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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

&&&来自北京市流动儿童的调查证据

李
!

波!尹
!

璐
!摘

!

要"父母家庭角色的不同会导致对子女发展呈现不同的影响!流动儿童亲子分

离模式的特殊性为我们研究父亲和母亲对子女影响的差异性提供了良好的准实验场

景"基于
()*"?()*@

年对北京市功能拓展区
!)

所小学
*")

个班
(D"@

名四年级流动

儿童的调查数据!本文从学业表现#非认知发展和体质健康三个维度探讨了亲子分

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发现!样本中流动儿童有
@&)*S

与父亲分

离!

!&!ES

与母亲分离"基于似不相关的回归结果表明!与母亲分离显著负面影响

子女的学业表现和体质健康!而与父亲分离则显著不利于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异质性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母亲分离对男生的学业成绩影响要大于女生!但与父亲

分离对女生的非认知影响要大于男生"因此!本文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家庭

结构中父亲和母亲对子女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缺少任何一方都不利于子女)德智

体*的全面发展"最后!就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亲子分离$学业表现$非认知能力$体质健康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人类

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群

体$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

*显示!截至

()*A

年末中国流动人口总量约为
(&!@

亿!

)?*@

岁流动儿童规模已达
!D(*

万!已婚流动人口中近
+)S

为夫妻双方共同流动!近
*)S

为一方流动!而另

一方未流动$因此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流动儿童只跟随父母中的一方流动!进

而出现亲子分离的情况$本文基于北京市的调查发现!在剔除了因离婚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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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等导致的亲子分离后!流动儿童中仍有近
*)S

的学生存在与父亲或母亲分

离的情况$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截至
()*A

年底!仅义务教育阶段
)?*!

周岁流动儿童数量就达到
"E&@

万!这意味着仅在北京就有约
@

万名义务教育

阶段流动儿童存在着亲子分离现象$

亲子分离的类型是指父母双方中谁与子女分离!包括单亲与子女分离%

双亲与子女分离$其中!单亲与子女分离又分为父亲单独与子女分离%母亲

单独和子女分离两种情况$留守儿童可能出现父母均分离%父亲分离和母亲

分离三种类型$但是流动儿童的亲子分离只具有父亲分离%母亲分离两种类

型!并不存在父母均分离的现象'唐有财和符平!

()**

(!这就为我们研究父

亲和母亲对子女影响的差异性提供了良好的准实验场景$留守儿童的亲子分

离在数量上要比流动儿童多!因此以往的大量研究多聚焦于留守儿童!却忽

视了亲子分离对同样是弱势群体的流动儿童的影响$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

心和文化中心!承载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因此本文以北京市流动儿童为切入

点!研究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重点探讨以下问题"第一!亲子分离

是否会对子女的学业表现%非认知能力和体质健康产生影响. 第二!与父亲

分离和与母亲分离对儿童的影响是否有差异. 第三!这种差异是否会因儿童

的性别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二%文献综述

阿诺德
!

拉扎勒斯'

I0]0>740/6 $̂%_30/

!

*+E"

(关于应激的认知&交互理

论表明!子女对与父母分离事件的认知评估及其采取的反应是影响子女发展

的重要因素$基于儿童不同的认知评估和反应!学者对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

的影响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大多数研究认为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

是负面的且不可逆$其中包括亲子依恋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家庭功能理论

等$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指出!亲子分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锻炼子女的个人意

志!处理和应对困难的能力!其中包括压力&应对理论%抗逆力理论等$

本文主要选用+德智体,三个维度指标来衡量子女发展!其中+德,用非认

知能力衡量!+智,用考试成绩衡量!+体,用体质测试成绩衡量'王传旭!

())D

($关于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影响的现有文献中!亲子分离会导致孩

子缺乏陪伴%照顾和管教'

F2_:/].:0/690

\

$

\

$>8

!

()**

(!进而对子女的入

学年龄%升学意愿%教育水平以及学业表现造成显著负面影响'梁文艳!

()*)

#李云森!

()*D

#

F:

G

:>-$:5:>0/6,-:/

!

()**

($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发

现!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无显著影响'侯玉娜!

()*A

($关于亲子分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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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中!亲子分离会更容易导致儿童出现怨恨%自卑%沮

丧等不良情绪甚至产生暴力行为'

I0-0.::80%&

!

())+

(!父母日常监管行为较

少%与父母的交流频率更低%学校生活体验更为消极%且交往不良行为少年

的概率也更大'同雪莉和彭华民!

()*"

($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亲子分离增强

了子女独立解决困难的能力!磨练了坚韧的意志!处理事情的速度和节奏比

一般儿童更快!完成度也更高'

>̂0/2.420

!

()*(

($在有关亲子分离对体质健

康影响的文献中!多数研究均表明!亲子分离会导致子女健康状况的恶化'孙

文凯和王乙杰!

()*"

($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异质性分析中!由于家庭性别

角色的差异!与父亲或母亲分离对子女的影响可能不同'

,-:/:80%&

!

())+

($

有研究表明!与父亲分离会导致子女懦弱%撒谎'

,-:/:80%&

!

())+

(和攻击

性行为'常青和夏绪仁!

())E

(!而与母亲分离会导致子女出现自卑%内向等

问题'侯玉娜!

()*A

($学生性别不同!影响也存在差异$例如!亲子分离对

男生成绩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对女生成绩无显著影响'陶然和周敏慧!

()*(

($

有的研究得到相反的结论!即亲子分离对女生成绩的影响显著大于男生'胡枫

和李善同!

())+

($

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方面问题$第一!受限于数据!部分关于

亲子分离对学业成绩影响的文献中!子女学习成绩采用的是家长自报的孩子

成绩等级!存在估计偏差$第二!对子女影响的维度较为单一!且较少探讨

影响的异质性$第三!大部分研究采用相关分析!无法识别因果关系$相较

于已有研究!本文具有如下优势$第一!采用+德智体,多维度衡量学生发展$

第二!本文采用期末考试百分制成绩和体检%体测报告等行政数据度量学业

成绩和体质健康!保证了数据的准确度$第三!采用多元回归和似不相关方

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和内生性问题$

三%样本%变量与数据

#一$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我们在
()*"?()*@

年对北京市功能拓展区实施的调

查$调查遵循三阶段整群抽样原则!即先随机抽取区县!从选中的区县中随

机抽取学区'或教育集群(!最后从选中的学区中随机抽取学校的方式!被调

查学校的全部四年级学生入样$针对个别规模较大的学校!四年级班级数目

超过
!

个!从中随机抽取
!

个班级入样$最终!本研究所用样本涉及功能拓

展区
D

个区县%

!)

所学校%

*")

个班级的
(D"@

名流动儿童学生!占拟抽样样

本的
+!&(DS

$所调查学生均为小学四年级!处于同一个受教育水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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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指标具有横向可比性$调查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领导问卷!

调查内容涉及家庭背景!亲子分离状况!亲子关系和非认知能力$并且!我

们还获得学业成绩和体质测试等数据$

#二$相关变量描述

*&

核心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其中!核心解释变

量为亲子分离虚拟变量$包括与父亲分离%与母亲分离$对亲子分离的定义

是基于学生调查问卷中涉及学生是否和父母一起生活$如果不和父亲或母亲

一起生活!则定义为与父亲或母亲分离$同时!数据处理过程中删除了父母

离婚%父亲或母亲去世导致的亲子分离样本$表
*

汇报了核心解释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样本中与父亲分离
*""

人!占样本的
@&)*S

$与母亲分离
*)"

人!占样本的
!&!ES

$

表
!

!

核心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与父亲分离 与母亲分离 流动儿童总计

样本量
*"" *)" (D"@

占比
@&)*S !&!ES *))S

核心被解释变量包括学业成绩%非认知发展和体制健康$首先!学业成

绩为
()*"?()*@

学年第一学期数学%语文和英语百分制原始成绩$考试试卷

为各区县内部统一出题!但各学校自主判卷$鉴于各学校之间判卷尺度存在

差异!学校间成绩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对期末考试成绩进行校内标准化

处理$其次!非认知能力包括六个维度!分别为自尊'

4:%5W:48::3

(%自我控

制'

4:%5W2$/8>$%

(%人际交往'

./8:>

\

:>4$/0%./8:>028.$/

(%学校适应性'

42-$$%

060

\

80=.%.8

G

(%领导力'

%:06:>4-.

\

(和合作'

2$$

\

:>08.$/

($每个维度的非认知

能力给出若干日常行为题目!学生根据自己情况选择+非常符合,+符合,+不符

合,和+非常不符合,!并依次赋值为+

!

分,+

D

分,+

(

分,和+

*

分,$每个维度下

所有题目得分均值为相应维度非认知得分$各维度非认知能力中!自尊是个

体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

9$4:/=:>

N

!

*+"A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自

主调节行为和抑制冲动行为的能力'

H0

NN

:>:80%&

!

()*)

($人际交往能力是指个

体通过一定的语言%文字%肢体动作和表情等表达手段将某种信息传递给其他

个体的过程'王英春和邹泓!

())+

($学校适应性是指在学校环境中愉快地参与

学校活动并获得学业成功的状态'

I066:80%&

!

*++@

($合作是指个人和个人%群

体和群体之间为了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或方式等'陈晓

荣等!

()*D

($体质健康包括儿童肥胖率和体质测试成绩$肥胖率根据)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

()*!

(*标准采用
KFP

值进行测算!男生
KFP

值超过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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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超过
((&*

为肥胖$体质测试成绩分别由肺活量%

A)

米跑%坐位体前屈%跳

绳和仰卧起坐各项得分加权求和得到$表
(

汇报了核心被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结果不难发现各类型的亲子分离在学业表现%非认知发展和体质健康上很大

程度上都差于全样本均值$

表
#

!

核心被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

学生发展 变量 与父亲分离 与母亲分离 全样本

学业表现

数学成绩
)&)!@ ?)&(!) )&)@+

语文成绩
)&)E* ?)&(*) )&)E!

英语成绩
?)&)AA ?)&D+! )&))E

非认知发展

自尊
D&*+E D&*E) D&(A"

自我控制
D&*(( D&*D( D&*+*

人际交往
D&D"" D&D*A D&D@*

学校适应
D&A@( D&"D" D&"(+

领导力
D&(** D&(+( D&(@"

合作
D&!A( D&!@) D&A*A

体质健康
肥胖

)&**+ )&(EE )&*"(

体质测试
E!&DE+ ED&"+* EA&*"E

(&

控制变量

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家庭%班级和学校等四个层面$

本文选取的个体层面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独生子女虚拟变量#家庭层面变

量包括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家庭出身#学校和班级层面影响因素!采

用班级固定效应加以控制$表
D

为相关变量对应的问卷中的编码方式$

表
$

!

控制变量描述及编码方式

控制变量 变量名 编码方式

个体层面变量

性别
*b

男生!

)b

女生

年龄
()*"

年
*(

月
D*

日减去出生年月日

独生子女
*b

独生子女!

)b

非独生子女

家庭层面变量

经济资本 用取对数的家庭人均年收入衡量

文化资本

用父母受教育年限较大值进行衡量$文盲%小学%初

中%高中0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
)

%

"

%

+

%

*(

%

*A

%

*"

%

*+

年

家庭出身
*b

父母双方均为农村户口!

)b

父母有一方为城市

户口

学校和班级变量 班级固定效应
本文通过控制班级固定效应!来剔除学校和班级层面

难以观测的异质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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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报告了相关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关于学生个体变量!样本中男生

占比约为
AD&!S

!平均年龄为
+&+

岁!独生子女所占比为
D(&AS

$关于家庭

背景变量!家庭文化资本即父母最大受教育年限均值为
*)&)!

年!所以一半

以上流动儿童父母具有高中文凭$家庭经济资本即人均家庭取对数年收入

**&+D

$家庭出身变量表明流动儿童父母
""&(S

为农业户口$从不同类型的

亲子分离样本看!各控制变量大致而言并没有和全样本有显著差异$

表
%

!

相关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与父亲分离 与母亲分离 全样本

个体层面

男生
!+&!S AE&+S AD&!S

年龄
+&E@E +&+** +&E"E

独生子女
!(&ES !*&*S D(&AS

家庭背景

取对数家庭年收入
*)&(*+ +&E@! *)&)DA

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DD *(&)A! **&+("

父母均为农业户口
A(&!S "!&DS ""&(S

四%实证分析结果

本节主要从学业成绩%非认知发展和体质健康三个维度来研究亲子分离

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并探讨影响可能存在的异质性问题$

图
!

!

学生发展各维度指标选取

#一$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

O::3./

N

%

G

X/>:%08:69:

N

>:44.$/148.308.$/

!

OX9

(来估计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如

果多个方程之间有某种联系!那么将这些方程同时进行联合估计有可能提高

估计效率!这被称为+系统估计,'

4

G

48:3:48.308.$/

($似不相关回归主要解

决的是各方程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但是各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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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陈强!

()*!

($例如!在考察亲子分离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时!六个方程

的解释变量为不同类型的亲子分离!各方程被解释变量为自尊%自我控制%

人际交往%学校适应%领导力和合作$尽管这六个方程的变量有所不同!但

是由于同一学生的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对六个维度的非认知能力均产生影

响!因此这六个方程的扰动项是相关的$如果将这六个方程联合估计!可以

提高估计效率$相似的情况同样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亲子分离对数学%语文和

英语三门科目成绩的影响中$单个方程的估计形式如下"

(

&

#!

2A

&

)

'T

&

"

)

%

&

式'

*

(

式中!

(

&

表示学生
&

的发展变量!包括学习成绩!非认知能力和体质健

康$其中学习成绩为学生在
()*"?()*@

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校内标准化成

绩!体质健康为
()*"?()*@

学年度体质测试结果!非认知能力为调查问卷中

涉及的非认知量表结果$

2A

为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与母亲分离和与父亲分

离$

'

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虚拟变量%年龄%独生子女虚拟变量%家庭经

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出身虚拟变量!以及班级固定效应$

%

&

为随机

误差项$

#二$估计结果

*&

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

表
A

汇报了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表中'

*

(

?

'

D

(列为与母亲

分离%'

!

(

?

'

"

(列为与父亲分离$从回归结果看!不同类型的亲子分离对子

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与母亲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有显著负

面影响!数学%语文和英语三门科目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D@

%

?)&DE@

和

?)&A!+

!且均在
*S

水平下统计显著$与父亲分离对各科目考试成绩的估计

系数分别为
?)&)")

%

)&))D

和
?)&*)!

!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与母

亲分离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大于与父亲分离$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

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即家庭越富裕%父

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学业成绩越好$家庭出身负向影响子女学业表现!

说明父母为农业户口的学生考试成绩较低$个体层面信息中!回归结果表明

学生年龄越大学习成绩越好!且女生各科成绩均比男生好$独生子女的学业

成绩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一定程度上符合子女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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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亲子分离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

与母亲分离 与父亲分离

#

!

$ #

#

$ #

$

$ #

%

$ #

"

$ #

E

$

数学 语文 英语 数学 语文 英语

亲子分离
?)&!D@

$$$

?)&DE@

$$$

?)&A!+

$$$

?)&)") )&))D ?)&*)!

'

)&*("

( '

)&**E

( '

)&*(*

( '

)&)@"

( '

)&)@*

( '

)&)@D

(

文化资本
)&)(@

$$$

)&)((

$$$

)&)!)

$$$

)&)("

$$$

)&)((

$$$

)&)D+

$$$

'

)&))+

( '

)&))E

( '

)&))E

( '

)&))+

( '

)&))E

( '

)&))E

(

经济资本
)&)"*

$$

)&)"!

$$$

)&)"!

$$$

)&)"D

$$

)&)""

$$$

)&)"@

$$$

'

)&)(A

( '

)&)(!

( '

)&)(!

( '

)&)(A

( '

)&)(!

( '

)&)(!

(

家庭出身
?)&)D) ?)&*!*

$$$

?)&*A!

$$$

?)&)D) ?)&*!)

$$$

?)&*A!

$$$

'

)&)!E

( '

)&)!A

( '

)&)!"

( '

)&)!E

( '

)&)!A

( '

)&)!@

(

性别
?)&)@)

$

?)&D"!

$$$

?)&!*)

$$$

?)&)@A

$

?)&D"@

$$$

?)&!*@

$$$

'

)&)DE

( '

)&)D"

( '

)&)D@

( '

)&)D+

( '

)&)D"

( '

)&)D@

(

年龄
)&*AA

$$$

)&*D(

$$$

)&)E@

$

)&*AA

$$$

)&*D*

$$$

)&)E+

$

'

)&)A(

( '

)&)!E

( '

)&)A)

( '

)&)A(

( '

)&)!E

( '

)&)A)

(

独生子女
)&)+(

$$

)&)!D )&)E!

$$

)&)E+

$$

)&)!) )&)E*

$

'

)&)!!

( '

)&)!*

( '

)&)!D

( '

)&)!!

( '

)&)!*

( '

)&)!D

(

常数项
?(&@*(

$$$

?*&+A(

$$$

?*&")!

$$

?(&@*@

$$$

?*&+"D

$$$

?*&")E

$$

'

)&@A+

( '

)&@)+

( '

)&@D)

( '

)&@"*

( '

)&@**

( '

)&@DD

(

9

(

)&*() )&**"

,-.

方
D))&+"" (EE&)A+

KR

检验
*A*@&+@! *!+@&!AD

' (()* (()*

!!

注"

*&

模型均控制了班级固定效应$

(&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D&KR

检验报告的是各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检验的
IF

统计量$

!&

$$$表示
R

(

)&)*

!

$$表示
R

(

)&)A

!

$表示
R

(

)&*

$

(&

亲子分离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表
"?@

分别汇报了与母亲分离和与父亲分离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两类亲子分离对子女的影响有较大差异$从回归结果不难发现!与

母亲分离对各维度非认知能力均无显著影响$但与父亲分离对子女自尊%自

我控制%人际交往%学校适应%领导力和合作均有显著负向影响$除了人际

交往外!各维度估计结果均在
*S

条件下统计显著$因此与父亲分离对子女

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大于与母亲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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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E

!

与母亲分离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

!

$ #

#

$ #

$

$ #

%

$ #

"

$ #

E

$

自尊 自我控制 人际交往 学校适应 领导力 合作

与母亲分离
?)&*)D ?)&)@A ?)&)(" )&)!* )&)"A ?)&)(+

'

)&)"E

( '

)&)A!

( '

)&)A!

( '

)&)")

( '

)&)"E

( '

)&)A+

(

文化资本
)&))A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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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

)&))!

( '

)&))!

( '

)&))!

( '

)&))A

( '

)&))!

(

经济资本
)&)D@

$$$

)&)(D

$$

)&)(!

$$

)&)("

$$

)&)(!

$

)&)*D

'

)&)*D

( '

)&)**

( '

)&)**

( '

)&)*(

( '

)&)*D

( '

)&)*(

(

家庭出身
?)&))+ ?)&))A )&))! )&)*! ?)&)*A )&))+

'

)&)("

( '

)&)(*

( '

)&)(*

( '

)&)(D

( '

)&)("

( '

)&)((

(

性别
?)&)EE

$$$

?)&*@A

$$$

?)&*A"

$$$

?)&*AE

$$$

?)&)A"

$$$

?)&*)!

$$$

'

)&)(*

( '

)&)*"

( '

)&)*"

( '

)&)*E

( '

)&)(*

( '

)&)*E

(

年龄
)&)@D

$$$

)&)!A

$$

)&)A+

$$$

)&)*E )&)@!

$$$

)&)!+

$$

'

)&)(E

( '

)&)((

( '

)&)((

( '

)&)(A

( '

)&)(E

( '

)&)(!

(

独生子女
)&))" )&)(@ )&)*+ )&)(E )&)((

)&)D+

$

'

)&)(!

( '

)&)*+

( '

)&)*+

( '

)&)(*

( '

)&)(!

( '

)&)()

(

常数项
(&!)(

$$$

(&E)!

$$$

(&E"*

$$$

D&("D

$$$

(&"ED

$$$

D&)@!

$$$

'

)&!*(

( '

)&D(+

( '

)&D(E

( '

)&D"!

( '

)&!*D

( '

)&DA!

(

9

(

)&*@(

,-.

方
!+(&A+D

KR

检验
*)DDA&D!@

样本量
(D""

!!

注"

*&

模型均控制了班级固定效应$

(&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D&KR

检验报告的是各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检验的
IF

统计量$

!&

$$$表示
R

(

)&)*

!

$$表示
R

(

)&)A

!

$表示
R

(

)&*

$

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家庭层面变量中!家庭经济资本显著影响子

女非认知能力!富裕家庭子女拥有更高的自尊%自我控制%人际交往%学校

适应%领导力和合作能力$文化资本和家庭出身不会导致子女非认知能力间

存在明显差异$个体层面变量中!女生在所有维度的非认知能力上均显著优

于男生!这可能和女生心智发育和成熟时间较早有关$年龄较大的学生拥有

更强的非认知能力$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非认知之间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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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

与父亲分离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

!

$ #

#

$ #

$

$ #

%

$ #

"

$ #

E

$

自尊 自我控制 人际交往 学校适应 领导力 合作

与父亲分离
?)&*"!

$$$

?)&*D@

$$$

?)&)A!

$

?)&*(D

$$$

?)&*!(

$$$

?)&*(E

$$$

'

)&)!)

( '

)&)D(

( '

)&)D(

( '

)&)DA

( '

)&)!)

( '

)&)D!

(

文化资本
)&))! )&))A )&))" )&))! )&))* )&))A

'

)&))A

( '

)&))!

( '

)&))!

( '

)&))!

( '

)&))A

( '

)&))!

(

经济资本
)&)D@

$$$

)&)(D

$$

)&)(!

$$

)&)("

$$

)&)(D

$

)&)*(

'

)&)*D

( '

)&)**

( '

)&)**

( '

)&)*(

( '

)&)*D

( '

)&)**

(

家庭出身
?)&)*( ?)&))E )&))D )&)** ?)&)*+ )&))"

'

)&)("

( '

)&)(*

( '

)&)(*

( '

)&)(D

( '

)&)("

( '

)&)((

(

性别
?)&)+D

$$$

?)&*@+

$$$

?)&*AE

$$$

?)&*"*

$$$

?)&)")

$$$

?)&*)@

$$$

'

)&)(*

( '

)&)*"

( '

)&)*"

( '

)&)*E

( '

)&)(*

( '

)&)*E

(

年龄
)&)@@

$$$

)&)!E

$$

)&)")

$$$

)&)(* )&)@@

$$$

)&)A(

$$

'

)&)(E

( '

)&)((

( '

)&)((

( '

)&)(A

( '

)&)(E

( '

)&)(!

(

独生子女
)&))E )&)(E )&)() )&)D* )&)(A

)&)!*

$$

'

)&)(!

( '

)&)*+

( '

)&)*+

( '

)&)(*

( '

)&)(!

( '

)&)()

(

常数项
(&!*(

$$$

(&E*D

$$$

(&E"!

$$$

D&(@A

$$$

(&"+@

$$$

D&)E!

$$$

'

)&!**

( '

)&D(E

( '

)&D(E

( '

)&D"D

( '

)&!*(

( '

)&DAD

(

9

(

)&*@@

,-.

方
A*)&))*

KR

检验
*)(!"&!EA

样本量
(D""

!!

注"

*&

模型均控制了班级固定效应$

(&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D&KR

检验报告的是各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存在相关检验的
IF

统计量$

!&

$$$表示
R

(

)&)*

!

$$表示
R

(

)&)A

!

$表示
R

(

)&*

$

D&

亲子分离对子女体质健康的影响$

表
E

汇报了亲子分离对子女体质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母亲分离对

子女体质健康的影响明显大于与父亲分离$其中与母亲分离对子女肥胖率有

显著正向影响$即母亲不在身边的流动儿童
KFP

值显著高
)&!@A

分!在
AS

条件下统计显著$但与父亲分离对子女肥胖率无显著影响$从体质测试成绩

看!同样与母亲分离的流动儿童体质测试成绩显著低
!&"*(

分!在
AS

条件

下统计显著$与父亲分离对子女的肥胖率和体质测试成绩无显著影响$控制

变量的回归结果!家庭层面变量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家庭出身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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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显著影响子女的体质健康成绩$个体层面变量中!男生的肥胖率显著高于女

生!且年龄越大的学生在体质测试中成绩更高$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体

质健康上无显著差异$

表
G

!

亲子分离对子女体质健康的影响

与母亲分离 与父亲分离

#

!

$ #

#

$ #

$

$ #

%

$

肥胖 体质测试 肥胖 体质测试

亲子分离
)&!@A

$$

?!&"*(

$$

?)&*)@ )&)!*

'

)&()D

( '

(&DA)

( '

)&*!!

( '

)&+D+

(

文化资本
)&))D )&)@+ )&))! )&)@+

'

)&)*"

( '

)&*(*

( '

)&)*"

( '

)&*((

(

经济资本
?)&)*D )&*@A ?)&)*+ )&()A

'

)&)!D

( '

)&DA"

( '

)&)!D

( '

)&DA"

(

家庭出身
?)&)E+ )&!(+ ?)&)E@ )&!"*

'

)&)E@

( '

)&"E(

( '

)&)E@

( '

)&"EA

(

性别
)&E*!

$$$

?)&*"+ )&E*)

$$$

?)&*++

'

)&)@!

( '

)&A()

( '

)&)@!

( '

)&A(*

(

年龄
)&*A"

$

D&A!D

$$$

)&*A@

$

D&A(E

$$$

'

)&)+D

( '

)&@"!

( '

)&)+D

( '

)&@"D

(

独生子女
)&)+E ?)&AD! )&*)A ?)&A"*

'

)&)@+

( '

)&"*@

( '

)&)@+

( '

)&"(*

(

常数项
?D&("+

$$$

""&A+*

$$$

?D&(*"

$$$

""&!*E

$$$

'

*&*!D

( '

+&AD*

( '

*&!!(

( '

+&A!"

(

伪
9

(

0

9

(

)&*(" )&((! )&*(! )&(()

,-.

方0
^

值
(A!&"A@ D&(!! (A(&D") D&((D

样本量
()@! (D)" ()@! (D)"

!!

注"

*&

模型'

*

('

D

(采用
R>$=.8

回归!'

(

('

!

(采用
eIO

回归#模型'

*

('

D

(统计量分别

为伪
9

(

%

,-.

方值!模型'

(

('

!

(统计量为
9

(和
^

值$

(&

模型均控制了班级固定效应$

D&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

$$$表示
R

(

)&)*

!

$$表示
R

(

)&)A

!

$表示

R

(

)&*

$

#三$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各类亲子分离可能会因学生性别的不同而产生影响的异质性$因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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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男女生性别!分不同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亲子分离对男女

生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
+

汇报了亲子分离对子女成绩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对于男生!与母亲分离对其学业成绩有显著负向影响!估计系数分别为

?)&AA(

%

?)&")@

和
?)&"E*

!且均在
*S

条件下统计显著$但与父亲分离对

男生学业成绩无显著影响$对于女生!与母亲分离显著影响其英语成绩!与

父亲分离显著影响其数学成绩$两个科目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DE@

和

?)&()"

!在
AS

条件下统计显著$但是与母亲分离对女生数学和语文成绩无

显著影响!同样父亲分离对女生语文和英语成绩无显著影响$

表
H

!

亲子分离对成绩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男生样本 女生样本

#

!

$ #

#

$ #

$

$ #

%

$

亲子分离 母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数学
?)&AA(

$$$

?)&)(+ ?)&(!A

?)&()"

$$

'

)&*"*

( '

)&**(

( '

)&()*

( '

)&*)A

(

语文
?)&")@

$$$

?)&))E ?)&)E@ ?)&)AD

'

)&*"D

( '

)&**D

( '

)&*"@

( '

)&)E@

(

英语
?)&"E*

$$$

?)&*)+

?)&DE@

$$

?)&*(E

'

)&*@!

( '

)&*()

( '

)&*"!

( '

)&)E"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9

(

)&*+( )&*E! )&*"* )&*"D

,-.

方
(E)&@+* ("E&)@) *+"&A!* *++&D!@

KR

检验
E*A&((E ED"&!*( "+)&)+* "E+&A!D

样本量
**@+ **@+ *)(( *)((

!!

注"

*&

模型均控制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家庭出身%性别%年龄%独生子女变量

和班级固定效应$

(&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D&

$$$表示
R

(

)&)*

!

$$

表示
R

(

)&)A

!

$表示
R

(

)&*

$

表
*)

汇报了亲子分离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亲子分

离对女生的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显著大于男生$其中对于男生而言!与母亲分

离仅负向影响其自我控制能力!估计系数为
?)&*!)

!在
AS

条件下统计显

著$与父亲分离影响其自尊和领导力!估计系数为
?)&*)!

和
?)&*!*

$对于

女生而言!与父亲分离显著影响所有维度的非认知能力!其估计系数和显著

"

受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中!并未汇报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

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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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水平均大于与母亲分离$可能的解释是!女生一般比男生感情更加细腻和

敏感!因此对亲子分离的认知
?

交互更加强烈!影响也更大$

表
!&

!

亲子分离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男生样本 女生样本

#

!

$ #

#

$ #

$

$ #

%

$

亲子分离 母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自尊
?)&)DA

?)&*)!

$

?)&((D

$$

?)&(*@

$$$

'

)&)E+

( '

)&)")

( '

)&*)"

( '

)&)A!

(

自我控制
?)&*!)

$$

?)&)@D )&)DA ?)&()*

$$$

'

)&)@(

( '

)&)!+

( '

)&)E!

( '

)&)!(

(

人际交往
)&))E ?)&)(! ?)&**D

?)&)+(

$$

'

)&)@(

( '

)&)!+

( '

)&)E)

( '

)&)!*

(

学校适应
)&)AA ?)&))E )&)*A ?)&((*

$$$

'

)&)E(

( '

)&)AA

( '

)&)E@

( '

)&)!D

(

领导力
)&))D ?)&*!*

$$

)&*EA

$

?)&*!+

$$$

'

)&)EE

( '

)&)")

( '

)&*)@

( '

)&)A!

(

合作
?)&)!+ ?)&)@E )&)D* ?)&*@A

$$$

'

)&)@E

( '

)&)AD

( '

)&)E@

( '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9

(

)&((D )&((A )&(D( )&(!*

,-.

方
A@*)A&(!D D"A&@+! DD!&)(@ D!+&"E(

KR

检验
AD(!&)"A AD*)&@DA !+DA&DD@ !E(*&AAE

样本量
*("D *("D **)D **)D

!!

注"

*&

模型均控制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家庭出身%性别%年龄%独生子女变量

和班级固定效应$

(&

括号内为班级层面聚类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D&

$$$表示
R

(

)&)*

!

$$

表示
R

(

)&)A

!

$表示
R

(

)&*

$

#四$回归结果的解释

对于不同类型的亲子分离对不同性别学生影响存在的差异!本文给出如

下可能的解释$不同亲子分离类型对不同性别子女影响的异质性!很大程度

上可能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性别角色划分有关$在多数中国家庭中!父亲

通常扮演严父的角色!承担约束和管教孩子任务!避免孩子出现不良行为$

同时父亲也是家庭的顶梁柱和庇护伞!拥有威严%伟岸的形象!能给予家庭

成员更多安全感$因此!与父亲分离更容易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产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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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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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利影响$而母亲在家庭中更多扮演慈母角色!其主要家庭责任是相夫教子!

照顾家庭成员的衣食起居!督导子女完成家庭作业等家庭琐事$因此!与母

亲分离对子女的学习成绩和体质健康影响更大$男女学生结果的异质性!可

能是因为女生心思通常比较细腻和敏感!因此亲子分离对女生的非认知影响

更大$而男生比较活泼和顽皮!缺少父母的约束和管教!容易出现逃课%打

架等不良行为!因此亲子分离对男生学习成绩影响更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
()*"?()*@

年对北京市功能拓展区
!)

所小学
*")

个班
(D"@

名四年

级流动儿童的调查数据!本文为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来自

于流动儿童的新证据$同时!鉴于流动儿童仅存在与父亲分离或与母亲分离!

而不存在与父母均分离的特殊模式!为我们研究家庭不同性别结构对子女影

响的异质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亲子分离作

为子女发展中的风险因素!对子女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二!与母亲分离

显著负向影响子女学习成绩和体质健康!但对非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第三!

与父亲分离显著影响子女各维度非认知能力!但对子女学业表现和体质健康

无显著影响$第四!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亲子分离对男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显著大于女生!但对女生非认知能力影响显著大于男生$

本文基于家庭%学校和政府三个角度给出如下建议$第一!对于家庭而

言!部分父母固有的传统理念认为子女教育是学校的事情!和父母无关$父

母只需要在职场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予子女物质和金钱上的投入!

将子女送到优质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报昂贵的辅导班!就一定能促进

子女良好的发展$但工作导致的分离和陪伴的减少!对子女+德智体,均有显

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倡导部分父母改变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重金

钱!轻时间,的错误认知!切实做好孩子的引路人这一重要职责$第二!对于

学校而言!校领导应给予存在亲子分离学生密切的关注!多询问其学习和生

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时疏导和沟通$教师也应多和存在亲子分离的学

生父母联系!告知其与孩子多沟通!多了解孩子内心的需求$同时!学校应

成立相关心理咨询的机构或团体!及时发现和疏导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第

三!对于政府而言!应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二元经济及其衍生的户籍制度!

导致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和流入地居民相同的教育等公共服务!直接导致了亲

子分离现象的普遍存在$因此相关部门要逐步直至完全取消与户籍分割相关

的就业%教育和医疗等歧视政策!从源头上减少亲子分离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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