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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兼职和实习对于大学生而言不容易区分，一般可以认为兼职工作是在学习之外非

全职（如每周小于５天）的工作，和毕业后工作无关，实习则可能全职（每周５天）也可能非
全职，并且可能和毕业后就业岗位高度相关（如实习后直接转为正式员工）。

校外工作影响大学毕业生收入吗？

孙文凯，郭　茜

［摘　要］本文使用最新的大学生调查数据研究大学期间从事校外兼职或实习经历

对毕业后起薪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校外兼职或实习对毕业起薪有显著的负面影

响。具体地说，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校外兼职会降低起薪６％，而实习会降低起薪７％

左右。使用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得到了稳健的结论。兼职和实习降低起薪的

主要原因是降低了去收入较高的国企的概率。此外，校外工作能提高英语成绩和学

生工作经历的收入效应，同时促进证书获得、学生工作经历获得和ＧＰＡ提高，降低成

为党员的概率。总之，校外工作经历对大学生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兼职；实习；起薪；大学毕业生

一、引言

目前，大学生参加校外工作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兼职或者实习。①据我们

的数据统计，有一半以上大学生都会在求学期间参与这种活动，以期达到锻炼

自己实际工作能力和获取一定收入的作用，并为毕业后工作做准备。如此普遍

的校外工作现象证明大学生认为兼职和实习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然而，迄今为

止，对这种行为对毕业生在就业市场表现的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基于大样本的

定量分析，并不多见。这主要是由于数据缺乏，也部分由于学术界和教育界对

此话题关注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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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校外兼职对毕业生就业市场表现影响的研究毫无疑问是重要的。首

先，从理论上说，兼职或实习都是一种工作经验的培养，但这种工作经验有两点

特殊性：第一是这种工作多半是辅助性的工作，不会涉及核心工作内容，有可能

对今后实际工作作用有限；第二，学生参加校外工作多半要兼顾学业，如完成毕

业论文或课程任务，这使得参加校外工作可能会对校内人力资本培养有负面影

响，从而影响最后的就业市场表现。因此，虽然以往研究发现实际工作经验对

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但学生校外工作的效果则不确定，这种
对收入的影响研究也较为缺乏。其次，研究学生工作经历的作用还有两点重要

的应用价值：第一，这关系着高校资源分配规则和教育方针的制定。在我国，大

学生读书的资金来源多半仍然是家庭支持，虽然相比于美国等国学费相对较

低，但生活费和学费的压力使得大学生愿意从事一些校外兼职工作获取收入。

另外，很多高校将校外实习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写入培养计划，而忽视了这

种社会实践的实际价值的论证。如果校外工作对学生能力提高和就业市场表

现有利，那么现有做法也值得肯定，否则则需要在读书期间尽量给以学生资助，

并修改培养计划。此外，验证校外工作经历对就业市场表现的影响对于学生个

人的时间安排也是有指导意义的，这一点毋庸赘言。

已有关于中国大学生校外工作经历对就业市场表现研究的文献中，有一些

总体性的讨论，也有一些基于调查的统计研究。无论是简单讨论性的还是简单

统计的研究，都不能很好地识别校外工作的真正影响，因为没有控制其他变量

对就业市场表现的影响。本文采用最新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

方法研究大学生校外工作经历对毕业起薪的影响。由于学生的个人时间有限，

如果花费时间在校外工作上，可能会挤出其他学习时间，影响就业市场需要的

其他人力资本积累，因此我们也将分析这种潜在的挤出效应，以期发现学生工

作经历的可能全面影响。

二、相关文献简要总结

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函数即收入决定因素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很多，以解释

某些特定因素的收入效应。比如检验教育和经验对个人收入影响的经典Ｍｉｎｃ
ｅｒ收入函数（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ＭｉｎｃｅｒａｎｄＰｏｌａｃｈｅｋ，１９７４）、工龄对收入影响
（ＭｕｒｐｈｙａｎｄＷｅｌｃｈ，１９９０）、性别差异对收入影响（Ｏａｘａｃａ，１９７３；Ａｐｐｌｅｔｏｎ，
１９９９）、就业部门差异对收入影响（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双语技能对收入影响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ａｎｄ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２；Ｇａｂｅ，２００９；ＳｈｉｎａｎｄＡｌｂａ，２００９）等。虽然有众
多针对不同群体收入影响的分析，对大学毕业生的研究仍然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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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沿续国外研究的类似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也有学者针对中国特

色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部分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分析。如党员身份对

收入影响（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名校（指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的收入效应（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影响（杨瑞龙等，２０１０）、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收入
影响（李宏彬等，２０１２）、英语成绩对毕业起薪影响（ＧｕｏａｎｄＳｕｎ，２０１４）等。针
对大学生这一群体进行的研究有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李宏彬等（２０１２）、岳昌君
（２０１３）、岳昌君和张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和ＧｕｏａｎｄＳｕｎ（２０１４）等，主要使用了某些
单位发起的对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数据。

有关学生兼职的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兼职对学习成绩、在校表现、独立性

等方面的影响。对于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比较一致：不少研究发现，每周兼职

工作时间越长，对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越大（如 Ｃａｌｌｅｎｄｅｒ，２００８；Ｃｕｒｔｉｓａｎｄ
Ｓｈａｎｉ，２００２；Ｈｕｉｅ，Ｗｉｎｓｌｅｒ，ａｎｄＫｉｔｓａｎｔａｓ，２０１４；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１１；Ｓａｌａｍｏｎ
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１９９１）。影响原因包括缺课、花在学
习上的时间过少等（ＣｕｒｔｉｓａｎｄＳｈａｎｉ，２００２；Ｒｏｂｏｔｈａｍ，２０１２）。对于其他方面
的研究，结果则不尽相同。例如，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和 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１９９１）发现，兼职时间
长对于心理问题、睡眠问题、使用毒品和酒精饮料、犯罪方面都有不利影响，而

且兼职学生并不比其他学生在自立、工作导向和自尊方面有优势。Ｃｕｒｔｉｓａｎｄ
Ｓｈａｎｉ（２００２）则发现，兼职学生认为兼职不仅带来经济方面的收益，而且对于
发展技能、增进对外面世界的认识、增强自信都有助益。Ｒｏｂｏｔｈａｍ（２０１２）发
现，兼职学生认为兼职减少了休闲和社交时间，但有助于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和

团队协作能力，并对自己日后求职会有益处。

国内虽然对大学生兼职的定量分析不多，但近年随着大学生打工现象越来

越普遍，还是有一些学者就大学生兼职现象的动因和后果进行了若干分析。比

如，经素等（２００５）发现：大学生兼职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中介、校园
海报是大学生寻找兼职的主要渠道，赚钱不是大学生兼职唯一目的，但是兼职

种类相对比较单一，兼职与专业的相关度较低且科技含量不高。朱欣（２０１２）
对江苏大学的大二至大四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进行简单对比分析发现

校外兼职对学业有负面影响，比如有兼职的同学比没有兼职的同学申请学生课

题立项少，通过英语六级考试比例低，参加学生组织比例低。还有一些研究关

注大学生打工中的权益问题，如柯新华和罗琼（２０１３）指出对大学生兼职劳动
权益目前适用民法保护，但民法对大学生劳动权益的保护不仅力度不够，而且

作用有限。此外，杨岚和刘争先（２００７）总结了俄罗斯大学生兼职现状，接近
４０％的俄国大学生从事兼职工作，主要是为了获得额外的可支配收入，其次也
为了获取一定工作经验和在毕业找工作时丰富简历内容。但是兼职与出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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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学习经常出现冲突，只有少数兼职工作与专业对口的大学生会增加学习

动力使得学业更好。

以上这些研究很多采用了调查问卷总结分析，分析了可能的校外工作对学

业等的影响，采用的方法以简单统计对比为主。这些分析都缺乏更严谨的定量

分析过程，即没有控制其他相关变量，从而使得出的统计结果不可靠。同时，据

我们所知，还没有研究分析毕业后起薪如何受到在读期间校外工作影响。

我们将集中研究大学期间校外工作经历对大学生毕业起薪的影响。为了

更好地观察不同校外工作的效果区别，我们将校外工作分为校外兼职和实习两

类。我们主要使用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的回归分析方
法。同时，为解决选择性、模型形式选择偏误等潜在问题，我们将采用目前在准

实验分析中广泛使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作为 ＯＬＳ方法验证校外工作经历
收入效应的补充。之后，我们也将研究校外工作经历对收入的影响途径。这些

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认识校外工作经历的全面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说明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大学生数据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和教育研

究院在２０１０年５月和６月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调查。中国大学生调查从
中国所有高校中随机选取了１００所学校作为最终抽样样本，而第一轮调查则抽
取了这１００所中的１９所做预调查。在每所大学中随机抽取了大约３００名毕业
班学生，因此总样本中包括了６０５９个学生。调查问卷中包含了学生的基本信
息、家庭背景、高考分数、大学期间各种活动以及毕业后的就业去向和起薪等信

息，这使得我们可以分析参加校外工作对毕业起薪的影响。

表１　校外工作经历类型在毕业生中的分布

类型 频数 比例（％）

没有校外工作 １９３４ ３７．６１

校外兼职 １８３１ ３５．６１

实习 １３７７ ２６．７８

总计 ５７３２ １００．００

　　注：问卷中的问题为单选项，另外有一个“多选”的选项，共有２３个样本有多选，为方便

分析我们排除了这种样本。

表１列出了几类校外工作的分布。我们主要将兼职工作分为两大类：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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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和实习。从表１可以看到，每一类兼职工作都有一定比重，二者之和超过
了５０％，意味着校外工作在大学生中非常普遍。较大的样本也使得我们有足
够多的样本分析拥有每一类兼职工作的毕业生相对于没有兼职的毕业生的收

入效应。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解释
全部样本 没有校外工作 有校外工作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ｅａｎ ＳＤ

ｌｏｇＷａｇｅ 工资对数 ７．５３ ０．４８ ７．５８ ０．４９ ７．５１ ０．４８

ｃｅｔ４ｓ 四级成绩 ４６０．０６ ５４．５４ ４６０．２３ ５３．８７ ４５８．２６ ５４．６５

ｃｅｔ６ｓ 六级成绩 ４３８．３０ ６３．５６ ４３９．００ ６４．８３ ４３３．６８ ６３．２６

ＣＥＥｓｔｎｄ 高考标准成绩 －０．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４ １．０３ －０．０６ ０．９８

ｆｅｍａｌｅ 女性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３７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５０

ｈｅｉｇｈｔ 身高 １６８．３８ ７．６０ １６９．５５ ７．６３ １６７．５７ ７．５８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ｌｆ 健康 １．８０ ０．５５ １．８１ ０．６０ １．８０ ０．５２

ＧＰＡｒａｎｋ ＧＰＡ排名 ２．７５ １．１４ ２．９２ １．１８ ２．７０ １．１１

Ｌｅａｄｅｒ 学生干部工作 ０．６２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５０ ０．６７ ０．４７

ＳｃｉＴｅｃｈ 理工专业 ０．６５ ０．４８ ０．６８ ０．４７ ０．６３ ０．４８

ＨｕｍＳｏｃｉａｌ 人文专业 ０．１６ ０．３６ ０．１３ ０．３４ ０．１８ ０．３８

ＥｃｏＭｎｇＬａｗ 经济管理专业 ０．１８ ０．３８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１９ ０．３９

ＰａｒｔｙＭｅｍ 党员 ０．３７ ０．４８ ０．３３ ０．４７ ０．３７ ０．４８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是否有证书 ０．６３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５７ ０．４９

ＰａｒｅｎｔＲａｎｋ 父母行政级别 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１１ ０．３２ ０．０８ ０．２７

ｌｏｇＦａｍＩｎｃ 家庭收入对数 ９．９９ １．６３ １０．１７ １．７６ ９．９３ １．５６

ｐｒｉｍａｒｙ 父母最高教育小学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１４ ０．３５ ０．１１ ０．３１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父母最高教育中学 ０．６６ ０．４７ ０．５９ ０．４９ ０．７０ ０．４６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父母最高教育大学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２７ ０．４４ ０．１９ ０．３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读研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２０ ０．４０

ｇｏａｂｒｏａｄ 出国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１９

　　注：“高考标准成绩”是为了解决各省高考成绩总分差异而进行了去均值和除标准差的

标准化；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分值越小，代表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越好；ＧＰＡ排名值越小，

代表排名越靠前，学业成绩越出色。“学生工作”是指是否有过学校、学院和班级的干部工

作经历。“是否有证书”是指是否有计算机证书、专业资格（等级）证书或驾照。“父母行政

级别”是指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并有科级及以上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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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列出了其他变量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简化起见，我们将有过校
外工作经历的学生和没有任何校外工作经历的学生进行对比。在２５０２个存在
工资信息的样本中，有７１６个毕业生没有任何校外工作经历，而１７８６个毕业生
有过校外工作经历。从工资水平上看，没有校外工作经历的毕业生有着更高的

起薪。同时，有校外工作经历的毕业生中，一些其他因素也和无校外工作经历

的毕业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四六级成绩和高考成绩明显要低，女性比重更大，

健康水平更差，ＧＰＡ排名靠后，并且有相对多的学生工作经历，和较大比重的
经济管理专业和理工专业，较高的党员比重，父母行政级别和教育程度都相对

较低。这些特征意味着，可能没有校外工作经历的这些毕业生本身能力较强、

或者家庭背景更好，使得他们能够在就业市场寻找到更高薪的工作，薪酬的差

异未必是由于校外工作经历引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控制其他因素，才能看

到校外工作经历对薪酬的真正影响。这也是本文研究和已有对中国大学生兼

职影响研究的主要不同。

（二）方法说明

估计校外工作经历的收入回报时，我们首先分析各类校外工作经历对毕业

起薪的影响。由于是横截面数据，我们将主要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析。在使

用回归方法分析时会遗漏诸如能力等不可估测变量，导致校外工作经历可能的

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借鉴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的代理变量方法，利用数据库丰富
的信息，引入更多代理变量反映能力、背景等可能的遗漏变量。

毕业生样本会存在一定的选择性问题，如部分毕业生由于出国、保研、考研

等原因而没有收入数据，这导致以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时面临的样本选择性问

题。Ｈｅ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９）提出的方法有助于解决由此造成的系数估计偏误，即估
计一个修正选择性问题的 Ｍｉｌｌｓ比加入回归方程。① 但是，近期广泛引用的匹
配比较方法提供了另一个科学的半参数比较手段，能够更科学合理地处理样本

选择性问题，这种基于匹配的比较方法被称为平均处理效应估计（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Ｔ），将作为我们的辅助检验手段。

ＡＴＴ的本质是匹配控制组和对照组，基本思想和常用的反事实估计相同。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ＡＴＴ方法比较常用。首先基于各类协变量估算个体 ｉ会
出现在处理组（如校外兼职）的概率，即倾向得分：

ｐ（Ｘｉ）≡Ｐｒ（Ｄｉ＝１Ｘｉ）＝
ｅｘｐ（βＸｉ）
１＋ｅｘｐ（βＸｉ）

（１）

① 实际上，ＳｕｎａｎｄＧｕｏ（２０１４）以及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已经证明这种选择性在这个样
本中问题很小，ＳｕｎａｎｄＧｕｏ（２０１４）利用Ｈｅｃｋｍａｎ的方法进行了修正分析证实了选择性问
题主要是与保研、考研和出国相关，选择方程与主方程误差项无关，不影响系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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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Ｄ＝｛０，１｝表示处于处理组，Ｘｉ代表协变量特征的向量，β是相应的参数。
倾向得分基础上的常用匹配方法包括最相邻样本匹配等几种（ＢｅｃｋｅｒａｎｄＩｃｈｉ
ｎｏ，２００２）。我们采用四种常见方法，即最邻近匹配（也称为一对一匹配估计，
ｏｎｅｔｏｏｎｅ）、ｋ个最临近样本匹配（ｎｅｉｇｈｂｏｒ）、最小半径匹配（ｒａｄｉｕｓ）和核匹配
（ｋｅｒｎｅｌ）。这几种方法在ＢｅｃｋｅｒａｎｄＩｃｈｉｎｏ（２００２）都有所介绍。

四、校外工作经历对收入的影响

（一）ＯＬＳ回归分析结果

表３列出了不同兼职经历对工资对数影响的ＯＬＳ估计结果。校外工作类
型分为两类：（１）校外兼职；（２）实习。我们将无校外工作经历设为默认值，两
类校外工作变量的系数可以解释为相对于无校外工作经历的毕业生起薪差异。

我们依次加入更多控制变量，以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可能内生性问题。控制的

变量包括反映个人基本特征的性别、身高、健康状况、是否党员，反映个人技能

特征的专业、是否有过学生工作经历，反映个人学习能力的高考成绩、英语四级

成绩、班级ＧＰＡ排名，以及反映家庭背景的父母行政级别、父母教育程度、家庭
收入水平，我们也控制学校特征和省份虚拟变量。

表３　校外工作经历对收入影响

ｌｏｇＷａｇ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校外兼职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２

实习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女性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身高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０５

身高平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健康状况较好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健康状况较差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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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ｌｏｇＷａｇ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健康状况很差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２５

标准化高考成绩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人文专业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４

经济管理类专业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班级ＧＰＡ排名前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０５

班级ＧＰＡ排名５％－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０４

班级ＧＰＡ排名２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４

班级ＧＰＡ排名５０％－８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５

党员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是否有证书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是否有学生工作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四级成绩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父母行政级别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家庭收入对数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父母最高教育—小学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４

父母最高教育—中学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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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ｌｏｇＷａｇ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常数项
　　７．５８

０．０５

０．４４

６．０１

－０．１０　

４．９９

－４．１９　

５．１２

－５．３４　

４．５７

－５．６０　

４．１９

其他控制项 无 无 无 无
学校类型、省

份虚拟变量

学校虚

拟变量

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２２ ０．２５

样本数 ２５０２ ２５０２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０

　　注：系数下面为控制学校聚类效应的稳健标准差，以下各表同，和分别代表

１％、５％和１０％显著性水平。学校类型是指是否９８５、２１１高校。

在回归分析的六个模型中，除了模型（２），都支持结论：拥有校外工作经历
的毕业生（包括校外兼职和实习）收入显著低于没有校外工作经历的毕业生，

在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家庭背景、个人能力、学校虚拟变量、省份虚拟变量指

标）后，校外工作经历仍对毕业生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从数量上看，校外兼职

会降低起薪６％，而实习会降低起薪７％。其他控制变量中，身高对收入有显著
倒Ｕ型影响，反映学习能力的高考成绩、英语四级成绩和ＧＰＡ对收入有显著正
向影响，反映家庭背景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子女就业收入越高。

（二）ＡＴＴ分析结果
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分析受限于模型的线性形式，并且可能有样本选择性偏

误等各种统计问题。另一个最新的研究方法基于半参数分析，即上文描述的基

于倾向得分匹配的ＡＴＴ方法。这个方法能够较有效地解决选择性问题和模型
形式选择随意性问题。ＡＴＴ方法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基于普通 ｌｏｇｉｔ估计成为
“处理组”的概率，即倾向得分，第二步基于倾向得分将处理组和控制组中相似

样本进行匹配，采用非参数方法进行均值比较。在本文中，我们的控制组设定

为没有任何校外工作经历的毕业生，处理组分为两类：（１）校外兼职；（２）实习，
这两类将分别采用ＡＴＴ方法估计其与控制组的毕业薪酬区别。

表４报告了第一步ｌｏｇｉｔ估计结果，都是以相应类别校外工作与没有校外
工作经历的毕业生进行混合分析。以（１）为例，我们将有过校外兼职的毕业生
和没有任何校外工作经历的毕业生混合为分析对象，以“是否有校外兼职”为

被解释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ｔ估计，解释变量包括了所有影响具有校外工作经历和收
入的因素。由于ｌｏｇｉｔ估计结果只是最终计算 ＡＴＴ的中间步骤，我们不做过多
解释。从（１）－（２）解释变量显著性有一定区别，意味着具有不同校外工作经
历有不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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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是否有相关校外工作经历的ｌｏｇｉｔ估计结果

校外工作
（１） （２）

Ｃｏｅｆ． Ｓｔｄ．Ｅｒｒ． Ｃｏｅｆ． Ｓｔｄ．Ｅｒｒ．

四级成绩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女性 －０．００１ ０．２０３ ０．１０３ ０．２１７

身高 ０．１１０ ０．３１７ ０．２１７ ０．３３２

身高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健康较好 ０．２８３ ０．３３２ ０．０２４ ０．１４９

健康较差 －０．７４５ １．３２４ －０．０４５ ０．３４６

父母行政级别 ０．１３２ ０．３１７ ０．３２３ ０．２９６

家庭收入 －０．０８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１

父母教育－小学 ０．４８７ ０．２４４ ０．０３１ ０．２５１

父母教育－中学 ０．６５７ ０．１９３ ０．３１２ ０．１８７

高考成绩 －０．０６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７

社科专业 ０．５１１ ０．２４０ ０．９８０ ０．２５５

经管专业 －０．０１１ ０．１６４ ０．３１２ ０．１６５

ＧＰＡ排名５％ ０．９４２ ０．３２９ ０．３１２ ０．３４９

５％－２０％ ０．４７３ ０．２７６ ０．３１１ ０．２７９

２０％－５０％ ０．５１２ ０．２６５ ０．２２０ ０．２６７

５０％－８０％ ０．４３８ ０．２８０ ０．３５７ ０．２７９

学生工作 ０．６１７ ０．１３４ ０．６５２ ０．１４２

党员 －０．０７１ ０．１４８ －０．３５０ ０．１５７

证书 ０．２３４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４ ０．１４７

学校，省份 有 有

＿ｃｏｎｓ －６．５０６　 　 ２７．０１ －１５．８９　 　 ２８．１５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８ ０．０８

样本数 １２７７ １１３２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

在得到倾向得分后、进行匹配比较之前，需要检查控制组和处理组在各个

解释变量上是否平衡，即解释变量在两组样本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只有各

个维度的解释变量都没有显著区别的条件下，进一步的非参数比较才是有意义

的。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四类比较都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出于节省篇幅考虑，

我们只给出第一种比较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表５的结果显示，所有
的匹配变量在匹配后的控制组和处理组间平均值没有显著差异，意味着在匹配

后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其他工作类型工作经历匹配对比的平衡性检验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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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但未列出。

表５　解释变量间平衡性检验结果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Ｍｅａｎ ％ｒｅｄｕｃｔ ｔｔｅｓｔ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ｉａｓ ｂｉａｓ ｔ ｐ＞ｔ

四级成绩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４５８．６７ ４６０．２３ －２．９ －０．７９ ０．４３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４４９．６４ ４４７．２９ ４．４ －５０．７ １．０３ ０．３０

女性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４９ ０．３７ ２５．８ ７．９０ ０．００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４３ ０．４７ －６．８ ７３．６ －１．３０ ０．１９

身高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１６７．６０ １６９．５５ －２５．８ －７．９２ ０．００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１６８．１０ １６７．９３ ２．３ ９１．２ ０．４４ ０．６６

身高平方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２８１４５ ２８８０４ －２５．９ －７．９４ ０．００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２８３１６ ２８２５８ ２．３ ９１．２ ０．４４ ０．６６

父母行政级别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０６ ０．１１ －１７．５ －５．３４ ０．００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５ ９７．３ －０．１３ ０．８９

家庭收入对数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９．８４ １０．１７ －２０．２ －５．９１ ０．００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９．７７ ９．６６ ７．１ ６４．７ １．２４ ０．２２

标准化高考成绩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０５ ０．０４ －８．７ －２．５５ ０．０１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８ ７９．４ －０．４３ ０．６７

人文专业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１７ ０．１４ １０．２ ３．１１ ０．００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１２ ０．１１ ２．６ ７４．６ ０．５６ ０．５８

经济管理类专业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１５ ０．１７ －３．５ －１．０６ ０．２９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１８ ０．２１ －６．２ －７７．７ －１．１１ ０．２７

党员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３９ ０．３３ １２．３ ３．７８ ０．００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８ ９３．２ －０．１６ ０．８７

是否有证书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６０ ０．４９ ２０．７ ６．３５ ０．００

Ｍａｔｃｈｅｄ ０．６４ ０．６３ ３．２ ８４．４ ０．６４ ０．５２

在以上准备的基础上，我们给出 ＡＴＴ估计结果。两类校外工作与无校外
工作经历的毕业生对比结果依次如表６和表７所示。通过表６可以看到，拥有
校外兼职会显著降低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四类匹配对比的结果都得到这个结

论。从数量上看，ＡＴＴ估计校外兼职会降低毕业生起薪大约６％ －７％之间，这
与ＯＬＳ结果（６％）非常一致，这意味着结论比较稳健。

同样地，通过表７可以看到，实习会显著降低毕业生的收入７％ －１０％，并
且四类匹配对比的结果都得到这个结论。这与简单的 ＯＬＳ结果（７％）基本一
致，也说明结论比较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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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校外兼职与无校外工作经历的收入对比ＡＴＴ结果

方法 参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 Ｔｓｔａｔ
ｏｎｅｔｏｏｎｅ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７．５３ ７．６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３．３４

ＡＴＴ ７．５２ ７．５９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７８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Ｎ＝１０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７．５３ ７．６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３．３４

ＡＴＴ ７．６２ ７．５８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８４

ｒａｄｉｕｓ Ｒ＝０．０１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７．５３ ７．６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３．３４

ＡＴＴ ７．５２ ７．５８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９２

ｋｅｒｎ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７．５３ ７．６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３．３４

Ｂｗ＝０．０１ ＡＴＴ ７．５２ ７．５８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８２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

表７　实习与无校外工作经历的收入对比ＡＴＴ结果

方法 参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 Ｔｓｔａｔ
ｏｎｅｔｏｏｎｅ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７．５２ ７．６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３．１７

ＡＴＴ ７．５２ ７．６３ －０．１０ ０．０４ －２．３１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Ｎ＝１０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７．５２ ７．６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３．１７

ＡＴＴ ７．５２ ７．６０ －０．０８ ０．０３ －２．２２

ｒａｄｉｕｓ Ｒ＝０．０１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７．５２ ７．６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３．１７

ＡＴＴ ７．５２ ７．５９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９３

ｋｅｒｎ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７．５２ ７．６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３．１７

Ｂｗ＝０．０１ ＡＴＴ ７．５２ ７．５９ －０．０７ ０．０３ －２．１０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

五、校外工作经历对收入影响的路径检验

（一）对就业单位性质的影响

不同类型企业收入有显著不同，如外企、国企收入显著高于民企和机关。

如果校外工作经历不利于进入更好的企业，那么能够解释为什么校外工作会降

低收入。表８使用多元离散选择方法估计不同校外工作经历影响进入不同类
型企业的因素，参照组为集体民营等企业。

表８　校外工作经历对最好工作单位类型的影响：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Ｐｒｏｂｉｔ估计

最好工作机会的单位类型 　党政 国企 　外企

校外兼职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３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１６）

实习
－０．１５

（０．２１）

－０．５６

（０．１４）

０．０８

（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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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最好工作机会的单位类型 　党政 国企 　外企
控制变量 有

Ｌｏｇ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２３６０．３９
样本数 １９４３

　　注：基础组为集体民营等企业。，，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

由上表可见，相比于无校外工作经历，校外工作经历对就业企业类型有显

著影响，校外兼职和实习都会降低进入国企（相对于进入集体民营等企业）的

概率，对于其他单位类型则没有显著影响。由于国企收入相对于机关和民企较

高（图１），进入国企概率低意味着降低了收入提高机会。

图１　不同类型企业就业起薪平均值对数

注：（１）党政机关部门；（２）国企；（３）外企；（４）集体企业、民企及其他。

（二）对面试机会和工作机会的影响

如果校外工作经历不利于获得面试机会或者降低面试成功率，那么也可能

使得毕业生选择过少从而可能的毕业起薪更低。表９给出了关心的四个被解
释变量，采用ＯＬＳ估计观察不同校外工作经历对接受面试次数、获得工作机会
个数、投递简历中成功获得面试的比例以及成功获得工作机会的比例四个被解

释变量的影响。估计发现：有实习经历的毕业生有更多的面试次数和 ｏｆｆｅｒ个
数；但校外兼职会降低获得工作机会的成功率。

表９　校外工作经历对面试机会和面试成功机会影响

面试次数 工作机会个数 面试／投递简历比 工作机会／投递简历比

校外兼职
０．８９

（０．５４）

１．０１

（０．７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实习
２．００

（１．１３）

０．８８

（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样本数 １９２７ １９０６ １８６７ １８５９

Ｒ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５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解释变量中包含了投递简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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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节效应

校外工作经历可能对其他人力资本的收入边际效应产生影响，这可以通过

ＯＬＳ估计的交叉项体现出来。我们在保持表３中原有变量不变基础上，加入不
同类型校外工作与相应人力资本交叉项，试图观察其调节作用。我们关心的几

项人力资本包括英语四级成绩、技术证书、学生工作和党员身份。表１０列出了
这几项人力资本对收入的效应如何受到不同校外工作类型影响的结果。可以

看到，实习会增加英语成绩对毕业生收入的影响，校外兼职会增加学生工作对

毕业生收入的影响。

表１０　不同类型校外工作对其他人力资本的交叉效应

英语成绩 证书 学生工作 党员

校外兼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实习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５）
样本数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０
Ｒ２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２２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系数估计量为横纵轴变量的交

叉系数。

（四）对其他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

校外工作会占用学习时间，也可能直接挤出其他人力资本的培养，从而对

收入有间接作用。表１１考察了控制其他变量后的校外工作经历对几项人力资
本培养的挤出或补充效应。可以看到：（１）校外工作对英语学习的提高没有影
响；（２）校外兼职会提高获得技术证书的概率；（３）兼职和实习都会对于学生工
作有促进作用；（４）实习对于成为党员有负向作用；（５）校外兼职可能导致更好
的学习成绩。总的来说，校外工作对于其他人力资本大多数有正面影响。

表１１　校外工作经历对其他人力资本的挤出或互补效应

英语成绩 证书 学生工作 党员 ＧＰＡ

校外兼职
－０．８４
（２．２９）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３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４）

实习
－１．７６
（２．５９）

０．１３
（０．０９）

０．４０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５）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数 ３７０４ ３７０４ ３７０４ ３７０４ ３７０４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３３ ０．２１ ０．１１ ０．２５ ０．１１

　　注：对英语成绩采用ＯＬＳ分析，证书、学生工作、党员采用ｐｒｏｂｉｔ分析，ＧＰＡ采用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分析（ＧＰＡ值越大，学习成绩越差）。，，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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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

本文分析校外工作经历是否影响毕业生就业起薪，并且分析其作用路径、

调节效应、挤出效应和对其他隐性福利的影响。我们主要采用了控制较多变量

的ＯＬＳ方法估计，基于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方法（ＡＴＴ）作为辅助检验。
研究发现，从事校外兼职或实习对毕业起薪有统计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

地说，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校外兼职会降低起薪６％，而实习会降低起薪７％左
右。使用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得到了稳健的结论。兼职和实习降低起薪

的主要原因是降低了去收入较高的国企的概率。此外，校外工作能提高英语成

绩和学生工作经历的收入效应，同时促进证书获得、学生工作经历获得和 ＧＰＡ
提高，降低成为党员的概率。总体而言，虽然对起薪有负面影响，但校外工作经

历的整体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为什么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校外工作会降低起薪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就

业单位并不重视大学生在学期间的实习经历，甚至视这种经历为一个负面信

号，如反映了该毕业生不努力学习等；另外，大学生校外工作含金量不高，对实

际就业作用不大也是一个可能原因。

总之，本文证实了校外工作这种“非正规工作”对大学生毕业后收入有影

响，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同时，研究结论对于指导高校教育体制改革

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学生对于是否从事校外工作以及校外工作类型的选择需

要更加慎重；而高校则需要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更多经济保障，以保

证学生如果从事校外工作，不至于受迫于经济条件毫无选择余地，而是可以选

择与专业方向更相关、技术含量更高的校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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