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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总收入与城乡居民

高等教育选择行为

李明桥

!摘
!

要"在放弃考高人数逐年增加的背景之下!本文从预期总收入视角研究了居民

高等教育选择行为"研究发现$首先!高等教育与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相对大小

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低于非高等教育!后期则高于非高等教育"

其次!流动性约束影响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收入水平越高#借贷成本越低#流

动性约束越小#居民关注预期总收入的时间跨度越大!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越

强"再次!高等教育回报率也会影响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高等教育回报率越高!

高等教育与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相对大小的临界年龄越小!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

意愿越强"最后!非高等教育居民的工资水平也对高等教育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在

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背景之下!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随之上升!使得预期总

收入相对大小的临界时点越大!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越小"

!关键词"预期总收入'高等教育'选择行为

一+引言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在宏观层面上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快技术

进步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续继和宗庆庆!

()*H

%'

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始于
*,,,

年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行为!招生规模从

*,,,

年的
*H)

万人飙升至
()*"

年的
I))

万人'一方面!高校扩招降低了高

校入学门槛!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平民化&另一方面!快速扩张

的高等教育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在激

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部分高校毕业生学历水平高于其就业岗位的要

求!这就是所谓的过度教育问题'李骏$

()*H

%研究发现!高学历过度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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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显著低于适度教育者!这表明高校毕业生的预期收入并不诱人'

在此背景下!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欲望不如高校扩招之前'扩招之前

劳动力市场上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大于供给!使得高校毕业生具有较高的预

期收入!从而导致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欲望较高!不存在居民对高等教育

选择行为'而如今!居民在权衡利弊基础之上决定是否需要高等教育'例如!

()*A

年大约有
*))

万学生放弃高考!而当年出国留学人数不到
()

万!这表

明放弃高等教育选择就业的人数高达
+)

万人!其中农村学生占绝大多数!更

值得关注的是弃考人数以每年接近
*)

万的速度在增加$沈念祖!

()*!

%'农村

学生放弃高考!意味着城乡人均受教育水平差距会增大!这导致的后果如图

*

所示'该图是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WZ>

%数据绘制出的居民对数工资收

入分布图'一方面!如图所示大专及以上学历收入分布更加偏右!表明大专

以上学历居民人均工资收入更高&另一方面!大专以下学历居民收入分布更

加离散!表明大专以下学历居民组内收入差距更大'因此!农村学生放弃高

考不但降低了农村居民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数!同时相应地提高了城市居民获

得高等教育的人数!这不仅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也扩大了农村内部收

入差距!由此可知农村学生放弃高等教育不利于缩小中国收入差距'

图
!

!

对数工资收入分布图

在这些年放弃高考人数连续增加的背景之下!研究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

为有助于发现居民放弃高等教育机会的原因'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以提高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欲望!从而提高高校报考人数规模!使得

高校更能选拔出优秀生源接受高等教育!实现高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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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居民高等教育的

选择行为!例如!甘行琼和邓圳$

())+

%发现!在就业率下降和高等教育成本

上升的情况下!仍有越来越多个人继续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原因在于个体追

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理性选择'杨钋和翁秋怡$

()*A

%研究了预期收入对高等教

育学历层次$大专或本科%和院校类型$重点大学或一般大学%的影响'她们发

现!学历层次越高+院校类型越好!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意愿越强'许祥云和

张凡永$

()*"

%发现!家庭有着强烈的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但是对高

职的选择意愿较低'王一涛$

())+

%发现!农户在进行高等教育选择时面临着

"高成本#和"高就业风险#的双重约束!当农户子女考入重点大学时倾向于接

受高等教育!当考入一般本科或大专时倾向于放弃高等教育'廖娟$

()*!

%发

现!就业率是大学生决定是否进一步接受教育的重要因素!所学专业就业率

越高!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愿望越小'

虽然这些文献的研究结论与现实相符!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

方法用来分析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从预期总收入

角度研究居民高等教育的选择行为!该研究方法不仅能解释现有文献的研究

结论!而且还能分析影响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的原因!为实现高校教育资

源优化配置提供相应政策建议'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预期总收入

现有文献从两个视角研究预期收入(其一!预期收入时间跨度问题'预

期收入是指当期预期收入还是生命周期预期收入$持久性预期收入%'当期预

期收入是指居民在某一年龄下的预期收入!生命周期预期收入是指居民整个

职业生涯所获得的预期总收入!而持久性预期收入是指生命周期的预期收入

除以职业生涯年限!平均每年获得的预期收入'其二!预期收入的测度问题'

国内文献主要通过估计教育收益率来反映教育预期收入!例如!李实和丁赛

$

())!

%研究了
*,,)

年至
*,,,

年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发现个人教育收益率

是逐年上升的!而且个人教育收益率是递增的'赵力涛$

())H

%发现农村教育

收益率直到
()

世纪
,)

年代早期仍然很低!但
*,,H

年以来农村教育收益率已

经有相当高的提高'邓峰和丁小浩$

()*!

%发现
(*

世纪以来全国教育收益率并

没有延续以往快速稳定增长的势头'于洪霞$

()*!

%发现用当期收入替代持久

性收入会导致教育收益率的生命周期偏误!在解决这一问题基础之上!研究

发现以往文献研究得到的我国教育收益率增长趋势!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要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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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样本平均年龄增长'孙志军$

()*A

%利用从人口抽样调

查中生成的
*H

岁至
!"

岁的双胞胎数据!发现那些能力越高+家庭背景越好

的个体!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教育!同时从教育中获得的收益也越多'许玲

丽$

()*H

%发现!高校质量与个体获得的教育回报正相关!部属高校回报最高'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表明!教育回报率越高+教育预期收入越高!居民越愿

意接受更多的教育'

然而!国内文献对预期收入的界定只关注当期预期收入和生命周期预期

收入$持久性预期收入%两种状态!原因在于(其一!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

较高并且借贷成本较低!这使得预算约束较小!居民更关注整个生命周期预

期收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存在较长时期的面板数据!为研究生命周期预

期收入提供了条件&其二!国内研究由于缺乏较长时期的面板数据!因此使

用较短时期的面板数据构建出居民某一年龄下的收入$当期收入%作为持久性

收入的代理变量'该方法暗含一个假设就是我国居民更关注生命周期总收入'

然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城市居民低得多!而

且借贷成本更高!这表明农村居民预算约束较强!因此农村居民预期收入时

间跨度应该更短'也就是说!农村居民更加关注短期的预期收入'就城市居

民而言!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居民而言存

在较强的预算约束!因此!虽然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关注长期的预期收入!

但是长期的预期收入不一定是生命周期预期收入'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为(

农村居民预算约束更强!更关注短期的预期收入&而城市居民越算约束更弱!

更关注长期的预期收入'

#二$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的路径分析

居民是否选择高等教育取决于高等教育预期收入是否大于非高等教育'

由于预期收入可能因城乡而异!因此分析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应该分为以

下几个步骤(

首先!构建居民个人收入的估计方程'参照
Q/03;N

收入估计方程!本文

构建的居民个人收入估计方程如$

*

%式所示!其中
O

/9

表示居民
/

在年龄为
9

时

的个人收入水平!

3$%%;

G

;

/

+

1

G

;

/

和
8NY10

/

分别表示居民
/

是否具有高等教育学

历的虚拟变量+年龄变量以及城乡虚拟变量!

`

/

为居民
/

的控制变量所构成

的向量'本文加入高等教育虚拟变量与年龄的交互项!以此反映高等教育对

个人收入的影响取决于居民所处的年龄'因为控制变量不可能包括个人能力

变量!而个人能力既影响居民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又影响收入水平!所以$

*

%式

中高等教育虚拟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得参数估计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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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估计居民当期预期收入'由上文分析可知当期预期收入是指居民

某一年龄下的预期收入'当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出了$

*

%式中的相应参数之

后!把控制变量固定在均值水平!估计出居民个体的预期收入!具体表达式

如$

(

%式所示'在居民个体收入基础之上!通过$

!

%式和$

A

%式分别估计出高等

教育居民和非高等教育居民当期预期收入'由于控制变量取值固定!$

!

%式和

$

A

%式不同年龄下预期收入的变化只是反映了高等教育和年龄的影响因素'

L

I'&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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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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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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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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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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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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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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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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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再次!估计居民预期总收入'由上文分析可知!预算约束越弱!居民越

关注长期的预期总收入'在居民当期预期收入$

!

%和$

A

%式基础之上!构建出

了居民预期总收入如$

"

%和$

H

%式所示!其中
9*

表示居民获得个人收入的初始

年份!

9/

表示居民
/

所关注的个人收入终止年份'当居民预算约束越弱!

9/

取

值越大!反之
9/

取值越小'当
9*

与
9/

取值相同时!预期总收入即为当期预期

收入'当
9*

和
9/

分别表示参加工作的初始年龄和退休年龄时!居民预期总收

入就是生命周期预期收入'因此!当期预期收入和生命周期预期收入只是本

文预期总收入的两种特殊情况'放松城乡虚拟变量!再在$

(

%式估计的居民个

人收入基础之上!可以分别估计出城乡居民不同教育水平下的预期总收入如

$

I

%式至$

*)

%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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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分析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分别绘制出高等教育和非高等教育

居民预期总收入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图!以此为依据分析各种因素对高等教育

选择行为的影响!从而找出居民放弃高等教育的原因'

#三$估计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运用上述方法研究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由于

我国缺乏较长时期的面板数据!本文是通过较短时期的面板数据估计预期总

收入'具体做法是把不同时期的收入根据物价指数转化为同一时期的收入水

平!从而对$

*

%式进行估计'

其次!关于高等教育的界定问题'基于两个原因本文把大专及以上学历

界定为高等教育!这一方面是因为参加高考之后被录取的最低学历水平为大

专或高职!与此同时!包括大专或高职的高等教育录取比例较高!例如!

()*H

年高考录取率高达
+(&*"M

!这意味着高校入学门槛较低!居民对高等

教育!尤其是三本和大专的选择行为更明显'另一方面!如果把本科教育界

定为高等教育!那么各个年龄下高等教育居民样本量较小!这不但导致$

*

%式

参数估计结果不稳健!而且估计出的预期收入可信度不高'

再次!$

*

%式控制变量的选择问题'当选择的控制变量越多!$

*

%式高等

教育虚拟变量的参数估计一致性就越高!但是样本损耗就会越大!参数稳健

性就会越小!反之亦然'因此!控制变量的选取要权衡一致性和稳健性问题!

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最后!在估计$

*

%式居民个人收入方程时!根据
Q/03;N

收入估计方程的

要求把收入取对数形式!在估计居民预期总收入时再转化为绝对数形式'



*()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

-WZ>

%数据'

-WZ>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

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

究主题!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WZ>

样本

覆盖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目标样本规模为
*H)))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

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经
()*)

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

及其今后的血缘0领养子女将作为
-WZ>

的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在

()*(

年+

()*A

年和
()*H

年进行了追踪调查!并且发布了相应的调查数据'

本文使用
()*)

年+

()*(

年+

()*A

年和
()*H

年的四轮数据研究居民高等教育

选择行为'

#二$变量描述

就居民个人收入估计方程$

*

%式而言!本文使用
-WZ>

数据中一年的工作

总收入作为居民个人收入的代理变量'如表
*

所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平均工作总收入都更高'就城市而言!大专及以上学历和

大专以下学历平均工作总收入分别为
AI*,I&,I

元和
!A*",&"

元!前者是后者

的
*&!+

倍'就农村而言!大专及以上学历和大专以下学历平均工作总收入分

别为
A!+IA&IA

元和
(H,(+&)!

元!前者是后者的
*&H(

倍'此外!无论是大专

及以上学历还是大专以下学历!城市工作总收入都比农村高'就大专以上学

历而言!城市工作总收入是农村的
*&)I

倍!就大专以下学历而言!城市工作

总收入是农村的
*&(H

倍'

在估计居民个人收入方程$

*

%式时!控制变量的选取要权衡一致性和稳健

性问题!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本文选取在$

*

%式中估计参数非常显著的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如表
*

所示'这些变量的分布具有如下特征(首

先!高等教育群体更年轻'本文使用的样本为劳动年龄人口$年龄大于
*H

岁

且小于
H)

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高等教育群体平均年龄都更小!这是因

为年龄越大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越小!从而使得高等教育群体平均年龄更小'

其次!高等教育群体性别比例更加均匀+中共党员比例更高+健康状况更好+

已婚比例更低'如表
*

所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大专以上学历男性比例

在
"!&!M

至
"HM

的区间!而大专以下学历在
I!&"M

至
+*&,M

的区间!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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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专以上学历性别分布更为均匀'就中共党员比例而言!无论是城市还是

农村!大专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都在
()M

以上!大专以下学历所占比例都在

*)M

以下'就健康状况变量而言!

-WZ>

把受访者健康状况分为很差$取值为
*

%

至很好$取值为
I

%七个数值!本文把健康状况变量改为
)

和
*

的虚拟变量!

当受访者健康状况取值为
A

以上时健康状况虚拟变量取值为
*

!否则为
)

'就

婚姻状况变量而言!

-WZ>

把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在婚$有配偶%+同居+离

婚和丧偶五种状况!本文经数据处理之后同居+离婚和丧偶三种类型样本量

较小!为了保证参数估计有效性!本文只使用未婚和已婚$有配偶%两种状态

的样本!生成已婚虚拟变量!取值为
*

表示在婚$有配偶%!否则为
)

'最后!

高等教育群体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更高'

表
!

!

样本变量特征的描述

变量
城市 农村

大专及以上 大专以下 大专及以上 大专以下

工作总收入$元%

AI*,I&,I !A*",&" A!+IA&IA (H,(+&)!

年龄
!A&H(( !+&,A" !)&+A! !H&,,*

男性
)&"!! )&I!" )&"H) )&+*,

中共党员
)&!)H )&*)) )&(*! )&)I*

健康状况
)&,H( )&,(" )&,(H )&++A

已婚
)&IH! )&+,) )&H** )&+"(

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
)&!(A )&),) )&!AI )&)"*

国有企业
)&*!, )&*A) )&)IH )&)+!

私营企业
)&("+ )&A!H )&!A" )&"!H

其它单位
)&(I, )&!!A )&(!* )&!!)

四+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的分析

#一$居民个人收入估计方程实证结果的分析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借助
-WZ>

数据对$

*

%式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

所示!同时表
(

还汇报了最小二乘法的参数估计结果'首先!本文对大专以

上学历虚拟变量!以及该变量与年龄交互项进行了变量内生性检验!两个检

验统计量
R8NY/0

$

53$N;

%

3./(

$

(

%

e*I&),,"

$

?

e)&)))(

%!

T8aU185410W

$

(

!

HH!A

%

e+&""(AA

$

?

e)&)))(

%!都表明存在内生性问题'其次!本文使

用
-WZ>

数据中受访者普通话的熟练程度和该变量与年龄交互项作为上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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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通过计算
>9$3X

和
V$

G

$

弱工具变量的检验统计量!

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最后!对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参

数进行
U185410

检验!检验统计量
3./(

$

**

%

e

$

Y@B

%

o

/$

#

)

Y@#

)

B

%

h

$

@

*

%1$

Y@B

%

e*)&,I

!

ZN$Y

%

3./(e)&AAH*

!这表明两种方法的估计参数存在

显著差异'通过上述检验统计量的分析可知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估

计出的参数一致性和可信度较高'

由表
(

可得以下结论(首先!高等教育学历的居民!年龄越大工作总收

入越高'由表
(

可知!如果没有考虑学历虚拟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最小二乘

法估计出大专以上学历显著降低了居民工作总收入!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当

考虑到学历虚拟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之后!虽然大专以上学历的估计参数小于

)

!但是并不显著!这表明大专以上学历并没有直接影响居民工作总收入'而

年龄与学历交互项的估计参数在
"M

置信区间显著大于
)

!这表明大专以上学

历与年龄相互作用下才会影响居民工作总收入!年龄与学历交互项的估计参

数表明高等教育学历的居民年龄越大!工作总收入越高'

其次!男性工资收入明显高于女性!这与现有文献研究结论相一致'中

共党员的估计参数显著大于
)

!这表明中共党员身份能提高工资收入!但是

估计系数较小表明中共党员身份使得居民工作总收入仅仅提高
(&(M

'

最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作总收入明显高于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的

工作人员'

表
&

!

居民个人收入的估计方程

自变量 普通最小二乘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大专及以上学历$

*e

是%

@*&),!

---

@*&)"I

年龄与学历交互项
)&)*I

---

)&)AI

--

城市居民
)&*)H

---

@)&*)+

年龄
)&)AI

---

)&)*+

年龄平方项
@)&))*

---

@)&)))

男性
)&**I

---

)&(+"

---

中共党员
)&*)+

---

)&)((

--

健康状况$

*e

健康%

)&*A*

---

)&)"(

已婚
)&),*

---

)&(*A

---

国有企业
)&)HA

--

)&!""

---

私营企业
)&)(A

!

)&AA!

---

其他单位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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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最小二乘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常数项
,&A*A

---

,&(A!

---

!!

注(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M

和
*M

!因变量为工作总收入对数形式'大专

以上学历为虚拟变量!

)

和
*

分别表示大专以下学历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参照组为大专以

下学历的居民'城乡居民是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WZ>

%关于城乡居民的分类把居民分

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已婚的参照组为未婚!单位类型的参照组为政府部门或事业

单位'

#二$预期收入与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

在表
(

估计参数基础之上!根据$

!

%式和$

A

%式绘制出了居民当期预期收

入变化趋势图!如图
(

所示'由图
(

可知(首先!非高等教育居民!年龄预

期收入$当期预期收入%表现为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而高等教育居民!年龄

预期收入$当期预期收入%在整个职业生涯都是递增的!只是后期增速在下降'

大专以下学历的居民工作性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个体劳动量随年龄增长表

现为先递增后递减趋势!因此大专以下学历的居民年龄预期收入表现为先递

增后递减'而大专以上学历的居民工作性质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年龄

越高人力资本积累越大!从而导致年龄预期收入不断上升'其次!高等教育

与非高等教育居民的年龄预期收入转折点为
!)

岁'也就是说!在
!)

岁之前

大专以下居民的年龄预期收入高于大专以上学历!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随年

龄增大而不断缩小'在
!)

岁之后!大专及以上学历居民的年龄预期收入高于

大专以下的居民!两者之间的差距随年龄增加而不断增大'最后!高等教育

居民初始就业时的年龄更大'如图
(

所示!大专以下学历居民
*H

岁就开始参

加工作!而大专以上学历的居民参加工作时间为
(*

岁'

在$

!

%式和$

A

%式基础之上!根据$

"

%式和$

H

%式绘制出了居民预期总收入

变化趋势图!如图
!

所示'图
!

和图
(

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图
(

某一年

龄下的预期收入积分面积就是图
!

在该年龄下居民的预期总收入'例如!把

图
(

大专以下学历居民的年龄预期收入在
*H

岁至
!)

之间进行积分!该积分

面积就是图
!

中大专以下学历居民
!)

岁时所对应的预期总收入!也就是大专

以下学历居民在
*H

岁至
!)

期间所能获得的预期收入'由图
!

可知(首先!

高等教育与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相对大小的临界年龄为
"*

岁!在此之前高

等教育预期总收入更低!之后更高'值得强调的是本文估计出的临界年龄$

"*

岁%较大归因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李春玲$

()*)

%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张

时!因为普通高校比重点高校数量更多!所以普通高校扩招规模更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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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高校毕业生教育回报率的降低'另一方面!由于数据限制和研究问题的

需要!本文把大专学历的居民也作为高等教育群体!而大专学历教育回报率

相对较低'以上两个因素使得高等教育与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相对大小的

临界年龄$

"*

岁%较大'其次!在居民
!)

岁时!非高等教育居民预期总收入

与高等教育居民差距最大'在
!)

岁之前!随着年龄增长!大专以下居民预期

总收入与大专及以上居民差距越来越大!在
!)

岁至
"*

岁期间!两者之间的

差距不断缩小'最后!居民是否选择高等教育取决于居民预期总收入的时间

跨度'如果居民关注预期总收入的时间跨度小于
"*

岁!那么居民选择放弃高

等教育&反之!如果居民关注预期总收入的时间跨度大于
"*

岁!那么居民选

择接受高等教育'

图
&

!

居民当期预期收入变化趋势图

图
,

!

居民预期总收入变化趋势图

根据$

I

%式和$

+

%式绘制出了城市居民预期总收入变化趋势图!如图
A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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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根据$

,

%式和$

*)

%式绘制出了农村居民预期总收入变化趋势图!如图
"

所

示'由这两图可知!高等教育与非高等教育居民的预期总收入相对大小的时

间跨度相近!城市和农村分别为
"!

岁和
"(

岁'由此可知!无论是城市还是

农村!居民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取决于居民对预期总收入时间跨度的关注'

图
$

!

城市居民预期总收入变化趋势图

图
#

!

农村居民预期总收入变化趋势图

#三$农村居民放弃高考的原因

由实证分析可知!不但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曲线比非高等教育更加陡峭!

而且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在前期处于更低水平'运用这个实证结果分析农村

居民放弃考高的原因!如图
H

所示!曲线
>*

和
>(

分别表示农村高等教育和

非高等教育的预期总收入曲线!直线
JB

表示农村居民关注预期总收入的时

间跨度!因为在直线
JB

上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曲线
>*

与直线
JB

交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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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高等教育$曲线
>(

与直线
JB

交点%!所以农村居民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然而!部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低而且借贷成本较高!面临较强预算约束!

导致这些居民关注预期总收入的时间跨度更短!这使得直线
JB

向左平移至

直线
-R

!直线
-R

就是这些居民关注预期总收入的时间跨度'在直线
-R

上

这些居民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曲线
>*

与直线
-R

交点%等于非高等教育$曲

线
>(

与直线
-R

交点%!对这些居民而言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预期总收入无

差异'这些居民当中部分家庭的孩子成绩较差!只能考上最低学历层次的大

专或高职!表明这部分家庭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曲线低于农村高等教育预期

总收入曲线
>*

!因此曲线
>*

向下移动到
>!

!即为成绩不好的农村低收入家

庭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曲线'此时!在直线
-R

上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曲

线
>(

与直线
-R

交点%大于高等教育$曲线
>!

与直线
-R

交点%!农村居民选

择放弃高考'综上所述!农村居民放弃高考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使得

居民更关注短期的预期总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学习成绩较差使得高等

教育预期总收入更低'

图
(

!

农村居民放弃高考的分析图

五+结论与总结

在放弃考高人数逐年增加背景之下!本文从预期总收入视角研究了居民

高等教育选择行为'研究发现(其一!高等教育与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相

对大小的临界时点为
"*

岁!在此之前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更低!之后更高&

其二!流动性约束影响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收入水平越高+借贷成本越

低+流动性约束越小+居民关注预期总收入的时间跨度高于临界时点$

"*

岁%

的概率越大!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意愿越强&其三!高等教育回报率也会影响

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高等教育回报率越高!预期总收入相对大小的临界

时点越小!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越强&其四!非高等教育居民的工资水



第
"

期 预期总收入与城乡居民高等教育选择行为
*(I

!!

平也对高等教育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背景之下!

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随之上升!使得预期总收入相对大小的临界时点越大!

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越小'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降低借贷成本!有助于增强农村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我国农村人均收

入水平低于城市!而且农村借贷成本高于城市!使得农村居民面临较强的流

动性约束!导致农村居民更加关注短期的预期总收入'这使得农村居民关注

的预期总收入时间跨度小于农村高等教育与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相对大小

的临界时点$

"*

岁%!在此情况下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更高!农村居民更不

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各级政府要对农村低收入居民进行帮扶!通过农

业技能培训+安排非农就业以及提高各项补贴力度!以此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与此同时!各级农村金融机构应该简化农村低收入居民贷款的程序!

下调贷款利率!降低借贷成本'

其次!扩大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规模!优化贫困地

区专项招生制度'现有文献研究表明高校质量与个体教育回报率正相关!扩

大高校贫困专项招生规模就意味着提高了高等教育回报率!农村居民接受高

等教育的意愿就越强'现有贫困专项招生制度是以贫困地区考生分数择优录

取!这种招生制度虽然保证了贫困地区考生录取的公平性!但是并不能精准

到贫困家庭的考生'因此!贫困专项招生制度应该向农村贫困家庭倾斜!根

据国家对农村贫困家庭划定的贫困等级设置相应加分项目!这样既能保证公

平又能实现高等教育精准扶贫'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把大专学历也作为高等教育群体!

而
-WZ>

数据中的大专学历样本占大专及以上样本的比例较高!从而使得高

等教育与非高等教育预期总收入相对大小的临界年龄较大为
"*

岁'可以预

知!如果数据允许的条件下!可把高等教育界定为本科学历或者重点本科学

历!那么预期总收入相对大小的临界年龄就会更小!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意愿

就更强'至于本科或者重点本科高等教育群体的临界年龄具体是多少!这有

待于数据可得条件下的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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