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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袁玉芝译

!摘
!

要"本文基于
())B

*

())E

年蒙古国的家庭社会经济调查数据!采用
>

@$?.8

和

P#J

>

@$?.8

回归模型!探究了蒙古国学校教育的健康收益"研究发现!对于
*E

*

C)

岁

的成年人而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将显著增加
)&*)E

"对

于男性而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将增加
)&**"

'对女性而

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将增加
)&*))

"蒙古国的私立院校

的成立导致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发生变化!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作为受

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

P#J

>

@$?.8

估计结果发现教育对成人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有负

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对于
*B

岁以下的儿童而言!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

最近一个月没有健康问题的概率将增加
)&)F(

!且在
)&)"

水平显著"与此相反的是

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只对农村孩子的健康产生显著影响"总之!在蒙古国很少有证据

表明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本研究为蒙古教育的非市场收益提供

了新的证据"

!关键词"教育非市场收益'健康'蒙古国

一(引言

教育不仅能够给个人带来回报!还能够给社会带来收益#教育的回报包

括私人的和公共的!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回报#近年来!蒙古国出现了一些较

好的社会调查数据!为更好地研究收入(不平等(贫困(教育以及劳动力市

场等问题提供了便利#有些学者对
())F

+

())!

年蒙古国教育的私人回报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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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了计量分析!

" 但是鲜有研究关注蒙古国教育的非市场回报#因此!本研

究重点关注教育的非市场收益+++健康收益!拟回答以下问题")

*

*蒙古国教

育的健康收益是怎样的, )

(

*这种收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

F

*受教育程度较

高的个体是否会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更有可能养育健康的孩子,

本研究主要采用
>

@$?.8

和
P#J

>

@$?.8

方法探究接受教育对个体健康及其子

女健康的影响!填补了蒙古国教育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空白#本文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第四

部分是数据介绍和描述统计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果!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回顾

有研究指出!教育能够带来非市场的(外部的收益#教育能够通过培养

技能!改善个体的健康!减少健康支出#受过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养育接受

良好教育)

=0/6:57@

!

Z2]0/0-0/0/6 [$

S

8D.:<.2Y

!

*+E+

-

M0;:30/0/6

[$%5:

!

*++"

*和健康的子女)

,7@@.:0/6Z$@:88.

!

())F

*#教育能够降低犯罪

率)

]$2-/:@0/6Z$@:88.

!

())!

*!使个体更有效地参与政治活动)

Z.%.

I

0/

!

Z$@:88.0/6e

I

:$

>

$7%$4

!

())F

*!减少不健康的行为)

Z.@0/600/6W@088.

!

())C

*!在生育数量
J

质量模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M$8Y

!

i%:@30/0/6

[.%%.4

!

*++F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孩子成为非婚青少年父母

的可能性显著更低)

=0/6:57@0/6Z2]0/0-0/

!

*++!

-

M0;:30/0/6[$%5:

!

*++!

*#

经济学(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的相关研究证明教育

与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教育与各类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国家被

证明#教育和健康之间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生作用")

*

*教育能够提高健康的

生产效率)

\@$4430/

!

*+B(

*-)

(

*教育能够改进健康资源的配置效率

)

\@$4430/

!

())C

*-)

F

*个体越健康越有可能接受更好的和更高水平的教育

)

,7@@.:

!

())+

*-)

!

*教育和健康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时间和风险偏好

)

d72-4

!

*+E(

*-)

"

*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则生活环境越好)

,04:0/6

" _08@./$4

(

9.60$J,0/$

和
=0D:%%0@.$7

)

())C

*采用
())F

年的蒙古国的生活水平测量

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年龄在
("

+

C"

岁的工薪阶层的男性每增加
*

年受教育年限!将平均

带来
E&"H

的回报#

W0/Y@0

I

2-

)

()*(

*采用
())F

年的生活水平测量调查数据)

]=Z=

*和

())!

年的非正式部门家庭调查数据)

P/5$@30%=:28$@M$74:-$%6=7@;:

K

*!研究发现在
(*

世纪初期!对蒙古国的工薪阶层而言!教育的私人回报率处于
"&CH

到
C&"H

之间!对自

雇的个体而言!教育回报率超过
BH

!女性的教育回报要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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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

:80%&

!

())C

*#研究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

用机制能够为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教育不仅对个体健康有正向影响!还影响其子女的健康#

,7@@.:

和

Z$@:88.

)

())F

*认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健康的影响至少通过
!

种途

径")

*

*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收入越高!可以给子女提供更多的卫生保健-

)

(

*女性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嫁给收入更高的男性!进而提高整体的家庭收

入水平-)

F

*教育可能使父母有更健康的行为!例如少吸烟!尤其是受过教育

的女性更不可能在怀孕期间吸烟-)

!

*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很有可能更擅长收

集如何避免意外怀孕的信息#

关于教育的非市场收益的因果推断研究主要面临三个问题#正如

e@:$

>

$7%$4

和
=0%;0/:4

)

()**

*所言!第一个问题是接受教育可能与一些无法

观测的变量相关!如天生的能力(家庭背景以及可能的遗传因素#第二个问

题是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收入越高!而收入对生活质量存在显著的影响#第

三个问题是有其他因素!如收入同时影响教育和健康#有研究者指出选择危

害相对较低的职业!选择生活在污染较少的地区!掌握更多关于健康方面的

知识或者掌握获得这些知识的技能!更好的营养!更少的不良行为)如吸烟*

和更适当的医疗护理都可能带来好的健康#

研究者们正在试图探究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例如工具变量法和

双胞胎研究#

]%:@04JZ7/:

K

)

())"

*借鉴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如
2̀:3$

I

%7

0/6 /̀

I

@.48

!

*+++

-

d$/4:200/6f-:/

I

!

()**

*探究了教育和死亡率之间的关

系!他利用美国义务教育法带来的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证明了教育和死亡

率之间存在较强的因果关系#

d$/4:20

和
f-:/

I

)

()**

*基于
*F

个
e1,U

国家

数据!证明了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

健康状况不佳的概率(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病率越低#有研究者基于尼加拉

瓜的双胞胎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证明了教育和健康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

W:-@30/0/6[$%5:

!

*+EB

*#

i:/D:%

)

*++*

*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个体吸烟的概率越低!并且在吸烟的个体中!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每天吸

烟量更少#

Z.@0/60

和
W@088.

)

())C

*采用内生性转换计数模型探究了高等教育

与吸烟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W:-@30/

和
9$4:/Y<:.

I

)

())(

*基于明尼苏达州

的同卵双胞胎样本!研究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的教育几乎没有影

响!然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的教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消除一

些不可观测的变量的影响!如基因!

M$%3%7/6

!

]./60-%

以及
_%7

I

)

())E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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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基础上!基于被收养的孩子的样本"

!研究发现养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孩

子教育影响很小!只有
)&)FA)&)!

#

三(研究设计及方法

已有研究主要利用死亡率(患病率(自我健康评价以及其他生理指标来

衡量健康#本研究采用自我健康评价以及最近一个月的自我健康问题评价来

测量健康#

())B

年的蒙古国家庭社会经济调查)

M=1=

*询问了&你是否患有慢

性疾病,'#

# 在整个
(!+"F

个成人样本中!

*E&FH

的个体患有慢性疾病!其

余的
E*&BH

的个体没有患慢性疾病#在
(*!FF

个
("

岁及以上成人样本中!

(*&CFH

患有慢性疾病!

BE&FBH

没有患慢性疾病#有
!((

个成人没有回答该

问题#据此生成因变量健康状况的虚拟变量!

*

代表没有患慢性疾病!

)

代表

患有慢性疾病#

有研究者指出自我健康评价可能和个体掌握的健康知识相关!而这些健

康知识又受到教育的影响)

,78%:@0/6]%:@04AZ7/:

K

!

())C

*#因此!本研究

采用其他测量健康的方法!即&在最近一个月你是否存在健康问题,'#

E&EBH

的样本存在健康问题!

+*&*FH

的样本不存在健康问题#有
!(B

个成人没有回

答这个问题#据此生成因变量健康问题的虚拟变量!

*

代表在调查实施前的

一个月没有健康问题!

)

代表存在健康问题#

借鉴已有研究的估计策略!本研究采用
>

@$?.8

模型估计了成人健康和教

育之间的关系"

_@$?.8

)

M:0%8-480874

.

*

c

+

)

h

+

*

=

.

h

+

(

N

.

h

*

.

)

*

*

+

*

代表的是个体受教育年限对健康的影响!

+

(

代表的是个体的其他特征

变量对健康的影响!这些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收入

以及家庭特征变量)住址(安全用水(电(集中供暖系统(安全的污水处理系

统等*#如果教育是外生的!方程)

*

*

>

@$?.8

估计结果将是无偏的#教育对健

康的影响可能是通过使个体获得更多健康知识产生作用!也有可能通过影响

居住地选择产生作用!如选择相对安全的环境或在污染较低的地区生活#正

如其他研究者所言!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同时影响教育和健康!如收入#收入

"

#

他们假设"被收养的孩子仅仅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而不受父母的基因影响#因

此!养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影响仅仅是通过环境起作用!而不是遗传基因)

>

&**

*#

蒙古国家庭社会经济调查!

())B

+

())E&P]e Z.2@$60809:

>

$4.8$@

K

&-88

>

4

"..

<<<&.%$&$@

I

.

47@;:

K

6080

.

./6:a&

>

-

>

.

2080%$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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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越高医疗保健质量越高!营养水平越好!受教育程度也越高#因此!本研究

把个体的月工资收入放入模型#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
(F

岁(

F"

岁和
!(

岁的个体)

,-0/6$%0:80%&

!

())C

-

,78%:@0/6]%:@04JZ7/:

K

!

())C

*#本研究采用的工具变量影响个体中

学后阶段的教育!因此研究样本主要是
*E

岁以上的成人#为了解决内生性问

题!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或者两阶段的
>

@$?.8

模型#该方法要求有一个与

教育相关!但与健康结果以及其他自变量不相关的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

*++(

年蒙古国教育系统的一项改革作为工具变量#

在社会主义时期!蒙古国政府全面监管高等教育系统#教育经费来自国

家预算!学生上学是免费的#根据
"

年经济发展计划预测蒙古国的人才需求!

政府决定
(AF

年学制的学院以及
"

年学制的大学各专业的招生人数#这一阶

段!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是有限制的!通过入学考试筛选能力强的学生#在

*++(

年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后!蒙古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民主宪法!规定

个人能提供和接受私立教育#

*++*

年之前!蒙古国的
E

所大学和
F*

所学院

都属于国有!从
*++*

年到
())E

年!蒙古国的学院和大学"的总数增加了

F&+"

倍#在
*++*

年蒙古国公立学院和大学的在校生总数是
FFF))

名#

# 从

*++*

年到
())E

年!招生人数增加了
"))H

!或者说增加了
!&+

倍#

%

这个政策的变化可以被看作是外生的事件!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接受

高等教育的障碍#假设高等教育机构的这种扩张导致了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

量都发生了变化#在
*++(

+

*++F

年!那些没有机会在公立学院或大学接受高

等教育的!年龄在
(!

岁及以上的个体!更不可能在改革后进入高等教育机构

学习#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的事业!接受高等教育将会有更高的机会成本#

与此相反!那些年龄在
*BA(F

岁的个体!如果他们没有考上公立学校!将更

有可能进入新建的私立院校#

如图
*

所示!高等教育对
*+B"

年及之后出生的青少年的招生人数明显增

加#

& 这种学校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与个体的能力(遗传基因(健康状况

或者其他无法观测的特征变量无关#因此!估计这种变化对健康状况的影响

将不受前面讨论过的偏误的影响#然而!这个政策并没有对所有蒙古国人产

生相同的影响!能力强的高中毕业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并不受这个政策的

"

#

%

&

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有
*)*

所私立和
!E

所公立学院和大学#

*++*

年!有
(+B))

名学生在国内的公立学院或大学学习!有
FC))

名蒙古国学生

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

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报告#

*+E"

+

*++"

!

()))

!

())"

!

()*)

#

*++(

年蒙古国的私立高校首次开始招生!

*+B"

年出生的个体在
*++(

年正好
*B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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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

!

不同出生年代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

())E

年的
M=1=

数据

影响!而能力差的高中毕业生也不受这个政策的影响!依然不能进入高校学

习#财务限制也是影响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只有一部

分高中毕业生真正受到了这个政策的影响!这部分人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高等教育扩招极大地增加了个体进入高校学习的可能性)见图
*

*!不同的群

体从这个政策中的获益不同#假设贫困家庭或者农村地区的家庭更有可能从

扩招政策中获益!贫困家庭面临更多信贷约束!或者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导致学习成绩不好#高校扩招增加了蒙古国高校毕业生的供给数量#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研究#

U75%$

)

())*

*的研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采

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探究了学校建设如何影响教育和收入!发现印度尼西亚的

学校建设增加了个体接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

,7@@.:

和
Z$@:88.

)

())F

*用高校教育的可获得性!高校对
*B

岁的女性的开放性作为

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本研究参考
,7@@.:

和
Z$@:88.

的方法!基于

())B

+

())E

年的
M=1=

数据!估算蒙古国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个体在
*EA

(*

岁时高校的数量!

" 除以当年的
()A(!

岁人口的数量#

# 正如
,7@@.:

和

Z$@:88.

解释的那样!&这个工具变量考虑到了同时期出生人口数量对高等教

"

#

())!

年之前!蒙古国学生的入学年龄是
E

岁!接受
*)

年中等教育后!在
*E

岁开

始接受高等教育#或者在完成
(AF

年职业技术教育后!在
(*

岁接受高等教育#例如!一

个学生可以在
(*

岁完成护理学院的教育后!进入医科大学继续学习#

国家统计局统计了
"A+

岁!

*)A*!

岁!

*"A*+

岁!

()A(!

岁!

("A(+

岁!

F)

AF!

岁!

F"AF+

岁等每隔
"

岁年龄的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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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育的可获得性的影响#'

P#J

>

@$?.8

模型是两阶段的
>

@$?.8

模型!第一阶段的模型如方程)

(

*"

=2%$$%./

I

.

c

.

h

/

N

.

h

0

f

P

h;

.

)

(

*

方程
(

是学校教育和一组控制变量
N

.

和
f

.

的估计模型#

f

.

是不同出生

队列的个体的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是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模型如方程)

F

*"

_@$?.8

)

M:0%8-480874

.

*

c

+

)

h

+

*

_@:6=2%$$%./

I

.

h

+

(

N

.

h

*

.

)

F

*

_@:6=2%$$%./

I

.

是方程)

(

*对学校教育的估计结果!

*

.

和
;

.

是符合正态分

布的随机误差项#在两阶段模型中都控制了出生队列!因此!

f

.

对
=2%$$%./

I

.

的影响是在考虑了出生队列的特殊影响的前提下估计的结果#这个工具变量

是有效的!它与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正相关!却不直接影响健康!而是通过影

响受教育年限来产生作用#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用最大似然法联合估计了

方程)

(

*和方程)

F

*!假设
*

.

和
;

.

与相关系数
1

.

多元正态分布!检验
1

.

是否

显著不为零"

#

借鉴已有研究的估计策略!采用
>

@$?.8

模型估计了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

女健康的影响!模型如下"

!

_@$?.8

)

,-.%6M:0%8-480874

.

*

c

2

)

h

2

*

=2-$$%./

I

_0@:/80%

.

h

2

(

N

.

h

2

F

]$208.$/

#

V:0@?.@8-h

*

.

)

!

*

2

*

是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的健康状况的影响!子女的健康状况由其

父母报告#

2

(

是个体的其他特征变量)如年龄(性别(同胞数量等*(父母的

特征变量)如父母的年龄等*以及家庭特征变量)如住址(到最近的医疗机构和

药房的距离(安全用水(电(集中供暖系统(安全的污水处理系统等*对其健

康的影响#

]$208.$/

#

V:0@?.@8-

是住址和出生日期的交互项!

*

.

是随机误差

项#

]$208.$/

#

V:0@?.@8-

控制了地理位置特征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如医疗的

质量和可获得性#

(教育服务质量(地方发展水平(污染情况等#

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内生性问题#借鉴
,7@@.:

和

Z$@:88.

的方法!以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父母受教育年限

对子女健康的影响#第一阶段的模型"

=2%$$%./

I

>

0@:/80%

.

c

.

h

2

N

.

h

0

f

.

h;

.

)

"

*

方程)

"

*采用工具变量
f

.

估计了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第二阶段的模型"

"

#

如果检验显著!则可以拒绝教育变量是外生的零假设-如果检验不显著!则不能

够拒绝零假设!也就意味着
>

@$?.8

估计的方程
*

是恰当的#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国际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都强调了提高蒙古国农村

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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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8

)

,-.%6M:0%8-480874

.

*

c

2

)

h

2

*

_@:6=2-$$%./

I

_0@:/80%

.

h

2

(

N

.

h

2

F

]$208.$/

#

V:0@?.@8-

*

.

h

*

.

)

C

*

_@:6=2%$$%./

I

>

0@:/80%

.

是方程)

"

*估计的父母受教育年限!

*

.

和
;

.

是符合正

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由于在两个阶段的模型中都控制了出生队列的影响!

f

.

对
=2%$$%./

I

>

0@:/80%

.

的影响是在考虑了父母出生队列的特殊影响的前提下估计

的结果#这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它与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正相关!却不直接

影响子女的健康!而是通过影响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来产生作用#采用工具变

量的方法!用最大似然法联合估计了方程)

"

*和方程)

C

*!假设
*

.

和
;

.

与相关

系数
1

.

多元正态分布#根据城乡和年龄组分别估算了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

健康的影响!年龄组分为
)A"

岁!

CA+

岁!

*)A*"

岁三组#

四(数据及描述统计

本研究采用的是
())B

+

())E

年蒙古国的家庭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简称

M=1=

*#

M=1=

是由蒙古国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来自蒙古国四个阶层和五

个地区的
***B(

个家庭!

!B!*C

个个体参与了此次调查!具有全国代表性#

M=1=

收集了个人层面的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构成(住

址(教育程度(是否留级(是否辍学(健康状况(教育和健康支出(是否移

民(就业状况(工资收入及其他收入!还包括家庭各个成员的最高受教育水

平信息#

该数据库包括成人和儿童两个数据库#成人数据库收集了
(!+"F

个年龄

在
*EAC)

岁的成人的相关信息-儿童数据库收集了
**!CC

个年龄在
)A*B

岁

的儿童相关信息#本研究将儿童数据库与其父母的相关信息数据进行匹配)见

表
*

*!研究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
)A*B

岁子女健康的影响#

表
<

!

>Y<K

岁儿童样本的描述统计

性别

总计 男性 女性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C) *)) "EE) ")&EC "CE) !+&*F

儿童健康状况

健康
**(*F +B&BE "B** +B&+F "")( +B&C(

其他
("" (&(( *(* (&)B *F! (&FE

总计
**!CE *)) "EF( *)) "CF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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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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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续表

性别

总计 男性 女性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是否住在一个有集中供暖的公寓里

集中供暖
(**F *E&(E *)CF *E&)E *)") *E&!+

其他
+!!B E*&B( !E*B E*&+( !CF) E*&"*

总计
**"C) *)) "EE) *)) "CE) *))

是否有安全饮用水

集中供水
*CE( *!&"" E!F *!&F! EF+ *!&BB

其他
+EBC E"&!" ")F" E"&CC !E!* E"&(F

总计
**""E *)) "EBE *)) "CE) *))

是否住在公寓大楼里

独立公寓
*B(E *!&+" E"C *!&"C EB( *"&F"

其他
+EF( E"&)" ")(! E"&!! !E)E E!&C"

总计
**"C) *)) "EE) *)) "CE) *))

家庭住址

乌兰巴托
(BC* (F&EE *!*B (!&*) *F!! (F&CC

省会
(CE) (F&*E *F"( ((&++ *F(E (F&FE

农村
C**+ "(&+F F*** "(&+* F))E "(&+C

总计
**"C) *)) "EE) *)) "CE) *))

区域

西部地区
(CE* (F&*+ *F!B ((&+* *FF! (F&!+

高原地区
(+"B ("&"E *"*" ("&BB *!!( ("&F+

中部地区
()E) *B&++ *)E) *E&FB *))) *B&C*

东部地区
*)E* +&F" "(* E&EC "C) +&EC

首都乌兰巴托
(BC* (F&EE *!*B (!&*) *F!! (F&CC

总计
**"C) *)) "EE) *)) "CE) *))

!!

数据来源"

())E

年
M=1=

数据

成人样本中有
!C&!H

是男性!

"F&CH

是女性#

BFH

的成人属于已婚或者

同居状态!

(BH

的成人处于离婚(未婚或者未同居状态#从表
F

可以看出!

共有
(!)+(

个个体提供了其受教育的情况!其中只有
F&!BH

的个体没有接受

过教育!

EH

的个体接受过小学教育!

()H

的个体接受过初中教育!

FE&+H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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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个体完成了中等教育或者完成了
EA+

年级教育!

**&FBH

的个体接受过职业

教育!

E&*!H

的个体有高等教育文凭#

"

+&"!H

的个体接受过大学教育)见表

(

*#

从地理位置来看!

FF&BH

的个体生活在首都乌兰巴托!

((&CH

的个体生

活在省会#

#

*B&*H

的个体生活在县中心!

% 剩下的
(!&+H

生活在乡村!过

着游牧的牧民生活#

*CH

的个体生活在西部地区!

((&!H

的个体生活在高原

地区!

*+H

的个体居住在中部地区!

E&BH

的个体居住在东部地区)见表
(

*#

从就业状态来看!在
*E*F*

个成人中有
B"&C*H

处于被雇佣状态#其中!

B"&C*H

的男性和
B(H

的女性处于被雇佣状态#从健康状况来看!女性更容

易存在健康问题!

*+&C"H

的男性和
(F&F!H

的女性患有慢性疾病#此外!

*)&FCH

的女性在最近一个月存在健康问题!而男性则只有
B&*!H

存在健康

问题)见表
(

*#

表
=

!

<?YA>

岁样本的描述统计

教育

总计 男性 女性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没有接受过教育
EFC F&!B !B+ !&(! F"B (&B+

初等教育
*+(+ E&)* *)"! +&F( EB" C&E!

中等教育
!E*) *+&+B (C!) (F&F" (*B) *C&+B

完成中等教育
+FBB FE&+( !F(( FE&(( ")"" F+&"!

职业教育
(BF+ **&FB **(! +&+! *C*" *(&CF

高等教育专科文凭
*+C) E&*! E() B&(" **!) E&+(

学士
((++ +&"! E)+ B&*" *!+) **&CC

其他
*!( )&"+ C) )&"F E( )&C!

总计
(!)+( *)) **F)E *)) *(BE! *))

健康状况

健康
()!+E E(&*" +B(+ E(&") *)BC+ E*&EF

其他
!!"" *B&E" ()C! *B&") (F+* *E&*B

总计
(!+"F *)) **B+F *)) *F*C) *))

"

#

%

毕业于外国或本国的特殊的职业学校(教师学校)

*+C!

年之前!学习
F

年*(党

校)

*+CC

年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远东工人大学或者经过至少
F

年学习)

*++!

年

后*获得文凭的成人#

.̀30

I

)省*"蒙古国共有
(*

个省!平均人口约在
"))))AB")))

人之间#

=$73

)副省市级*"省分成县市!平均人口约在
F)))A!"))

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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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续表

教育

总计 男性 女性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家庭住址

乌兰巴托
E!*! FF&B( FE)F F(&(" !C** F"&)!

省会
"+)E (F&CE (BC) (F&!) F*!E (F&+(

农村
*)CF* !(&C) "(F) !!&F" "!)* !*&)!

总计
(!+"F *)) **B+F *)) *F*C) *))

是否住在一个有集中供暖的公寓里

集中供暖
C))" (!&)B B"B) E(&C( EFE" B+&C(

其他
*E+!E B"&+F *"+( *B&FE (*!C ()&FE

总计
(!+"F *)) +*C( *)) *)"F* *))

是否住在有安全饮用水的住所里

集中供水
!+B" *+&+! ((FB *E&+B (BFE ()&E*

其他
*++BE E)&)C +""C E*&)F *)!(( B+&*+

总计
(!+"F *)) **B+F *)) *F*C) *))

是否住在公寓大楼里

独立公寓
")*E ()&** (("E *+&*" (BC) ()&+B

其他
*++F" B+&E+ +"F" E)&E" *)!)) B+&)F

总计
(!+"F *)) **B+F *)) *F*C) *))

区域

西部地区
!)FE *C&*E *+E( *C&E* ()"C *"&C(

高原地区
"C)" ((&!C (C+) ((&E* (+*" ((&*"

中部地区
!B!F *+&)* (("* *+&)+ (!+( *E&+!

东部地区
(*"F E&CF *)CB +&)" *)EC E&("

首都乌兰巴托
E!*! FF&B( FE)F F(&(" !C** F"&)!

总计
(!+"F *)) **B+F *)) *F*C) *))

!!

数据来源"

())E

年
M=1=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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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估计结果"

#一%成人健康

因变量是成人的健康状况!自变量是受教育年限(性别以及年龄等#表

F

呈现了方程
*

的估计结果#

表
C

!

分性别的
<?YA>

岁成人的教育对健康状况的影响#

F

$*95,

%

全样本

#

<

%

边际效应

#

=

%

男性

#

C

%

男性

边际效应

#

D

%

女性

#

@

%

女性

边际效应

#

A

%

年龄
A)&)F!

###

A)&))BE

###

A)&)F*+

###

A)&))B*

###

A)&)FC!

###

A)&))E!

###

)

)&)))+

* )

)&)))(

* )

)&))*"

* )

)&)))F

* )

)&))*(

* )

)&)))(

*

性别
A)&)CF

###

A)&)*!"

###

)

)&)()F

* )

)&))!C

*

受教育年限
)&*)BE

###

)&)(!C

###

)&**!"

###

)&)(F"

###

)&*))(

###

)&)(F(

###

)

)&))(+

* )

)&)))C

* )

)&))!*

* )

)&)))+

* )

)&))!)

* )

)&)))+

*

已婚
)&*F(*

###

)&)F)B

###

)&)+E)

##

)&)((F

##

)&*FCF

###

)&)F(*

###

)

)&)(F"

* )

)&))""

* )

)&)F+)

* )

)&))+)

* )

)&)F)*

* )

)&))B(

*

就业
)&!FFE

###

)&*)"+

###

)&"!B"

###

)&*F"B

###

)&F!B+

###

)&)E!*

###

)

)&)(()

* )

)&))"C

* )

)&)FF)

* )

)&))EE

* )

)&)(+C

* )

)&))B!

*

西部地区
)&)!(" )&))+" )&*(!)

##

)&)(C"

##

A)&)("" A)&))"+

)

)&)FF!

* )

)&))B!

* )

)&)!EB

* )

)&))++

* )

)&)!CF

* )

)&)*)+

*

高原地区
)&*F"+

###

)&)(+E

###

)&()*B

###

)&)!("

###

)&)BE! )&)*BE

)

)&)F)+

* )

)&))C"

* )

)&)!"*

* )

)&))E+

* )

)&)!(C

* )

)&))+!

*

东部地区
A)&))B+ )&))*E )&)!+B A)&)*)E

###

A)&)(+" A)&))"B

)

)&)F+)

* )

)&))EE

* )

)&)""C

* )

)&)**+

* )

)&)"!+

* )

)&)*F+

*

乌兰巴托
)&*"C)

###

)&)F!B

###

)&*FB!

###

)&)(++

###

)&*B)+

###

)&)FEC

###

)

)&)F(!

* )

)&))B)

* )

)&)!BB

* )

)&)*)*

* )

)&)!!!

* )

)&))+B

*

省会
)&)("C )&))"E A)&)*BB )&))!) )&)CE( )&)*""

)

)&)(CB

* )

)&))C)

* )

)&)FE+

* )

)&))EE

* )

)&)FCB

* )

)&))E(

*

"

使用
48080**&)

软件!

_@$?.8

和
P#A_@$?.8

估计采用的是
48080

中的&

>

@$?.8

'和

&

.;

>

@$?.8

'命令#



**C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全样本

#

<

%

边际效应

#

=

%

男性

#

C

%

男性

边际效应

#

D

%

女性

#

@

%

女性

边际效应

#

A

%

集中供暖
A)&)"!* A)&*(" A)&**(" A)&)(C) A)&))() A)&)))!

)

)&)!(F

* )

)&))++

* )

)&)C(F

* )

)&)*!E

* )

)&)"BE

* )

)&)*F!

*

集中供水
)&)E(! )&)*EF )&)++) )&)(*! )&)C"E )&)*!+

###

)

)&)"CE

* )

)&)*(F

* )

)&)E")

* )

)&)*BB

* )

)&)BC"

* )

)&)*B)

*

独立公寓
A)&(!(E

###

A)&)"+E

###

A)&*+B"

##

A)&)!B*

##

A)&(B(C

###

A)&)CE"

###

)

)&)")E

* )

)&)*F!

* )

)&)BC*

* )

)&)*+(

* )

)&)CE"

* )

)&)*E"

*

常数项
)&+"BE

###

)&CEB(

###

*&)(+"

###

*&+)B

###

)

)&)"(F

* )

)&)CF)

* )

)&)C(B

*

' (!+"F **B+F *F*C)

!!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样本是
*EAC)

岁的成人#

受教育年限对健康状况影响的平均效应是
)&*)E

!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将增加
)&*)E

#

" 受教育年限对健康状况影响的边际

效应是
)&)("

!且在
)&)*

水平显著#

男性比女性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高
)&)CF

-已婚比离婚(丧偶以及未婚

的个体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高
)&*F(

-就业的比未就业的个体不患慢性疾病

的概率高
)&!F!

!且在
)&)*

水平显著#控制个体的家庭特征变量!居住在首

都乌兰巴托的个体比居住在非省会城市(县以及农村的个体不患慢性疾病的

概率高
)&*"C

!并且在
)&)*

水平显著#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个体比居住在中部

地区的个体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高
)&*F"

#在所有的估计系数中!男性(就

业(已婚(卫生保健支出(生活在首都或省会(居住在东部地区(集中供水

的估计系数最大!这意味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这些因素是影响个体

健康的关键因素#

表
F

中的第
F

列到第
C

列呈现的是分性别的
>

@$?.8

和边际效应估计#不

同性别的个体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并不相同!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教育对健

康的影响系数和边际效应都比较高!并且都在
)&)*

水平显著#受教育年限每

增加
*

年!男性不患慢性病的概率将增加
)&**"

!女性不患慢性病的概率将

"

不患慢性疾病的预期概率是"

d

)

)&+"Bh30%:

#

)

A)&)CF

*

h0

I

:

#

)

A)&)F!

*

h

42-$$%./

I#

)

)&*)B

**!

d

是标准正态的累积分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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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增加
)&*))

!教育对男性健康的影响比女性更大#但这种差异是由生物(基

因还是行为导致的!并不清楚#教育对男性和女性的健康的边际效应基本一

样!且在
)&)*

水平显著#就业对男性健康的正向影响大于女性#生活在乌兰

巴托对男性和女性的健康都有很强的正向影响#

除了用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本研究还使用&在调查实施前一个月是否存

在健康问题'作为因变量#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没有健康问题的概率将增

加
)&))B

!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见表
!

*#

表
D

!

分性别的教育对最近一个月的健康问题的影响#

F

$*95,

%

全样本

#

<

%

边际效应

#

=

%

男性

#

C

%

男性

边际效应

#

D

%

女性

#

@

%

女性

边际效应

#

A

%

健康问题

年龄
A)&)(FC

###

)&))(C

###

)&)*+E

###

)&))*+

###

)&)("C

###

)&))F(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
)&*"!)

###

)&)*B*

###

)

)&)(C(

* )

)&))(+

*

受教育年限
)&))CB A)&)))B )&))CC )&)))C A)&))BB )&))+

)

)&))!*

* )

)&)))!

* )

)&))C*

* )

)&)))C

* )

)&))"C

* )

)&))!C

*

已婚
A)&)*F* A)&))*! )&)CEF )&)))C" A)&)))E A)&)))*

)

)&)F))

* )

)&))FF

* )

)&)"FF

* )

)&))!+

* )

)&)FC+

* )

)&))!C

*

就业
A)&*B!

###

A)&)()(

###

A)&*BC+

###

A)&)*E*

###

A)&*B+C

###

A)&)(FF

###

)

)&)(B+

* )

)&))FF

* )

)&)!!"

* )

)&))!E

* )

)&)FC*

* )

)&))!E

*

西部地区
A)&*)(B

##

A)&)*)E

##

A)&*F+E

#

A)&)*("

##

A)&)B") A)&))+)

)

)&)!(+

* )

)&))!(

* )

)&)C"*

* )

)&))"F

* )

)&)"B*

* )

)&))CC

*

高原地区
A)&("**

###

A)&)("*

###

A)&("(E

###

A)&)(*E

###

A)&(!++

###

A)&)(EF

###

)

)&)!**

* )

)&))FC

* )

)&)C(!

* )

)&))!B

* )

)&)"!B

* )

)&))""

*

东部地区
)&)(B( )&))F) A)&)FF! A)&))F* )&)BF+ )&))+B

)

)&)!+*

* )

)&))"C

* )

)&)B")

* )

)&))C+

* )

)&)C"(

* )

)&))+

*

乌兰巴托
A)&)EEC

##

A)&))+C

##

A)&)+)! A)&))E"

##

A)&)ECF A)&)**)

)

)&)!)*

* )

)&))!(

* )

)&)C*C

* )

)&))"C

* )

)&)"(+

* )

)&))C!

*

省会
)&)F+B )&))!" )&)C"" )&))C" )&)*EB )&))(F

)

)&)F!*

* )

)&))F+

* )

)&)"*E

* )

)&))"F

* )

)&)!"F

* )

)&))"B

*

集中供暖
A)&)F!+ A)&))FE A)&)*() A)&))** A)&)"(C A)&))C!

#



**E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全样本

#

<

%

边际效应

#

=

%

男性

#

C

%

男性

边际效应

#

D

%

女性

#

@

%

女性

边际效应

#

A

%

)

)&)"F+

* )

)&))"E

* )

)&)EFF

* )

)&))B+

* )

)&)B)B

* )

)&))E"

*

集中供水
A)&)((! A)&))(! )&)C(* )&))C( A)&)BC" A)&))+(

)

)&)B)C

* )

)&))BB

* )

)&*)++

* )

)&)**F

* )

)&)+(!

* )

)&)*)E

*

独立公寓
)&)!EE )&))"" A)&)+F) A)&))E" )&*!)F )&)*EB

)

)&)CF(

* )

)&))BF

* )

)&*))+

* )

)&))EE

* )

)&)E*!

* )

)&)**"

*

常数项
A(&"(

###

A(&("

###

A(&F)*

###

)

)&)B!*

* )

)&)+FF

* )

)&)EC+

*

' (!+"F **B+F *F*C)

!!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样本是
*EAC)

岁的成人#

*++(

年高等教育政策的改变!私立学院的成立导致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

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外生的#因此!以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作为工具变

量!研究发现教育对不患慢性疾病有负向的影响作用!为
A)&))*F

)见表
"

*!

但并不显著#第一阶段的模型估计显示!一所私立高等教育对每
*)))

名年龄

在
()A(!

岁之间的成人开放将导致整体受教育年限减少
*&+

年#

U7@?./J[7J

M07430/

内生性检验结果为
A)&CEC

!比自由度为
*!

的卡方分布的临界值

!&)B

小#说明教育可能并不是内生的!工具变量法并不是一个首选的估计

策略#

表
@

!

分性别的
<?YA>

岁成人的教育对健康状况的影响#

'WX

F

$*95,

%

6$*95,

#

<

% 边际效应 #

=

%

'W

F

$*95,

年龄
A)&)F!

###

A)&))B

###

A)&)F"

###

)

)&)))

* )

)&)))(

* )

A)&))**

*

性别
A)&)CF

###

A)&)*!

###

)&)(CE

)

)&)()F

* )

)&))!C

* )

A)&)")+

*

受教育年限
)&*)BE

###

)&)(!C

###

A)&))*F

)

)&))(+

* )

)&)))C

* )

A)&)"C*

*

已婚
)&*F(*

###

)&)F)B

###

)&()!+

###

)

)&)(F"

* )

)&))""

* )

A)&)!!!

*

就业
)&!FFE

###

)&*)"+

###

)&"B+!

###

)

)&)((

* )

)&))"C

* )

A)&)BE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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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

<

% 边际效应 #

=

%

'W

F

$*95,

西部地区
)&)!(" )&))+" )&)F(F

)

)&)FF!

* )

)&))B!

* )

A)&)F!B

*

高原地区
)&*F"+

###

)&)(+E

###

)&)+"(

##

)

)&)F)+

* )

)&))C"

* )

)&)FE

*

东部地区
A)&))B+ )&))*E A)&)FC*

#

)

)&)F+

* )

)&))EE

* )

)&)!C)

*

乌兰巴托
)&*"C)

###

)&)F!B

###

)&!*)+

###

)

)&)F(!

* )

)&))B)

* )

)&*F")

*

省会
)&)("C )&))"E

)&(*CE

#

)

)&)(CB

* )

)&))C)

* )

)&*)*+

*

集中供暖
A)&)"!* A)&*(" A)&)(F*

)

)&)!(F

* )

)&))++

* )

)&)!C*

*

集中供水
)&)E(! )&)*EF )&*"B)

##

)

)&)"CE

* )

)&)*(F

* )

)&)C+B

*

独立公寓
A)&(!(

###

A)&)"+

###

A)&*E(

###

)

)&)")E

* )

)&)*F!

* )

)&)C)B

*

常数项
)&+"BE

###

*&"B!

###

)

)&)"(F

* )

)&F()+

*

' (!+"F (!+"F

!!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样本是
*EAC)

岁的成人#

在解释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人的行为

都受工具变量的影响#正如
/̀

I

@.48

和
i@7:

I

:@

)

*++*

*所言&工具变量只是通

过改变解释变量的部分变异!也就是说通过改变部分人的行为产生作用'#

P#J

>

@$?.8

估计结果表明!在使用
>

@$?.8

模型估计教育对不患慢性疾病的影响

时!几乎不存在遗漏能力变量的偏误问题#这可能也是因为本研究模型的遗

漏变量与受教育年限并不相关#

#二%儿童健康

)A*B

岁的儿童有效样本为
**!CC

#这些儿童中的
(&(H

存在慢性疾病问

题!剩下的
+B&BEH

不存在慢性疾病问题#根据模型
!

!控制了儿童的年龄(

性别(同胞数量(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年龄(住址(区域以及其他的家庭

特征变量)如单独的公寓(集中供暖以及用水系统等*!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儿

童健康的影响是
A)&))+!

!但并不显著)见表
C

*#与
,7@@.:

等人)

())!

*的研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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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究结果相似!没有证据证明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的健康存在明显的影响#

除此之外!住址与出生日期的交互项)

]$208.$/

.

#

V:0@$5?.@8-

.

*的系数为

)&)(!"

!并且在
)&*

水平显著#因此!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孩子健康的部分影

响可能是通过住址来产生作用#

同胞数量(在城市居住(住址和出生日期的交互项对
)A*B

岁儿童不患

慢性疾病的概率存在显著的影响#使用固体燃料做饭将导致室内污染严重!

是引起健康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对于那些年龄在
"

岁以下的儿童!

容易引起急性呼吸道疾病#

" 然而!集中供暖虚拟变量的系数为
)&))(

!且并

不显著#饮用水安全是健康的根本!不健康的饮用水将带来一系列的疾病!

如沙眼(霍乱(伤寒等#人类排泄物处理不当和个人卫生问题!与各种疾病

有关!包括腹泻和小儿麻痹症#然而!城市安全用水对城市孩子的健康的影

响系数为
A)&F*B

!全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安全用水对孩子的健康不存

在显著影响#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和城市儿童健康的影响没有差别!且都

不显著)见表
C

*#

根据方程
"

和方程
C

!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估计了父母受教育年限对

子女的健康状况的影响#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健康状况的影响是负向的!

但并不显著#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将减少其子女不患慢性疾病的概

率
)&()B

!并且在
)&)"

水平显著)见表
C

*#

P#J

>

@$?.8

估计结果比
>

@$?.8

估计

结果要小!可能是因为私立学院的成立对女性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因此女性

工具变量对子女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工具变量的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作用在未

来值得关注#

与研究教育对成人健康的影响一样!本研究也使用&调查实施前的一个月

儿童是否存在健康问题'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子女没有健康问题的概率将提高
)&)F(

!并且在
)&)"

水平显著)见表
B

*#

此外!对于生活在城市的母亲而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其子女没有健

康问题的概率将提高
)&)!!

!在
)&)"

水平显著#与此相反!父亲的受教育年

限对农村孩子的健康有显著的影响!对城市孩子的健康并没有显著影响#

"

在蒙古国超过四分之三)

BC&"H

*的家庭使用固体燃料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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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６
　
分
住
址
的
教
育
对
０
－
１
７
岁
儿
童
健
康
状
况
的
影
响
（ 狆
狉狅
犫犻
狋
和
犐
犞

狆
狉狅
犫犻
狋
）

全
样
本

（ １
）

边
际
效
应

（ ２
）

城
市

（ ３
）

城
市

边
际
效
应

（ ４
）

农
村

（ ５
）

农
村

边
际
效
应

（ ６
）

母
亲
受
教
育
年

限
的
工
具
变
量

父
亲
受
教
育
年

限
的
工
具
变
量

年
龄

０．
０
０
５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７
６
７

０．
０
０
３
８

０．
１
８
７
４




０．
０
０
７
５




－
０．
０
１
６
０

－
０．
０
０
２
６

（ ０
．
０
１
６
６
）

（ ０
．
０
０
０
７
）

（ ０
．
０
６
７
１
）

（ ０
．
０
０
３
３
）

（ ０
．
０
５
９
０
）

（ ０
．
０
０
２
３
）

（ ０
．
０
１
９
０
）

（ ０
．
０
１
７
５
）

性
别

－
０．
０
５
１
４

－
０．
０
０
２
３

－
０．
１
２
３
３

－
０．
０
０
６
１

０．
０
３
０
３

０．
０
０
１
２

－
０．
０
６
０
６

－
０．
０
５
２
３

（ ０
．
０
５
３
５
）

（ ０
．
０
０
２
４
）

（ ０
．
０
７
５
９
）

（ ０
．
０
０
３
７
）

（ ０
．
０
７
６
７
）

（ ０
．
０
０
３
０
）

（ ０
．
０
５
４
６
）

（ ０
．
０
５
４
０
）

兄
弟

０．
１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４
７




０．
１
０
９
７




０．
０
０
５
４




０．
１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４
１




０．
０
５
３
０

－
０．
０
７
３
３



（ ０
．
０
２
３
９
）

（ ０
．
０
０
１
０
）

（ ０
．
０
３
４
５
）

（ ０
．
０
０
１
７
）

（ ０
．
０
３
３
９
）

（ ０
．
０
０
１
３
）

（ ０
．
０
３
１
４
）

（ ０
．
０
３
０
０
）

父
亲
受
教

育
年
限

０．
０
０
５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１
５
８

０．
０
０
０
７

０．
０
０
１
９

０．
０
０
０
１

－
０．
１
２
４
６

（ ０
．
０
１
０
７
）

（ ０
．
０
０
０
４
）

（ ０
．
０
１
６
１
）

（ ０
．
０
０
０
８
）

（ ０
．
０
１
４
５
）

（ ０
．
０
０
０
５
）

（ ０
．
０
７
１
３
）

母
亲
受
教

育
年
限

－
０．
０
０
９
４

－
０．
０
０
０
４

－
０．
０
１
８
３

－
０．
０
０
０
９

－
０．
０
０
７
２

－
０．
０
０
０
２

－
０．
２
０
６
８



（ ０
．
０
１
２
５
）

（ ０
．
０
０
０
５
）

（ ０
．
０
２
０
０
）

（ ０
．
０
０
１
）

（ ０
．
０
１
６
４
）

（ ０
．
０
０
０
６
）

（ ０
．
０
７
８
７
）

父
亲
年
龄

－
０．
０
０
７
８

－
０．
０
０
０
３

－
０．
０
２
３
６


－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７

０．
０
０
０
４

－
０．
０
２
２
９

－
０．
０
０
９
９

（ ０
．
０
０
８
１
）

（ ０
．
０
０
０
３
）

（ ０
．
０
１
０
５
）

（ ０
．
０
０
０
５
）

（ ０
．
０
１
２
６
）

（ ０
．
０
０
０
５
）

（ ０
．
０
１
０
１
）

（ ０
．
０
０
８
３
）

母
亲
年
龄

－
０．
０
０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１

－
０．
０
１
４
９

－
０．
０
０
０
５

０．
０
１
１
８

－
０．
０
０
０
９

（ ０
．
０
０
９
０
）

（ ０
．
０
０
０
４
）

（ ０
．
０
１
２
０
）

（ ０
．
０
０
０
６
）

（ ０
．
０
１
３
６
）

（ ０
．
０
０
０
５
）

（ ０
．
０
１
１
２
）

（ ０
．
０
０
９
３
）

独
立
公
寓

０．
１
６
１
７

０．
０
０
６
７


０．
０
１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０．
０
２
１
４

０．
０
０
０
８

－
０．
１
０
０
５

－
０．
１
２
０
５

（ ０
．
０
８
８
０
）

（ ０
．
０
０
３
３
）

（ ０
．
１
１
７
７
）

（ ０
．
０
０
５
７
）

（ ０
．
１
１
８
２
）

（ ０
．
０
０
４
６
）

（ ０
．
１
３
９
９
）

（ ０
．
１
４
２
６
）

集
中
供
暖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
０．
０
３
４
７

－
０．
０
０
１
７

－
０．
１
７
８
７

－
０．
０
０
７
６

０．
０
９
２
３

０．
０
２
２
４

（ ０
．
０
７
８
１
）

（ ０
．
０
０
３
５
）

（ ０
．
１
０
５
２
）

（ ０
．
０
０
５
４
）

（ ０
．
１
０
４
９
）

（ ０
．
０
０
４
７
）

（ ０
．
１
２
１
５
）

（ ０
．
１
１
６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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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书书书

续
表

全
样
本

（ １
）

边
际
效
应

（ ２
）

城
市

（ ３
）

城
市

边
际
效
应

（ ４
）

农
村

（ ５
）

农
村

边
际
效
应

（ ６
）

母
亲
受
教
育
年

限
的
工
具
变
量

父
亲
受
教
育
年

限
的
工
具
变
量

集
中
供
水

－
０．
１
２
３
４

－
０．
０
０
６
２

－
０．
３
１
６
７



－
０．
０
２
０
９

－
０．
２
０
１
６

－
０．
０
０
９
５

０．
４
０
３
６



０．
３
３
７
４


（ ０
．
０
９
５
７
）

（ ０
．
０
０
５
３
）

（ ０
．
１
３
２
６
）

（ ０
．
０
１
１
２
）

（ ０
．
１
２
８
０
）

（ ０
．
０
０
７
０
）

（ ０
．
１
６
９
７
）

（ ０
．
１
６
５
６
）

西
部
地
区

４
９．
２
５
１
４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６
６
４

０．
１
９
５
９


（ ２
０．
９
３
１
４
）

（ ０
．
０
０
０
０
）

（ ０
．
０
８
９
５
）

（ ０
．
０
９
０
７
）

高
原
地
区

４
８．
９
６
０
９



１．
０
０
０
０

－
０．
０
７
８
９

－
０．
０
２
１
２

（ ２
０．
９
３
１
３
）

（ ０
．
０
０
０
０
）

（ ０
．
０
８
５
８
）

（ ０
．
０
８
０
１
）

东
部
地
区

０．
０
１
６
６

０．
０
０
０
７

－
０．
０
６
７
５

－
０．
０
０
３
４

０．
１
８
０
７

０．
０
０
６
１

０．
２
１
３
４


－
０．
２
０
０
８

（ ０
．
１
１
５
５
）

（ ０
．
０
０
５
１
）

（ ０
．
１
３
９
２
）

（ ０
．
０
０
７
２
）

（ ０
．
２
１
２
７
）

（ ０
．
０
０
６
０
）

（ ０
．
１
０
３
６
）

（ ０
．
１
０
６
４
）

乌
兰
巴
托

０．
２
５
０
１



０．
０
０
９
４

０．
３
４
４
５

０．
０
１
４
７


－
０．
０
６
３
１

－
０．
０
０
２
６

１
８．
２
３

３
６．
１
９

（ ０
．
１
５
６
３
）

（ ０
．
０
０
４
９
）

（ ０
．
２
０
１
４
）

（ ０
．
０
０
４
７
）

（ ０
．
２
６
６
７
）

（ ０
．
０
１
２
０
）

（ ２
４．
６
７
）

（ ２
２．
６
８
）

省
会

－
０．
２
１
５




－
０．
０
１
１
４


－
０．
１
６
４
４

－
０．
０
０
８
８

－
０．
２
３
９
９

－
０．
０
１
２
１

１
７．
９
０

３
５．
８
０

（ ０
．
１
３
０
４
）

（ ０
．
０
０
８
０
）

（ ０
．
１
７
８
１
）

（ ０
．
０
１
０
４
）

（ ０
．
１
９
６
２
）

（ ０
．
０
１
２
２
）

（ ２
４．
６
７
）

（ ２
２．
６
９
）

住
址

出

生
日
期

０．
０
２
４
５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９
８
０

－
０．
０
０
４
８

０．
１
１
７
１




０．
０
０
４
６




０．
０
０
８
９

０．
０
１
７
９

（ ０
．
０
１
０
４
）

（ ０
．
０
０
０
４
）

（ ０
．
０
６
６
９
）

（ ０
．
０
０
３
３
）

（ ０
．
０
２
９
４
）

（ ０
．
０
０
１
１
）

（ ０
．
０
１
２
３
）

（ ０
．
０
１
１
３
）

常
数
项

－
９
５．
８
７
１



－
１
９
３．
６
３
６
１

－
４
６
７．
６




３
１．
１
４

－
６
８．
２
０

（ ４
２．
０
４
８
３
）

（ １
３
４．
４
５
０
４
）

（ １
１
８．
２
２
０
５
）

（ ５
０．
０
２
）

（ ４
５．
８
５
）

Ｎ
１
１
４
６
６

５
４
１
５

６
０
５
１

１
１
４
６
６

１
１
４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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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

分住址的教育对
>Y<K

岁儿童最近一个月健康问题的影响#

F

$*95,

和
'WX

F

$*95,

%

全样本

#

<

%

边际效应

#

=

%

城市

#

C

%

城市

边际效应

#

D

%

农村

#

@

%

农村

边际效应

#

A

%

健康问题

年龄
A)&)(!! A)&))*" A)&(!*

###

A)&)*B

###

A)&*"(!

##

A)&))BE

##

)

)&)*FB

* )

)&)))E

* )

)&)"+"

* )

)&))!*

* )

)&)"!!

* )

)&))(B

*

性别
A)&*(BC

##

A)&))B+

##

A)&)E+B A)&))CF A)&*B)!

##

A)&))EB

##

)

)&)!BF

* )

)&))(+

* )

)&)C"B

* )

)&))!C

* )

)&)C+!

* )

)&))F"

*

兄弟
A)&)"F*

##

A)&))FF

##

A)&)BC)

##

A)&))"!

##

A)&)FB!

A)&))*+

#

)

)&)(*E

* )

)&))*F

* )

)&)F(*

* )

)&))((

* )

)&)F)C

* )

)&))*"

*

父亲受教

育年限
)&))(+ )&)))* A)&)("E A)&))*E )&)(FC

##

)&))*(

)

)&))+!

* )

)&)))"

* )

)&)*F!

* )

)&)))+

* )

)&)*F)

* )

)&)))C

*

母亲受教

育年限
)&)F*+

##

)&))*+ )&)!F"

##

)&))F* )&)(FB )&))*(

)

)&)**!

* )

)&)))B

* )

)&)*BC

* )

)&))*(

* )

)&)*"!

* )

)&)))B

*

父亲年龄
A)&))(F A)&)))* )&)*)+ )&)))B

A)&)(F(

#

A)&))**

#

)

)&))B*

* )

)&)))!

* )

)&))+(

* )

)&)))C

* )

)&)**F

* )

)&)))"

*

母亲年龄
)&))BB )&)))! )&))!+ )&)))F )&)*!C )&)))B

)

)&))B+

* )

)&)))"

* )

)&)*)C

* )

)&)))B

* )

)&)*(*

* )

)&)))C

*

独立公寓
)&*!E+ )&)*)F )&(((B )&)*B" A)&)(F( A)&))**

)

)&**B*

* )

)&))E+

* )

)&*"!E

* )

)&)*F!

* )

)&*+"E

* )

)&))+C

*

集中供暖
A)&)+B* A)&))"B A)&)!F* A)&))F) A)&*FEB A)&))C(

)

)&*)C"

* )

)&))"+

* )

)&*F")

* )

)&))+F

* )

)&*E))

* )

)&))B*

*

集中供水
A)&)C+! A)&))!* A)&*EE* A)&)*B" A)&*"(* )&))E+

)

)&*F""

* )

)&))BB

* )

)&*E)C

* )

)&))"C

* )

)&(()B

* )

)&)*!E

*

西部地区
A)&C"C

###

A)&)F)

###

A)&(+E)

##

A)&)*B

###

A)&B!(

###

A)&)F

###

)

)&)E!"

* )

)&))(E

* )

)&**B+

* )

)&))"C

* )

)&**))

* )

)&))FC

*

高原地区
A)&F!C

###

)&)*EC

A)&*((F

##

A)&))E)

A)&FC(

###

A)&)*C

###

)

)&)CE*

* )

)&))F*

* )

)&)+B)

* )

)&))"+

* )

)&)E")

* )

)&))FC

*

东部地区
)&))B+ )&)))! )&(BB+

##

)&)(!E

#

A)&)FFC A)&))*C

)

)&)BEF

* )

)&))!+

* )

)&**"*

* )

)&)*("

* )

)&)+E!

* )

)&))!B

*

乌兰巴托
A*!&(+** A)&+FF*

)

*B&*!(F

* )

)&"F((

*

省会
A*F&+"B" A)&+)CB

)

*B&*!*"

* )

)&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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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样本

#

<

%

边际效应

#

=

%

城市

#

C

%

城市

边际效应

#

D

%

农村

#

@

%

农村

边际效应

#

A

%

住址
#

出生日期
A)&))B) A)&)))!

A)&((!

###

A)&)*"

###

A)&)BF)

##

A)&))FB

##

)

)&))E"

*

)&)))"

)

)&)"+(

* )

)&))!*

* )

)&)(B)

* )

)&))*F

*

常数项
(C&!*"* !!E&C!

###

(+*&EF

##

)

F!&!*(+

* )

**E&+"

* )

*)E&BF

*

' **!CC "!*" C)"*

根据方程
!

!控制相同的自变量!加入每月儿童的医疗保健支出对数!

根据年龄将儿童分为三组!探究了不同年龄的儿童健康状况受父母教育水平

的影响情况#由于许多父母并没有回答每月儿童的医疗保健支出!所以样本

量从
**!CC

减少到
*)!E

#

CA+

岁和
*)A*"

岁儿童的健康状况受母亲教育年

限的影响是负向的!

)A"

岁儿童的健康状况受母亲教育年限的影响是正向

的#在不区分年龄段时!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的健康状况的影响都不显著

)见表
E

&所有儿童'列的回归结果*#分年龄段来看!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

)A"

岁的子女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将减少
)&)*E

!并且在
)&)*

水平显著

)见表
E

*#

尽管表
E

显示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的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显著!但是

与父亲受教育年限的作用相比!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其
"

岁以下子女的健康有

较强的正向影响#

\%:<<:

)

*+++

*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母亲受教育年限

对子女的身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父亲的受教育年限虽然也有正向的影响

但并不显著#

表
?

!

分年龄组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其子女健康状况的影响

所有儿童
>Y@

岁儿童
AYM

岁儿童
<>Y<@

岁儿童

母亲受教育年限
)&)))

)

)&)(+

*

)&*)B

)

)&)"E

*

A)&)FE

)

)&)!+

*

A)&)FE

)

)&)!+

*

父亲受教育年限
)&))C

)

)&)(+

*

A)&)*E

###

)

)&))"

*

)&)FE

)

)&)FE

*

)&)FE

)

)&)FE

*

' *)!E FEF F*) F*)

!!

注"因变量是儿童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括号内是标准误!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

每个月儿童医疗总支出(同胞数量(父母年龄(父母月工资收入对数(基于中部地区生

成的西部(高原和东部地区的虚拟变量(基于生活在县中心和乡村生成的生活在首都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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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兰巴托和生活在省会的虚拟变量(生活在单独的公寓的虚拟变量(生活在有集中供暖和

安全用水的寓所的虚拟变量(住址和儿童出生日期的交互项(每月儿童的医疗保健总支

出的对数#

研究证明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子女不患慢性疾病的

概率的影响逐渐减弱#这意味着父母特征!如教育!与子女的健康之间几乎

不存在因果关系#

,7@@.:

等人)

())!

*!

U$

K

%:

(

M0@3$/

以及
[0%D:@

)

())"

*的

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有几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没有控制儿童出生时

的体重和当时父母的年龄等遗传基因变量#考虑到了父母的受教育年限!但

是忽略了教育的质量!没有控制
PX

(期末考试成绩(留级等学业成绩的代理

变量#并且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横截面数据!不是纵向数据#另外一种解释

是儿童的健康是由父母自评的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健康的实际情况!忽略

了儿童的认知和心理发育#正如
\@$4430/

)

())C

*建议的那样!父母报告的儿

童的健康状况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为了修正这种测量偏误!可以采取多

种测量的方法!如体检等!后续的研究需要关注这个问题#

六(结论

本文基于
())B

+

())E

年的蒙古国的
M=1=

数据!探究了教育的非市场收

益+++健康收益#主要回答"蒙古国教育的健康收益是怎样的, 这种收益是

否存在性别差异,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是否会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更有

可能养育健康的孩子, 研究发现对所有的成人而言!控制个体和家庭特征变

量!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将增加
)&*)E

!这种影响

对男性的作用大于女性#

P#J

>

@$?.8

估计的结果是教育对不患慢性疾病有负的

影响!但是并不显著#

对于年龄在
*E

岁以下的儿童而言!没有证据表明父母受教育年限影响子

女健康#

_@$?.8

估计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母亲受教育年限

对子女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都有负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然而!

P#J

>

@$?.8

估计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子女不患慢性疾病的

概率减少
)&()B

!并且在
)&)"

水平显著#

P#J

>

@$?.8

估计出的结果小于
>

@$?.8

估计出的结果!可能是因为私立院校的成立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大于

男性#与此同时!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子女不患慢性疾病的这种负向影响在未

来值得关注#父亲受教育年限对子女不患慢性疾病有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

著#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子女在最近一个月没有产生健康问题的

概率将增加
)&)F(

!这种影响对都生活在城市地区的母亲和孩子作用更大#

与此相反!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孩子最近一个月没有出现健康问题显著受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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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的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

年!没有健康问题的概率将

增加
)&)(!

#

)A*B

岁个体的同胞数量(生活在城市地区(居住地址和出生日

期的交互项!与其不患慢性疾病的概率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父母特征!

如教育!与子女健康之间几乎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与
,7@@.:

等)

())!

*和

U$

K

%: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根据单一的横截面数据研究证明在蒙古国教育对成人健康有正向

的影响#从理论上来看!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的健康应该有正向的影响

作用!但是本研究在控制了一些解释变量后!并没有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对

子女的健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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