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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民素质与社会冲突

梁
!

枫

!摘
!

要"长期以来!针对教育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的功能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聚焦于

经济领域$在微观层面上!主要关注教育对个体"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回报$

实际上!教育对经济和社会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从微观层面探究教育对社会冲

突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教育影响社会冲突的中介效应研究不应只聚焦经济因素!

还应关注国民素质等非经济因素!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解释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

社会冲突的产生原因$基于
+Xee

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教育可以降

低民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同时!研究还发现!国民素质是教育影响社

会冲突的中介变量之一$这说明教育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对于社会发展也

具有积极作用$上述研究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两点'其一!政府在制定维护社会稳

定的政策时!不应只考虑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性与工具性!而应更多地关注深层次的

影响我国社会秩序的问题!如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民素质的问题$与之对应!政府

在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的工作中!应该更多地发挥教育所具有的提升国民素质的功

能!即通过发展教育使社会维持稳定$其二!提升国民素质应成为政府工作的主要

目标之一$不仅要让国民具有强健的体格!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更要

让国民拥有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规范意识等!在提升国民素质的过

程中不能顾此失彼$

!关键词"教育&国民素质&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

在观察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也多以经济因素作为中介!如在宏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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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够通过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微观上!教育

能够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升个人幸福感等$

("

世纪以来!我国教育事业

保持了快速发展!个人受教育程度!特别是高等教育大幅提高!如果仅从经

济的角度!社会体系的稳定程度理应随之显著提升$然而直观感受上并非如

此!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现象时有发生$李林和田禾,

()"!

-提供

的一份报告显示!

()))

年
"

月
"

日至
()"G

年
*

月
G)

日发生的并被境内正式

出版发行的纸质媒体!以及拥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网络媒体报道

的群体性事件共
G"!F

起!其中有
GH

起群体性事件造成总计至少
I*

人丧生$

在影响社会冲突的因素里!既有经济因素!也有其他因素!特别是群体

性事件的参与者大多遵循)外部环境
+

主观判断
+

行为+的演化过程!经济因

素更多代表着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客观因素!参与者在这些外部环境中形成主

观判断!然后决定是否参与$因此!教育对社会冲突影响研究中介因素的选

取!不应只聚焦经济因素!一些同样与教育有着密切相关的并会对参与者主

观判断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也应得到关注!这样才能全面解释教育如何影

响社会冲突$综上!本文选取国民素质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对教育*国民素

质与社会冲突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争取在教育收益及社会冲突研究领域有

所创新$

本文第二部分基于文献回顾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介绍模型*变量和

数据来源!第四部分讨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讨论本文的政策含义与研究

局限$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在我国!教育对社会冲突的影响效果并不一致$

部分学者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冲突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例如赵鼎新

,

()""

-认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激发维权意识#金桥,

()"(

-发现教育程度

的提升会明显促进民众的制度外政治参与$但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的观点!

例如李汉林等,

()")

-发现受访者的教育程度越低!其失范的感受*不满意度

的感受*相对剥夺的感受及地位不一致的感受越强烈#另外!上海市教委的

一份项目结题报告"曾指出!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个体!更愿意遵守法律和

制度$文献分析的结果也支持了引言部分的论断!只将经济因素作为中介变

"

具体可参见%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结题报告,

()")

-&中的%文化资本视角下

的阶层地位获得与阶层意识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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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不能完整地解释教育如何影响社会冲突$

基于已有文献对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的回顾!可以发现在规模较大的群

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多,郭星华!

())*

-!并且

这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泄愤式的参与!极易使群体性事件升级成为群体性暴

力事件,于建嵘!

()"F

-$典型案例包括闹事群众袭击武警的石首事件!以及

闲杂人员围攻政府的瓮安事件等$

Y/,A9.5$A4

的现代社会冲突理论指出社会

冲突的基础是利益冲突!产生于权利分配不均衡,拉尔夫6达伦多夫!

()"H

-$

王战军,

())H

-认为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多由民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而引起!

民众参与的逻辑前提是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利益剥夺$然而!帕森斯认为要维

持社会秩序!需要将共同价值观输入社会成员的意识当中!形成普遍的自觉

,

Z/A3$.3

!

"*H"

-$教育是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本途径之一!教育向社会

成员提供行为规范*认识框架等!通过学校等机构培育社会成员的人格和能

力!从动机和技能方面为其日后在社会中的角色分配和扮演做准备!而各种

角色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_637/4/

!

()"(

-$因此!如引言所述!对

于这些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不仅需要运用相对剥夺感等经济领域的理

论加以解释,梁枫*任荣明!

()"I

-!还应对影响参与者主观判断的因素予以

研究!包括通过教育培养而成的核心价值观*规范意识及角色认知等$

选取)国民素质+作为中介因素!首先在于国民素质是可以体现个体核心

价值观*规范意识及角色认知等的综合概念$国民素质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

阐述!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由健康素质*智力素质*心理,人格-素质*

道德素质*角色素质构成+,沙莲香!

()))

-!也有学者认为)国民素质划分为

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社会文化素质!其中社会文化素质主要包括科学文化

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能力素质四大要素+,单培勇!

())(

-$尤为重要

的是)必须认识到国民素质是国民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完整的国民素质应包

含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的公民品格+,沙莲香*干春松!

"**F

-$因此国民素质

的概念必须蕴含着价值观*心理和道德方面的内容$其次!教育是影响国民

素质的主要因素$根据国民素质的构成!学界多把国民素质分为两大层面"

以身体素质为主的基础国民素质!和包含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分布在更高

层面上的深层国民素质$国民素质遵循天赋资源与后天教育相统一的规律$

身体素质是国民素质的物质基础!是开发天赋资源的前提条件$)但人由自在

性向自为性的提升*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提升*由天赋素质向现实素质的转

化!必须接受各方面的教育和培养!诸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

,单培勇!

()""

-$健康的心理*正确的价值观以及法治意识!不可能自发形

成!必须依靠后天教育$最后!国民素质因素如同经济因素一样!既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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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进行观察!也可以在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国民既是个体又是总体!

国民素质是个体素质与总体素质的统一!从国民总体上!国民素质是各种素

质的综合!而对个体的研究是国民素质研究的基础!因此!国民素质虽然是

综合性的概念!但完全可以作为微观研究变量$长期以来!由于相较身体素

质的指标!道德素质等指标具有客观性弱*难以定量描述等特点$关于我国

国民素质!特别是论及价值观与道德等深层国民素质的实证研究不足!严重

制约国民素质研究的应用性和政策性$因此!本研究尝试用微观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以期能够达到在国民素质应用研究领域抛砖引玉的效果$

当前我国的社会研究依然离不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这两个大背景$人

口统计的数据表明!我国国民素质中身体素质等基础国民素质的指标会伴随

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时!一种社会共识是!我国国民的

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深层国民素质并非同经济发展相一致!特别是在社会

变迁时!个体的价值观与道德取向会面临巨大的冲击!表现为个体在社会及

利益冲突时的辨别水平*选择方向*适应能力以及自我规范等问题!损人利

己*违背公德*破坏秩序等)素质低下+的社会现象经常发生$因此!本研究

从维护社会稳定和提升国民素质等方面!补充了有关教育的非市场收益的研

究文献!也为政府部门关于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模型*数据和变量

#一$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采用的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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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9

为群体性事件,

XA$6

C

0:9.7

-因变量!

056

为教育自变量$

_K

'/7-$./%b6/%-7

B

为中介变量!表示国民素质$

W

+K(

%

*

为一系列表现个体特征

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收入*政治面貌*健康状

况*婚姻状况$

根据温忠麟等,

())!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为了验证教育自变量

056

通过影响中介变量
_

!进而影响到群体性事件因变量
X9

的中介效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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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需要进行以下几步检验"第一步!检验方程,

"

-的系数
$

"

是否显著#

第二步"如果
$

"

显著!则依次分别检验
$

(

*

!

是否显著#第三步"如果
$

(

*

!

都显著!则检验
$

G

是否显著!否则做
e$@9%

检验$在
$

(

*

!

都显著的情况下!

如果
$

G

不显著!则是一种完全中介效应的情况!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完

全通过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如果
$

G

显著!则是一种不完全的中介效应的情

况!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是通过多个中介变量来实现的$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Xee

-的调研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全面地收集了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居民的微观数据!可以反映出样本

的微观特征!这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

()")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Xee()")

-一共有
""I=G

个样本$调研问

卷的
Y

部分涉及了群体性事件!问题
Y"(/

询问了受访者过去三年间在其身

边是否发生过群体性事件!回答为)是+的受访者会被继续问及其在群体性事

件中的参与程度$对样本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发现!有
"!!F

名受访者表示近

三年间身边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有
")(HI

名受访者身边未发生群体性事件!

而有
I"

名受访者拒绝回答$因此!身边未发生群体性事件!以及拒绝回答的

受访者数量占到了全部样本的约
=I&I!W

$如果我们使用全部的样本来做进

一步的实证分析!那么未曾发生过群体性事件的受访者占比将过大!回归结

果可能将被这种类型的样本所支配!故回归结果很有可能将产生偏差$因此!

后文将仅以
"!!F

名近三年间身边曾经发生过群体性事件的受访者为样本做进

一步的分析$

如前文所述!关于我国国民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等深层国民素质的实

证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用于描述与衡量国民素质的中介变量的选取!既

是难点!也是创新点$最终!本文选取问题)

Y((&

请问您的下列行为的发生

程度如何.

"&

遵守交通规则+!来衡量受访者的国民素质$理由在于"首先!

在影响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方面!教育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使

受教育者认知和遵守社会规范!具体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往往公

德和守法意识越强$因此!无论从探究教育非市场收益的角度!还是从重点

研究道德*规范意识等深层国民素质的角度!遵守交通规则都是符合研究逻

辑的统计变量$其次!社会中的策略性互动有三种基本的类型"冲突*协作

,

1$$A5-./7-$.

-和合作,

1$$

C

9A/7-$.

-!冲突关系中!一方的获益唯有以另一方

的损失为必要条件!协作的互动几乎与此相反!一方的获益必须以另一方的

获益为必要条件!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一种典型的协作行为,哈丁!

()"G

-$因

此!选取遵守交通规则作为社会冲突研究的中介变量!理论上容易获得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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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结果$最后!在已有文献中!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

社会历史发展轨迹!学校对学生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德教育!其中就包括运

用遵守交通规则的事例教育学生为什么在群体领域要坚持群体利益优先的原

则!积极推进他们向更高的道德发展阶段前进,傅维利*刘靖华!

()"I

-$表

"

列举出了本文所使用的变量的名称*符号*对应的调研问题和定义$

表
F

!

本文所有变量的名称%符号%对应的调研问题及定义

变量的名称 变量的符号
变量对应的调研

问卷题号及问题
变量的定义#赋值$

群体性事件

参与程度
X9

Y"(1D

在这些活动或

行动中!您是否担任

过以下角色.

组织者
KF

#亲自参与活动
K!

#

未参与活动!但提供了物质支

持
KG

#未参与活动!但提供了

道义支持
K(

#从未参与
K"

$

最高受教育

程度
056

SI/D

您目前的最高

教育程度是,包括目

前在读的-

研究生及以上
K*

#大学本科

,正规高等教育-

K=

#大学本科

,成人高等教育-

KI

#大学专科

,正规高等教育-

KH

#大学专科

,成人高等教育-

KF

#技校*普

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
K!

#

初中
KG

#小学*私塾
K(

#没

有受过任何教育
K"

$

国民素质
'/7-$./%

b6/%-7

B

Y((&

请问您的下列

行为的发生程度如

何.

"&

遵守交通规则

总是
KF

#经常
K!

#有时
KG

#

很少
K(

#从未
K"

$

性别
X9.59A S(&

性别 男
K"

#女
K)

$

年龄
S

E

9

SG&

您的出生日期是

什么.

以
()")

减去受访者的出生年份

来计算$

民族
'/7-$. S!&

您的民族是 汉族
K"

#其他民族
K)

$

宗教信仰
89%-

E

-$. SF&

您的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

K"

#无宗教信仰

K)

$

收入
N.1$29

S=/D

您个人去年全

年的总收入是多少.

以万元为单位

政治面貌
Z$%-7-13

S")&

您目前的政治

面貌是
中共党员

K"

#其他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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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的名称 变量的符号
变量对应的调研

问卷题号及问题
变量的定义#赋值$

健康状况
9̀/%7,

S"F&

您觉得您目前

的身体健康状况是

很健康
KF

#比较健康
K!

#一

般
KG

#比较不健康
K(

#很不

健康
K"

$

婚姻状况
_/AA-/

E

9

SH*&

您目前的婚姻

状况是
已婚*同居

K"

#其他
K)

$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为了使本文的实证研究更具有准确性!本文删除了受访者拒绝回答*回

答为不知道*回答缺失的样本$在去除这些样本后!最终一共获得
"(HG

个

样本$

从样本的基本分布来看!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其

中!男性样本占比
F!&FFW

!女性样本占比
!F&!FW

#汉族样本占比

*F&)*W

!少数民族样本占比
!&*"W

#有宗教信仰的样本占比
"(&*=W

!没有

宗教信仰的样本占比
=I&)(W

#党员样本占比
"I&F=W

!非党员样本占比

=(&!(W

#已婚和同居的样本占比
="&*FW

!未婚的样本占比
"=&)FW

$其他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列在了表
(

中$

表
G

!

部分变量的均值%标准差

变量
I" 9$4 :#,%*&#0

X

4#0%,

>

<

'

" N&7*+" 3"#0,-

平均值
"&H! G&== !&FH !G&G* (&I" G&H=

标准差
"&"= "&== )&H( "!&G( =&*( "&)H

根据表
(

的结果!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变量的均值为
"&H!

!这意味着

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未参与过群体性事件$事实上!样本中
*(=

名受访者未参

与过群体性事件!占比为
IG&!=W

$而有
"F

名受访者曾经组织了群体性事

件!

(""

名受访者曾经亲自参与过群体性事件!还有
")

名*

**

名受访者分别

为群体性事件提供过物质支持和道义支持$尽管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情况总体

向好!但是仍然有
(H&F(W

的受访者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过群体性事件$因此!

研究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的影响机制!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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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另外!本文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G&G*

岁!受教育水平的平均值为
G&==

!

即绝大部分的受访者都完成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样本遵守交通规则的平均值

为
!&FH

!这表明大部分的受访者都基本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国民素质较高$

另外!样本上一年度的平均收入为
(&I"

万元!健康状况的平均值为
G&H=

!

即比较健康的状态$

#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
G

列出了基本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行标出了对应的回归模型编号$

所使用的回归方法是
fMe

最小二乘法$从模型的
d

值和
C

值来看!模型整体

是显著的$

表
K

!

基本回归结果

对应的回归方程 #

F

$ #

G

$ #

K

$

变量
I" :#,%*&#0

X

4#0%,

>

I"

056 >)&")(F

###

)&)(GF

##

>)&)**"

###

4

)&)()I

5 4

)&)"")

5 4

)&)()I

5

X9.59A )&"!)F

##

>)&)HHF

#

)&"G")

##

4

)&)HIG

5 4

)&)GF=

5 4

)&)HIG

5

S

E

9 >)&))") )&))GG

##

>)&)))H

4

)&))(I

5 4

)&))"!

5 4

)&))(I

5

'/7-$. >)&"=I* )&"G*H

#

>)&"H="

4

)&"FH(

5 4

)&)=G)

5 4

)&"FH)

5

89%-

E

-$. >)&)H"! >)&)"=I >)&)H!"

4

)&")"!

5 4

)&)FG*

5 4

)&")"(

5

N.1$29 >)&))"= )&))(! >)&))"F

4

)&))G=

5 4

)&))()

5 4

)&))G=

5

Z$%-7-13 >)&)!*H )&)"(" >)&)!I*

4

)&)*H"

5 4

)&)F""

5 4

)&)*F*

5

9̀/%7, >)&)=FG

##

)&)FFH

###

>)&)II!

##

4

)&)GGG

5 4

)&)"II

5 4

)&)GG!

5

_/AA-/

E

9 )&"G*)

)&"IFH

###

)&"H!"

##

4

)&)=HF

5 4

)&)!F*

5 4

)&)=H=

5

'/7-$./%b6/%-7

B

>)&"!(I

###

4

)&)F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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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对应的回归方程 #

F

$ #

G

$ #

K

$

变量
I" :#,%*&#0

X

4#0%,

>

I"

+$.37/.7 (&!)=H

###

G&=I)F

###

(&*H)*

###

4

)&(I)(

5 4

)&"!GF

5 4

)&GG=I

5

d

值
H&(F !&=( H&G=

C

值
)&)))) )&)))) )&))))

8Q3

L

6/A95 )&)!(* )&)GG! )&)!=!

!!

注"中括号中列出了标准差$

###表示
C%

)&)"

!

##表示
C%

)&)F

!

#表示
C%

)&"

$

本文将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赋值为

"

/

F

!即赋值越高!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越深$根据回归模型,

"

-的

结果!教育对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为负!并且在
"W

的水平下显著$

这意味着!教育水平提升一个层级!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会下降大

约
")&(FW

$并且!中介效应检验第一步的结果为"系数
/

"

显著!可以继续

做第二步的检验$

根据回归模型,

(

-的结果!教育水平对受访者国民素质的影响为正!教育

水平提升一个层级!受访者的国民素质指标会提升大约
(&GFW

!并且系数在

FW

的水平下显著$因此!教育对
_K'/7-$./%b6/%-7

B

这个变量有显著的影

响!即
/

(

显著$

根据回归模型,

G

-的结果!当在回归模型,

"

-中加入变量
_

后!受访者的

国民素质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的影响为负$变量
_

的估计系数在
"W

的水平下显著!受访者的国民素质指标提升一个层级!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

程度会下降大约
"!&(IW

$

继续分析模型,

G

-中教育变量的显著性$回归结果显示!此时教育变量的

系数为负!并且在
"W

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教育通过提升受访者的国民

素质!进而降低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的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并且是一种

不完全的中介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将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
"

/

F

!这种赋

值模式可以区分出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高低!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主

观性$接下来将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仅做
)

和
"

的赋值!即从未参与赋值

为
)

!其他各种形式的参与群体性事件均赋值为
"

$这种赋值模式仅对受访者

是否参与群体性事件进行区分!虽然会人为地减少一部分的信息量!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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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对参与程度高低赋值的主观性$在这样的赋值模式下!对回归模型,

"

-

和,

G

-做回归时需要采用
ZA$@-7

模型$表
!

列出了部分关键变量的
ZA$@-7

模

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模型整体依然具有显著性$如果模型的预测值
X9

大于或等于
)&F

!则认为其预测
X9K"

!反之认为其预测
X9K)

!将预测值与

样本实际值进行比较!就可以计算正确预测的比率!模型的正确预测比率都

在
IG&H)W

左右$

表
C

!

稳健性检验

对应的回归方程 #

F

$ #

K

$

变量
I" I"

056 >)&)=HH

###

>)&)=(H

###

4

)&)(F"

5 4

)&)(F"

5

'/7-$./%b6/%-7

B

>)&"II"

###

4

)&)H)H

5

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M8 !)&GH !=&*)

C

值
)&)))) )&))))

正确预测的比率
IG&F!W IG&H(W

!!

注"中括号中列出了标准差$

###表示
C%

)&)"

$

模型,

"

-教育变量对受访者是否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依然为负!教育水平

提高一个层级!受访者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下降大约
=&G)W

4

9?

C

,

>)&)=HH

-

>"

5!并且在
"W

的水平下显著$而加入变量
_

之后!变量
_

的系数在
"W

的水平下显著!因此变量
_

的中介效应显著!又由于回归模型,

G

-中教育变

量的系数也显著!所以是一种不完全的中介效应$

因此!本文所获得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教

育水平的提升!可以降低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同时!国民

素质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即教育可以通过提升受访者的国民素质来降低其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

五*结论

长期以来!针对教育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的功能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聚焦

于经济领域$微观层面上!主要关注教育对个体)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

回报$而本文从微观层面探究了教育对社会冲突的影响$

本文使用
+Xee

的调研数据!证实了我国教育可以降低民众参与群体性

事件的意愿和程度$同时!研究还发现!国民素质是教育影响社会冲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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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变量之一$这说明教育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对于社会发展也具有

积极作用$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首先在于!政府在制定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时!不应

只考虑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性与工具性!而应更多地关注深层次的影响我国社

会秩序的问题!如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民素质的问题$与之对应的!政府在

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的工作中!应该更多地发挥教育所具有的提升国民素质

的功能!即通过发展教育使社会维持稳定$其次!提升国民素质应成为政府

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不仅要让国民具有强健的体格!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

和科学技术!更要让国民拥有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规范意识

等!在提升国民素质的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在指标的选取上!选用遵守交通

规则来衡量国民素质!指标较为单一!而受访者遵守交通规则的程度是由受

访者自己描述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二!在数据的选取上!

+Xee

数据

库的数据是一种截面数据!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追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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