作和待遇，

提高教育水平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从这个角度来说，

高等教育的获得对于他们的意义远远高于其他的族裔

群体。因循这样的逻辑，非裔美国人为了让自己的孩

子进入大学，往往是倾其所能、倾其所有，父母们不

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使用了抵押贷款和住房

净值贷款，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

己的孩子进入大学，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并提升他们

的代际流动能力。实际上，这种情况以及背后的逻辑

也适用于中国的低收入家庭和广大农村的寒门子弟。 
不得不说的是，父代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会间接

地传递给子代，使得代际流动依然表现出明显的不公

平。一方面，以个体的社会交往网络和“关系”为主

要内容的社会资本在个体就业和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是

潜在和巨大的。实际上，社会资本已然成为促进个体

职业流动和增加个体流动机会的显著影响因素，高校

毕业生在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父母的职业和

社会关系对其就业和提高自身的教育回报功不可没。

以中国为例，2011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的高校

毕业生中，如果其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官员或者干

部，那么其不仅能够比其他的毕业生更快地找到工作，

并且工资收入也比其他人平均高出 15%。[18]另一方

面，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正在利

用其在户口、单位、关系和信息方面的优势，通过让

其子女出国接受更为优质的高等教育来完成下一代的

向上流动和“优势地位”的再生产。[19]事实上，当上

述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在无法进入国内一流大学且他

们又不愿意去国内二流、三流(相对而言)及专科、技

工院校接受高等教育之时，父代往往利用其关系和资

源将其子女送往国外的私立大学。而当他们在国外学

习完毕并且在国外工作几年之后回国时，因为这种国

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被冠以“海归”身份，而相对于

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来说，“海归”不仅更易受

到重视和重用，而且发展空间大，工资待遇高且晋升

机会多。 
 

五、结论与启示 
 

当我们在讨论个体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时，往往

将其分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依循这样的分类方式，

我们也可以将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简单地分成先赋因

素和自致因素。如果子代社会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父代的“条件”和资源这些先赋因素的话，

这样的社会被认为是不够开放的，也是不公平的。相

反，如果个人通过努力所获得的自致因素对其社会流

动有显著影响甚至决定性影响的话，这个社会就被认

为是相对开放和公平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解释高

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关系时常被使用的理论是

“OED 三角”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获得与

代际流动之间有着特定的机理关系和作用机制，并且

随着社会变迁和地区差异，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

流变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

获得依然被认为是个体通过努力“自致”而来的增强

个体社会流动能力的最重要因素，其在代际流动中的

功能是显著的。 
我们的研究同时发现：一方面，高等教育的获得

仍然具有相当的不公平性。这体现在：不但父代在地

位上的优势会显著影响子代的高等教育获得，而且因

为社会不公平使得高等教育获得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

征；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和高等教育功能的凸显虽然

使得父代不能直接将其地位上的优势传递给子代，但

是却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即通过影响子代的高等

教育获得，尤其是更为优质的高等教育的获得，变相

地影响了代际流动。所以，高等教育获得纵然是促进

代际流动和增加社会公平的有效机制，但其具有的隐

秘性的“继承性”的特点却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正处

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特定转型期，高等教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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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也体现了转型期具有的“过渡”

特点。总体而言，现阶段影响个体代际流动的因素具

有“复合型”特征，即除了个人因素之外，父代地位

和社会变迁等因素均会对特定个体的流动产生影响。

但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代际流动性显著较高，而代

际继承性持续降低，在 OED 三角关系内部，ED 关系

逐渐加强，OD 和 OE 关系持续减弱。 

依据上面的研究结果并结合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

获得与代际流动的现状，我们可以得到下述的启示：

第一，前文已经述及，教育投入对于个体高等教育的

获得影响巨大，而且一国的教育投入占其 GDP 的比例

越高，社会流动就更为通畅。实际上，最近十几年各

国都在持续提高教育支出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然

而，正如布兰登(Blanden J.)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注

意的是，“并非任何教育支出的相对增加都会对社会流

动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目前我们尚不明确这些钱如

何被花得更为有效。”[6]从这个角度讲，相对于教育支

出额度的单纯增加，资金流向和使用效率就显得更为

重要。 

第二，在教育公平的框架下谈高等教育获得机会

的相对平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这方面存在的城乡

差异，尤其是在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以及当前的

户籍制度改革尚处于探索期的情况下。此前有学者已

经分析和对比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城乡流动人口与

城市人口在教育获得尤其是高等教育获得方面存在的

差异，结果表明相对于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在教育获

得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厄和不便，城市人口的优势明

显。诚如这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当下最为紧迫的是要

正视影响教育获得的根本“力量”，因为这不仅决定了

教育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代际流动的不公平，而

且有助于社会地位低下的贫困人口以及流动人口获得

良好教育的机会。[20]所以，高等教育政策的设计必须

考虑城乡差异，创新性地通过多种方式扩展以农村学

子和流动人口子女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获得

机会。 
综上，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流动机制下，

无论是个体的高等教育获得还是代际流动的状态，父

代在经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还是会以直接或者间接的

方式影响子代的高等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我们期待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高等教育治理水平

的逐步提高，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拟合”高等教育获

得与代际流动在新时期的机制，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

作为促进代际流动和增强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的功

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政策导向意义是明

显的。 

 
注释： 
 

① 李煜认为每一种代际流动模式有着不同的特征或者表现。依据

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的特点是流动机会按照个人能力和

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第二种模式的特征是

代际流动的继承性，即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

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家庇护流动模式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

计而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或被赋予更多的流动机

会，或被剥夺相应的流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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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and reality 

 
WANG Chuhui, ZHU Yanlo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Obtaining higher education, by increasing individual’s cultural capital, becomes the key influential factor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lthough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is essay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obtain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s far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simple summary. That is to say, the mechanism or work logic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a complex system composed of 
many factors, and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nge, the mechanism has also been changing and show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certain era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obtainment, different degrees of relatively unfair traits are revealed in some major countries, while in China which is 
now undergoing social transition, the mechanism bears obvious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mechanism, policy design in our country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utility efficiency of 
educational investment, but also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obtaining higher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soc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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