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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别使用了ＯＬＳ方法和分位回归技术，考察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 间 中 国 城 镇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收益率的总体水平及其长期变化趋势，并将之与汉族进行了比较，发现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

民教育收益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没有显著差异。政策的

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相互叠 加，是 转 型 时 期 中 国 城 镇 少 数 民 族 的 地 位 并 没 有 发 生 逆 转 的

重要原因。与汉族相同，少数民族的 教 育 收 益 率 随 着 收 入 分 位 点 提 高 而 逐 渐 减 小，即 收 入 水 平 越

高，教育收益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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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伴随这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国居

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也被众多文献观察到。①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注意到，对

于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应当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需要细分差距扩大的原因并区别对

待，即有些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应当加以肯定；有些是由于不

合理的既有政策和制度因素造成的，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②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教育对

收入分配的贡献逐渐增强，就被认为是需要加以肯定的部分。
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依据教育收益率的高低作出判断。针对我国的教育收益率问

题，已有了大量 实 证 文 献。孙 志 军 的 综 述 工 作 表 明，最 早 对 中 国 教 育 收 益 率 进 行 估 算 的 是

Ｊａｍｉｓｏｎ和Ｇａａｇ，③至２００３年这一领域已出现了近４０篇文献，近年来的研究则更多。④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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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 扩 大 就 业 的 发 展 战 略 研 究”（项 目 编 号：０７＆ＺＤ０４４）和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青 年 项 目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基于问卷调查的经验研究”（项目编号：０８ＣＪＹ０１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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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十分明显，因此，已有文献除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整体状况进行估

计以外，还对教育收益率在城乡、地区、部门、企业，以及不同群体中的差异问题进行了广泛讨

论。① 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文献却很少，仅有

三篇。其中，刀福东的研究是基于云南一个傣族村寨的２００６年抽样数据进行的，发现农村傣

族居民的教育收益率非常低，仅为１．５％。② 另外两个研究都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孙百才

利用２００７年从甘肃两个自治州得到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资料，主要比较了藏

族、回族 与 汉 族 之 间 的 教 育 收 益 率 差 异，发 现 少 数 民 族 的 教 育 收 益 率 高 于 汉 族；③Ｍｉｓｈｒａ和

Ｓｍｙｔｈ考察了朝鲜族的教育收益率，他们使用的数据取自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对大连、延吉两地商

业区购物人员的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城镇朝鲜族的教育收益率极高：ＯＬＳ回归结果在１０％左

右，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甚至高达２０％。④ 可以看出，由于这些文献仅使用了某一年份

的截面数据，仅对某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率进行了估计，因此，现有研究还无法全面系统地

回答人们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总体状况如何？与汉族相比，少数

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是高是低？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又如何？

实际上，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问题颇有意义。第一，虽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所占

比例并不高，但数量规模巨大。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８．４９％，人口规模高达１１，３７９万，甚至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量都多；第二，
通过估计中国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对少数民族群

体有何种影响，即他们是改革的赢家还是输家（ｗｉｎｎｅｒ　ｏｒ　ｌｏｓｅｒ）；第三，估算中国少数民族的教

育收益率，并将其与国外的状况进行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价中国政府长期实行的对少数

６２

　《民族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例如，李实和李文彬、Ａｐｐｌｅｔｏｎ等、李春玲比较了城镇与农村劳动力之间的教育收益率差异，参见李实、李文彬：《中

国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的估计》，赵人伟、基斯·格里芬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第４４２－４５６页；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Ｓ．，Ｋｎｉｇｈｔ　Ｊ．，Ｓｏｎｇ　Ｌ．，ａｎｄ　Ｘｉａ　Ｑ．，“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Ｕｒｂ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Ｒｕ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ｔｔｉｎｇ－
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２００２；李春玲：《文化水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对目前教育的经 济 收 益 率 的 考 查》，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王海港等分地区、Ｄéｍｕｒｇｅｒ等分部门进行了讨论，参见王海港、李实、刘京军：《城镇居民教育

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及其解释》，《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８期；Ｄéｍｕｒｇｅｒ，Ｓ．等：《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

不同部门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分析》，《管理世界》２００９年第３期。赖德胜、Ｚｈａｏ，Ｄｏｎｇ和Ｂｏｗｌｅｓ、邢春冰关注了教育收益率

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差异，参见赖德胜：《教 育 与 收 入 分 配》，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８年 版；Ｚｈａｏ，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ａｇｅ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１２（１），ｐｐ．４０－５７；Ｚｈａｏ，Ｙ．，“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７（１），ｐｐ．１８１－
１９７；Ｄｏｎｇ，Ｘ．ａｎｄ　Ｂｏｗｌｅｓ，Ｐ．，“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１３（２－３），ｐｐ．１７０－１９６；邢 春 冰：《不 同 所 有 制 企 业 工 资 决 定 机 制 考 察》，《经 济 研 究》２００５年 第６期。

Ｚｈａｎｇ等、刘泽云讨论了性别差异问题，参见Ｚｈａｎｇ，Ｊ．，Ｚｈａｏ，Ｙ．，Ｐａｒｋ，Ａ．ａｎｄ　Ｓｏｎｇ，Ｘ．，“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８－２００１，”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３３（４），ｐｐ．７３０－７５２；刘泽云：《女性教育收益率为何高

于男性？———基于工资性别歧视的分析》，《经济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Ｍｅｎｇ和Ｚｈａｎｇ，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和Ｄｉｎｈ则对农 民 工

和城镇职工群体之间的教育回 报 差 异 进 行 了 考 察，参 见 Ｍｅｎｇ，Ｘ．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Ｊ．，“Ｔｈｅ　Ｔｗｏ－Ｔｉｅｒ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１，２９（３），ｐｐ．４８５－５０４；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Ｍ．ａｎｄ　Ｄｉｎｈ，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ｗａｒｄｓ　ｔｏ，ａｎｄ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９（３），ｐｐ．１７３－１８９。

参见刀福东：《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研究》，《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参见孙百才：《不同民族的教育收益：藏、回、汉族的比较》，《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参见 Ｍｉｓｈｒａ，Ｖ．ａｎｄ　Ｓｍｙｔｈ，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Ｍｏｎａ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民族的优惠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国外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大多数文献都发现，少数民族的

教育收益率要低于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在前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结论也是如

此。① 如果我们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后，估算结果为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高于汉族，那么就可

能说明政府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是有效的，应当继续坚持。
基于上述考虑，有别于现有文献，本文针对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总体水平及

其长期变化趋势进行经验分析，并将之与汉族比较，经验分析所依赖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ｓ）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年的样本。本文除了使用传统的

ＯＬＳ方法进行教育收益率估算之外，为了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还使用了分位回归技术。② 需

要说明的是，本文只考察城镇地区的样本。这是因为，在转型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

度大大落后于城镇，农村地区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还远未形成，教育对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城镇

地区。而本文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讨论转型对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选择城镇样本比

较合适。

一、分析框架

前文已述，对前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一个国

家主体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即他们是改革的输家。同时，研究中国农村少数民族问题的实证文

献也发现，在转型期这一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③ 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农

村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有可能会低于汉族的教育收益率。那么，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

镇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水平会发生一种怎样的变化，与汉族相比，他们的教育收益率水

平会更高还是更低？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由于政策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相互叠

加所产生的效果，将导致城镇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水平即使不高于汉族，也不会与汉族群体

有很大的差异。原因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转型期，政策的力量使中国城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得到了更大程度

的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

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鉴于少数

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与汉族相比有一定差距，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仅平等地享有所有公

民权利，还依法享有一些特殊的权益保障。这一民族政策，在经济转型期不但没有被削弱，甚

至还有所加强。在教育领域，中国政府长期实行惠及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政策。如南京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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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Ｇｗａｒｔｎｅｙ，Ｊ．Ｄ．ａｎｄ　Ｌｏｎｇ，Ｊ．Ｅ．，“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８，３１（３），ｐｐ．３３６－３４６；ＭｃＮａｂｂ，Ｒ．ａｎｄ　Ｐｓａｃｈ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Ｇ．，“Ｒａｃｉａｌ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８１，３３（３），ｐｐ．４１３－４２５；Ｂｌａｃｋａｂｙ，Ｄ．Ｈ．，Ｌｅｓｌｉｅ，Ｄ．Ｇ．，Ｍｕｒｐｈｙ，Ｐ．Ｄ．ａｎｄ　Ｏ’Ｌｅａｒｙ，Ｎ．
Ｃ．，“Ｗｈｉｔｅ／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ＦＳ，”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０２，５４（２），ｐｐ．２７０－２９７；Ｌｅｐｉｎｇ，Ｋ．Ｏ．ａｎｄ　Ｔｏｏｍｅｔ，Ｏ．，“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Ｗａｇｅ　Ｇａｐ：Ｅｓｔｏｎ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８，３６（４），ｐｐ．５９９－６１９。

利用分位回归技术来讨论教育收益率与收入分布之间的分布特征，其好处在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收入条

件分布的各分位点或许间接地测度了不可观 测 的 能 力 特 征。参 见 罗 楚 亮：《城 镇 居 民 教 育 收 益 率 及 其 分 布 特 征》，《经 济 研

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参见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Ｂ．ａｎｄ　Ｌｉ，Ｓ．，“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３，５１（４），ｐｐ．８０５－８２２。



１９８７年起在全国率先实行少数民族考生优先录取政策，少数民族考生报考高中加５分投档，
报考技校加１０分投档，报考高校同等分数优先录取，报考民族院校加２０分投档。① 国家还规

定，少数民族在进入高等学校前期，可以比汉族学生优惠８０分的成绩进入高校预科学习，一年

后转入本科学习。② 在城镇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本身就与汉族学生享用同样的教育资源，再加

上入学照顾政策（这会使得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更低），可能就有更大的概率优

先升学，最终得以优先进入大学，甚至重点大学学习。
第二，市场的力量和政策的力量联合作用使受教育状况得到改善的少数民族群体获得了

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岗位。在转轨中国，多数劳动者都希望进入城市、国有部门等主要劳动

力市场工作，但由于这一市场存在激烈的职位竞争，招聘单位在招聘时通常都会设置一个学历

门槛，且职位竞争越激烈，学历门槛设置得越高。因此，少数民族的受教育状况越好，获得主要

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的概率就越大。另外，就业安排中的少数民族政策更增加了他们进入城

镇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例如，在招录公务员时就对少数民族考生放宽了条件，通过划定比

例、定向招考、适当加分等优惠政策增加了少数民族考生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机会。截至２００８
年，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占９．６％。③ 所以在工作找寻中，一方面，拥有较好的受教育

状况提高了城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就业安排中的少数民族政策更提高了

他们进入城镇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
第三，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依照同样的工资决定机制对少数民族和汉族劳动者支付工资

报酬。伴随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的推进，既有的工资决定机制发生了变

化，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力增大，城镇地区的个人教育收益率逐年上升，而且，个人教育收益

率表现出明显的递增性———劳动者的学历越高，教育收益率就越高。④ 可以预期，由于工资决

定机制相同，加之前文所述的城镇少数民族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更低，所以少数民族的教育收

益率还有可能会略高于汉族。

二、方法讨论和数据描述

（一）ＯＬＳ方法

明瑟收入函数法（Ｍｉｎｃｅｒｉａｎ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是估算教育收益率最常用的方法，模型中

的基本变量是教育和工作经验。其基本形式为：

ＬｎＹ ＝ａ＋ｂＳ＋ｃＥＸ＋ｄ（ＥＸ）２＋ε （１）
式中，ＬｎＹ为收入的对数，Ｓ表示受教育年限，ＥＸ 表示工作年限，ａ表示截距，ｂ、ｃ、ｄ为回归系

数，ε为误差项，其中ｂ就是每增加一年教育的私人收益率。
对明瑟收入函数最简单的估计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估计（ＯＬＳ），ＯＬＳ方法的基本假定是

８２

　《民族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参见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南京市民族工作基本情况》，１９９９年全国城市民族工作座谈会报告。

参见《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 管 理 规 定〉、〈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招 收 非 西 藏 生

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工作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学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教民［２００５］

７号），教育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ｍｏｅ＿７５１／２０１００１／７７９３３．ｈｔｍｌ。

这一数字表明，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要高于其人口比重（与２０１０年六普数据相比）。参见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７日。

参见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每个人获得教育的机会是相同的，而实际上人的能力有差异，能力高低可能同时影响到个人的

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所以该假设会带来内生性，造成估计结果上的偏差。解决这种估计偏

差问题的方法通常有工具变量法（ＩＶ）和固定效应法（ＦＥ）。工具变量法的思想是要找到一个

变量，这一变量与教育有关，而与收入无关。有学者曾证明工具变量法是一种很好的估计方

法，能准确估计预期收益率。① 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通常我们很难找到一个

与可观测到的教育年限相关，但与影响收入的不可观测变量不相关的完全外生的工具。另外，

也有研究发现工具变量法同样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② 固定效应法通过找到完全相同的

个体作为研究对象，以克服因个体不同而造成的不可观测的能力偏差的影响，如研究双胞胎的

教育收益率等。③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照组之间的个体能力是否相同很难判断，如果对照

组间个人能力也不相同，这样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估计偏误，甚至远高于ＯＬＳ估计的偏差。④

（二）分位回归法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对教育收益率估计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这种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

减小估计的偏误，即如何区分个体的能力特征。上述各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减小了估计

的偏差，但都不能发现不同收入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详细情况。分位回归（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能观察到不同收入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详细情况，而且相比ＯＬＳ只能描述自变量Ｘ对

于因变量Ｙ局部变化的影响而言，分位回归能更精确地描述自变量Ｘ对于因变量Ｙ的变化

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其方程表达形式为：

Ｑσ（ｌｎ　ｗａｇｅ｜Ｅｄｕｙｅａｒ，Ｘ）＝βσＥｄｕｙｅａｒ＋γσＸ （２）

式中，Ｑσ 为工资对数ｌｎ　ｗａｇｅ的第σ个分位点，βσ 和γσ 为受教育年限Ｅｄｕｙｅａｒ和其他控制变

量Ｘ 的分位回归系数，通过最小化绝对离差求得。由公式可以看出，因为分位回归是求解不

同分位点条件下的教育收益率，所以这种方法能够捕捉分布的尾部特征。当自变量对不同部

分的因变量的分布产生不同的影响时，如出现左偏或右偏的情况时，它能更加全面地刻画分布

的特征，并能较好地纠正异方差，从而得到全面的分析，而且研究发现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比

ＯＬＳ回归系数估计更稳健。⑤ 因此，对于只能得到估计参数以及预测值的平均水平，但无法得

到相关的条件分布特征的ＯＬＳ回归来讲，分位回归是最好的补充。所以本文首先利用ＯＬＳ
回归估计教育收益率，然后利用分位回归方法，来估计不同分位点上的教育收益率，进而通过

对比得到更加可靠的实证结果。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

本文经验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年的城镇住户样本。１９９５年调查１１个省、直辖市，包括北京、山西、辽宁、

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四川，共６９３１户，总人口２１，６９４人。２００２年调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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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Ｗｏｏｌｄｒｉｇｅ，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参见Ｈａｒｍｏｎ，Ｃ．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ｒ，Ｉ．，“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５，８５（５），ｐｐ．１２７８－１２８６。
参见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Ｚ．，“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５，１６（２），ｐｐ．４２２－２９９。
杨娟曾对教育收益率计算方法作了详细阐述，从其中关于ＯＬＳ方法与其他方法的比较可以看出，ＯＬＳ方法仍然是

教育收益率的主要计算方法。参见杨娟：《通用个人教育收益率计算方法的比较》，《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参见Ｄｅａｔｏｎ，Ａ．，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入了重庆市，计１２个省市，共６８３５户，总人口２０，６３２人。２００７年调查保持了上述１２个省、
直辖市的规模，共７５３６户，总人口２７，７１９人。为保持样本一致性，笔者选择了这三次调查中

相同的前１１个省、直辖市，并结合研究目标，选取了男性年龄在１６至６０岁之间，女性年龄在

１６至５５岁之间，有工作收入的样本。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少数民族样本所占比例分别为

４．４７％、３．９９％、３．５５％，与全国城镇少数民族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实际比例比较接近。①

为使各年度间的工资收入可比，使用Ｂｒ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Ｈｏｌｚ测算的中国各省份城镇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②以１９９５年为基准年对三个年度的工资收入进行了平减。从表１可以看出，从１９９５
年到２００７年，工资收入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同时受教育年限也逐步增加，其中少数民族和汉族

的增长幅度比较接近。除了表１列举的基本解释变量外，我们还选择年龄、性别虚变量（女性

＝１，男性＝０）、所有制虚变量（国有部门＝１，非国有部门＝０，国有部门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行业虚变量（垄断行业＝１，非垄断行业＝０，垄断行业包括金融、房地产、科研实

验、地质勘查、石油天然气开采加工供应、交通运输、邮政、电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社保福

利业等）、职业虚变量（白领＝１，蓝领＝０，白领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

人、专业技术人员）来控制因个人特征差异、就业背景不同而引起的估计偏差，其详细统计描述

见表２。常见的控制变量还有家庭背景，如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但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估计

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就业背景相比要小，③而且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教育收益率的结果做横

向比较分析，而不是研究变量对收益率影响的大小关系，加之少数民族样本量较少，再从中选

择家庭背景等变量会减小样本量而影响估计的准确性。同时，增加过多的控制变量也会使得

回归中同组样本减少，影响到估计的结果，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上述最主要的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的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样本中，工资收入的分布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左偏态

特征，按照常规做法，对工资进行了对数化，但处理后发现，三个年度对数工资的分布仍表现出

很强的偏态特征。这种工资对数收入分布的非正态性表明，用分位回归分析教育收益率更适

合，这也是笔者使用分位回归的重要原因。
表１　各年度城镇少数民族与汉族工资、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状况比较

１９９５年（均值） ２００２年（均值） ２００７年（均值） 总增长率

少数民族 汉　族 少数民族 汉　族 少数民族 汉　族 少数民族 汉　族

月工资（元） ４６０．０３　 ５１２．８０　 １０９３．２９　 １０５０．１０　 １５４９．２６　 １８０６．０１　 ２３６．７７％ ２５２．１９％

工资平减（元） ４５４．６３　 ５１２．２１　 ９７２．３７　 ９４５．８２　 １２１４．０６　 １４５１．４３３　１６７．０４％ １８３．３７％

工资对数 ５．９６　 ６．０６　 ６．７２　 ６．６６　 ６．７６　 ６．９５　 １３．４２％ １４．６９％

教育年限（年） １０．３９　 １０．８１　 １１．７６　 １１．５８　 １２．０２　 １１．８６　 １５．６９％ ９．７１％

工作经验（年） １９．４４　 １９．３８　 ２０．２５　 ２０．６７　 １９．７６　 ２１．１２　 １．６５％ ８．９８％

年　龄（年） ３８．４２　 ３８．４５　 ４０．１２　 ４０．６３　 ４０．３３　 ４１．５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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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黄荣清、林钧昌提供的少数民族城镇人口数据进行测算可得，我国城镇少数民族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１９９０年

为４．９８％，２０００年为５．３６％。参见黄荣清：《中 国 少 数 民 族 城 市 人 口 分 布》，“城 市 中 的 少 数 民 族”会 议 论 文，２００１年；林 钧

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参见Ｂｒａｎｄｔ，Ｌ．ａｎｄ　Ｈｏｌｚ，Ｃ．，“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６，５５（１），ｐｐ．４３－８６。

参见罗楚亮：《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及其分布特征》，《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表２　各年度样本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少数民族 汉　族 少数民族 汉　族 少数民族 汉　族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１０．５０　 ５．００　 ４．４０　 ２．５０　 ２．３５　 ２．０８
初　中 ３２．４５　 ２９．９１　 ２１．７６　 ２１．７７　 １８．６０　 １９．２４
高　中 ３９．１０　 ４１．４４　 ３４．７１　 ４０．４４　 ３４．８３　 ３７．５８

大专以上 １７．９５　 ２３．６５　 ３９．１３　 ３５．２９　 ４４．２２　 ４１．１０
性　别

男 ５２．０３　 ５２．７９　 ５６．３４　 ５６．９０　 ５１．４７　 ５４．７６
女 ４７．９７　 ４７．２１　 ４３．６６　 ４３．１０　 ４８．５３　 ４５．２４

所有制种类

国有部门 ８３．７３　 ８２．２７　 ５２．５１　 ４７．８５　 ５１．４７　 ５５．５６
非国有部门 １６．２７　 １７．７３　 ４７．４９　 ５２．１５　 ４８．５３　 ４４．４４

行业种类

垄断行业 ３８．１２　 ３５．３１　 ５９．８８　 ４８．２０　 ５１．４７　 ５０．９３
非垄断行业 ６１．８８　 ６４．６９　 ４０．１２　 ５１．８０　 ４８．５３　 ４９．０７

职业种类

白　领 ３１．６９　 ３４．９６　 ３９．８２　 ３４．９７　 ３４．１３　 ２８．５９
蓝　领 ６８．３１　 ６５．０４　 ６０．１８　 ６５．０３　 ６５．８７　 ７１．４１

样本量（个） ４６７　 １０４２９　 ３３９　 ８１４９　 ３７５　 １０１７７

三、回归结果

（一）ＯＬＳ回归结果

作为比较，笔者对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标准明瑟方程和加入个体特征、工作特征等控制变量

后的扩展方程分别作了回归。ＯＬＳ结果（见表３）表明，不加控制变量时方程的拟合优度较低，
而加入控制变量后方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所以比较可得，加入控制变量后的计量结果更可

靠。观察表３的结果可以发现，三个年度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均显著且逐年增加，城镇居民的教

育收益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李实、丁赛的研究结论一致。① 不加入控制变量时，１９９５年

汉族教育收益率为４．８０％，２００２年为７．３４％，２００７年为１３．７％，从少数民族与教育年限交互

项的估计 系 数 看，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收 益 率 比 汉 族 分 别 略 高１．７３％、

０．１９９％、０．８１２％，但均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三个年度汉族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２．９１％、

４．８５％、１０．４％，由 交 互 项 系 数 可 知，这 三 个 年 度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收 益 率 比 汉 族 分 别 略 高

１．６１％、０．１２５％、０．５３５％，但也都不显著。
上述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

是没有显著差异的，而研究国外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大多数文献都发现，少数民族的教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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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　

① 参见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益率要低于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对前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

的结论。这表明，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在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收入方面的境遇

已经与汉族相同，证明了我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扶持政策的有效性，所以从提高少数民族经济

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应该继续坚持既有政策。
表３　少数民族与汉族教育收益率的ＯＬＳ估计结果

因变量：月工资收入对数

变　量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③不加

控制变量

④加入

控制变量

⑤不加

控制变量

⑥加入

控制变量

⑦不加

控制变量

⑧加入

控制变量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４８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０４＊＊＊

（２４．４２） （１３．１１） （３３．１３） （２０．２６） （４０．９２） （２９．７２）

民族虚变量
－０．２６１＊ －０．２５６＊＊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１７３ －０．２８９ －０．２２７
（－２．５８） （－２．５９） （０．２８） （０．１５） （－１．４３） （－１．２０）

少数民族

教育交互项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８１２　 ０．００５３５
（１．８５） （１．７５） （０．２１） （０．１３） （０．５０） （０．３５）

工作经验
０．０４９９＊＊＊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４７６　 ０．０４６８＊＊＊ ０．０２８７＊＊＊

（２２．９７） （６．６２） （１０．６７） （１．０２） （１４．８９） （５．１３）

工作经验平方
－０．０００６６７＊＊＊ －０．０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０２１２＊＊＊ ０．０００２５７＊ －０．０００９２０＊＊＊ －０．０００４１１＊＊

（－１２．３２） （－１．９８） （－３．３３） （２．３０） （－１２．２３） （－２．９２）

年　龄 ） ０．０５１４＊＊＊

（６．４７）
） ０．０５７６＊＊＊

（６．０１）
） ０．０４５６＊＊＊

（３．３９）

年龄平方 ） －０．０００６８０＊＊＊

（－６．８７）
） －０．０００７１９＊＊＊

（－６．０６）
） －０．０００６８０＊＊＊

（－３．９８）

性别虚变量 ） －０．１２０＊＊＊

（－１０．６７）
） －０．１３４＊＊＊

（－１０．７７）
） －０．３３９＊＊＊

（－２０．４８）

所有制虚变量 ） ０．１４９＊＊＊

（１０．００）
） ０．０９１０＊＊＊

（６．３７）
） ０．３４５＊＊＊

（１８．７２）

行业虚变量 ） ０．０９２４＊＊＊

（７．７８）
） ０．１６８＊＊＊

（１１．６９）
） ０．２６３＊＊＊

（１４．３１）

职业虚变量 ） ０．１２８＊＊＊

（９．５８）
） ０．１７２＊＊＊

（１２．１９）
） －０．１４３＊＊＊

（－７．７４）

常数项
４．８８８＊＊＊ ４．２３５＊＊＊ ５．３４７＊＊＊ ４．６４５＊＊＊ ４．８４１＊＊＊ ４．５４０＊＊＊

（１５９．６２） （３３．４６） （１４０．０９） （２９．２４） （９２．５９） （１９．６６）

Ｎ　 １０８９６　 １０８９６　 ８４８８　 ８４８８　 １０５５２　 １０５５２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７４８　 ０．２１０９　 ０．１６００　 ０．２２７９　 ０．１５８４　 ０．２６１７
Ａｄｊ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７４５　 ０．２１０１　 ０．１５９５　 ０．２２６９　 ０．１５８０　 ０．２６１０

注：＊ 表示ｐ＜０．１，＊＊ 表示ｐ＜０．０５，＊＊＊ 表示ｐ＜０．０１；括号中数字为Ｔ值。

（二）分位回归结果

为了降低能力因素对收益率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实证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变

化并探究其原因，下面通过分位回归技术对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教育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
与ＯＬＳ估计相对应，分位回归估计中也使用了相同的控制变量，结果总结在表４中。

按收入１０、２５、５０、７５、９０五个分位点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三个年度各分位点上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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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收益率与汉族没有显著差异，这与ＯＬＳ方法所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为了进行更直观的

描述分析，将少数民族和汉族三个年度各分位点上的教育收益率作图表示。图１具体描绘了

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曲线均向右下方倾斜，即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

分位点提高而逐渐减小，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收益率越低。已有的教育收益率研究

文献大多都发现忽略能力变量会引起教育收益率估计的上偏，而笔者的分位回归结果发现，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下降，这正好表明分位回归可以降低能力因素带来的对教育收

益率高估的影响，因为越是高收入人群中能力因素的影响作用也会越大，也越能引起ＯＬＳ对

教育收益率估计的上偏。值得说明的是，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的结论具有很

强的政策建议实用性，即收入水平高的群体接受更多教育并不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相反，
提高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则更利于增加他们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表４　加入民族和教育年限交互项后分位回归的结果

因变量：月工资收入对数

年份 变量 １０分位 ２５分位 ５０分位 ７５分位 ９０分位

１９９５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２０９＊＊＊

（９．６２） （１２．２４） （１４．４５） （９．５１） （４．６４）

民族虚变量
－０．３２３ －０．２２８＊ －０．２０６＊ －０．１２９ －０．２２５
（－１．７５） （－２．００） （－２．４２） （－１．３３） （－１．３９）

交互项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２７７　 ０．０１１３
（１．５３） （１．４７） （１．３８） （０．３１） （０．７６）

２００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５６３＊＊＊ ０．０５１２＊＊＊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４４３＊＊＊

（１４．６７） （１７．１６） （１８．７４） （１５．４６） （９．１１）

民族虚变量
０．３２０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９２２ －０．０２１３
（１．８２） （０．４７） （－０．２７） （０．６８） （－０．１２）

交互项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０１６７　 ０．００６０５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２７７
（－０．９７） （－０．０１） （０．６３） （－１．０３） （－０．１８）

２００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１０４＊＊＊ ０．０９２５＊＊＊ ０．０９２３＊＊＊ ０．０９５１＊＊＊ ０．１０１＊＊＊

（１９．８３） （２５．８５） （２９．７８） （２４．５２） （１８．２２）

民族交互项
－０．８３４＊＊ －０．３９４＊ －０．１２８ －０．１６６　 ０．４７０
（－２．７０） （－２．０１） （－０．７７） （－０．８１） （１．６８）

交互项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００６６４ －０．００２０３ －０．０５７１＊

（２．１３） （１．４６） （０．０５） （－０．１２） （－２．５２）

注：＊ 表示ｐ＜０．１，＊＊ 表示ｐ＜０．０５，＊＊＊ 表示ｐ＜０．０１；括号 中 数 字 为Ｔ值；其 他 控 制 变 量 与 表３相 同，没

有列出。

具体来看，在１９９５年各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均高于汉族，在收入水平较低的１０
分位点上，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比汉族高出２．６４％，而收入水平较高的７５和９０分位点上，
这一差距缩小到了０．２７７％和１．１３％。可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教育收

益率差距逐渐缩小。在２００２年，除了在中间收入的５０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略高于

汉族外，其他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均略低于汉族。２００７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在

低分位点上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较高，而在高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较低。例如，在

１０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比汉族高出５．３３％，在最高的９０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

益率比汉族低５．７１％，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说明，对于低收入少数民族群体而

言，提高他们的受教育年限，可以有效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同时，对于那些高收入

３３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　



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因为他们的教育收益率比汉族明显偏低，所以应该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
保证他们获取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待遇，以提高教育的收益率。

图１　不同分位点上的教育收益率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ｓ）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年的数据，本文分别使用了ＯＬＳ方法

和分位回归技术，考察了转型期中国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总体水平及其长期变化趋势，
并将之与汉族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发现：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总体上呈

逐年上升趋势，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没有显著差异；与汉族相同，少数民族的教

育收益率随着收入分位点提高而逐渐减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收益率越低。这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少数民族的地位没有发生逆转。笔者认为，这是政策的力量与市场

的力量有机结合、相互叠加所产生的效果。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第一，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与汉族差异不明显，表明我国城镇地

区少数民族在受教育水平和获得工资收入方面已经与汉族的境况相同，证明了我国城镇地区

民族政策的有效性，所以从提高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应该继续坚持既有政策。第

二，包括少数民族群体在内的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的结论具有

很强的政策建议实用性，即收入水平高的群体接受更多教育并不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但

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则更利于增加他们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可见，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帮助收入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提高受教育水平，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第

三，对于低收入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可以通过提高他们的受教育年限，来改善生活质量；而对于

那些高收入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则应该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保证他们获取更加公平的就业机

会和工资待遇，以提高教育的收益率。

〔责任编辑　马　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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