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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性别差距现状的分析, 分别估算了城镇男性和女性的明瑟教育收益

率, 证实了城镇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结论。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差异、性别歧视、补偿性工资与

非货币收益以及社会分工是造成女性收入低于男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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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circumstance of income gender difference of Chinaps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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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现实与理论

在世界范围内, 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于男性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国也不例外。一些研究表

明, 我国城镇女性与男性收入水平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以城镇男性平均工资为 100, 则城镇女性

平均工资分别为: 1988 年 8414, 1995 年 8215[ 1] , 1990 年 7715, 1999年 7011[2] , 1991年 83195,
2000年81151¹

, 2004年77123[ 3] 。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是人力资本的差

异和对女性的歧视
[ 4~ 6]
。笔者认为还有其他的原因影响着我国城镇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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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力图对此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近年来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教育收益率存在性别差异。尽管有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¹ , 但是

对很多国家的研究都表明, 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当然, 由于受到经济、社会、教育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 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都是不断变化的。我国当前针对不同性别的教育收益率也

有了大量的研究, 除了侯风云
[ 7]
、陈良 和鞠高升

[ 8]
等少数学者的研究, 绝大部分研究结果也都

显示我国城镇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当前学者们的研究显示, 我国城镇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基

本处于 211% ~ 814%之间, 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处于 116%~ 1013%之间。从时间趋势看, 城镇

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从 1992年开始扩大, 但从 1998年开始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关于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 伍德霍尔 ( Woodhall) 认为可能在于女性参加工作人

数的比例低于男性, 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稀缺性相对高于男性
[ 9]
。这一解释适合发达国家,

但并不适合我国, 因为我国女性工作参与率比较高。多尔蒂 ( Dougherty) 认为, 一方面教育影响

女性的生产率, 这与对男性的影响一致; 另一方面教育改善了女性遭受的歧视与面临的环境, 并

且后者对男性和女性教育收益率差异的说明能力与前者几乎相同
[ 10]
。这一结论得到了我国相关

研究的支持。

国内很多学者都计算了不同性别的教育收益率, 但试图解释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形成原因的

文献并不多。有学者认为女性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性别收入差距较大,

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 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而受教育

程度较高者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本文将在讨论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他因素对男性和女

性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二、模型设置与数据来源

11模型设置
收入的性别差异并不完全是由于性别因素引起的, 其中还包括人力资本差异等其他因素造成

的影响。研究性别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 需要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明瑟 ( Mincer) 收入方程

是最常用的教育收益率估计方法, 通过修正该模型, 在模型中加入性别以及其他变量, 不仅可以

更准确地估计教育收益率, 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从而得出性别本身对收

入的影响。同时通过将样本按性别分类后回归, 可以分别得到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 从而比

较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诸建芳等控制了教育、工龄、地区和工作变换次数时得出城镇女性职

工的收入比男性职工低 1114% (数据调查时间为 1992年) º
[ 11]
。这一结果小于前面所有数据所显

示的城镇收入性别差距, 说明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时, 会高估收入的性别差异。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 本文在明瑟经典收入回归模型基础上进行扩展, 得到下面的模型:

lnyi = c + as i + b1 xi + b2x
2
i + ¼

M

k= 1
( gk1 l ki + gk2 l

2
ki ) + ¼

N- M

kc= 1
( ¼
p- 1

j= 1
D kcj ) + Li ( 1)

  其中, y i 为第 i 个样本的年收入, c 为常数项, Li 是误差项, s i 为第 i 个样本的受教育年

限, xi 为第 i个样本的工作经验, 文中教育年限的赋值方法如下文所示, 工作经验用工龄表示。

除教育和经验外, 本文总共考虑 N 个因素, 其中有 M 个连续变量, 有 ( N - M ) 个离散变量,

每一个离散变量用一组虚拟变量表示。 lk 表示第 k 个连续变量, D kcj表示第 kc个离散变量的第j

个虚拟变量, 该离散变量分为 p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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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性别虚拟变量的相关系数为- 01108, 女性= 1。要求得虚拟变量对收入的影响, 需要对其系数进行处理。此处采用霍尔沃
森和帕姆奎斯特的方法即虚拟变量系数的反对数减 1为该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变化。古扎拉蒂. 计量经济学 [ M] . 林少宫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518。下文同此。

伍德霍尔 ( Woodhall) 总结了九个国家不同性别的教育收益率, 得出女性教育收益率大约比男性低 2个百分点的结论, 但同
时伍德霍尔认为考虑到非货币收益, 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差距便没有原来计算的那么大, 见参考文献 [ 9]。



对于全部样本而言, 除教育和经验变量外, 该模型共包含 2个连续变量和 6个虚拟变量, 其

中连续变量分别为年龄和母亲教育年限, 而离散变量分别为性别、政治面貌、就业方式、迁移流

动、就业地区类型以及地区 ¹。正如前文所言, 每一个分为 p 类的离散变量都定义为 p- 1个虚

拟变量, 受篇幅所限, 本文不再一一列出。进行性别差异比较时, 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

工资收入决定因素, 将样本按性别分开, 然后用模型 ( 1) 分别进行回归, 当然这时模型会减少

性别这一个虚拟变量。

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除特殊说明外均来自 2005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CGSS)0。该调查共涉及我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 选取了 126个区、县级单位的 10000多名18~ 69岁成年人作为被访者, 收回

有效问卷 100371份。本文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了与个人收入和教育收益率相关的 15 个变量数据,

限定样本范围为年龄处于 20~ 59岁的城镇样本, 剔除收入的极端值以及未在业的样本等等, 最

终确定的有效样本数量为 2282个。

收入数据为 2004年个人总收入, 包括工资、各种奖金、补贴、股息等等所有收入在内。剔

除了部分极端值后, 年收入最大值为180000元, 最小值为200元, 城镇男性平均收入为 17443132
元, 比女性高 211 10%, 即城镇女性收入是男性的 82157%。

本文所采用的调查数据中, 小学到高中阶段有读完的最高年级数, 其教育年限便是该数值,

而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和自修的教育年限赋值为0年 º , 职高技校和中专赋值为 12年, 大专赋值为

15年, 本科赋值为 16年, 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 19年。计算得出城镇男性平均教育年限为 11153
年, 城镇女性为 11150年, 可见城镇女性和男性教育水平相差无几。CGSS还调查了就业人员的

/首职年份0, 我们可以据此生成用工龄表示的工作经验。

三、回归结果及讨论

本研究利用 Eviews510软件对模型 ( 1) 进行最小二乘回归, 结果如表 1所示。男性和女性模

型的可决系数 (调整的 R
2
) 表明, 该模型分别解释了男性和女性收入的 28162%和 39158%, 其

所列的影响因素对女性收入的解释力度高于男性。

全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即使控制教育和经验人力资本以及就业方式、家庭背景、地域等因

素的影响, 男性的收入依然比女性高出 26178% ( e
012373

- 1) (见表 1)。汉森和瓦尔伯格 ( Hansen

and Wahlberg) 认为最小二乘法会高估性别收入差距
[ 12]

, 本文证实了这一点。用收入的对数做因

变量, 性别和常数项做自变量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得出男性收入比女性高 27144% ( e
012425

- 1) ,

高于前文用实际平均收入计算得出的 21110%。所以实际上剔除其他影响因素后估计的收入性别
差距略有缩小。可见, 模型 ( 1) 包含的变量对收入性别差距有一定的影响, 但显然还存在其他

影响因素, 下文将从多个方面研究收入性别差距的形成原因。

从表 1我们还可以看到, 我国城镇总体教育收益率为 7121%, 其中男性为 6123% , 女性为

7149%, 城镇女性教育收益率比男性高 1114个百分点。通过与现有的文献进行对比可以看出,

本文教育收益率的估计结果处于一般偏高的位置, 并且本文估计的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也是比较

/合理0 的。本文将以收入性别差距原因为基础, 进一步研究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形成原因。

11收入的性别差距及其成因
本文认为, 男性收入高于女性可从以下 4方面进行解释: 人力资本差异、性别歧视、补偿性

工资和非货币收益以及社会分工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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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正规教育的收益率, 所以自修的教育年限也取值 0。
已经剔除了对男性和女性影响都不显著的父亲教育年限、父亲政治面貌和母亲政治面貌三个变量。



表 1  回归结果

变量
全部 男性 女性

相关系数 T 统计量 相关系数 T 统计量 相关系数 T 统计量

教育 010721*** 1412673 010623*** 1010611 010749*** 914740

经验 010035** 212032 ) ) 010129** 213222

性别 (男= 1) 012373*** 815075 ) ) ) )

年龄 ) ) ) ) ) 010147** - 213645

政治面貌 (党员= 1) ) ) ) ) 011523* 119283

母亲教育年限 010117*** 313392 ) ) 010162*** 310873

全职就业 019183*** 1116900 018155*** 713210 110303*** 911306

半职就业 014830*** 413403 013380** 211889 016396*** 319582

临时就业 015127*** 610512 014151*** 314429 015964*** 419298

省内迁移 012134* 119230 013163** 212614 ) )

跨省迁移 014222*** 411172 015515*** 413594 ) )

地级市 011468*** 410513 011467*** 311264 011644*** 219159

省会城市 012193*** 513630 012038*** 317504 012413*** 410360

直辖市 012457*** 515322 012123*** 316178 013243*** 419313

东部 013193*** 812147 013184*** 715490 012436*** 510671

中部 010712* 117418 ) ) ) )

常数项 C 711387*** 7318756 717322*** 6611862 713518*** 4116800

R2 013541 ) 012918 ) 014029 )

调整的 R2 013501 ) 012861 ) 013958 )

S. E. 016521 ) 016463 ) 016544 )

D- W 115950 ) 113665 ) 116626 )

F统计量 8817760 ) 5117002 ) 5614022 )

样本容量 2282 ) 1266 ) 1016 )

注: *** , ** ,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就业方式、迁移流动、就业地区类型和地区的省略组分别为: 未迁

移流动、务农、县城和西部。

表 2 形成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因素 项目 分析

人力资本差异 成因 男性更倾向于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培训、迁移的机会更多

结果 男性人力资本含量较高

性别歧视 成因 女性怀孕和抚养儿女、退休年龄较早; 长期存在的社会价值观

结果 女性就业机会少、工资水平低; 职业隔离, 女性进入管理层的机会小于男性

补偿性工资或
非货币收益

成因
 

男性从事的某些行业工作环境较差, 如采掘业; 女性集中的一些行业存在非货币收益, 例如教
育业有较长假期, 工作比较稳定

结果 男性获得补偿性工资, 女性获得非货币收益

社会分工 成因 社会分工要求女性照顾家庭

结果
女性生产性劳动时间减少, 工作时间常常被打断; 限制了女性从事某些工作, 例如出差频繁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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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分析了女性收入水平低于男性的主要原因, 但需要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 人力资本差异尤其教育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 但教育水平差异对收入性别差距的解

释力有限。全部样本用收入的对数做因变量, 性别、常数项和教育做自变量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得出男性收入比女性高 26195% , 低于不考虑教育时的 27144%。可见, 教育水平差异大约解释

了收入性别差异的 015个百分点。本文数据显示, 控制受教育程度后, 除了大学教育阶段, 其他

各阶段男性收入的绝对水平都高于女性 (见表 3)。当然除了研究生阶段, 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

女性的相对收入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

表 3 城镇不同教育阶段平均收入性别差距比较

教育阶段 男性 (元) 女性 (元) (女性B男性) * 100

全部 17443132 14403155 82157

未受正规教育 17066167 4073185 23187

小学 10424172 6779166 65103

初中 13342101 10332106 77144

高中等 16515190 13008182 78177

大专 22146169 18800139 84189

本科 26327152 29237136 111105

研究生 60266167 35333133 58163

第二, 迁移流动提高

了男性的收入水平。本文

样本中男性和女性迁移流

动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

7111%和 5161% , 男性迁

移流动比例高于女性 ¹。

同时, 表 1显示, 男性长

距离迁移会大幅增加收

入, 而迁移流动对女性收

入的影响则不显著。

第三, 现有研究表

明, 对女性的歧视主要表

现在女性进入管理层的机会远远小于男性, 另一个表现在于行业隔离, 女性集中的行业比男性集

中的行业平均收入低
[13~ 14]

。本文虽然没有证实行业性别隔离的存在, 但却说明了女性升迁机会

较小导致了职业性别隔离现象。

从2004年统计数据中各行业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排序看 º , 行业的收入水平与其教育人

力资本含量并不完全一致, 但并没有显示出女性相对集中的行业收入水平系统性偏低。相对于就

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而言, 金融业的收入水平偏高, 但该行业女性所占比例也比较高。

遗憾的是, 无论是人口普查数据还是历年的统计数据, 都缺乏各职业收入状况的相关信息,

本文的样本数据显示, 单位负责人的平均教育年限排名第六, 而收入水平排名第二, 收入明显偏

高。而这一职业男性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女性,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男性占了

单位负责人的 83125% , 这表明男性获得升迁的机会较多, 其中与对女性的歧视不无相关。

不仅如此, 刘等 ( Liu)
[ 15]

, 王美艳
[ 16]
和高梦滔、张颖

[17]
等学者试图分解歧视对性别收入差

距的影响, 虽然他们的研究结果差别较大, 但都显示出性别歧视确实对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

距有重要的影响。

第四, 表 1的回归结果显示,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就业方式都对收入有重要影响, 全职就业

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就业方式。本文样本显示, 即使控制教育水平, 除大专及以上阶段, 女性

全职就业的比例都小于男性 (见表 4)。但造成就业方式性别差异的原因, 可能既包含性别歧视,

又包含社会分工。

将社会分工的影响看作性别歧视的影响, 会高估性别歧视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女性在就业时

选择便于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行业 (如教育业) , 是正常的社会分工的结果, 也是实现家庭收益最

大化的决策选择, 从而不能看作是由于对女性的歧视造成的影响。

#17#

¹
º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5。其中平均教育年限按照 / 中国 2004年按行业分的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0 计算得出, 教育
年限赋值方法与前文相同。

本文样本只包括了不伴随户籍迁移的人口流动。



表 4  不同教育阶段全职就业比例性别比较

教育阶段
样本数 全职就业比例 ( % )

女性全职就业 女性全部 男性全职就业 男性全部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全部 810 1016 1050 1266 79172 82194 - 3121

小学及以下 29 72 39 80 40128 48175 - 8147

初中 181 254 258 344 71126 75100 - 3174

高中 340 417 433 505 81153 85174 - 4121

大专及以上 260 273 320 337 95124 94196 0128

  21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及其成因
前文的研究表明, 影响城镇收入性别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人力资本性别差异、性别歧视、补偿

性工资和非货币收益以及社会分工。虽然对城镇而言, 性别差异未必是影响总体收入性别差距的

重要因素, 但会造成教育水平与性别收入差距的负相关关系。所以, 本文认为造成我国城镇女性

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主要在于,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性别差异、性别歧视、补偿性工

资和社会分工对女性的影响都减小了 (见表 5)。

表 5  女性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原因分析 %

因素 项目 受教育程度较低者 受教育程度较高者

性别差异 成因 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主要从事脑力劳动

结果 性别差异存在一定影响 性别差异对收入的影响减小甚至消失

性别歧视 成因 见表 2
对女性替代性减小; 倾向于制度内就业, 受到国家男女平等

政策的保护

结果 女性受到较严重的歧视 女性受到的歧视减小

补偿性工资 成因 见表 2 男性和女性工作环境都比较好

结果 男性获得补偿性收入 对男性的补偿性工资不复存在

社会分工 成因 见表 2 女性减少生产性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结果 女性减少劳动时间 女性与男性的工作时间差别越来越小

根据 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56 数据, 2004年城镇就业人员职业构成显示, 小学及以下受

教育程度者, 42%以上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而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中 46%以上为

专业技术人员。显然, 后者为脑力劳动, 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较小。虽然缺乏宏观数据, 但本文

的微观数据显示,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女性在国有部门就业的比例提高, 小学及以下、初

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样本中, 女性在国有部门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4163% , 9145%, 17151%和
22134%。影响教育收益率的另外两个原因具有自明性, 不再赘述。

四、结论

本文回归结果显示, 即使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国城镇男性的收入依然比女性高大约 1P4,
性别收入差距比较大。其中的原因除了普遍认同的人力资本差异以及性别歧视外, 本文认为补偿

性工资差异、非货币收益和社会分工也是导致收入性别差距的原因。性别歧视方面, 本文研究证

实了存在职业性别歧视, 而没有证实行业隔离的存在。

同时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城镇教育收益率依然偏低, 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当然, 这一结

果是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得出的, 考虑到非货币收益, 或者说教育对收入的间接影响, 例如就

业方式和就业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与教育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实际都应该

高一些。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脑力劳动逐渐取代体力劳动从而女性天生体力方面的弱势得以弥

补, 女性受到歧视的程度以及社会分工对女性就业的影响降低, 总体工作环境较好从而男性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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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性工资几乎不复存在, 女性的工作时间相对增加。这些因素都导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镇女性

和男性收入差距更小, 从而城镇女性教育收益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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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论
从总体上看, 在有成员流动的农民工家庭

中, 已婚女性流动的比重高于留守者, 已婚女

性流动滞后只是存在某些年龄段或某些地区。

除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分工和经

济动机影响已婚女性的流动外, 社会网络和当

地对外出的支持系统对已婚女性的外出具有重

要影响。

目前留守女性的绝大部分仍是务农。约

2P3的流动女性参与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 所

从事的行业和参与方式显示她们的就业呈现边

缘化特征。已婚女性的个人收入虽然低于男

性, 但相对留守农村而言, 也很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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