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努力与收入不平等

刘成奎　何英明

内容提要　收入不平等中既有个体不可控的环境引致的机会不平等，也有个体可控的努力

导致的努力不平等。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数据，构造更为全

面的环境集与努力集，基于事前参数法测度机会不平等总量，分析环境影响收入的中间渠

道，并基于方差分解法测度努力不平等。结果表明：宏观环境 （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

及基础设施）在个人层面环境 （性别、户籍）对收入的影响上具有调节作用；机会不平等

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和户籍性质差异；环境影响收入的中间渠道中教

育占据主导地位，且具有性别、户籍性质与区域差异，就业渠道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纯

粹的个人努力是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且努力的相对贡献度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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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中国已在减少绝对贫困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收

入分配仍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以降低收入不平等，衡量收

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也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水平。构成收入不平等的既有

合理的、可接受的收入差距，也有不合理的、无法被认可，甚至影响人们积极性的收

入差距。削减收入不平等最为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缩小后者，提供起点平等，同时也

要鼓励个体通过努力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从而不断提高民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减轻相对剥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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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中不合理的、无法被认可的部分即环境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公正合理

的部分即努力导致的努力不平等。其中环境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指个体无法掌控，社会认

为不应由个体负责的因素；努力 （ｅｆｆｏｒｔｓ）指个体可控，社会认为应由个体负责的行为

（Ｒｏｅｍｅｒ，１９９３；Ｒｏｅｍ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对收入不平等的探讨源自平等主义理论，其最

初的焦点在于实现结果平等，而后转向机会均等，并逐渐受到经济学者的重视

（Ｒｏｅｍｅｒ＆Ｔｒａｎｎｏｙ，２０１６）。环境与努力被引入机会均等内涵中，形成了环境 －努力二

元分析框架。

要对机会不平等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测度机会不平等程度。已有的测度方法可按

照三种准则进行归类 （Ｒａｍｏｓ＆Ｖａｎｄｅｇａｅｒ，２０２０）：第一，采用事前 （ｅｘａｎｔｅ）视角

或事后 （ｅｘｐｏｓｔ）视角；第二，直接测度或间接测度；第三，估计基于参数法或非参

数法。事前法与事后法的区别在于，前者假定个体的机会集由环境决定，属于同一类

别 （ｔｙｐｅ）的个体具有相同的机会集取值，将机会不平等看作类别之间的不平等，即总

体不平等中的组间部分；后者根据个人努力进一步将每一类别内的个体划分为不同的

级别 （ｔｒａｎｃｈｅ），属于同一级别的个体具有相同的努力程度，机会不平等通过衡量级别

内部的不平等得到，即总体不平等中的组内部分。直接测度是直接计算消除努力差异

导致的不平等后的反事实收入分布的不平等，而间接测度则是以实际收入分布的不平

等与机会均等下的反事实收入分布的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代表机会不平等。参数估计与

非参数估计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设定具体的收入函数形式，参数法下个体收入是环境

或努力的函数。上述方法在已有文献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事前参数法。

已有的机会不平等相关研究主要从环境对结果的影响切入，测度并分析结果不平

等中的机会不平等。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Ｇｉｇｎｏｕｘ（２０１１）利用参数法与非参数法测算收入不平等

中的机会不平等，论证了由此测算出的机会不平等绝对量和相对量是其真实值的下界。

以测算机会不平等为主要目的的研究还包括江求川等 （２０１４）、刘波等 （２０１５）、

Ｐｉｓｔｏｌｅｓｉ（２００９）、Ｃｈｅｃｃｈｉ＆Ｐｅｒａｇｉｎｅ（２０１０）、Ｍａｒｒｅｒｏ＆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２０１２）、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Ｇｉｇｎｏｕｘ（２０１４）、Ｃｈｅｃｃ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Ｍａｈｌｅｒ＆Ｒａｍｏｓ（２０１９）。在测算机会不平等

总量的基础上，后续部分研究也测算了所考察的环境因素对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度，并

从中识别导致机会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 （陈东、黄旭锋，２０１５；董丽霞，２０１８；雷欣等，

２０１８；马占利、邹薇，２０１８；Ａｒｂｉａ＆Ｐａｃｅ，２０１８；Ｂｒｕｎｏ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Ｇｏｌｌｅ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ＰｅｒｅｚＭａｙｏ，２０１９）。环境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可分解为环境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

响 （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李莹、吕光明，２０１８；罗良文、茹雪，２０１９）。机会不平

等在得到重视的同时，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也愈发重要。宋扬 （２０１７）指出，环境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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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及家庭背景带来的 “关系”三条途径引起收入差距。

Ｐａｌｏｍ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则从中间渠道的角度，首次对环境通过影响个体教育与就业而导

致的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渠道与就业渠道能够解释欧洲国家机

会不平等的３５％左右。李莹和吕光明 （２０１９）借鉴 Ｐａｌｏｍ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的思路，分

解出了中国机会不平等中的教育渠道与就业渠道。

结果不平等中除了机会不平等，也包含了努力导致的不平等。在测算机会不平等

的同时，也应考虑努力不平等，以明确环境与努力对结果的相对贡献大小。李莹

（２０１９）将减除机会不平等后的剩余不平等部分定义为努力不平等，并未识别努力因

素。Ｂｊｒｋｌｕｎ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将收入决定方程中控制环境后的残差项视作努力，同时认

为类别之间的残差分布可能存在差异，于是以总体方差标准化类别间的分布，将残差

项一分为二，其中其方差不随类别改变的一项即为不受环境影响的与个体努力相关的

部分。Ｊｕｓ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则将努力变量纳入不平等测度中 （Ｄｏｎ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Ｃａｒｒｉｅｒｉ＆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８），在三种处理环境与努力相关性的规范原

则下以方差分解法对健康不平等进行分解，比较结果显示不同的处理原则对环境与努

力在健康不平等中的相对贡献几乎没有影响。史新杰等 （２０１８）也将方差分解法运用

于收入不平等分解中，测度出了努力的相对贡献度。李莹和吕光明 （２０１６）分解出个

人受教育年限与职业类型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汪晨等 （２０２０）利用基于回归方程

的贫富差距分解方法分解出源于努力的不平等，同时分解出以残差项表示的运气和未

知因素导致的不平等，但残差项中不仅包括运气及未知因素，也包括遗漏的或不可观

测的环境与努力变量。龚锋等 （２０１７）并未直接测度努力不平等，而是通过非参数法

测算和分析了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不同出生队列人群的机会不平等状况。

已有文献对中国收入差距中的机会不平等作了较多分析，也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

结论，但机会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及收入不平等中努力因素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因此有必要利用更全面的环境集与努力集，在测度机会不平等的同时，进一步分析机会

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并测度纯粹的个人努力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本文不仅采用事前参

数法，借鉴 Ｐａｌｏｍ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李莹和吕光明 （２０１９）的思路测度中国的机会不平等

总量并分解出环境作用于收入不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渠道；还运用方差分解法 （Ｊｕｓｏ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将剥离环境影响后得到的 “纯粹努力” （ｐｕｒｇｅｄｅｆｆｏｒｔｓ）加入收入决定方程中，

分解出努力对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献度。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拓展：第一，不同于已有文献仅考虑个人

层面的环境，本文还纳入政府创建的宏观环境 （就业环境、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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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同时考虑宏观环境与个人层面环境 （性别、户籍）的交互影响，并在此背景

下分析环境影响收入的作用机制。宏观环境并不受单一个体控制，却可能直接或间接影

响个体收入状况，并可能对个人层面环境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①。第二，不同于大多数

文献在测算机会不平等时忽略努力的影响，导致无法比较环境与努力对收入不平等的

相对贡献，本文考虑剥离环境影响后的努力因素以分解出努力不平等。

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用于测度不平等的事前参数法与方差分

解法；第三部分对样本数据与变量定义进行解释说明；第四部分将测度方法应用于样

本数据，基于事前参数法测算机会不平等，分析环境影响收入的作用机制，并采用方

差分解法分解努力不平等；第五部分总结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测度方法介绍

（一）机会不平等的测度与分解

在考虑努力因素并分解出努力不平等之前，本文基于事前参数法直接测度收入差

距中的机会不平等。本文还借鉴 Ｐａｌｏｍ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李莹和吕光明 （２０１９）分解环

境影响收入的中间渠道的思路，定量分析机会不平等中的教育渠道与就业渠道。

１机会不平等程度

假定一个社会由Ｎ个个体组成，个体ｋ的收入Ｙｋ是其面对的环境集Ｃｋ与付出的努

力水平 Ｅｋ的函数。根据环境变量的取值，可将总体分成有限且互不相交的多个类别，

同一类别内的个体具有相同的环境集取值。直接测度法的思路是：以个体 ｋ所在类别

的平均收入代替该类别内每一个体的收入，从而构造出反事实收入分布，通过估计反

事实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来直接测度出机会不平等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Ｇｉｇｎｏｕｘ，２０１１）。

用于不平等度量的指标需要满足匿名性、规模无关性、转移性原则、人口无关原

则及可加可分解性。广义熵类指标是唯一同时满足前述五个性质的一类指标。然而其

中具体的不同指标对构建的反事实收入分布的不同部分敏感，进而导致若选用的指标

不同，分解结果也可能不同。因此，理想的不平等指标还应满足路径独立可分解性。

平均对数偏差 （Ｍｅａｎ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简称 ＭＬＤ指数）即为满足这一性质的广义

熵类指标，所以本文以 ＭＬＤ指数衡量不平等，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组间不平等 （机会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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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女性、农村户口群体在教育获得上的不利地

位，进而影响个体收入。



不平等）与组内不平等两部分 （Ｐａｌｏｍ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Ｉ（Ｙ）＝１
Ｎ∑

Ｎ

ｋ＝１
ｌｎ
珔Ｙ
Ｙｋ

（１）

Ｉ（Ｙ）＝１
Ｎ∑

Ｎ

ｋ＝１
ｌｎ
珔Ｙ
珔Ｙｔｋ
＋１
Ｎ∑

Ｎ

ｋ＝１
Ｉ（Ｙｔｋ） （２）

其中，Ｉ代表 ＭＬＤ指数，珔Ｙ为收入的总体均值，珔Ｙｔｋ为个体 ｋ所在类别 ｔ的收入均

值，Ｙｔｋ为个体 ｋ所在类别 ｔ内部的收入分布。式 （２）中等号右边的第一项代表的即是

收入不平等中由环境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因非参数法对样本量要求较高，当环境集变

量个数非常多时可能会带来估计准确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参数法进行估计，将收入

决定方程设定为如下的对数 －线性形式：

ｌｎＹｋ ＝αＣｋ＋βＥｋ＋ｖｋ （３）

ｖｋ为误差项。不可否认的是，个体的努力水平可能会受环境的影响，例如子代的

受教育程度通常会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环境与努力的关系可用式 （４）表示：

Ｅｋ ＝γＣｋ＋ｕｋ （４）

ｕｋ为误差项，代表影响个体努力的不可观测因素。将式 （４）带入式 （３）中，得

到收入决定方程的约简型形式 （ｒｅｄｕｃｅｄｆｏｒｍ）：

ｌｎＹｋ ＝φＣｋ＋εｋ （５）

其中，φ＝α＋βγ，εｋ＝βｕｋ＋ｖｋ。系数 φ反映出的环境对收入的影响既包括环境对

收入的直接影响，也包括其通过努力而对收入产生的间接影响。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得到系数 φ的估计值 φ^，并构建反事实收入分布：

珘μｋ ＝ｅｘｐ（^φＣｋ） （６）

属于同一类别的所有个体被赋予相同的收入，通过计算 Ｉ（珘μｋ）即可测算出机会不

平等绝对量，相对量则为 Ｉ（珘μｋ） ／Ｉ（Ｙ）。组内不平等部分可通过计算 Ｉ（珓θｋ）得到，

珓θｋ＝ｅｘｐ（^φ珔Ｃｋ＋ε^ｋ）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环境变量，本文构造的

环境集是真实环境集的子集，所测度的机会不平等是真实值的下界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Ｇｉｇｎｏｕｘ，

２０１１），也即可观测环境变量导致的机会不平等。此外，运气也可能影响收入，但运气具

有随机性，虽然不可观测但与已有环境变量不相关，所以不会影响测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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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珔Ｃｋ表示对所有个体均赋予平均的环境变量取值。因选用的 ＭＬＤ指数具有规模无关性，即所

有个体的收入扩大或缩小相同倍数时，相应的指标值不变，而 ｅｘｐ（^φ珔Ｃｋ）为常数，因此计

算 珓θｋ的不平等等同于计算 Ｉ［ｅｘｐ（^εｋ）］。



２环境影响收入的中间渠道———教育与就业

环境的总效应中有一部分是其通过中间变量影响收入的，即 珘μｋ＝ｈ（Ｍｋ，νｋ），Ｍｋ

代表可观测的中间变量，反映环境影响收入的中间渠道，νｋ为影响 珘μｋ的不可观测因

素。通常能观测到的中间变量包括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与就业状况，本文遵循 Ｐａｌｏｍｉｎ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提出的思路，按教育与就业在个体生命周期的自然顺序依次分解出教育渠道

与就业渠道。以 Ｄｋ代表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则环境通过教育渠道影响收入可具体表

示为：

ｌｎ珘μｋ ＝ηＤｋ＋νｋ （７）

类似地，构造反事实收入 珘μＤｋ＝ｅｘｐ（^ηＤｋ），具有相同受教育程度的个体被赋予相

同的环境相关收入，教育渠道的绝对量就为 Ｉ（珘μＤｋ）。未被教育渠道解释的反事实收入

部分为 珘μ珚Ｄｋ＝ｅｘｐ（^η珚Ｄｋ＋ν^ｋ）①。除了教育，个体就业也属于中间变量，不仅影响收入，

也受环境 （如家庭背景）的影响。因此，没有被教育渠道解释的反事实收入部分中包

括了来自就业渠道的传导作用。参照分解教育渠道的步骤，再次设定回归方程：

ｌｎ珘μ珚Ｄｋ ＝λＯｋ＋ξｋ （８）

Ｏｋ代表个体就业状况。同样构造反事实收入 珘μ
Ｏ
ｋ＝ｅｘｐ（^λＯｋ），机会不平等中由就

业渠道解释的部分为 Ｉ（珘μＯｋ）。余下的 珘μ
ＯＴＨ
ｋ ＝ｅｘｐ（^λ珚Ｏｋ＋ξ^ｋ）为环境既非通过教育渠道

也非通过就业渠道影响收入的部分，包括其他缺乏相关信息的中间渠道的作用或环境

的直接影响。至此，机会不平等被分解为教育渠道、就业渠道与其他渠道三个部分：

Ｉ（珘μｋ）＝Ｉ（珘μ
Ｄ
ｋ）＋Ｉ（珘μ

Ｏ
ｋ）＋Ｉ（珘μ

ＯＴＨ
ｋ ） （９）

（二）环境与 “纯粹努力”的相对贡献

采用事前参数法测度机会不平等时不关注努力不平等，因而并没有单独考虑个体

努力差异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但是个体收入的多少离不开个体所付出的努力，且努

力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流动性，因此本文的另一

大目的是测算收入不平等中的努力不平等占比。事前参数法下不能将剔除机会不平等

后的剩余不平等全部归结为源于努力的不平等，因为残差项中不仅包括未被考虑的环

境与努力因素，还包括运气及未知因素等。

划分环境与努力的原则是个体可控性。个体不能控制其面对的环境，因此努力受

环境影响的部分也不应由个体负责，由此产生的不平等不应视为公平合理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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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珚Ｄｋ表示对所有个体均赋予平均的受教育水平。



所以应对原始的努力变量进行 “清洗”以得到 “纯粹努力”。利用前面的式 （４），可

以得到剥离环境影响后的 “纯粹努力”（即相应的残差项 ｕ^ｋ）。将其作为收入决定方程

中的努力变量，得到下式：

ｌｎＹｋ ＝αＣｋ＋β^ｕｋ＋ｖｋ （１０）

具体地，由于本文考虑的努力因素均为二元变量和有序变量，因此需要以 Ｐｒｏｂｉｔ或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辅助方程。但在该类估计下不能直接得到通常的残差值，而是

需要通过下式计算广义残差值 （Ｊｕｓ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Ｅ（ｕ｜Ｅ）＝ （γＣ）
Φ（γＣ）［１－Φ（γＣ）］

［Ｅ－Φ（γＣ）］ （１１）

上式中的 与 Φ分别代表服从 Ｎ （０，１）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与累积分布函数。

为分解出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以方差作为不平等指标，采用方差分解法按照收

入不平等的来源进行分解 （Ｊｕｓｏ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此时，环境和努力对收入不平等的贡

献可以由计算各来源与收入结果的协方差得到。因此，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分解如下：

σ２（^Ｙ）＝ｃｏｖ（^ＹＣ，^Ｙ）＋ｃｏｖ（^ＹＥ，^Ｙ） （１２）

与环境因素相关的收入不平等部分定义为 ｃｏｖ（^ＹＣ，Ｙ^），与 “纯粹努力”相关的

不平等部分定义为 ｃｏｖ（^ＹＥ，Ｙ^）。环境与 “纯粹努力”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献

则分别为 ｃｏｖ（^ＹＣ，Ｙ^） ／σ
２
（^Ｙ）、ｃｏｖ（^ＹＥ，Ｙ^） ／σ

２
（^Ｙ）。

三　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所用的数据涉及个人和宏观两个层面。个人层面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ＧＳＳ）。该项调查最早始于 ２００３年，但因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５年及２００６年的调查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所需变量缺失，而 ２０１１年调查中父

亲就业信息并非子代１４岁时的状况，与本文的需要不一致，因此对以上四年数据未予

以采用，最终使用了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及 ２０１５年数据。匹配的宏观

层面数据包括就业环境、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四个维度。其中，

就业环境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教育数据来自 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和高校财

经数据库，医疗卫生数据与基础设施数据均来自 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

本文关注的结果变量为个体的全年总收入而非单纯的劳动或职业收入，以全面反

映其实际消费能力与经济福利水平 （雷欣等，２０１８），调查数据中的收入均为个体上一

年的全年总收入。为最大限度确保个体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中，样本对象被限制在 ２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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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６０岁年龄区间。

环境集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背景与宏观环境。其中，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

个体的年龄、性别、户籍、出生地信息。年龄根据被访者的出生日期计算得到，并加

入年龄的二次项。性别、户籍与出生地均设为虚拟变量。对于性别，男性取值 １，女性

取值０。对自出生起就获得非农户口的个体，户籍变量赋值 １，否则为 ０。出生地按照

是否一直在本地居住进行区分，是则赋值 １，否则为 ０。家庭背景包括父亲的教育、就

业、政治面貌信息以及１４岁时个体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亲教育变量按照最高

受教育程度换算成相应的受教育年限；父亲就业变量根据个体 １４岁时父亲的就业状况

划分为无业、务农、非正式就业、全职就业四类，并分别赋值 ０、１、２、３；父亲政治

面貌设为虚拟变量，若父亲是共产党员或加入了民主党派则赋值 １，否则为 ０；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根据被访者的主观评分分为１０个层级，１代表最底层，１０代表最顶层。

较之已有研究，本文将环境因素拓展至宏观环境，涵盖就业环境、教育服务、医

疗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四个维度①。参照 Ｃｈｅｃｃ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的做法，对四个维度的

变量都取前５年的均值，以尽可能保持其外生性并反映个体所在省份的宏观环境的历史

基础。就业环境变量根据全省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省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确定，

反映个体面临的潜在就业机会；以中位数为界生成虚拟变量，中位数以上的赋值１，否则

为０。教育服务以地方普通小学、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综合反映，将两个

子指标同样设为虚拟变量，再各赋５０％的权重计算出教育服务值，值越高表示个体所在

省份的义务教育服务供给越好。医疗卫生服务以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和医疗卫生

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综合反映，基础设施以每万人公路里程拥有量及每万人

铁路营业里程拥有量综合反映，对这两个变量采取与教育服务相同的处理方法②。

可观测努力通常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时长，典型的人力资本积累体现为受教

育程度与健康状况。因此，以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反映个体的努力水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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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 ＣＧＳＳ数据仅披露个体所在省份 （自治区、直辖市），无法从中取得与之对应的更低行政

级别的具体信息，因此宏观环境暂时也只能考虑至省一级。

关注义务教育服务的原因是，已有研究表明基础教育对个人的后天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

卫生经费中的政府卫生支出占比可能更为准确地反映了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方面的负担水

平，但由于无法获取相关数据，以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医疗卫生支出替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政府对人民健康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关注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水平的原因在于，交

通基础设施通达度可能会影响个人的收入机会，而公路和铁路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交通基础

设施。



于工作时长仅在２００８年调查中有涉及，只能以就业状况反映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努

力程度。与文献通常做法不同的是，本文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将处于失业状态的个体按

是否在找工作进行区分，最终将就业状况划分为无业、找工作、务农、非正式就业、

全职就业五类。同时根据努力的定义，将个体的婚姻状态也作为努力变量之一，其在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 （Ｇｏｌ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夫妻具有影响其家庭收入决策的相互依

赖的偏好，对已婚人士来说通常意味着不同的就业选择，因此会带来差异性收入结果。

个体教育的定义与父亲教育变量保持一致。健康状况根据被访者的自评结果划分为差、

一般、健康和很健康四类情形，分别赋值 ０、１、２、３。婚姻变量设为虚拟变量，若婚

姻状态为已婚则赋值１，否则为０。

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做如下处理：保留收入大于 ０的观测值；删除变量值缺失

的观测值；为减轻收入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收入变量进行 １％的双侧缩尾处

理。最终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的样本容量分别为 ３８９６个、

６５３０个、６７０８个、６３３４个、５３５２个，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个体上年总收入（元） ３８９６ １５６２７１２１７２８５０９ ６５３０ ２００４７２４２４７５３６３ ６７０８ ２５２１１１７２８０５９６９

环境集

年龄（岁） ３８９６ ３９８７ １０６６ ６５３０ ４１７５ １０５９ ６７０８ ４２０６ １０８２

性别 ３８９６ ０５２ ０５０ ６５３０ ０５３ ０５０ ６７０８ ０５４ ０５０

户籍 ３８９６ ０３６ ０４８ ６５３０ ０２８ ０４５ ６７０８ ０２９ ０４６

出生地 ３８９６ ０６９ ０４６ ６５３０ ０７４ ０４４ ６７０８ ０７１ ０４５

父亲教育 ３８９６ ５６８ ４４２ ６５３０ ５４３ ４４８ ６７０８ ５８０ ４４７

父亲就业 ３８９６ １８４ ０９８ ６５３０ １７６ ０９７ ６７０８ １７８ ０９９

父亲政治面貌 ３８９６ ０１７ ０３８ ６５３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６７０８ ０２０ ０４０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３８９６ ３５９ ２１５ ６５３０ ３０７ １９１ ６７０８ ３１５ １８４

就业环境 ３８９６ ０５０ ０５０ ６５３０ ０４７ ０５０ ６７０８ ０４９ ０５０

教育服务 ３８９６ ０４９ ０４９ ６５３０ ０４８ ０４６ ６７０８ ０４７ ０４７

医疗卫生服务 ３８９６ ０４７ ０３２ ６５３０ ０４７ ０２５ ６７０８ ０５０ ０２６

基础设施 ３８９６ ０５１ ０４４ ６５３０ ０５２ ０４１ ６７０８ ０５０ ０３８

努力集

个体受教育程度 ３８９６ ９５９ ３９６ ６５３０ ９４２ ４２４ ６７０８ ９７０ ４２２

个体健康状况 ３８９６ １８０ ０９６ ６５３０ １８０ １００ ６７０８ １７４ ０９７

个体就业状况 ３８９６ ２７１ １４７ ６５３０ ２７３ １４０ ６７０８ ２７６ １４２

个体婚姻状态 ３８９６ ０８７ ０３４ ６５３０ ０８７ ０３４ ６７０８ ０８６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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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个体上年总收入（元） ６３３４ ２９３３７５７ ３１１０１２７ ５３５２ ３６９６３５５ ４３９０１８３

环境集

年龄（岁） ６３３４ ４１８３ １０９６ ５３５２ ４２１５ １１０３

性别 ６３３４ ０５５ ０５０ ５３５２ ０５２ ０５０

户籍 ６３３４ ０２９ ０４５ ５３５２ ０２７ ０４４

出生地 ６３３４ ０７３ ０４４ ５３５２ ０６７ ０４７

父亲教育 ６３３４ ５７７ ４４２ ５３５２ ５４８ ４５８

父亲就业 ６３３４ １７４ ０９９ ５３５２ １６９ ０９６

父亲政治面貌 ６３３４ ０１６ ０３７ ５３５２ ０１４ ０３５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６３３４ ３２２ １８０ ５３５２ ３２４ １８０

就业环境 ６３３４ ０５０ ０５０ ５３５２ ０５０ ０５０

教育服务 ６３３４ ０４９ ０４７ ５３５２ ０５１ ０４６

医疗卫生服务 ６３３４ ０４９ ０２７ ５３５２ ０４８ ０２８

基础设施 ６３３４ ０４９ ０４０ ５３５２ ０５３ ０３９

努力集

个体受教育程度 ６３３４ ９８７ ４１２ ５３５２ ９８８ ４２５

个体健康状况 ６３３４ １９５ ０９４ ５３５２ １８４ ０９５

个体就业状况 ６３３４ ２８２ １４２ ５３５２ ２７２ １４８

个体婚姻状态 ６３３４ ０８５ ０３６ ５３５２ ０８３ ０３８

　　注：父亲教育、个体受教育程度：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０，私塾、扫盲班或小学 ＝６，初中 ＝９，职高、普高或
中专、技校 ＝１２，大学专科 ＝１５，大学本科 ＝１６，研究生及以上 ＝１９。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ＧＳ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和高校财经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样本个体的年收入均值呈增长趋势，符合居民收入的实际变化趋势。样本期内，

个体的平均年龄在４０～４２岁左右，５２％ ～５５％为男性。自出生起便拥有非农户口的个

体普遍在３０％左右，大多数人的出生地都在本地。就样本的家庭背景而言，父亲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６年，对应小学文化程度；子代 １４岁时父亲的平均就业类型为非正式

就业；父亲政治面貌为共产党员或民主党派成员的比例最高占到 ２０％；子代 １４岁时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平均在中等偏下水平 （平均得分在 ３～４分）。从样本的宏观环境看，

就业环境值、教育服务值、医疗卫生服务值与基础设施值均在 ０５左右。在各样本年

度，子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均高于父代的平均水平；子代的平均就业类型也为非正式

就业；样本平均健康状况接近 “健康”水平；８０％以上的个体处于已婚状态。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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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测度结果及分析

（一）机会不平等的检验

在正式测度机会不平等程度之前，首先利用一阶随机占优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工具对机会不平等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定义环境 ｓ１影响下的收入条件分布

为 Ｆ（ｙ｜ｓ１），对于任意的收入 ｙ，若 Ｆ（ｙ｜ｓ１）≤Ｆ（ｙ｜ｓ２），则表明环境 ｓ１一阶随

机占优于环境 ｓ２。此时 （不考虑个体的风险偏好类型），个体都偏好于随机占优方 ｓ１
（Ｌｅｆｒａｎｃ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因此，环境之间存在一阶随机占优可视为事前机会不平等的一

种检验，若不存在一阶随机占优则意味着机会均等。

选取家庭背景类因素及教育服务、就业环境作为待检验的环境变量，以给出收入

机会不平等的直观说明。即使上述变量是对个体环境的不完全描述，根据一阶随机占

优方法得出的结论仍是稳健的 （Ｌｅｆｒａｎｃ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图 １至图 ３对比了利用 ２０１５年

ＣＧＳＳ数据得到的不同环境下的收入累积分布函数①，收入累积分布函数之间的差距代

表着不同家庭背景及宏观环境下个体所获得的优势。

为便于比较，将原定义的父亲教育重新分为四类，父亲就业重新分为两类，家庭

社会地位以５分为界分为两组。图 １显示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子代收入越高，父亲

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个体占据最大的优势。父亲就业类型不同，子代的收入分

布也不同，父亲从事非农工作占优于父亲处于无业状态或务农。图 ２显示当个体所在

家庭的社会地位较高时，个体的收入状况也较好。父亲政治面貌不同对子代收入的影

响相对较小。以上结果表明不同家庭背景下的个体面临着收入机会不平等。图 ３展示

了不同教育服务与就业环境下的个体收入分布差异。就业环境较好的地区占优于就业

环境较差的地区，教育服务更好的地区 （教育服务值 ＝１）占优于教育服务落后的地区

（教育服务值 ＜１）。图３表明教育服务与就业环境差异为个体带来了机会差异，且与就

业环境相关的机会不平等更严重。

（二）事前参数法下的机会不平等程度

１机会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事前参数法测算机会不平等，首先需要对收入决定方程的约简型形式进行估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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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父亲教育与就业类型的子代收入累积分布函数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年 ＣＧＳＳ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２　基于父亲政治面貌与家庭社会地位的子代收入累积分布函数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年 ＣＧＳＳ数据计算得到。

图 ３　基于各省教育服务与就业环境的子代收入累积分布函数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年ＣＧＳ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和高校财经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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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表２汇报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ＣＧＳＳ全样本的 ＯＬＳ估计结果，总体上各个环境因素的

估计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男性较之女性、非农户口个体较之农村户口个体收入更高。

出生和成长的家庭背景更好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得高收入，尤其是父亲教育、１４岁时父

亲就业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收入影响显著。此外，一个地区的就业环境与教育

服务供给对个体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就业环境较好的地区为个体提供了较

多的就业机会，教育服务供给更好的地区为个体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机会，进而影响个

体收入。就宏观环境的调节作用而言，教育服务供给会弱化性别和户籍对收入的影响，

基础设施水平会弱化户籍对收入的影响。究其原因，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有助于缩小

教育获得上的性别差距和户籍差距，进而缩小收入差异。基础设施的改善一方面可能

为农村地区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为个体外出寻求更好发展提供便利。但医疗

卫生服务供给却强化了户籍对收入的影响，原因可能是城乡医疗资源存在差距，导致

医疗卫生支出的事项对城乡个体的影响不同，进而强化户籍对收入的影响。

表 ２　约简型收入决定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年龄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７８１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８８０

（００１０９）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

性别
０７２１２

（０１０２８）
０５４１３

（００７０３）
０６３２７

（００８３５）
０７５４４

（００６７３）
０５４７７

（００９６１）

户籍
０７８５２

（０１３７６）
０５６６０

（０１２１２）
０５８８３

（０１０６９）
０４６１６

（０１０１３）
０６７９８

（０１３８１）

出生地
－０４６５６

（００５０２）
－０４００３

（００３７６）
－０２３３１

（００３２５）
－０３０１０

（００３１１）
－０２６１５

（００３６８）

父亲教育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０４６）

父亲就业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７９５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９３４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１９４）

父亲政治面貌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４０６）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７３３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０８２）

就业环境
０５４４５

（０１１９４）
０３０２７

（００７７２）
０４３１７

（００９３８）
０３１２６

（００８４６）
０２４３９

（００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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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教育服务
０４３３２

（０１３４４）
０４５９２

（００７３５）
０５５０９

（００７５１）
０３９０６

（００８１４）
０４１５９

（００７２６）

医疗卫生服务
－０２７２６

（０１５９２）

－０２０７９　
（０１４９０）

－０１０５２　
（０１４５８）

－００６８１　
（０１２６７）

－０１１３７　
（０１３７２）

基础设施
－０１５０９　
（０１３０７）

－００７６６　
（００８０２）

－００１２３　
（０１１８６）

０１３３１
（００８２０）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９４７）

就业环境 ×性别
－０１８５３

（００９０２）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７８３）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６３４）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７１５）

就业环境 ×户籍
－０２１９６

（０１１５４）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９８４）

－００２５０　
（０１００８）

００７９０
（００９３５）

－００７３７　
（０１０２９）

教育服务 ×性别
－００９９５　
（００９０５）

－０１５４８

（００６５１）
－０２２９２

（００６７０）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６８８）

－０１３２４

（００６３６）

教育服务 ×户籍
－０３８６７

（０１２２２）
－０３６９０

（００９３１）
－０５２６６

（００８６７）
－０３５４７

（００９４８）
－０３１４１

（００８７３）

医疗卫生服务 ×性别
００２６９
（０１２８５）

０１０５５
（０１２２５）

－００３９１　
（０１２９４）

－０１９３５

（００９８８）

００２７０
（０１０９４）

医疗卫生服务 ×户籍
０４００９

（０１５４２）
０３１６６

（０１６０８）
０４２０５

（０１３９７）
０４６０８

（０１３１２）

－００４５６　
（０１４２８）

基础设施 ×性别
－００９７７　
（００８８１）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６５０）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９９７）

－０１６９０

（００６９７）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８３０）

基础设施 ×户籍
－０１３５４　
（０１２３１）

－０２１１７

（０１１０５）
－０４２４３

（０１３２３）
－０４０４６

（００９８２）
－０２０５５

（０１１３５）

样本量 ３８９６ ６５３０ ６７０８ ６３３４ ５３５２

调整 Ｒ２ ０４０３ ０３５８ ０３７７ ０３６９ ０３０１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聚类至乡 （镇或街道）层面

（２００８年 ＣＧＳＳ没有披露该层面信息，该年聚类到县级层面）。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ＧＳ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和高校财经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利用第二部分提出的构建反事实收入分布的方法

直接测度出收入机会不平等。由于机会不平等特征可能在不同性别、户籍与居住地

（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呈现异质性，本文也分性别、分户籍性质、分居住地分析收

入不平等中的机会不平等。测度结果如表 ３所示。由表 ３可知，全样本中收入不平等、

机会不平等及机会不平等占比总体均呈现下降趋势。机会不平等绝对程度与相对程度

的降低表明，与环境相关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总体呈现出消减迹象。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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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机会不平等绝对量与相对量 （ＭＬＤ指数）

年份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非农

户口

农村

户口
东部 中部 西部

收入不平等

２００８ ０５４７０ ０４７７７ ０５８３４ ０３２９０ ０６０７７ ０３７７４ ０５１６４ ０５７９９

２０１０ ０５５６４ ０５１０４ ０５５６２ ０３７１０ ０５８３５ ０４５８５ ０４１５４ ０６０６４

２０１２ ０５１３３ ０４５３０ ０５４８９ ０３３４８ ０５４７９ ０３６６６ ０４３４９ ０５６０１

２０１３ ０４６８９ ０４１９４ ０４８５１ ０２８４４ ０５０８２ ０３３４９ ０４１５２ ０５０３８

２０１５ ０５２７７ ０４７９６ ０５４３６ ０３４２８ ０５７３５ ０４１７７ ０４６４７ ０５６２７

机会不平等

２００８ ０２５３０ ０１８６３ ０２８１３ ００６０３ ０２７２２ ０１１１３ ０２２２５ ０２６２２

２０１０ ０２１８５ ０１８３１ ０２１７１ ００８１８ ０２０４６ ０１４７３ ０１２１７ ０１９４２

２０１２ ０２１６７ ０１６９４ ０２３８６ ００８０８ ０２１９２ ０１０７６ ０１２１８ ０１９７６

２０１３ ０２０３７ ０１６４２ ０２０６５ ００８０１ ０１９２９ ０１１３９ ０１２８０ ０１５９０

２０１５ ０１８３４ ０１４２８ ０１９７２ ００７９５ ０１８０１ ０１３０１ ０１０７２ ０１５３４

机会不平等占比（％）

２００８ ４６２５ ３９００ ４８２２ １８３３ ４４７９ ２９４９ ４３０９ ４５２１

２０１０ ３９２７ ３５８７ ３９０３ ２２０５ ３５０６ ３２１３ ２９３０ ３２０３

２０１２ ４２２２ ３７４０ ４３４７ ２４１３ ４００１ ２９３５ ２８０１ ３５２８

２０１３ ４３４４ ３９１５ ４２５７ ２８１６ ３７９６ ３４０１ ３０８３ ３１５６

２０１５ ３４７５ ２９７７ ３６２８ ２３１９ ３１４０ ３１１５ ２３０７ ２７２６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ＧＳ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和高校财经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机会不平等存在性别差异。女性与男性相比，面临着更严峻的收入不平等与机会

不平等。从趋势上看，虽然男性与女性的机会不平等绝对量、相对量均呈下降趋势，

且女性下降的幅度较男性更大，但女性机会不平等水平与占比始终高于男性，这表明

女性群体在挣取收入上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制约。

机会不平等存在户籍性质差异。农村户口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绝对程

度远高于非农户口群体的相应值，收入不平等中的机会不平等份额也要更高。尤其是

基于２００８年 ＣＧＳＳ数据的测算结果，二者在机会不平等占比上相差 ２６４６个百分点。

之后二者的差距呈缩小趋势，２０１５年为８２１个百分点，这可能得益于城乡经济社会一

体化发展。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非农户口群体的机会不平等相对量有上升的趋势。

除了机会不平等体现出的性别差异与户籍性质差异，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个体同样

面临不同的机会不平等状况。表 ３显示居住在西部地区的个体的收入不平等与机会不

平等绝对程度最高，中部次之。就机会不平等及其占比的变化趋势而言，中西部地区

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东部地区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占比呈略微上升趋势。

对于东部地区机会不平等变化轨迹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更多人口尤其是农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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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务工人员流入东部地区，来自不同原生环境的个体在所在地面临着不同的发展机会。

２环境影响收入的中间渠道分析

前面测度得到的机会不平等总量既包括环境对收入的直接影响，也包括环境通过

影响努力进而影响收入。本文这里关注的是后者，即环境的间接影响，并分析环境作

用于收入的两大中间渠道：教育与就业。对机会不平等做进一步分解，得到两大中间

渠道的绝对量与相对量，结果见表４。

表 ４　环境影响收入的中间渠道—教育与就业 （ＭＬＤ指数）

年份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非农

户口

农村

户口
东部 中部 西部

教育渠道

２００８ ００８０２ ００５１１ ０１００４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５８９ ００７４４

２０１０ ００７６０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８９４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４３０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５５２

２０１２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４６２ ０１００２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６０４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６２４

２０１３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３６７

２０１５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３８１

教育渠道占比（％）

２００８ ３１７０ ２７４３ ３５６９ １５５９ ２４１０ ２９８３ ２６４７ ２８３８

２０１０ ３４７８ ２９５５ ４１１８ ２０９０ ２７９１ ２９１９ ２８２７ ２８４２

２０１２ ３４７５ ２７２７ ４１９９ １４１１ ２７５５ ２９１８ ２５５３ ３１５８

２０１３ ３１７１ ２６３７ ３７９７ １４６１ ２３１７ ２８５３ ２４５３ ２３０８

２０１５ ３２８２ ２１６４ ４３２０ １９２５ ２５２１ ２８６７ ２３８８ ２４８４

就业渠道

２００８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３

２０１０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５

２０１２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５４

２０１３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４５

２０１５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２９

就业渠道占比（％）

２００８ １９４ ３７６ ０１８ ４９８ ３７８ ４９４ ２４７ ２４０

２０１０ ２４３ ３７１ ０３２ ２２０ ４４０ ２７８ ２７１ ３３５

２０１２ ３３２ ５１４ ０５９ ５２０ ５１１ ４８３ ５９９ ２７３

２０１３ ４３２ ６２１ １３６ ４７４ ６６４ ４１３ ５３９ ２８３

２０１５ ３９８ ６１６ １７２ ５７９ ５１６ ５３０ ５２２ １８９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ＧＳ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和高校财经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先看全样本，教育渠道加上就业渠道能够解释３３６４％ ～３８０７％的收入机会不平等。

虽然通过教育渠道产生的机会不平等绝对量呈下降趋势，但教育渠道占比却有所上升。

结合机会不平等绝对量的变动趋势，这说明即使机会不平等总量在减少，但环境通过影

响个体教育的方式仍旧对收入差距有不小的影响，平均在３０％以上。在考虑教育渠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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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通过影响个体就业所产生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较小，在机会不平等总量中的占比不超

过５％。教育渠道与就业渠道的分解结果表明机会不平等在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已经形

成，并且该类机会不平等大大超过了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所面对的机会不平等。

男性与女性在环境影响收入的教育渠道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无论从教育渠道绝对

量还是教育渠道占比看，女性的指标始终高于男性。环境对不同性别受教育水平的差

异影响表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更容易受环境制约，剖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

的重男轻女思想在某些家庭中限制了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进而影响女性获取收入的能

力与机会。值得警惕的是，男性的教育渠道占比在下降，而女性的教育渠道占比在上

升，二者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就业渠道上，男性与女性的就业渠道绝对量

与占比均有轻微上升，但男性相对更容易受就业渠道影响。

对于不同户籍性质的个体而言，农村户口的个体受教育程度更多地受到环境的影

响，表现为农村户口组的教育渠道绝对量与占比均高于非农户口组。性别观念对不同

户籍性质家庭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城乡居民家庭经济状况差异所造成的客观条件限制，

是导致教育渠道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从城乡内部的教育渠道占比总体变化趋势看，

二者都有略微上升的势头。就业渠道对非农户口群体和农村户口群体的影响总体也呈

上升趋势，但就业渠道的户籍性质差异要小于就业渠道的性别差异。

分居住地区看，教育渠道的区域差异要小于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中西部地区的教

育渠道绝对量与占比均表现出比东部地区更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离不开中西部地区经

济的发展与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在样本期内，东部地区的教育渠道占比总体上稍微

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又稍微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机会不平等中教育渠道占比稍

高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人口流动性增加，但由于一些制度限制，并未放开与户籍挂钩的受

教育权利，让许多流动人口的子女无法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从而影响其人力资本积累，

最终影响其获取收入的能力。二是东部地区家庭之间的竞争性教育支出现象 （如请家教、上

辅导班等）更普遍，加剧了家庭支出约束对子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从就业渠道看，整体而

言除了西部，东部与中部的就业渠道占比都在上升，并且相应的值也更高。

（三）收入不平等中的 “纯粹努力”

事前参数法下的机会不平等测度并不直接关注努力不平等，个人努力对收入不平

等的相对贡献度无从得知。遵照第二部分提出的方差分解法，首先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或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环境影响努力 （个体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婚姻状态及健康

状况）的四个辅助方程，进而得到剥离了环境影响的与努力相关的残差项，即四个

“纯粹努力”变量，并将其加入收入决定方程中，得到的全样本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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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考虑 “纯粹努力”后的收入决定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年龄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４４０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０９８）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１）

性别
０４８１３

（００９８６）
０３４３４

（００６７７）
０４２３１

（００７７５）
０５８４７

（００６１５）
０３８５５

（００９１７）

户籍
０５５２２

（０１２３１）
０３７９８

（０１１２７）
０３７５６

（００９５０）
０３３３１

（００９２３）
０４８２１

（０１３４７）

出生地
－０３１３３

（００４５１）
－０２６７２

（００３２７）
－０１４６６

（００２８６）
－０１８８２

（００２９７）
－０１３７２

（００３１４）

父亲教育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４３）

父亲就业
００５１０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５６２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１８０）

父亲政治面貌
－００６７２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３９５）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５５３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７９）

就业环境
０４６９０

（０１０９１）
０２１４０

（００６７３）
０２９５７

（００８３３）
０２４４３

（００７３４）
０１９４０

（００６８８）

教育服务
０４５０３

（０１２２４）
０３７８０

（００６２７）
０５３２６

（００６６７）
０３８２２

（００７１９）
０３８８５

（００６４１）

医疗卫生服务
－０３４７８

（０１４３７）

－０１１５２　
（０１３７０）

－００６２３　
（０１２７４）

－００５２４　
（０１０９１）

－０１４２７　
（０１１６５）

基础设施
－００９９７　
（０１２３５）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０８８　
（０１０２６）

０１５４０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９７２
（００７９８）

就业环境 ×性别
－０１６６４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７２６　
（００５６６）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６７７）

就业环境 ×户籍
－０１８８０

（０１０４５）

－００６２９　
（００８９４）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６０１
（００８３８）

－００６５２　
（００９５４）

教育服务 ×性别
－０１４５０

（００８４４）
－０１１０９

（００５８６）
－０２１１０

（００６３６）

－００９２２
（００６２３）

－０１０６０

（００５９５）

教育服务 ×户籍
－０３３０６

（０１０９５）
－０２４３８

（００８２３）
－０４１７３

（００７５６）
－０３６８２

（００８７３）
－０２９７２

（００７６３）

医疗卫生服务 ×性别
００５３８
（０１１８３）

００７１０
（０１１７０）

－００５３９　
（０１１８７）

－０１７４６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６４６
（０１０５２）

医疗卫生服务 ×户籍
０３２４５

（０１３９９）
０２４４２

（０１４３７）
０３１５３

（０１２２２）
０４１８０

（０１１５８）

－００１８８　
（０１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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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基础设施 ×性别
－００６７３　
（００８６０）

００５９０
（００５９５）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９３２）

－０１３２８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９６５
（００８０５）

基础设施 ×户籍
－０１４２６　
（０１１０５）

－０２５８１

（０１０４６）
－０３７５２

（０１１１６）
－０４５２７

（００９４２）
－０２２２８

（０１０９５）

个体受教育程度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０２５）

个体就业状况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６７８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６１７

（０００４７）

个体婚姻状态
００３７２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７４８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８４５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１９３）

个体健康状况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４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６２９

（０００８１）

样本量 ３８９６ ６５３０ ６７０８ ６３３４ ５３５２

调整 Ｒ２ ０４８９ ０４４９ ０４６３ ０４３４ ０３９８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聚类至乡 （镇或街道）层面

（２００８年 ＣＧＳＳ没有披露该层面信息，该年聚类到县级层面）。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ＧＳ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和高校财经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对比表 ２可知，当加入子代的努力变量后，家庭背景类环境因素的估计系数变

小但仍然显著，这说明环境对收入的影响中的确有通过努力产生的影响。所有代表

个体努力的变量都与个体收入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状况与健康状况

越好的个体，其年收入水平也越高。关于教育的人力资本理论与信号理论能够解释

个体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的影响。个人的就业状况代表着职业地位，职业地位更高

的个体获得的收入通常也更高。健康状况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收入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一个人的婚姻状态也会影响其收入，已婚个体的收入会比未婚个

体的收入更高。

再基于上述收入决定方程，按照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即 “纯粹努力”与环境对收入

不平等进行分解，分解结果见表６。方差分解法的分解对象是对数收入不平等，因而基

于方差分解法的分解结果与基于事前参数法的分解结果不具有直接可比性，但通过上

述分解结果可以比较 “纯粹努力”与环境对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献，并了解纯粹的个

人努力对收入的影响趋势变化。首先，无论从全样本还是各子样本看，剥离了环境影响

的个体教育、就业、健康与婚姻这四个努力水平的代理变量在２０１５年至少能够解释５０％

以上的收入不平等。其次，在样本期内，总体上纯粹的个人努力对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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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度在增加。以上两点表明，撇除环境的影响，个人付出的努力是自身收入的重要决定

因素，同时也说明个体凭借努力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有增加的趋势。

表 ６　 “纯粹努力”与环境的相对贡献

机会不平等（％） 努力不平等（％）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全样本 ４９６１ ４３３２ ４６２４ ５１７３ ３８７６ ５０３９ ５６６８ ５３７６ ４８２７ ６１２４

男性 ４５２６ ４４６０ ４３４５ ５０５４ ３９５４ ５４７４ ５５４０ ５６５５ ４９４６ ６０４６

女性 ５７３６ ４９２４ ５０３６ ５３３３ ４１９９ ４２６４ ５０７６ ４９６４ ４６６７ ５８０１

非农户口 ２１０８ ４４１５ ４５７２ ６０７９ ３８０２ ７８９２ ５５８５ ５４２８ ３９２１ ６１９８

农村户口 ５１９６ ４０３６ ４３２６ ４６６６ ３５７４ ４８０４ ５９６４ ５６７４ ５３３４ ６４２６

东部 ３４５１ ３２８９ ３８１５ ３８８８ ２８０１ ６５４９ ６７１１ ６１８５ ６１１２ ７１９９

中部 ５７８３ ４３９８ ３５９５ ４８２３ ４２７７ ４２１７ ５６０２ ６４０５ ５１７７ ５７２３

西部 ３５８９ ２７８５ ３４５６ ４７１１ ２６９０ ６４１１ ７２１５ ６５４４ ５２８９ ７３１０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ＧＳ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和高校财经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具体来看，男性较之女性，其收入不平等中完全由个人努力导致的公平合理部分

更多。不同户籍性质群体间努力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 ２００８年差异最大，起初农村户

口群体较之非农户口群体收入受努力影响更小，此后努力对农村户口群体收入的作用

呈扩大趋势，而对非农户口群体收入的作用有缩减的趋势。总体而言，纯粹的个人努

力对不同居住地区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献度在提升。

（四）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不平等度量指标

尽管广义熵类指标中的其他不平等度量指标违背了路径独立可分解性，但仍可以报

告其结果，以说明基于事前参数法得到的主要结论不依赖于特定指标选取 （Ｎｉｅｈｕｅｓ＆

Ｐｅｉｃｈｌ，２０１４）。本文选择以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ｉｎｄｅｘ）重新衡量不平等。计算出的结果与

应用 ＭＬＤ指数得到的结果整体相差较小，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也基本保持一致，说明

前述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①。

２替换变量

尽管本文对个体就业变量的处理相较于直接根据被访者对工作状况的回答对就业

进行划分更贴近个人付出的努力程度，但为更真实地反映个体努力程度，本文根据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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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对 “您目前的工作性质是全职 （日）工作还是非全职 （日）工作”的回答，将非

农工作进一步区分为全职 （日）工作和非全职 （日）工作①。因此，新的个体就业变

量定义为０（无工作）、１（找工作）、２（务农）、３（非全职工作）、４（全职工作）。

替换个体就业变量后的中间渠道分解结果及方差分解结果如表７和表８所示。

表 ７　环境影响收入的中间渠道—就业 （替换个体就业变量）

年份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非农

户口

农村

户口
东部 中部 西部

就业渠道

２００８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６０

２０１２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５８

２０１３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５１

２０１５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３４

就业渠道占比（％）

２００８ １９０ ３８１ ０１４ ５１４ ３６４ ５１２ ２２９ ２２９

２０１２ ３４１ ５１４ ０５９ ５０７ ５３４ ４９３ ６３２ ２９４

２０１３ ４５２ ６３９ １３６ ４４９ ７０５ ４３９ ５６３ ３２１

２０１５ ４０９ ６２３ １６７ ５９１ ５３９ ５７６ ５１３ ２２２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ＧＳ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和高校财经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８　 “纯粹努力”与环境的相对贡献 （替换个体就业变量）

机会不平等（％） 努力不平等（％）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全样本 ４９６３ ４６０６ ５２０８ ４０１７ ５０３７ ５３９４ ４７９２ ５９８３

男性 ４５００ ４４４６ ５２２２ ４１９８ ５５００ ５５５４ ４７７８ ５８０２

女性 ５７１９ ４９９３ ５３１８ ４３３４ ４２８１ ５００７ ４６８２ ５６６６

非农户口 ２００８ ４７５２ ６５１２ ４２２２ ７９９２ ５２４８ ３４８８ ５７７８

农村户口 ５２２７ ４２７５ ４５７７ ３６９２ ４７７３ ５７２５ ５４２３ ６３０８

东部 ３４４２ ３８４８ ４００９ ２９８８ ６５５８ ６１５２ ５９９１ ７０１２

中部 ５７４７ ３４６４ ４９２１ ４４２６ ４２５３ ６５３６ ５０７９ ５５７４

西部 ３６６２ ３４１３ ４６９８ ２７４４ ６３３８ ６５８７ ５３０２ ７２５６

　　资料来源：根据 ＣＧＳ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ＥＰＳ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和高校财经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比较表７与表４可以看出，就业渠道绝对量与占比变化很小，且基本趋势与表４一

致。比较表８与表６可知，收入不平等中 “纯粹努力”的相对贡献度变化不大，且努

力对收入影响的变化趋势也与表 ６一致。除了替换个体就业变量，本文还以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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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代替自评健康以客观反映个体为自身健康所付出的努力①。相应的方差分解结果表

明由表６得出的结论仍是稳健的。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个体的收入既受不可控的环境的影响，也受与个体决策、选择相关的努力的影响。

因此构成收入差距的既有环境导致的机会不平等，也有努力导致的努力不平等。本文

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ＣＧＳＳ数据为样本，拓展环境集，首先基于事前参数法直接测度出机

会不平等总量，并进一步量化分析环境通过教育、就业这两个典型的中间渠道所生成

的机会不平等；其次，考虑 “纯粹努力”的影响，基于方差分解法分解出努力对收入

不平等的相对贡献度；最后，通过替换不平等度量指标与替换个体就业、健康变量检

验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对宏观环境的考察表明就业环境与教育服务对

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教育服务供给有利于弱化性别和户籍对收入的影响，基础

设施水平也有利于弱化户籍的影响，但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强化了户籍的影响。第二，

除了非农户口群体与东部的机会不平等占比略有上升外，全样本及其余分组结果均表

明机会不平等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同时，机会不平等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户籍性

质差异，女性较之男性、农村户口群体较之非农户口群体，其收入更易受环境的影响。

全样本中教育渠道与就业渠道解释了 ３３６４％ ～３８０７％的机会不平等且教育渠道占据

主导地位。教育渠道的性别差异在扩大且女性的教育渠道占比更高。农村户口群体的

教育渠道占比高于非农户口群体，东部的教育渠道占比略高于中西部。就业渠道占比

虽然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第三，教育、就业、健康与婚姻四个努力代理变量对

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纯粹的个人努力对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献度至少在 ５０％以

上且其贡献在增加。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抑制机会不平等并发挥个体努力

的作用。第一，针对机会不平等的性别差异，继续优化政府教育服务供给以提高教育

政策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女性的精准支持力度，削弱环境对女性的不利影响。第二，

针对机会不平等的户籍性质差异，首先可通过提升农村地区的交通通达度为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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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其次可通过完善农村师资、改善教育设施以及加强对农村家庭教

育观念的引导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和提高农村居民对教育的重视度。实现医疗卫生服

务均等化对于缩小机会不平等的城乡差距也至关重要，要持续提高农村的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降低因病加剧贫困、因病致贫的发生几率。第三，针对机会不平等的区域差

异，要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培育产业等方式提高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为个

体创建更好的就业环境。此外要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与户籍挂钩的教育等基

本公共服务壁垒。对于东部地区，应引导家庭树立正确的教育观，避免在义务教育阶

段进行盲目和过度的人力资本投资。第四，鉴于就业渠道占比的上升趋势，应引导市

场形成规范透明的就业通道，减少依靠 “关系”在就业上获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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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奎、何英明：环境、努力与收入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