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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心提供本研究所用数据'

农村儿童的早期健康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基于
()*)

年
-WZ>

数据的研究

孙
!

旭!郑
!

磊

!摘
!

要"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因素!其中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两大方式"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滞后!贫穷在多种途径上影响着儿童的健康状况!且对认知能力发展产生了潜在影

响"本研究以出生体重作为儿童早期健康的衡量标准!基于
()*)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

-WZ>

)数据!采用
\D>

回归和工具变量法!探讨了农村儿童的早期健康状况对

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出生体重对农村儿童认知能力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尤其是字词能力"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可能是$(

*

)父母倾向于将更多的家庭资源分配

给健康状况更好的孩子'(

(

)出生低体重儿童过多的医药费用挤占了教育支出'

(

!

)健康状况欠佳影响了学校教育产出"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早期健康状况'教育'出生体重'认知能力

一+引言

()*I

年!中国
KRZ

总量首次突破
+)

万亿元大关!居世界第二位'然

而!在庞大的经济总量背后!中国经济的内涵式发展仍然面临着贫富差距拉

大+劳动力紧缺+城乡发展差异大等诸多挑战!存在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风险'在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必须从资源投入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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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方式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其中!人力资本是实现这一转型

的关键要素'

舒尔茨曾提到人力资本就像一条由教育+在职培训和健康所哺育的河流'

人力资本投资是指能提高人的知识+技能以及影响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

所付出的成本'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可以提高工作生产

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舒尔茨!

*,,)

%'

然而!农村贫困地区长期以来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成为制约地区发展的

关键因素'经济发展落后带来的贫穷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儿童的健康状况'

虽然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城乡间的医疗

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已有研究表明!城市的医疗卫生条件和设施远远好于

农村!农村贫困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显著高于城市$张晓波!

())!

%'由斯坦福

大学
W>P

问题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农业

政策研究中心共同组成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

:2JZ

%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健

康调查项目!对西部贫困地区的儿童营养状况进行随机干预实验!发现儿童

贫血在西部农村地区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

学习生活$

D8$;91%&

!

()*(

%'此外!另一项调查显示视力不良会影响学生的

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

V/

!

;91%

!

()*"

%!而心理健康问题则是学生辍学的重

要原因$

T10

G

!

;91%

!

()*"

%'

健康是儿童参与教育生产活动的重要基础!具有保障教育生产的重要作

用'出生体重作为儿童早期健康状况的衡量标准$

-8NN/;

!

()),

%!既反映了

父母的遗传基因状况!也反映了胚胎期的家庭健康投资水平!是儿童入学+

完成学业的重要基础!影响成年后的健康发展与未来产出'健康生产函数表

明!先天的能力禀赋与后天的健康投资是影响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

J%4$07

!

())H

%'赫克曼等人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框架!提出健康发展模型(从怀孕到成

年!个体经历着能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

U;3X410

!

())I

&

-80.1107

U;3X410

!

())I

%'在这一过程中基因+环境和投资等因素相辅相成!健康

存量+投资水平+环境特征和父母特征共同影响孩子的健康水平'巴克指出!

后天环境条件对健康水平的影响并不是平均分布在生长的每个阶段!越是早

期的生命阶段!由于人的生长发育迅速!对未来健康状况的影响越大

$

B1NX;N

!

*,,+

%'基于此!他发展出"胚胎起源说#!即胚胎在子宫内缺乏足

够的营养!将会导致新生婴儿低体重'低出生体重预示着不良的早期健康状

况!加大婴儿死亡的风险!造成大脑功能障碍+神经功能损害等问题$

U13X

!

;91%

!

())(

&

Z;N%410

!

())(

%!成年后得慢性病的概率更高$

B1NX;N

!

;9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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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在知识经济时代!终身学习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各种教育机会受

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教育是一种长期投资!具有稳定的未来收益'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生命周期的延长将提高任何时期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

死亡率和发病率越低!则预期寿命越长!为更多的教育需求提供了额外的刺

激!激发了个人投资教育的热情!使教育投资在更长的时期内获得不断增长

的未来收益'

随着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

重要的研究主题'健康作为教育的非市场化收益!一直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而健康对教育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但是!国内仅有的少数研究停留在教育

和健康的相关性上$王东宇!

())!

&杨红英!

())A

%!很少有学者基于大规模

的调查数据讨论两者的因果关系'认知能力是接受教育的发展结果之一!儿

童的早期健康状况是否如理论预测的那样!会影响今后的认知能力发展水平.

本文基于胚胎起源说+健康能力发展模型等理论基础!利用
()*)

年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

-WZ>

%的相关数据!采用
\D>

回归和工具变量法!探讨农村儿童

早期健康状况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出生体重是早期健康状况的一种衡量指标!是胚胎期家庭健康投资水平

的重要体现'低出生体重是新生儿不良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新生儿刚出生

时!医生都会测量出生体重作为衡量胚胎期健康状况的标准'已有研究表明

出生体重对后期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U13X

!

;91%

!

())(

&

Z;N%410

!

())(

%'不同体重的婴儿所面临的死亡风险存在较大差异'以
*,,H

年美国新

生儿的婴儿死亡率为例!出生体重大于
("))

克的婴儿死亡率较低!约为

(&IIl

&相比之下!出生体重在
*"))@("))

克之间的婴儿死亡风险更大!约

为
*I&A"l

&而出生体重低于
*"))

克的婴儿死亡率最高!约为
(",&!"l

$

-$0%;

O

107B;00;99

!

())*

%'巴克等人调查了英国赫特福德郡
*,**@*,!)

年出生的一部分婴儿的出生体重!然后追踪一年后他们得缺血性心脏病死亡

的概率!从而预测出生体重与未来疾病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小于等于
*+

磅

的一岁婴儿死亡率是大于等于
(I

磅一岁婴儿的
!

倍$

B1NX;N

!

;91%

!

*,+,

%'

尽管有很多研究表明出生体重和个人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果之间具有某种

关系!但是此类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内生性问题!如遗漏变量造成的偏

误'其中!基因是一个重要的遗漏变量'它代表了每个人先天遗传的能力和

水平!在一般的研究设计中很难测试出每个人的基因情况!但基因往往同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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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儿童的健康状况和未来的发展结果$比如(教育获得+成绩+认知能力等%'

为了解决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很多学者采用双胞胎数据来研

究出生体重与未来教育成就的因果关系'双胞胎具有相同的生长环境和家庭

背景!采用双胞胎数据可以减轻基因+生长环境和家庭背景对研究结果的干

扰'贝尔曼和罗森茨维格利用
*,,A

年明尼苏达州的调查数据!抽取其中的

+)A

个女性双胞胎样本!研究发现出生体重较高的女孩相对于出生体重更轻

的姐妹将会获得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成年身高'如果不控制基因和家庭背景

的影响!这种效应就被低估了
")M

'同时!研究发现用父母受教育水平和父

亲收入这些衡量家庭背景的变量来减少异质性问题!效果并不明显$

B;.N410

107:$5;0b=;/

G

!

())A

%'罗耶运用加利福尼亚州
*,H)@*,+(

年间
!)(+

个女

性双胞胎样本的出生数据!发现出生体重对婴儿死亡率有一定影响!出生体

重每增长
())

克可以增加
)&)A

年的受教育年限$

:$

O

;N

!

()),

%'布莱克等人

利用挪威
*,HI@*,,I

年出生的人口数据!选取其中的
!!!HH

个双胞胎样本!

研究发现出生体重增长
*)M

将会导致完成高中的可能性增加
*&(M

!未来的

收入提高
*M

'对于男性来讲!出生体重增长
*)M

会使得身高增加
)&!M

!

智力水平提高
*&*M

$

B%13X

!

;91%

!

())I

%'奥雷普卢斯等人采用加拿大
*IA(

对双胞胎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出生体重对
*(

年级的标准语言艺术测试分数有

较小的影响!低出生体重会降低
*I

岁儿童完成
*(

年级学业的概率

$

\N;$

?

$8%$5;91%&

!

())+

%'

除此之外!有些文献选取一些与出生体重相关!但与基因不相关的因素

作为工具变量'林明仁和刘锦添选用台湾人口出生调查数据和高中入学成绩!

其中包括
III(

对双胞胎!研究发现出生体重与成绩密切相关!出生体重每增

加
*))

克!成绩提高
)&!@)&+

分'他们进一步将个人出生时所在县的公共健

康财政预算与当地医生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与双胞胎数据和
\D>

回归得到的结果大体一致$

D/0107D/8

!

()),

%'巴雷卡将美国每个州的年平

均气温作为疟疾爆发程度的工具变量!研究早期得疟疾对儿童成长后期教育

获得的影响$

B1NN;31

!

()*)

%'李芸选取地区粮食产量的波动作为儿童早期健

康状况的工具变量'

()

世纪
,)

年代!贫困农村地区仍然以粮食生产作为家

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粮食产量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与气候等自然条件

有关'食物的获得成为影响儿童健康状况的关键因素$李芸!

()),

%'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
()*)

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共包含全国
*A,H)

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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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H))

名成人和
+,,)

名少儿$谢宇等!

()*A

%'为获得儿童父母+家庭成员及

家庭关系的相关情况!本研究将
()*)

年
-WZ>

少儿库和家庭库合并!选取其

中
*)@*"

岁的农村儿童作为研究对象'

,科尔曼报告-提出学生个体特征+父母和家庭情况+学校资源及师资水

平+同伴和社区环境是影响教育生产过程的主要因素!决定学生的教育获得

及教育成就'本文基于
K%;==;

$

())"

%和李芸$

()),

%的教育生产函数!来建

构儿童认知能力的生产函数模型如下(

!

'

e

(

)

f

(

*

@

'

f

(

(

;"'*3

'

f

(

(

V%7'*

I'

f

(

A

8."((*

'

f

&

'

$

*

%

其中!因变量
!

'

为儿童的认知能力测试分数"

'

()*)

年的认知能力测试

包括字词测试和数学题测试两部分!考察字词能力和计算能力!是根据中小

学教科书设计的$谢宇等!

()*A

%!比较符合晶体智力的范畴$

T;/5Y;N

G

107

:;;<;5

!

()*!

%!即通过接受教育和日常生活经验而获得并长期贮存在记忆中

的知识和技能$李汪洋!

()*I

%'

自变量中
@

'

为儿童早期健康状况的衡量指标***出生体重'

;"'*3

'

是

指儿童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年限和开始说话的月龄!

其中开始说话的月龄是衡量儿童先天认知水平的重要标准$

K$0

G

;91%&

!

()*H

%'

V%7'*

I'

为家庭特征!衡量父母基本情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父

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情况!主要包括母亲生育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

人均收入+家庭规模+家庭教育环境是否良好以及父母不与孩子住在一起的

连续最长时间'由于不同年龄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同!儿童认知能力的发

展水平也会存在差异$

D/0107D/8

!

()),

%!因此本研究选取母亲生育年龄作

为其中一个控制变量'家庭规模主要用来衡量家庭人口数!面临同等资源约

束的情况下!家庭成员越多!对个体占有的资源会形成一种竞争'家庭教育

环境是否良好是调查者根据受访家庭的实际情况!结合访谈和调查过程中对

家庭整体教育环境的理解!判断父母是否关心孩子的教育情况'父母不与孩

子住在一起的连续最长时间则表示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

8."((*

'

表示儿童所

在学校的类型'

然而!认知能力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除外部环境外!认知能

" ()*)

年
-WZ>

中认知能力测试的对象为
*)

岁及以上的个人长问卷受访者!测试

分为字词测试和数学题测试两部分!主要考察字词能力和计算能力'字词测试主要为识

字题!题目由易到难排序!答对的最后一道题的题号即为最终得分'根据被调查对象的

最高学历不同!提问起点也会不同(小学及以下学历从第
*

个字开始&初中学历从第
,

个

字开始&高中或以上学历!从第
(*

个字开始!连续
!

道题回答错误!测试终止'数学测

试题由易到难!最终答对的题号即为认知能力测试分数$谢宇等!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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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受到父母遗传基因的影响'同时!基因又会影响个体的出生体重!这就

使
\D>

回归中包含了基因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从而高估了出生体重对认

知能力的影响!造成遗漏变量的内生性偏误'但众多调查数据中关于基因+

能力方面的信息并不完善!这些内容很难通过数据进行测量'为此!本文采

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探究出生体重对农村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

已有研究大都选取一些外部的自然事件+未曾预测的健康政策以及地区

的某些特征作为工具变量'由于这些事件+政策或特征具有外部性+随机性

和偶然性!不受个体因素影响!受政策影响和未受政策影响的群体之间教育

成就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外部因素的变化!满足外生变量的条件'本文选取家

到最近医疗点的时间作为出生体重的工具变量'已有研究指出!家到最近医

疗点的时间是衡量社区医疗服务可得性的重要标志!影响家庭接受医疗服务

的情况!进而影响儿童的出生体重$

S10

!

;91%

!

()*A

%'

表
!

!

变量的基本信息

变量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计算能力 标准化后的分数
@I&"+2@), * @(&A!( (&,"*

字词能力 标准化后的分数
H&H)2@), * @(&,*, *&I,!

出生体重 单位(千克
!&*(! )&A+H *&))) H&A))

性别 男性
e*

!女性
e) )&")( )&")) ) *

年龄
*)@*"

岁
*(&"A+ *&I(" *) *"

民族 少数民族
e*

!汉族
e) )&**, )&!(A ) *

受教育年限
)@*(

年
"&,IA (&)!H ) *(

开始说话的月龄 单位(月
((&)*" +&+AI +&)I! ")&)I*

母亲生育年龄 单位(岁
("&IH" A&("" *,&))! !,&!"I

父亲受教育水平

文盲0半文盲
e*

!小学
e

(

!初中
e!

!高中0中专0

技校0职高
eA

!大专
e"

!

大学本科
eH

!硕士
eI

!

博士
e+

(&!A) )&,A) * H

母亲受教育水平 同上
*&,)( )&++, * "



H)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续表

变量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
+&*I" )&,)) *&+,I **&H,+

家庭教育环境

是否良好

十分同意
e*

!同意
e(

!

中立
e!

!不同意
eA

!十

分不同意
e"

(&I)* )&I() * "

家庭规模 单位(人
"&)*H *&"!( ( ,&+HI

父母不与

孩子住在一起

的连续最长时间

单位(周
!&A*, *)&"H" ) A+

是否为重点学校
重点学校

e*

!非重点学

校
e)

)&)(I )&*H( ) *

本文将数据中"不知道#+"不适用#和"拒绝回答#的情况处理为缺失值'

将缺失数据小于
"M

的变量视为完全随机缺失!删除含有缺失值的样本个体'

而出生体重的缺失值占总样本的
"M

以上!且存在缺失值的样本群体与不存

在缺失值的样本群体之间在认知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

e)&))*

%!并不是完

全随机缺失'为此!本文选取母亲生育年龄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变量!对出

生体重的缺失值进行回归填补'

此外!受教育年限+开始说话的月龄+母亲生育年龄和家庭规模等变量

存在部分极值'本文样本的年龄为
*)@*"

岁!而个别样本的受教育年限为

*"

年!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进行删除'其余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根据变量

的实际情况!用样本均值
*&"

倍或
!

倍标准差的数值替代超过均值
*&"

倍或
!

倍标准差的个体'已有研究提到若出生体重低于
)&"

千克或高于
I

千克!可

能是由测量误差产生的极值$

D87=/

G

107-8NN/;

!

()*)

%!而本文样本的出生

体重均在正常范围内!不存在极值情况!由此共得到
(A)"

个样本'

四+农村儿童早期健康状况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我们首先采用
\D>

回归!研究出生体重对认知能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具

体结果见表
(

'

根据经验性原则可知!自变量中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
X/V

%

*)

!平均方

差膨胀因子
X/V

明显大于
*

才会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为此!对模型
*

进

行检验!得到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
X/Ve(&A(

!平均方差膨胀因子
X/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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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由表
(

可知!计算能力的
9

值
e)&)I(

!在
*)M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字

词能力的
9

值
e)&)))

!在
*M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农村儿童的出生体

重与认知能力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

的情况下!出生体重每增加
*

千克!儿童的计算能力分数提高
)&)""

分!字

词能力分数提高
)&*"!

分'

表
&

!

YMI

及工具变量法#

>Z

$的回归结果

变量
YMI >Z

计算能力 字词能力 计算能力 字词能力

出生体重
)&)""

-

)&*"!

---

)&H(" *&*+,

--

$

)&)!*

% $

)&)!H

% $

)&A"*

% $

)&"IH

%

性别
@)&))( @)&()"

---

@)&)"+ @)&!)+

---

$

)&)(+

% $

)&)!!

% $

)&)"A

% $

)&)H,

%

年龄
)&(*+

---

)&*A(

---

)&(!A

---

)&*I(

---

$

)&)*"

% $

)&)*H

% $

)&)*+

% $

)&)(!

%

民族
@)&*"*

---

@)&!IA

---

@)&*AI

---

@)&!HA

---

$

)&)"*

% $

)&)"I

% $

)&)A+

% $

)&)H*

%

受教育年限
)&*IH

---

)&*!I

---

)&*H"

---

)&**"

---

$

)&)*A

% $

)&)*A

% $

)&)*"

% $

)&)*,

%

开始说话的月龄
@)&))A

--

@)&))"

---

@)&))( @)&))*

$

)&))(

% $

)&))(

% $

)&))(

% $

)&))!

%

母亲生育年龄
@)&))H @)&))I

@)&))I

-

@)&)*)

--

$

)&))!

% $

)&))A

% $

)&))A

% $

)&))"

%

父亲教育水平
)&)A(

--

)&)+(

---

)&)() )&)AA

$

)&)*I

% $

)&)()

% $

)&)(A

% $

)&)!*

%

母亲教育水平
)&)IH

---

)&)+H

---

)&)HA

---

)&)HA

--

$

)&)*I

% $

)&)()

% $

)&)(*

% $

)&)(I

%

家庭人均收入
)&)!I

--

)&)*A )&)(( @)&)*!

$

)&)*+

% $

)&)*,

% $

)&)(*

% $

)&)(I

%

家庭规模
@)&)!)

---

@)&)HA

---

@)&)*+ @)&)A(

--

$

)&)**

% $

)&)*(

% $

)&)*A

% $

)&)*+

%

家庭教育环境

是否良好

@)&),I

---

@)&**"

---

@)&),"

---

@)&**(

---

$

)&)()

% $

)&)(!

% $

)&)(*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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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续表

变量
YMI >Z

计算能力 字词能力 计算能力 字词能力

父母不与孩子住在

一起的连续最长时间

@)&))* )&))) @)&))( @)&))(

$

)&))*

% $

)&))(

% $

)&))(

% $

)&))(

%

学校类型
)&*H(

---

)&*H"

-

)&**! )&)II

$

)&)H*

% $

)&)+,

% $

)&*))

% $

)&*(+

%

常数项
@!&+"+

---

@(&"))

---

@"&",+

---

@"&H+"

---

$

)&(I,

% $

)&!)(

% $

*&A)"

% $

*&I,!

%

样本量
(A)" (A)" (A)A (A)A

!!

注(

*&

---

(

9

#

)&)*

!

--

(

9

#

)&)"

!

-

(

9

#

)&*

'

(&

括号内为标准误'

接下来!我们进行工具变量估计'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家到最

近医疗点的时间#对内生解释变量"出生体重#的回归系数为
@)&))(

!在
)&)*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到最近医疗点的时间与出生体重之间具有很强的相

关性'

我们进一步进行了内生性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在字词能力测试方面!

T8aU185410V

检验的
9

值为
)&)!AA

#

)&)"

!表明
\D>

模型确实存在内生

性问题'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V

值
e**&I!

%

*)

!说明工具变量家到最近医疗

点的时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工具变量'而计算能力测试的内生性检验并不

显著'

然而!此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两个前提假设***从母亲怀孕到现在!家庭

居住地没有发生过变化!且房屋的住址具有随机性'本文数据仅包含
*,,"@

()))

年出生的农村儿童样本!农村家庭的房屋大都是继承而来!在房屋选址

和建造的时期!大部分农村的医疗设施较差!医疗服务水平较低!很少有家

庭去考虑房屋与医疗诊所的距离!因此农村家庭住址具备一定的随机性'同

时!与城市相比!农村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思想更加保守!"重

土安迁#的观念更强'

()

世纪
,)

年后期!人口迁移的情况并不普遍!即使少

数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的家庭住址依旧不变!大都世代传承居住于此!很少

搬家'因此!基本可以认为这两个前提条件在本文的样本中是满足的'

工具变量估计表明!出生体重对字词能力分数的回归系数为
*&*+,

!在

)&)"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农村儿童的出生体重与字词能力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向因果关系!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生体重每增加
*

千克!

儿童的字词能力分数提高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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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有研究提到出生体重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可能是一种非线性

关系'当婴儿的出生体重在
*"))@!"))

克时!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

B%13X;91%&

!

())I

%!而出生体重大于
!"))

克后!两者的线性关系并不显著'

这说明出生体重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更集中在出生体重较低的群体中!如

一个出生体重
("))

克的婴儿!增加
*))

克体重所带来的收益比出生体重为

!"))

克的新生儿增加
*))

克所获得的收益更大'

根据相关学科的定义!婴儿的出生体重小于
(&"

千克是低出生体重$

D/0

107D/8

!

()),

%!大于
(&"

千克才是正常的情况!但出生体重过大也会出现

发育不良的情况'本文根据出生体重分为三组(低出生体重组$小于
(&"

千

克%+正常出生体重组$

(&"@A&"

千克%和高出生体重组$大于
A&"

千克%!进

一步研究三组样本的认知能力发展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经方差分析得知!

三组的计算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字词能力差异较大!正常出生体重组整

体情况最好!低出生体重组字词能力最差'根据已有文献可知!当婴儿的出

生体重在
*"))@!"))

克时!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更加显著$

B%13X

!

;91%

!

())I

%'接着!本文选取出生体重小于
!&"

千克的样本!数量为
(*!)

个!进

行
\D>

回归和工具变量估计'

表
,

!

YMI

及工具变量法的分析结果#出生体重小于
,Q#

千克$

变量
YMI >Z

计算能力 字词能力 计算能力 字词能力

出生体重
)&)!" )&*+H

---

*&(+H (&!(I

-

$

)&)AH

% $

)&)"*

% $

*&))H

% $

*&!"A

%

性别
@)&))( @)&(*!

---

@)&)", @)&!*(

---

$

)&)!*

% $

)&)!"

% $

)&)",

% $

)&)I,

%

年龄
)&(),

---

)&*A)

---

)&(!*

---

)&*I+

---

$

)&)*H

% $

)&)*I

% $

)&)(A

% $

)&)!(

%

民族
@)&*AI

---

@)&!,)

---

@)&*"A

---

@)&A)*

---

$

)&)""

% $

)&)H)

% $

)&)"I

% $

)&)IH

%

受教育年限
)&*+"

---

)&*A"

---

)&*HH

---

)&**(

---

$

)&)*"

% $

)&)*"

% $

)&)(*

% $

)&)(+

%

开始说话的月龄
@)&))!

-

@)&))"

---

@)&))* @)&))(

$

)&))(

% $

)&))(

% $

)&))!

% $

)&))A

%

母亲生育年龄
@)&))H

-

@)&))+

-

@)&))+

-

@)&)*)

-

$

)&))A

% $

)&))"

% $

)&))"

%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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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续表

变量
YMI >Z

计算能力 字词能力 计算能力 字词能力

父亲教育水平
)&)(" )&)H!

---

@)&)*A @)&))(

$

)&)*+

% $

)&)(*

% $

)&)!+

% $

)&)"*

%

母亲教育水平
)&)+(

---

)&),,

---

)&),*

---

)&**A

---

$

)&)*,

% $

)&)((

% $

)&)(A

% $

)&)!(

%

家庭人均收入
)&)A)

-

)&)** )&)*I @)&)(+

$

)&)(*

% $

)&)()

% $

)&)(+

% $

)&)!+

%

家庭规模
@)&)(,

--

@)&)H!

---

@)&)(A

-

@)&)"!

---

$

)&)*(

% $

)&)*!

% $

)&)*!

% $

)&)*+

%

家庭教育环境

是否良好

@)&**+

---

@)&*!)

---

@)&**,

---

@)&*!(

---

$

)&)((

% $

)&)("

% $

)&)(H

% $

)&)!"

%

父母不与孩子

住在一起的连续

最长时间

@)&))) )&))) @)&))* @)&))*

$

)&))(

% $

)&))(

% $

)&))(

% $

)&))!

%

学校类型
)&*"+

--

)&*A) )&)+! )&)*(

$

)&)H+

% $

)&),+

% $

)&*(,

% $

)&*I!

%

常数项
@!&HH+

---

@(&A+I

---

@I&!("

--

@+&IHI

--

$

)&!*H

% $

)&!AA

% $

(&,H(

% $

!&,++

%

样本量
(*!) (*!) (*(, (*(,

!!

注(

*&

---

(

9

#

)&)*

!

--

(

9

#

)&)"

!

-

(

9

#

)&*

'

(&

括号内为标准误'

由表
!

可知!在出生体重小于
!&"

千克样本中!随着出生体重的增加!

儿童的字词能力有显著提升!出生体重每上升
*

千克!字词能力分数提高

)&*+H

分!这一效应大于表
(

全样本模型中的估计系数$

)&*"!

%'而出生体重

大于
!&"

千克的组别中!出生体重与字词能力的线性关系并不显著'由此进

一步验证了农村儿童的出生体重与认知能力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工具

变量估计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正经历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型的关键期!如何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是目前的关键问题'在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本投资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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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社会转型的必然出路'健康是创造生产力的前提和保障!身体是人们思想

进步+知识传承与行为技能的载体!体力是衡量薪金的重要标准'良好的健

康状况可以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们的工作时间和寿命!提高劳动者的生

产效率!保证人力资源的质量$贝克尔!

())I

%'

本文基于
()*)

年
-WZ>

数据!探讨农村儿童早期健康状况对认知能力的

影响作用!通过
\D>

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低出生体重的农

村儿童早期健康状况相对较差!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对

儿童字词能力的影响较大'那么!农村儿童早期健康状况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机制又是怎样的. 我们认为!这可能与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偏好+子

女医疗健康支出与教育支出的替代关系以及儿童健康水平对学校教育活动的

直接影响有关'

首先!在农村多子女家庭中!在面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父母对子女的

人力资本投资受儿童能力+生命周期+突发事件及未来社会发展状况等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刘宓凝!

()*)

%'当儿童的健康状况+先天智力存在差异!家

庭面临一定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父母会根据孩子的先天健康状况考虑家庭内

部资源的分配'如果父母更加讲求公平!那么他们会将更多的家庭资源投给

先天健康状况较差的孩子!以弥补他们的先天不足'罗耶利用美国的数据发

现!父母更倾向于补偿那些先天条件差+出生体重较低+健康状况较差的孩

子$

:$

O

;N

!

()),

%!父母会对这些出生体重较低的孩子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

投资!这被称为"补偿效应#$

Q3K1NN

O

107>3.$;0/

!

*,,I

&

Q3K1NN

O

!

*,,,

&

2N4/53.107WN103;53$0/

!

()))

%'如果家庭面临非常强的预算约束!父母可

能会考虑孩子未来的发展潜力!把更多的家庭内部资源投给健康状况更好的

孩子$

D/0107D/8

!

()),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

善!大部分家庭沿袭着"养儿防老#的传统!父母出于对未来养老的考虑!会

将家庭有限的资源投给身体更加健康+更有发展潜力的孩子!认为身体健康

的孩子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养老服务!以满足自身的养老需求!这被称之

为"支持效应#或"强化效应#$

:$5;0b=;/

G

107_.10

G

!

()),

%!这与美国的情

况恰好相反$

-8NN/;

!

()),

%'

其次!过多的医疗保健支出会挤占教育投资'低出生体重的孩子!短期

内容易患各种疾病!长期来看身体素质会受到影响!后期生活容易遇到各种

健康问题$

-$0%;

O

!

;91%

!

())!

%!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医疗保健服务!

花费更多的健康医疗费用'有研究表明!儿童的出生体重从
()))

克开始算

起!每增加
A")

克将会节省
*))))

美元的住院医疗费用$

J%4$07

!

;91%

!

())A

%'健康状况越差的孩子!经常容易生病住院!需要更多的医疗保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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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家庭面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孩子的医疗保健和营

养卫生方面!父母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到孩子的身体健康上!对健康状况的

关注更多!对教育投入的关注较少$李芸!

()),

%!不断增加的医疗保健支出

又会挤占教育投资的数量$

-$0%;

O

!

;91%

!

())!

%!从而影响教育获得+教育

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不利于认知能力的发展'

再次!身体健康是学生正常参与教育生产活动的基础'已有研究表明营

养不良对儿童的学业表现+出勤情况具有重要影响$

-8;9$

!

())*

&

B=/Y$107

';84100

!

())!

&

Q;07;b107J71/N

!

*,,,

%'出生低体重的儿童!更有可能

出现频繁生病+免疫力低+身体素质差等状况!这将导致学生上课精神不集

中+课下不能及时完成作业!当生病严重时还要请假+旷课!甚至辍学!减

少学生的教育时间投入!影响学习效率+学习质量+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等!

阻碍认知能力的发展'

由于本文的数据无法直接检验上述影响机制!因此还需要更多的后续研

究讨论早期健康状况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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