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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收入视角的实证测度与微观证据

张永奇!马梦迪

!摘
!

要"基于
()@F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ZOM

&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

分析教育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相对贫困标准下我国农村地

区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达到
@"&!G̀

$受教育年限越低的农民群体"陷入相对贫

困概率越大$教育对低收入群体边际效应明显大于高收入群体#基于收入决定方程

M,/

I

%9

=

值分解法测算显著变量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教育是影

响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解决农村居民(脱贫)的过程中"应持

续重视教育对阻断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

!关键词"教育$相对贫困$农民收入$精准脱贫$

M,/

I

%9

=

值分解法

一)引言

在
()()

年中国实现全面脱贫后!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中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给与高度重视!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

效机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判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政策价值'

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看作减少贫困的重要工具!通过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劳动者收入!实现减贫效应'鉴于教育对

反贫困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近几年也持续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领域的投入!

帮助身处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拓展增收渠道!有效降低脱贫农民的返贫率'

虽然教育对农户收入和农村贫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但是

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结论'

有学者认为!教育能够增加农户收入水平!从而消除农村贫困'孙伯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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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A

&)高翔%

()@A

&分析得出!教育能够为农户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从而

为农户摆脱"贫困陷阱$创造一条新通道'方成等%

())(

&使用中国数据样本!

指出教育投资的扶贫效应最为显著'刘修岩等%

())*

&研究指出!提高个体受

教育水平能够较大程度降低农户的贫困概率'李晓嘉%

()@!

&基于
+ZOM

农户

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

陈纯槿等%

()@A

&指出!互联网使用缓解了教育不平等问题'左孝凡等%

()()

&

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低收入农民群体增收

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有利于消除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但另有研究表明!教育对提高农户收入!消除贫困并未有显著影响'

R95

D

;$$5

%

())!

&使用坦桑尼亚数据分析!得出教育投资对于农户减贫没有

显著影响'杨国涛%

())!

&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受教育水平对农户脱贫并

未产生显著影响!因而不能判定受教育水平对缓解农户贫困具有重要作用'

还有学者指出!受教育水平与农户收入呈现"倒
S

型$关系'方超和黄斌

%

()@*

&基于明瑟收入方程!分析了不同收入条件下的教育回报!发现教育与

农户收入存在"倒
S

型$关系'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教育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结论!还需要

进一步讨论'鉴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ZOM

&

()@F

年数据库!

进一步研究教育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另外!本文将被访者受教

育年限进行分类!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五个教育层次'在此

基础上!对教育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关系展开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研究视角与实证方法两个方面'就研究视角而言!

本文利用微观数据探讨了教育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之间关系!极大程度地规

避了宏观数据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就实证方法而言!一方面!本文通过

建立联立方程的方式!采用
(MLM

)

GMLM

)迭代式
GMLM

模型严格分析了教育

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另一方面!本文使用
M,/

I

%9

=

分值法对全部样

本及各教育等级样本中显著特征因素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贡献!进行了

估计'

本文的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设置及计量策略(

第三部分是计量检验及估计结果(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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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变量设置及计量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ZOM

&!该数据库通过收集个

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比较全面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特征!

能够用于测度教育与农户相对贫困之间关系'之所以选取
+ZOM

数据库!主

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该数据库覆盖了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海

南)内蒙古和中国港澳台地区之外的
(!

个省份!总体样本超过
G))))

个(二

是该数据库个人层面的数据中!关于本文要研究的核心变量农民教育水平缺

失样本较少'

结合本文研究变量选取与时效性要求!本文选取了
+ZOM()@F

年个体数

据进行研究'根据模型构建需要!对样本做出如下处理#一是保留劳动力样

本!删除男性大于
?)

岁)女性大于
!!

岁的个体样本(二是删除受教育年限

缺失样本(三是保留农村样本'经过这一系列匹配)筛选!最终选取农村居

民样本
"(?F

个'

#二$变量设置

@&

结果变量'本文的结果变量为相对贫困'借鉴陈宗胜等%

()@G

&)孙久

文等%

()@A

&研究相对贫困线测算方法'本文最后选取农村居民中位数收入

")̀

作为相对贫困线!根据所选农村居民样本年收入中位数为
G))))

元!测

算出相对贫困线为
@()))

元.年'同时本文依然保留了农村居民个人年收入对

数值!对教育与农村居民个人收入展开进一步研究!从而验证教育对缓解相

对贫困的重要程度'

(&

处理变量'本文的处理变量为受教育年限'在所选样本受教育年限的

基础上!将样本分为小学%受教育年限低于
*

年&)初中%受教育年限
*>A

年&)高中%受教育年限
@)>@(

年&)大学%受教育年限
@G>@!

年&)硕士%

@!

年以上&五个阶段!其中小学样本为
@G)*

个 (初中样本为
@?"*

个 (高中样

本为
??*

个 (大学样本为
")A

个 (硕士样本为
(GF

个'

G&

协变量'本文为保证模型构建准确!选取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农民相对

贫困的控制变量!尽量避免因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误差'包括#性别变量!

男性赋值为
@

!女性为
)

(居民年龄!为其接受调查时的周岁(考虑到年龄对

其相对贫困影响的非线性!本文还加入了年龄的平方项(居民的婚姻状况!

已婚为
@

!反之为
)

(居民的政治身份!当居民是中共党员时赋值为
@

!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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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居民的就业情况!有工作赋值为
@

!反之为
)

(健康状况!

@

代表身体

不健康!

!

代表身体非常健康'此外!本文还考虑到了地区特征变量!将东

部地区设置为
@

!其余地区设置为
)

'

表
(P@

报告了本研究的变量设置)释义和基本描述'从表
(P@

中可以看

到!相对贫困样本的个人收入%对数&和受教育年限均值都小于整体样本数据!

说明受教育年限与个人收入%对数&可能存在一定关联!从而对相对贫困造成

影响'

表
BT!

!

变量设置%释义及基本描述

全体样本#

UVHBJQ

$ 相对贫困样本#

UVJBC

$

变量 变量释义 均值 标准误
W

均值 标准误

结果变量

相对贫困

以相对贫困线农民个

体总收入中 位 数 的

")̀

为贫困标准测算#

)a

不贫困(

@a

贫困

)&@"! )&G!( @

所有工作总

收入%对数&

被访者所有工作总收

入%对数&

&

单位#元
@)&( )&A@A F&!(A )&F(

处理变量

受教育年限
被访者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F&A(* "&@FG *&()? "&"(*

受教育层次

@a

小学(

(a

初中(

Ga

高中(

"a

大学(

!a

硕士

(&()A @&@"@ @&F(? )&A?A

协变量

年龄 被访者年龄!单位#岁
GF&G( @@&)A "@&G( @@&!

年龄平方 被访者年龄的平方
@!A( F??&G @FGA A)!&G

性别 男
a@

(女
a) )&?(G )&"F" )&"*@ )&!

婚姻状况 已婚
a@

(否
a) )&*FA )&")* )&F@F )&GF?

政治身份 党员
a@

(否
a) )&)?)( )&(GF )&)"?F )&(@@

工作情况 有
a@

(否
a) )&AF* )&@@" )&A*A )&@"G

健康水平
受访者身体不健康

a

@

(身体非常健康
a!

G&(?) @&@@( G&)") @&@AF

东部地区
被访者处于东部地区

a@

(否
a)

)&GA" )&"FA )&(A" )&"!?

!!

注#数据来源于
+ZOM()@F

数据库'

为了进一步看出教育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本文对受教育层次与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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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单独描述统计分析!从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学历越高的农村居民群体!

相对贫困发生率越低的趋势'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拥有小学教育背景的农

村居民群体贫困发生率达到
(@&!)̀

!远超总体样本相对贫困发生率

@"&!G̀

'而拥有硕士教育背景的农民群体相对贫困发生率仅占
!&"?̀

'表

明教育与相对贫困呈现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但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

因此!本文将通过后续构建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探讨教育的减贫效应'

表
BTB

!

受教育层次与相对贫困单独描述统计

受教育层次 非贫困 相对贫困 相对贫困发生率 观测值

小学
@)(? (F@ (@&!)̀ @G)*

初中
@"(@ ((? @G&*(̀ @?"*

高中
?)@ ?? A&A)̀ ??*

大学
G*! G" F&G@̀ ")A

硕士
((! @G !&"?̀ (GF

观测值
G?"F ?() @"&!G̀ "(?F

!!

注#数据来源于作者对
+ZOM()@F

数据的筛选和计算'

#三$计量策略

@&

受教育年限对农户相对贫困状况的影响

在估计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时!单一方程计量模型往往会忽略相关

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和双向因果关系!可能无法准确描述各变量之间的复杂经

济现象'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农户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和相对贫困可能

因内生性或者反向因果导致的模型估计误差后!参照明瑟半对数收入方程!

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考察教育与农民个人收入)相对贫困之间的联系!建立

待估计的联立方程组
U

为 #

%.-.1$29a

$

d

%

@

4<(d

%

(

+d

&

%

@

&

O$:9N7

=

a

'

d

(

@

956d

)

-.1$29d

(

(

+d

*

%

(

&

其中!

%.-.1$29

为农户个人收入%对数&!

956

为农户受教育年限!

O$:9N7

=

为农户的相对贫困状况%贫困为
@

!非贫困为
)

&'

+

为其他影响农户

个人收入%对数&)农户相对贫困状况的特征变量'

通过检验发现!上述构建的联立方程组符合联立方程构建要求!可以采

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MLM

&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GMLM

&进行估计'本文为了

让模型估计结果更加准确!在使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加入了迭代式
GMLM

模

型展开进一步研究!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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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位数回归模型%

h8

&

联立方程组
U

采用了相对贫困线对受教育年限在相对贫困标准下的减贫

效应展开了实证研究!根据截面数据而言!采用相对贫困标准进行衡量!只

是对贫困标准进行或高或低的调整'因此!本文将采取另一种计量策略!构

建分位数回归模型%

h8

&研究受教育年限对处于不同收入分位点的农村居民增

收效应!进而讨论受教育年限对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建立方程如下#

Qa

+

)

d

+

@

4<(d

+

(

+d

,

%

G

&

在式%

G

&中!

g

表示被解释变量农民的个人收入对数'

+

)为常数项!

+

@

为受教育年限的待估计参数!

+

(表示各控制变量的待估计参数!

,

为误差项'

G&

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
M,/

I

%9

=

值分解模型

M,/

I

%9

=

值分解法的步骤是#%

@

&构建收入决定方程!找出影响农民个人

收入的显著变量'%

(

&对收入决定方程中显著变量进行
M,/

I

%9

=

分解!计算出

各变量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贡献率'

根据万广华%

())!

&研究发现!使用半对数回归模型时进行
M,/

I

%9

=

值分

解研究最为恰当'本文亦利用方程
@

!在此基础上根据合作博弈理论!找出

影响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显著变量'

参照刘永健等%

()@*

&的模型构建办法!建立方程如下#

#

#

R

&

;

'

$

%

=

S

@

&:%

$

S

=

&

$

:

4

E

%

+

#

&

S

ET

%

+

#

&5 %

"

&

式中#

&

;

'

$

%

=

S

@

&:%

$

S

=

&

$

:

为每个博弈联盟的加权因子(4

E

%

+

#

&

>

ET

%

+

#

&5为自变量
c

在每个博弈联盟中的边际贡献!

#

#

.

E

%

+

#

&即为自变量
+

#

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贡献率'

三)计量检验及估计结果

#一$受教育年限对农户相对贫困状况的影响

表
GP@

汇报了相对贫困标准下!受教育年限对农户贫困状况的估计结果'

在方程
@

中!模型
@

至模型
G

的结果均显示农户平均教育收益率是
"&F̀

!这

一结果略高于
+ZOM

计算的
()@(

年全国城乡劳动力教育市场收益率
"&*F̀

和

以往中国农村地区个人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
"&!̀

!但整体而言!与以往研

究结论大体一致'在方程
(

中!模型
@

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农户脱离相对贫困状况的概率就会增加
)&?̀

(模型
(

结果显示!受教育年

限每增加一年!农户脱离相对贫困状况的概率就会增加
@&(G̀

(模型
G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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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户脱离相对贫困状况的概率就会增加

@&*)̀

'利用模型
@

至模型
G

的结果!能够得出!教育年限的增加对农户缓

解相对贫困具有重要作用'

在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和年龄平方结果显示!年龄对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发挥"

S

$型影响'性别)健康水平)东部地区对农民个人收入有着显著正向

影响!从而该类群体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较小'

表
ET!

!

受教育年限对农户相对贫困状况影响的估计结果#

3<8"BC!Q

数据$

模型
!

B"G"

模型
B

E"G"

模型
E

迭代式
E"G"

个人收入%对数&

受教育年限
)&)"F

"""

)&)"F

"""

)&)"F

"""

%

@G&"A

& %

@G&!@

& %

@G&!@

&

相对贫困

受教育年限
>)&))?

"""

>)&)@(G

"""

>)&)@*)

"""

%

>"&!@

& %

>F&*"

& %

>@)&@G

&

观测值
"(?F "(?F "(?F

!!

注#

"""

)

""

)

"分别表示
@̀

)

!̀

)

@)̀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回归

变量的标准误'回归中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政治身

份)工作情况)健康水平)东部地区'

为了进一步检验教育对减贫是否具有循序渐进的影响!本文引入

+ZOM()@?

年数据!按照
+ZOM()@F

年匹配)筛选标准!最终选取农村居民

样本
@@"(

个'在
+ZOM()@?

样本中!相对贫困标准为年收入
A?))

元!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
A

年'表
GP(

的结果显示!教育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个

人收入提高!参数估计值为
)&)"@

!且在
@̀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教育对相

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脱贫概率越大'模型
@

的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户脱离相对贫困状况的概率就会

增加
)&!̀

(模型
(

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户脱离相对贫

困状况的概率就会增加
)&À

(模型
G

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农户脱离相对贫困状况的概率就会增加
@&(̀

'利用模型
@

至模型
G

的结

果!能够得出!教育年限的增加对农户缓解相对贫困具有重要作用'与

表
GP@

的结果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教育对阻滞农村居民陷入相对贫困的

贡献程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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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TB

!

受教育年限对农户相对贫困状况影响的估计结果#

3<8"BC!J

数据$

模型
!

B"G"

模型
B

E"G"

模型
E

迭代式
E"G"

个人收入%对数&

受教育年限
)&)"@

"""

)&)"@

"""

)&)"@

"""

%

!&@!

& %

!&@*

& %

!&@*

&

相对贫困

受教育年限
>)&))!

"

>)&))A

"""

>)&)@(

"""

%

>@&??

& %

>(&A*

& %

>G&G(

&

观测值
@@"( @@"( @@"(

!!

注#

"""

)

""

)

"分别表示
@̀

)

!̀

)

@)̀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回归

变量的标准误'回归中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政治身

份)工作情况)健康水平)东部地区'

#二$受教育年限对相对贫困的进一步检验&分位数回归模型

表
GPG

报告了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结果'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受

教育年限与农民个人收入对数的基准回归结果也放入表内!即模型
@

'模

型
(>

模型
"

为采用
h8

模型对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居民个人收入对数的影响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增收效应显著'随着

分位数的增加%

@

.

@)

(

!

.

@)

(

A

.

@)

&!教育年限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呈现降低趋

势%

)&)?"?

(

)&)"@A

(

)&)GA?

&!且在
@̀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教育年限

的增加对农村居民低收入者正向影响效应最大!从而进一步支撑了教育更加

有利于处于深度贫困的农村居民"脱贫$和抵御贫困的研究结论'

表
ETE

!

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

FG"

模型
B

X

P

)

!C

模型
E

X

P

)

IC

模型
H

X

P

)

RC

受教育年限
)&)"F@

"""

)&)?"?

"""

)&)"@A

"""

)&)GA?

"""

%

)&))G?

& %

)&)@)@

& %

)&))G@

& %

)&))G)

&

观测值
"(?F "(?F "(?F "(?F

!!

注#

"""

)

""

)

"分别表示
@̀

)

!̀

)

@)̀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回归

变量的标准误'回归中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政治身

份)工作情况)健康水平)东部地区'

为了能够让分位数回归系数随着分位数变化情形更加直观的展示!本文

通过图
@

展示了相关结果'从图
@

可以看到!被访者受教育年限的分位数回

归系数%即教育回报率&的变化'此图基本印证了教育年限的分位数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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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持续下降的格局'意味着教育对低收入农民群体具有更大的正向作用!能够

充当该类群体"脱贫$的重要途径'

图
!

!

分位数回归系数变化图

#三$受教育年限对相对贫困的进一步检验&异质性分析

通过之前所做的分析!能够发现教育可以显著缓解受访者相对贫困!但

是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异质性!在教育减贫的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学习能力

和接受程度并不相同!即使是受教育年限相同的人群!也可能由于对知识理

解不同或者专业知识不同!导致相对贫困缓解程度不一致'表
GP@

给出的估

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性别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为了能够进一步观

察各地区受访者通过教育实现减贫的效果!本文在现有样本基础上将所选样

本分为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男性)女性展开进一步讨论'

表
GP"

的结果表明!处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受访者均能

通过教育实现减贫目的'其中西部地区的效果最大'可能解释的原因是!随

着西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受访者改变从前的"短视倾向$!将更多的

资金投入教育!从而增加个体的人力资本'另外!西部地区的人才引进政策!

也可能是促进西部地区教育减贫效果明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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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TH

!

异质性分析#东部%西部%中部$

模型
!

#东部地区$

模型
B

#东部地区$

模型
E

#东部地区$

模型
H

#西部地区$

模型
I

#西部地区$

模型
J

#西部地区$

模型
D

#中部地区$

模型
Q

#中部地区$

模型
R

#中部地区$

B"G" E"G"

迭代式
E"G" B"G" E"G"

迭代式
E"G" B"G" E"G"

迭代式
E"G"

个人收入

%对数&

受教育年限
)&)!")

"""

)&)!")

"""

)&)!")

"""

)&)""A

"""

)&)""A

"""

)&)""A

"""

)&)")F

"""

)&)")F

"""

)&)")F

"""

%

F&AA

& %

A&)(

& %

A&)(

& %

*&)?

& %

*&)A

& %

*&)A

& %

?&""

& %

?&"?

& %

?&"?

&

相对贫困

受教育年限
>)&))*

"""

>)&)@(G

"""

>)&)@?)

"""

>)&))F@

"""

>)&)@")

"""

>)&)@A(

"""

>)&))G* >)&))A(

"""

>)&)@!A

"""

%

>G&@(

& %

>!&F@

& %

>?&!G

& %

>(&A)

& %

>!&@@

& %

>!&F)

& %

>@&"G

& %

>G&?G

& %

>"&F)

&

观测值
@?F) @?F) @?F) @)FG @)FG @)FG @!)! @!)! @!)!

!!

注#

"""

)

""

)

"分别表示
@̀

)

!̀

)

@)̀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回归

变量的标准误'回归中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政治身

份)工作情况)健康水平'

表
GP!

的结果表明!男性)女性受访者均能通过教育实现减贫目的'其

中女性群体教育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更大'可能解释的原因是!随着社会

的进步与经济实力的提高!政府更加重视教育公平!通过开展职业教育与线

上教育的方式!为女性群体拓宽学习渠道!挖掘女性潜能!有利其人力资本

的积累!进而使其能够在职业市场中!拥有更多话语权%申鹏等!

()@F

&'

表
ETI

!

异质性分析#男性%女性$

模型
!

#男性$

模型
B

#男性$

模型
E

#男性$

模型
!

#女性$

模型
B

#女性$

模型
E

#女性$

B"G" E"G"

迭代式
E"G" B"G" E"G"

迭代式
E"G"

个人收入

%对数&

受教育年限
)&)GF"

"""

)&)GF"

"""

)&)GF"

"""

)&)!F)

"""

)&)!F)

"""

)&)!F)

"""

%

F&!*

& %

F&!F

& %

F&!F

& %

A&"@

& %

A&"G

& %

A&"G

&

相对贫困

受教育年限
>)&))G@

"

>)&))F(

"""

>)&)@(F

"""

>)&))"!

"

>)&)@G@

"""

>)&)((@

"""

%

>@&*A

& %

>"&F(

& %

>?&@*

& %

>@&*A

& %

>!&(F

& %

>*&(F

&

观测值
(??@ (??@ (??@ @?)* @?)* @?)*

!!

注#

"""

)

""

)

"分别表示
@̀

)

!̀

)

@)̀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回归

变量的标准误'回归中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政治身份)工作

情况)健康水平)东部地区'

#四$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
"-1

$

0%

4

值法分解结果

从表
GP?

中能够看到!未进行分类时!所有特征因素对农村居民相对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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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困的共同贡献率为
GG&)!̀

!其中受教育年限的贡献率最大!为
A&A!?̀

!说

明教育是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变异的重要因素之一'性别的贡献率其次!为

?&?F"̀

!由此可见在农村居民样本中!男性相比女性有更多的优势!从而能

够更快地实现"脱贫$目标'

对样本按照各教育等级重新进行分类后!可以发现所有因素的共同贡献

都大幅度下降!说明教育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较大'其中!未拥有小

学教育背景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贡献率为
!&@"!̀

(未拥有初中教育背景

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贡献率为
)&)*?̀

(未拥有高中教育背景对农村居民

相对贫困的贡献率为
)&AA@̀

(未拥有大学教育背景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

贡献率为
)&A!@̀

(未拥有硕士教育背景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贡献率为

@&(@À

'意味着小学教育对农村居民缓解相对贫困状况具有十分明显作用!

其次是硕士教育背景对农村居民缓解相对贫困状况具有重要作用'该结论也

与国际上教育回报率变化趋势相吻合'初等教育回报率最高!高等教育次之!

中等教育最低'

综合以上表现!从外部来看!除了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的重要

因素!性别)健康水平)东部地区也是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

在政府建立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过程中!应当给予女性群体)身体残疾)

身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群体相应政策倾斜!进一步拓宽此类群体增收渠道'

表
ETJ

!

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
"-1

$

0%

4

值法分解结果

变量 全体样本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硕士

受教育年限
A&A!? !&@"! )&)*? )&AA@ )&A!@ @&(@A

年龄
G&G!* G&!)! " G&A?F G&F"G G&FGA

年龄平方
"&)?A "&G)F "&FF? "&F?* "&*@! "&*)@

性别
A&!") A&?G( @)&)? A&A(! @)&G) @)&@A

婚姻状况
)&"!G )&G!* )&GAF )&GF* )&"@) )&"GG

政治身份
)&@"? )&@?F )&(!A )&(G" )&((@ )&(@@

工作情况
)&""( )&"!G )&"*) )&"?* )&"!A )&"*)

健康水平
@&AGF @&A(* (&)(" (&)G( (&)@* (&)")

东部地区
G&@!( G&GA* G&*"* G&*@! G&?F! G&?*F

合计
GG&)! (F&FA (!&A( (?&!A (?&?) (?&*F

!!

注#数据结果来源于作者对
+ZOM()@F

数据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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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村居民相对贫困是我国经济整体放缓的环境下!需要应对的重要议题'

能否消除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事关我国精准扶贫的成败'人们通过教育能够提

升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从而在劳动市场中获取更多

的机会)资源!大概率实现"脱贫$目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研究背景之下!

本文基于
+ZOM

最新一期的数据讨论了教育对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

本文通过教育分层与农民相对贫困的实证测度!发现教育与农村居民相对

贫困有着较大关联'采用
+ZOM()@?

)

()@F

两年调查数据!进一步研究证实!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期限等影响因素后!教育对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

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到采用相对贫困线进行衡量贫困的不足之处!本

文通过分位数回归%

h8

&模型进一步分析教育与农民个人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

教育对农村居民增收效应十分显著!收入越低的农民群体!通过教育渠道增收效

果愈加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教育对居住于西部地区)女性的相对贫困影响更

大'利用
M,/

I

%9

=

分解方法!找出影响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显著变量'结果显示!

教育是影响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首要因素'将教育分层!进行估计发现性别)健

康水平)东部地区是除去教育影响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变量'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在坚持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的基础上!同时应寻求更加有效的减贫策略!比如进一步推进"互联网

d

教育$布局!打破教育资源不能突破时空限制的困境!提高农村居民整体教

育可及性!发挥"互联网
d

教育$的减贫效应'

第二!通过建立专项基金)教育扶贫资金对女性)身体残疾身处中西部

地区农民教育群体给予政策倾斜!采取"靶向治疗$措施!进一步完善长效保

障机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解决因教致贫的问题%史志乐!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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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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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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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基于上海市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

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
@)

期'

刘永健)耿弘)孙文华)李传武)褚晓潇!

()@*

#+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扩张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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