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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 ：

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
＊

程 诚 王奕轩 边燕杰

【 内容摘要 】 在 当前 中 国 劳动 力 市场 中 ，有关 性别 工资 收入差异 的诸 多 传统理论解释均 遇到 了
一

定程度 的挑 战 。 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 角 ， 文章运用 2 0 0 9 年 中 国八 大城市 社会 网 络 与 职 业 经历 调 查

数据 （ ＪＳｎｅｔ
2 0 0 9 ） ， 对性别 收入差异议题进行再检验 。 在阐 释 了 社会资本影响 性别 收入差 异 的机制 后 ，

文章进一 步分解 了 社会资本对性别 收入差异 的 贡献 额 。 Ｏａｘａｃａ
－ Ｂ ｌ ｉｎｄｅｒ 分解显 示 ，女 性 的 社会资本

欠缺 ， 可解释性别 收入差异 的 1 2 ．  7％ ， 占 总 解释量 的 7 0 ％ 以 上
； 分位数 回 归 分解进 一步 显 示 ，

在 中 高

收入群体 中 ， 社会资本的 性别 差异更大 ，对 性别 收入 差距 的 贡 献更 高 ， 并且女性劳 动者 的社会资本 回

报率也显著低于男 性
； 另 外 ， 女性在社会资本上欠缺还是导致职业 性别 隔 离现象的 重 要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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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 国 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 目 《 基于 多 学科理解的社会 网 络分析模型研究 》 （
1 3 ＆ＺＤ 1 7 7 ） 、西安交通 大学

“

新教师科
研支持计划

”

以及
“

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

（
2 0 1 3Ｍ 5 4 0 7 3 7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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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性别收人差异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
也是劳动力市场和收人不平等研究的重要领域 。 从

世界范围看 ， 随着工业化 、现代化进程加快 ，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与推进 ， 以及民众与政府现代性的增

强 ，绝大多数国家的性别收人差距不断缩小 。 但是 ，
在当下 中 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 ，性别收入不平等

却在不断地加剧 。 改革开放之初 （
1 9 8 4 年 ） ，女性的收入为男性的 8 4 ％ ；到本世纪初 （

2 0 0 2 年 ） ， 女性

的收入下降到男性的 7 9％
（李春玲 、石秀印 、杨受 ，

2 0 1 1
） 。 时隔五年之后 （

2 0 0 7 年 ） ，女性的收人只有

男性的 7 4 ％
 （李实 、宋锦 ，

2 0 1 3
） 。

人力资本 （
Ｃａｒｄ


，

1 9 9 9
） 和职业性别隔离 （

Ｒｅ ｓｋｉｎ
 ，

1 9 9 3
）是解释男女两性之间收人差异的主要理论

工具 。 但其对当前中 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收人差异 的解释都不令人满意 。 就人力资本解释而

言 ，市场转型以来 ， 中 国政府和民众一直热衷于教育投资 ，同时受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高校扩展政策的

影响 ，男女两性在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趋于平等 ，甚至表现在高等教育的投资上 （ 张兆

曙 、陈奇 ，

2 0 1 3
） 。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 ，教育的平等化应该导致性别收入的平等化 ，但这与现实

的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收人不平等扩大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 从计量结果看 ，依据人力资本理论 ，绝大

多数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的解释不足 1 0 ％ 。 比如 ，
王美艳 （

2 0 0 5 ）发现相同行业内的性别收人差距 ，
不

可解释部分为 9 3 ．
 4 ％

 ；行业间性别差距中 ，
不可解释部分为 8 9 ．

0 ％？ 。 考虑到这些研究数据集 中在

2 0 0 5 年以前 ，高校扩招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 尚未突显。 因此 ，关于当下城市劳动力市场中 的性别

不平等 ，人力资本的解释将更加微弱 。 而职业性别隔离理论认为 ’劳动力市场被性别角色严重分割 ；

大多数女性从事次级劳动力市场中 的女性化的职业 ；男性更多地居于诸如管理层等有声望的职业中 。

但该理论缺乏对于促使女性和男性被分配到不同职业类型中 的原 因 ，或者说为什么会形成女性化的

职业的微观机制的挖掘 。 不仅如此 ，包括中 国在内的大量研究发现 ，职业性别隔离只能解释很小
一部

分的性别收入差异 。 当控制住职业类型后 ，或者说在相同职业内部 ，性别收入差距依然 巨大 （
Ｐｕｔｎａｍ

，

1 9 9 0
；
ＰａｒｉｓｈａｎｄＢｕ ｓｓｅ

，
2 0 0 0

）
ｏ 吴愈晓和吴晓刚 （

2 0 0 9 ）发现 ，虽然在国有部门 中 ， 职业性别隔离对性

别收人差异的贡献较高 ，但在非国有部门中 ，仅有 6 ． 5 2 ％ 。 该研究暗示着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过渡 ，职业性别隔离所造成的不平等会持续下降 。 但正如开篇所言 ，市场化改革以来 ，
中 国城市劳动

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是在持续上升的 。 由此可见 ，
职业性别隔离理论对中国现实的解读同样难以

令人满意 。 另外 ，
吴愈晓和吴晓刚 （

2 0 0 9 ）也发现 ，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性别收人差异的解释力很微

弱 。 比如 ，教育程度的性别趋同 ，导致人力资本的贡献度甚至为负 。

近年来 ，学界越来越重视社会资本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ａｎｄＧａｒｉｐ ，

2 0 1 1
 ；
Ｄ ｉＭａｇｇ

ｉｏａｎｄ

Ｇａｒｉｐ ，

2 0 1 2
；程诚 、边燕杰 ，

2 0 1 4
；程诚 、姚远 ，

2 0 1 4
） ，认为社会资本是不平等再生产和扩大化的重要微

观机制 。 本文将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劳动力市场中 的性别收入差异。 笔者认为 ，
社会资本是引

发男女两性间收入差异的重要微观机制 ，它不仅影响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 ，也降低了女性在相同职业

或行业中
“

讨价还价
”

的能力 ，
而这两者均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 中的工资收人低于男性 。 在与其他

影响因素的比较中 ，本文还将揭示社会资本对性别工资收入差异的具体贡献份额。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
Ｌ ｉｎ

，
2 0 0 0

；边燕杰 ，
2 0 0 4

） 。

它是个体在社会结构约束条件下 ，对期望能够在市场中得到 回报的人际关系之投资 。 处于转型期的

中 国 ，
父权文化仍对人们的行为模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

“

男主外 、女主内
”

、

“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

等

① 该研究的解释变量 （ 总计解释了 6 ． 9 5 ％ ） 还 包含了 党 员 、配偶 、 区域、 单位类型 以及家庭规模等其他变量 ，
而 不单单

是人力 资本和职业性别 分割要素 。



2 期程 诚 王奕轩 边燕杰 中 国劳动力市场 中的性别收入差异 ：

一

个社会资本的解释


5
＿

传统观念依然是主流文化 。 如果女性逾越了这种文化的束缚 ，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性交往中 ，尤其是与

异性交往 ，则会对其社会名声产生消极影响 ，受到社会舆论的惩罚 （
Ｌｉｎ

，
2 0 0 0

） 0 即使她们实现了社会

向上流动 ，
也会被认为是通过不正 当男女关系实现的 （

Ｌｉｕ
，

2 0 0 7 ） 。 两性在获取和使用社会资本方面

存有差异 ，女性常常处于
“

资本欠缺
”

和
“

回报欠缺
”

的双重困境 （
Ｌｉｎ

，

2 0 0 0 ） 。

2 ． 1 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

首先 ，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状况发端于 以家庭为核心的初始社会化过程中 。 诸如
“

嫁出 去的姑

娘
，泼出去的水

”

的观念 ，
使得中 国的父母会将更多的社会资源传递给男孩 ，

而非女孩 （
Ｌ

ｉｎ
，

2 0 0 0
） ， 这

种具有倾向性的资源分配在经济资源相对缺乏的家庭中更为常见 。 在先赋性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

中 ，女性便输在了起跑线 。 即使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父母会将全部的资源倾注于唯
一的孩子身上 ， 比如

加强子女教育投人 ，但是他们依然不鼓励女儿在外 闯荡 ，
而是告诫她 ，婚姻对于女性的终生幸福意义

重大 （
Ｗａｎｇ ，

2 0 1 2
） 。 父母常常告诫女孩 ，社会很危险 ， 陌生人很危险 ，女性容易被伤害 （实际情况也确

实如此 ） 。 经由该社会化进程 ，
两性差异性待遇得以 内化 ，女性便接受了这样的行动模式 。 她们从小

便对不熟悉的人保持距离 ，不轻易信任他们 ，不主动与别人 ，尤其是异性接触 ，通过这些手段来规避人

际交往中存在的风险 （Ｗａｎｇａｎｄ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
，
2 0 0 5 ） 0 逐渐地 ，女性更加依赖于周边熟悉 、信任的人 ， 尤

其是 自 己 的亲人 。 父权文化在导致女性 的依赖性增强 、独立性变弱的 同时 ， 也使得女性的社会网络更

封闭 ，
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变少 。

其次 ，学校 ，作为另
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 ，通过教育固化了女性应有的交往法则 ，从而进

一

步限制

了女性的社会资本投资 。 受儒家礼教文化的影响 ，如
“

男女授受不亲
”

，学校会通过座位隔离这样增大

物理空间距离的方式 ，让男女生各为群体 ， 尽可能地减少男女生之间的亲密接触 ，并型塑两群体各 自

的交往规则 。 如果女生太过活跃 ，尤其是同男生打成一片 ，便会被教育
“

你没有女生 的样子
”

，
而那些

安静 、勤奋的女生则时常得到褒奖 。 这种下意识的制度安排以及教师的奖惩机制 ，会 自然地促使女生

相互督促和学习如何保持
“

淑女
”

形象。 这种交往态度的形成会影响到女性对于社会资源 的建构与动

员能力 。 多数女性不会主动搭讪 ，
而选择性地 、被动地接受交往对象 。 因此 ，教育过程依然保持了 父

权文化的影响力 ，在无形中束缚着女性的交往空间① 。

另外 ，在家庭 、学校共同参与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 ，职业的性别化分割已经初露端倪 ，并进
一

步限

制了女性发展 自 己的社会资本 。 在经历 了漫长的社会化过程后 ，多数女性内化了
“

家庭为重 ，事业次

之
”

的观念 。 她们热衷于稳定的 、不用抛头露面的 、不用加班和出差的 、离家近的工作 。 这便为女性腾

出更多的时间用来料理家庭事务 ，照顾子女 ， 消耗了女性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 ，导致女性 （相 比男性 ） 与

职场的关联度降低 了 ，阻碍了女性建立更加广泛地异质性社会联系的机会 （
ＭＯＯｒｅ

，
1 9 9 0 ） 。 职业的性

别化隔离降低了女性的社会资本存量 。 为 了家庭 ，大量的中 国女性甚至放弃工作机会 ，
几乎与外界社

会隔离 。 虽然家庭主妇也存有少量的社会网络 ，但这种社会资本往往依附在女性的亲人身上 ，
比如丈

夫 。 因此 ，

一旦婚姻破裂 ，女性将面临更加严重的社会排斥 （谭琳 、李军峰 ，

2 0 0 2
） 。 结合转型期中 国的

现实来看 ，家庭责任分工对女性社会资本投资的制约可能更加严重 。

一些研究也发现 ，在抚养和看护

孩童阶段 ，中 国女性的社交网络会显著缩小 。 直到孩子上小学 ，女性的社会网络才会得 以恢复 ，而男

性受家庭责任分工的影响则要微弱许多 （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

1 9 8 4
） 。 养育孩子使得女性在获取社会网络的信

息流和物质流等资源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
Ｍｕｎｃｈ

，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Ｓｍｉ ｔｈ

－

Ｌｏｖｉｎ
， 1 9 9 7

）
。

假设 1 ：相 比男性 ，女性的社会资本存量较为欠缺 。

① 教育对社会资本的性别 差弄所产生的 影响有别 于人力 资本 。 国 家和社会观念 已经意识到
，

女性具有 同 男性一样

的 受教育机会 。 因此 ， 大量数据表明 ，教育机会在 男性和女性之 间不 断地向 平等化趋势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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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资本欠缺与性别收入差异

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 ，将在劳动力市场中产生怎么样的后果呢？ 结合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 中

功效的研究 （ 边燕杰 ，

2 0 0 4
；张顺 、程诚 ，

2 0 1 2
；张文宏 、张莉 ，

2 0 1 2
）
？

，本文认为相 比男性 ， 由于女性占

用社会资本较少 ，女性将获得更少的收入。 具体而言 ，女性社会资本同质性较强 ，主要由亲属 和女性

朋友构成 。 女性社会资本的多样性较低 ，将导致她们获取多元职业信息更少 ， 容易进人女性职业

（ Ｓｍｉ ｔｈ
－

Ｌｏｖｉｎａｎｄ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

1 9 9 3
） ，造成

“

从业拥挤
”

（
Ｂｅｒｇｍａｎｎ

，
1 9 7 4

） 。 关系网络 中的社会性资源 ，

尤其是与优势阶层之间的关联 ，能够为求职者提供
“

实质性
”

的帮助和庇护 （
Ｂｉａｎ

，

1 9 9 7
；


Ｌｉｎ

，

1 9 9 9
） 。

但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 ，导致她们难以获得处于优势阶层的眷顾 ，人情机制也难以发挥 （
Ｂｒａｓｓ

，
1 9 8 5 ） 。

另外 ，女性社会资本的多样性较低 ，
还导致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受阻 （ Ｃｏｌｅｍａｎ

，
1 9 8 8


；

ＨａｓａｎａｎｄＢａｇｄｅ ，

2 0 1 3
；程诚 ，

2 0 1 2
） ，难以晋升 ，

也影响了工资收人 。 总之 ，女性社会资本欠缺 ，及其同质性特征 ， 导致女

性很容易进入女性主导的职业、行业 （
Ｈａｎｓ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ｔｔ

，


1 9 9 1
） ’其结果便是工资低 ，升迁机会少 （

Ｂｉｅｌｂ
ｙ

ａｎｄＢ ａｒ0 ｎ
，

1 9 8 6
） 。

一些女性虽有幸摆脱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 ，
但由于可供选择的职业较少 ，

与雇主讨

价还价的能力较弱 ， 即便同男性能够
“

同工
”

，女性获得的报酬仍然较低 。

假设 2

：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导致了性别收入差异 。

2 ． 3 回报欠缺与性别收入差异

由于男女两性建构社会资本的动机存在差异 ，女性除了社会资本欠缺以外 ，
也会面临社会资本的

”

回报欠缺
”

。 男性更以功利 目的的社会网络构成他们经济机会的关键资源 ’ 而女性的感情联系不断

鼓励她们聚焦于家庭 （
Ｂｒｏｗｎｅ

，
2 0 0 0

） 。 投资社会资本动机的性别差异 ，说明 女性的社会资本同情感世

界相联系 ，而男性的社会资本同理性 、利益相联系 。 个人选择偏好和文化 、社会结构的约束 ，共同把女

性和男性区隔到家庭和工作这两类场域中 （
Ｆｉ ｓｃｈｅｒａｎｄＯ ｌｉｋｅｒ

，
1 9 8 3  ；

Ｍｏｏｒｅ
， 1 9 9 0 ） 0 女性维持与建构

社会资本的动机是家庭导向 、情感性的 ，其核心在于提供友谊和精神支持 （
Ｉｂａｒｒａ

，
1 9 9 2 ） 。 因此

，我们

经常会观察到 ，女性的关系网络主要 由亲属 、邻居 、女性好友构成 ，家庭之外的关系 网较少 （ Ｍｏｏ ｒｅ
，

1 9 9 0
；
Ｆ 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ｄＯ ｌｉｋｅｒ

，
1 9 8 3

；

Ｍａｒｅｄｅｎ
，

1 9 8 7
） 。 并且

，
这个结论在当代 中 国 同样适用 （ 童梅 ，

2 0 1 2 ） 。

男性则不一样 ，他们建构社会资本的动机是职业导向 、工具性的 。 相 比女性 ，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工作 、

市场相关的交往之中 ，他们的 网络主要 由 同事 、领导和客户构成 （
Ｍｏｏ ｒｅ

，
1 9 9 0

） 。 还有研究发现 ， 即使

男女两性处于相同的社会地位或生活环境中 ， 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依然主要由亲属关系构成 （ 桂勇 、

张广利 ，

2 0 0 3
） 。 因此 ，在劳动力市场中 ，女性的社会资本之工具性回报不如男性 ， 即使我们观测到两

者占据了等量社会资本 。 例如 ，婚姻扩大 了男女双方的社会关系 网络 ，但影响不同 。 女性会从联姻 中

收获了更多的亲缘关系 ， 却被限制在更加狭小的社交范围 内 ，
而男性的关 系网络则 比之前更广泛

（
Ｍｏｏｒｅ

，
1 9 9 0 ） 0 女性嵌人到婚姻关系 网络 中 ，则意味着对于团体成员有更多 的 日 常护理 、照料的责

任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 这反过来压缩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 中获取更多报酬的机会 （
Ａｌｌｅｎ

，

2 0 0 9
） 。 总之 ，男女两性动员社会资本寻求工作 、获取利益的动机不完全相 同 。 男性

“

托关系
”

，

“

找人

帮忙
”

获得新的工作或者 岗位 ，其根本 目的在于实现向上流动 ，
至少要养家糊 口 。 但女性运用

“

关系
”

转换工作 ，
工资可能并没有提高 ，甚至下降 ，但是她们之所以这么做 ，最重要的动机在于平衡家庭与工

作 。 因而 ，对绝大多数男性来说 ，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于实现职业生涯的抱负 ，但对为数不少的女性来

说 ，那仅仅是
一

份工作 （
Ｌｉｕ

，
2 0 0 7

） 。

① 在有关劳动 力 市场 的研究中 ，社会资本的 内 生性 问题是前沿议题 。 由 于篇 幅所 限 ， 本文没有过 多地检验社会资本

的 内 生性问题。 但笔者 （ 2 0 1 4 ）在 另 一篇 关联性研究 中 ，
运用 联立方程模型

，
认为社会资本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占 主

导地位。 叶静怡和武玲蔚 （
2 0 1 4 ）利 用 工具变量等识别 方法考察

“

春节 拜年 网
”

与 收入间 的 因果关 系 ，
也得到 了 相

似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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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 ：女性社会资本的回报水平低于男性 ，从而加剧了性别收人差异的程度 。

3 数据 、测量与研究策略

3 ．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
“

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
”

（ Ｊ
Ｓｎｅｌ 2 0 0 9 ） 。 该调查的核心议题是社会网络 、社

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 ，适合本研究 。 ＪＳｎｅ ｌ
2 0 0 9 采用 ＰＰＳ 及绘图抽样法 ，实施于 2 0 0 9 年。 调査城市为 ：

长春 、天津 、济南 、兰州 、西安 、上海 、厦门和广州等 8 个大型城市 。 共收集的有效问卷 7 1 0 2 份 。 本文

关注 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力市场 中 ，有工资收人的被访者情况 ， 因此 ，剔除了那些尚 未进入或者已经退

出劳动力市场的个体 ，共计 2 8 0 9 个样本 。 本文还删除 了在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上缺失的个案 （
1 3 6 个 ，

占总体的 1 ． 9 ％
） 。 另外 ，考虑到其他关键变量 （ 如教育 、工龄等 ）存在缺失值 ，本文实际使用的样本量

为 4 1 0 2 。

3 ． 2 变量测量

收人的测量 。 本文所指收人包括 ：
工资单收入、奖金 、实物折现等 。 考虑到小时工资更加精确 ，绝

大多数关于工资收入差异的研究都以小时工资收入为依据 。 本文遵循惯例 ， 以小时工资收入为研究

对象 ，
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 。

社会资本的测量。 本文从社会网的视角定义社会资本 。 因此 ，在测量时 ，笔者也是依据社会网络

状况来测量不同社会行动者的社会资本状况 。 通过
“

春节拜年网
”

（ 边燕杰 ，
2 0 0 4

） 来测量中 国居民的

社会资本 ，是相对成熟也最能体现中华文化 内涵的测量途径 。 根据 已有研究 （边燕杰 ，
2 0 0 4

；程诚 ，边

燕杰 ，
2 0 1 4 ） ，本文确定了  5 个指标 ：

“

职业多样性
”

、

“

单位多样性
”

、

“

网络达高性
”

、

“

网络平均资源含

量
”

、 以及
“

与精英阶层的纽带关系
”

。 通过主成份因子分析从上述 5 个指标中 ，本文抽取了一个社会

资本公因子 ，并处理为 0 到 1 0 的取值范围 。 其解释力度达到 7 8 ％
，

ＫＭＯ 值接近 0 ． 8 0①。

其它变量的测量 。 （
1

） 性别 。 在本调查数据 中 ， 男性劳动者 的样本量为 2 2 0 1 人 ， 占 总样本的

5 3 ． 9 ％
，女性劳动者的样本量为 1 8 8 2 人 ， 占总样本的 4 6 ．

1 ％ 。 性别是二分虚拟变量 。 （
2
） 人力资本 。

本文选择了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测量指标 。 在本数据中 ，平均受教

育年限 1 3
． 3 年

，
工龄 1 5 ．  9 年 。 两者均以定距变量进人分析模型 。 （

3
）职业类型 。 分析性别收人差距

时 ，考虑到职业性别隔离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我们依据 2 0 0 0 年人 口普查数据中各类职业中女性所

占比重 ，划分出女性职业 （
1 9 1 个样本 ） 和非女性职业 （ 3 8 5 3 个样本 ） （ 吴愈晓 、吴晓刚 ，

2 0 0 9
； 童梅 ，

2 0 1 2
） 。 （

4
）其它变量还包括 ： 区域 （ 沿海地区和内 陆地区 ） 、工龄 、婚姻 （未婚和 已婚 ） 、以及单位类型

（体制内和体制外 ）等 。 所有变量均按照常规方案进行处理 。 在这些变量中 ，除了受教育年限 、工龄以

定距变量进人模型外 ，其它变量都 以分类变量进人模型 。

3 ． 3 研究策略

根据验证理论假设的需要 ，本文会选择不同的收人差异分解方法 。 比如 ，在考察两组群体收人均

值差异时 ，会用到 Ｏａｘａｃａ
－ Ｂ ｌｉｎｄｅｒ分解 ；当考察两群体收人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差异时 ，则会用到非条

件分位数回归分解 。 前者比较常见 ，后者则是新近发展起来的计量方法 ， 这里略作介绍 。 Ｏ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一

种条件均值分解方法 ， 即考察两组特征群体的
“

平均收入
”

的差异 ，但由于未能对收入

的分布给予足够的关注 ，研究结论存在
“

被平均
”

化的嫌疑 ，
也无法更加细致地解释群体间的不平等 。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分解 ，则可以进一步考察收入的不同条件分位点下 的工资收人的组间差异 。 因而 ，

对各分位点上的组间差异进行分解是收人差异分解研究的前沿和核心。 早期的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

（
ｃｏｎｄｉｔ 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 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 的分解方法 ，如 ＪＭＰ 1 9 9 3 分解只能分解 出不同分位点上 ，各解释变量可

① 指标 的理论意义及具体结 果可参见 ：程诚 、边燕杰 ，

2 0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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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差异总和 ，
以及剩余差异 （歧视部分 ） ，但是无法分解出各个变量的单独贡献率 。 2 0 0 7 年 以来 ，

在 Ｆｉｒｐｏ 等人 （
2 0 0 9 ） 的努力 下 ， 发展 出 了非条件分位数 回归 分解法 （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ｎ ｔｉｌｅｓｒｅｇｒｅｓ

？

ｓｉｏｎｓ
） ，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且参数估计更加方便准确 。 为了估计出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

差异的单独贡献 ，本文选择了该估计方法① 。

4 实证分析

4 ． 1 描述性分析

我们先描述各核心变量的统计分布 、变量间的相关性以及这些变量在两性间的差异 。 表 1 的第

2 、第 3 列描述了本文使用的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第 4 列说明 了各变量的取值范 围 （ 定距变量 ） 或

者数值含义 （定类变量 ） ；第 5 列计算了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同收人 （对数 ）的简单相关系数 ；
第 6 列 、

第 7 列为分男性和女性计算了各变量的均值 ；第 8 列则是对男性组和女性组在各变量上的均值差异

进行了Ｔ检验 。

首先 ，考察收入及其性别差异 。 调查数据显示 ，
2 0 0 8 年在职劳动力 的平均小时工资为 1 9 ． 7 元 。

其中 ，男性组为 2 2 ． 1 元
，女性组为 1 7 ． 1 元 ，女性平均工资为男性的 7 7 ％ 。 该比例与 2 0 0 8 年全国城镇

调查数据所计算的 7 4 ％ 比较接近 （李实 、宋锦 ，
2 0 1 3 ） 。

表 1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1Ｄｅｓ ｃｒｉｐ ｔｉ
ｖ ｅ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ｒ

ｉ
ａｂｌ

ｅｓａｎｄＴ ＴｅｓｔｂｙＧ
ｅｎｄ ｅｒ

与 收入 （ 对数 ）

变量均值标准差说明男性组 女性组Ｔ值
的相关 系数

收入 1 9 ．

7 2 1 ． 8［
0 ． 6 2 － 9 1 ． 7

］ 2 2 ． 11 7 ． 1 6 ． 9 3 

＊‘ ＊

收入 （ 对数 ） 2 ． 6 4 0 ． 8 3［
－

0 ． 4 1 
－

5 ． 6 8 ］ 2 ． 7 4 2 ． 5 2 8 ． 6 5 

＊＊ ＊

工龄 1 5 ． 9 1 1 ． 2［ 0
－

5 7 ］－

0 ． 1 5

？ ”

 1 6 ． 6 1 5 ． 1 4 ． 2 2

＊ ＊ ＊

受教育程度 1 3 ． 3 3 ． 0 6 ［ 0
－

1 9 ］ 0 ． 4 6 

＊ ‘ ＊

 1 3 ． 2 1 3 ． 2－

0 ． 2 0

区域 0 ． 5 3 0 ． 5 0 1＝ 沿海 ；
0 ＝ 内 陆 0 ． 2 9

＂ ＊

 0 ． 5 5 0 ． 5 2 2 ． 2 9
＊

单位类型

体制 内 0 ． 5 2 0 ． 5 0 1
＝ 体制 内

；
0 
＝ 其他－

0 ． 0 4
＊

 0 ． 5 2 0 ． 5 1 0 ． 3 0

体制 外 0 ． 4 5 0 ． 5 0 1＝ 体制外
；

0 
＝ 其他 0 ． 0 6

＊ ＂

 0 ． 4 5 0 ． 4 5 0 ． 5 2

缺失值 0 ． 0 3 0 ． 1 8 1
＝缺失值

；
0 
＝ 其他－

0 ． 0 6
＂ ＊

 0 ． 0 3 0 ．
0 4－

 2 ． 2 3

＊

婚姻状况 0 ． 7 7 0 ． 4 2 1 ＝ 已婚 ；
0 ＝ 未婚－ 0 ． 0 7

＇ ？ ＊

 0 ． 7 4 0 ． 8 0－

 4 ． 3 0
＂ ＊

职业性别 隔 离 0 ． 0 5 0 ． 2 11 ＝ 女性职业
；

0 ＝ 其他
－

0 ． 1 1

＂ ＊

 0 ． 0 1 0 ． 0 9－ 1 1 ． 8

＊ 〃

社会资本 4 ． 2 9 2 ． 4 6［ 0
－

1 0 ］ 0 ． 3 8 

＊ ＊ ＊

 4 ． 4 4 4 ． 0 9 4 ． 7 8 

＊＊  ＊

样本量 4 1 0 3



2 2 1 1 1 8 9 2



注 ：显著性水平 ：

！

ｐ＜ 0 ． 1 0
，

＊

ｐ
＜ 0 ． 0 5

，
“

ｐ＜ 0 ． 0 1
，
“ ‘

ｐ＜ 0 ． 0 0 1
，
后 同 ； ［ ］

为取值 范围 ， 闭 区 间 。

其次 ，我们考察各变量与工资收人 （对数 ） 的简单相关性 。 第一 ，社会资本与工资收入的相关性 。

数据表明 ，社会资本同工资收人的相关性为 0 ． 3 8
，
且在 0 ． 0 0 1 的水平上显著 。 这再次说明 ，社会资本

同收入水平中等相关 。 第二 ，代表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同收入水平的简单相关系数最高 ，为 0 ．
4 6 。

但同样代表人力资本要素的工龄同收入水平为负相关 ，
相关系数为 －

0 ．
 1 5 。 虽然较弱 ，但也在 0 ． 0 0 1

的水平上显著 。 这体现出在转型时期 ，人力资本同收入水平是
一

种特殊关系 ， 即工作经验可能是会贬

值的 ，
而体力 、健康要素则更加重要 。 这个结果同李培林 、张翼 （ 2 0 0 3 ） 关于

“

人力资本失灵
”

的发现相

① 该方法 的详细说明可 以参见 ： Ｆｉ
ｒ
ｐ
ｏ

，
Ｓ ．
ｅｔ ａ

ｌ
．

＂

Ｕｎｃｏｎｄ ｉｔｉｏｎａｌ
Ｑ
ｕａｎｔｉ 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

ｏｎｓ

＂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 2 0 0 9

， 7 7 （ 3 ）： 9 5 3

－

9 7 3 ．

，

以及郭继强等人 （
2 0 1 1 ） 的述评 。 需要运用 的 ｓ ｔａｔａ命令为 ｒｉｆｒｅ

ｇ 和 ｏａｘａｃａ。



2 期程 诚 王奕轩 边燕杰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 ：

一

个社会资本的解释


9
＿

似 。 第三 ，职业性别隔离同样影响工资收人水平 ，相关系数为 － 0 ． 1 1 。 其含义是女性职业的平均收入

要低于非女性职业 。 第四 ，沿海地区 的收入高于 内陆地区 ，体制内收人略低于体制外 ， 已 婚者的收入

低于未婚者 。

最后 ， 我们考察主要变量的性别差异 。 第一
，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 。 数据表明 ，男性职工的社会

资本均值为 4
． 4 4

，女性为 4
．  0 9

，女性约为男性的 9 2 ％ 。 Ｔ 检验表明 ，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非常显著 。

至此 ，假设 1 得到了初步证明 ， 即男性的社会资本存量要显著高于女性 ， 女性面临着社会资本的欠

缺① 。 第二 ， 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 。 调査数据显示 ，在职劳动者中 ，男性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1 3 ． 2

年 ，女性也为 1 3
．
 2 年 ，

Ｔ 检验不显著 。 这支持了我们关于教育投资的性别平等化论述 。 因此 ， 即便受

教育程度是影响收人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两性间教育水平大致相同 ，那么它就并非是造成性别

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 第三 ，
工龄的性别差异 。 男性的工龄为 1 6 ． 6 年 ，女性的工龄为 1 5 ． 1 年 ， 男性

平均高于女性 1 ． 5 年 ，
且统计显著 。 这符合男性退休年龄高于女性的现实情况 。 但工龄与收入的关

系为负相关 ，故工龄的性别差异也无法解释收入的性别差距 。 相反 ，
工龄要素 ， 可能使我们低估了当

前性别收人不平等的程度 。 第 四 ， 职业性别隔离 。 男性劳动者在女性职业 中的 比例为 1 ％
，
女性为

9％
，差异非常显著 ，这同样符合实际情形 。 而女性职业的收人平均较低 ， 因此 ，

职业性别隔离很可能

是导致性别收人差距的重要因素 。

4 ． 2 分性别建构收入决定方程

表 2 是针对性别收入差异而建构的收入决定方程。 该表包含 7 个模型 ，我们是依据一定的理论

逻辑顺序而逐步加人解释变量的 。 其
一

，方便考察各变量对性别收入差异是否有影响 ；其二 ，
可解释

职业性别隔离的形成及其微观机制 。 具言之 ，本文认为职业性别隔离的形成 ，可能同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相关 ， 即职业性别隔离所造成的收入差异 ，
可能来源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 。 总的来

说 ，当纳人社会资本变量后 ， 模型拟合优度上升至 3 6 ％ 。 这表明 ，在工资收人决定方程中 ，社会资本是
一

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 。

表 2 针对性别要素建构的工资收入决定方程

Ｔａｂ ｌｅ  2ＯＬ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Ｗａ
ｇ
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 ａｔｉｏｎ

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模型 4模型 5模型 6模型 7

变量
女性组男性组

性别 （ 参照 ：
女性 ） 0 ． 2 2 8

＊ ＊ ＊

 0 ． 2 0 0
＂ ＊

 0 ．  1 8 1

＊ ＂

 0 ． 2 1 6
＊ ＊ ＊

 0 ．  1 8 8 

“＊

区域 （ 参照 ： 内 陆 ） 0 ． 4 7 5
＊ ＂

 0 ． 4 7 1

＊ ＊
＊

 0 ． 4 1 8
＂ ＊

 0 ． 4 1 8
＊ ＊ ＊

 0 ． 4 5 4
＊ ＊ ＊

 0 ． 3 8 8 

＊ ＊ ＊

单位 （ 参照 ：体制外 ） 0 ． 0 0 5 0 ． 0 0 3 0 ． 1 2 5
＊ ＊＊

 0 ．
 1 2 3

＊＊‘

 0 ． 1 2 7

＂ ＊

 0 ． 1 2 8

＊ ＊ ＊

婚姻 （ 参照 ： 未婚 ）－ 0 ． 0 8 0
＂－

0 ． 0 8 5

＊ ＊

 0 ． 1 7 4
＊ ＊ ＂

 0 ．  1 5 5 

＊ ＊＊

 0 ． 1 2 4
＊＊

 0 ． 1 8 3

？ ”

女性职 业 （ 春照 ： 其
－ 0 ． 2 4 0

＊＊＊－
0 ． 1 0 3

＊－

0 ． 0 7 6－

0 ． 0 1 3－ 0 ． 3 9 1

＊ ＊

他职业 ）

工作经验－

0 ． 0 0 4
＂ ．－

0 ． 0 0 5

＊ ＇ ＊－ 0 ． 0 0 3－

 0 ． 0 0 7

＊ ＊ ＊

受教育水平 0 ． 1 2 1

＊ ＂

 0 ． 0 9 7 

＊“ ‘

 0 ． 1 0 5
＊

 0 ． 0 9 1

？ ？ ‘

社会资本 0 ． 0 8 0
＊ ＊

＊

 0 ． 0 7 6
＊ ＂

 0 ． 0 8 3 

‘‘

截距项 2 ． 5 2 2

？ ？ ’

 2 ． 3 5 3 

＊＊＊

 2 ． 3 8 1 

＊＊＊

 0 ． 5 9 1 

＊ ＊＊ 0 ．  6 0 2 

＊ ＊＊

 0 ． 4 9 0
＂ ＊

 0 ． 8 8 4
＊ ＊ ＊

Ｎ 4 1 0 2 4 1 0 2 4 1 0 2 4 1 0 2 4 1 0 2 1 8 8 9 2 2 1 3

Ｒ
2

 0 ． 0 1 9 0 ． 1 1 0 0 ． 1 1 4 0 ． 3 1 4 0 ． 3 6 0 0 ． 3 6 1 0 ． 3 4 0

① 即使我们 建立一个 包括众 多控制变 量的回归模型 ，社会资本的性别 差并依然会非常明 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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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模型和变量来看 ，在模型 1 中 ，性别的 回归系数为 0 ．
2 2 8

，显著 。 当加人控制变量后 ，性别的 回

归系数下降到 0 ． 2 0 0
，下降 了

1 2 ． 3％
，依然显著 。 这表明 ，性别收入差距同 区域 、单位以及婚姻有关

联。 在模型 3 中 ，我们加人了职业性别隔离因素 ，发现职业性别隔离对收人水平有负 向影响 ，女性职

业的收入比非女性职业的低了
2 1 ％ ？。 性别系数也下降到 0

．
 1 8 1

，下降了
9 ． 5 ％ 。 这表明 ， 职业性别隔

离确实是造成性别收人差距的原因 。 在模型 4 中 ， 我们加人人力资本 因素 ，发现有显著影响 ，
工龄越

长收人越低 ，教育程度越高 收人越 高 。 然而 ， 性别 回 归 系数却上升到 0 ．
2 1 6

， 相 比模型 3 上升 了

1 6 ． 2 ％ 。 其含义是 ，人力资本指标掩盖了部分性别收人差距 。 另外 ， 当控制住人力资本的影响后 ，
虽

然职业性别隔离的系数依然保持显著 ，但系数值下降了一半 。 这表 明 ，职业性别隔离的形成部分地 由

人力资本因素决定 。 换言之 ，人力资本较低的女性更容易进入到收入较低的女性化的职业中 。

模型 1
￣ 4 是传统理论的解释模型 ，模型 5 中增加了社会资本变量 ， 用来支持本文的理论观点 。

结果表明 ：第
一

， 社会资本有正 向显著影响 。 社会资本每增加 1 ％ ，劳动者的收入将增加 0 ． 8％ 。 第

二
，性别收人差距从 0

． 2 1 6 下降到 0 ． 1 8 8
，下降了 1 3 ．  0 ％ 。 这充分表明 ，社会资本是影响性别收入差异

的关键因素 。 第三 ，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消失了 。 因此 ，假设 2 不仅得到初步证明 ，而且还证实了 ，社

会资本也是职业性别隔离的另一个微观机制 。

对于模型 5 的结果 ，模型 6
（女性组 ） 和模型 7

 （男性组 ）又分性别做了检验 ，并有
一些新的发现。

本文做如下几点说明 ：第一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劳动者 ，社会资本都显著决定其收入水平 ，虽然男性

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回报率略高 ， 但差异较小 。 第二
，职业性别隔离 ， 对女性组无影响 ，对男性组有影

响 。 这表明 ，如果男性进人到女性职业中 ，其收入会显著下降 ， 女性则不然 。 第三 ，
工作经验对女性组

无影响 ，对男性组有负向影响 。 这体现了体力 、健康等要素对男性间收人差异的重要性 ， 对女性则影

响微弱 。

综上所述 ，
经过构建工资收入决定方程 ， 我们发现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下 ’ 社会资本影响 了

两性收人差距 。 当两性间社会资本相同时 ，性别收入差距将大幅缩小 。 换言之 ，性别收入差距中有
一

部分是由于男女两性对社会资本的 占有不 同所造成的 。 另外 ， 我们还发现 ，社会资本是职业性别隔离

所导致的性别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微观机制 ，即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导致男性和女性进人了不 同类

型的职业 ，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收人回报 。

4 ． 3 分性别建构分位回归方程

如果仅仅关注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收人差异 ，
可能会有

“

被平均
”

的嫌疑 。 因此 ，从最新的 国际研究

趋势看 ，性别收人差异的研究重点已从对平均收入的研究逐渐转入针对不同收人分布 中的性别不平

等这
一

新领域中 ， 即研究男女两性在整个收人分布上的差别 （ 葛玉好 、赵媛媛 ，
2 0 1 0

） ，尤其重视对
“

粘

地板效应
”

和
“

天花板效应
”

的探讨 （
Ｃｏ ｔｔｅｒ

，Ｈｅｒｍ ｓｅｎｅｔ ａｌ ．
 2 0 0 1

；
Ｃｈ ｉａｎｄＬ ｉ

，
2 0 0 8

） 0 比如 ，

一些研究发

现 ，
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 中 ，低收人端的性别不平等要比 中高收入端更加严重 （

ＣｈｉａｎｄＬ ｉ
，

2 0 0 8
） 。

换言之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 ，性别收人差距主要表现为 ：

“

粘地板效应
”

，
而非

“

天花板效应
”

。 因此
，

我们同样有必要考察社会资本对不同分位点上 ，性别收入差异的影响 。 我们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 ，

选择了 
1 0 ％

（低收人端 ） ，
5 0 ％

（ 中等收入端 ）和 9 0 ％（ 高收入端 ） 等 3 个分位点 ，重新估计表 2 的模型

5
，结果见表 3 。

我们发现 ，在不同 的分位数点上 ，多数变量依然保持显著 ，
也有一些变量不再显著 。 并且 ，相同变

量在不同的分位点上的 回归系数也有
一

定幅度的变动 。 由此 ，我们认为 ：第
一

，性别 的 回归系数在中

低分位点略高于高分位点 ，表明性别歧视在 中低收入阶层中可能更严重 。 第二 ，体制外的工资略高于

① 算法 ： 1

－

ｅｘ
ｐ （

－

0 ．  2 4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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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内 ，但不显著 。 这表明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单位之间 的收入差异在不断缩小 。 第三 ，
工龄的

负 向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减弱 ， 当超过中位数后 ，
工龄不再影响工资收入 。 这表明 ，健康 、体力对

于 中低收人端群体更加重要 。 第 四 ，在控制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变量后 ，职业性别 隔离 的影响在任何

分位点上都不显著 。 这更加表明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职业性别隔离的微观机制 。 第五 ，关于

社会资本的影响 。 社会资本在不 同的分位点上一直保持着高度显著的影响 ，这表明社会资本对收人

水平的影响是全局性的 。 并且 ，随着分位点的提高 ，社会资本的 回报率在提高 。 因此
，
总体来看 ，随着

社会资本的提高 ，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在扩大 。

表 3 建构工资收入的分位数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ｅ 3Ｔｈｅ
Ｑｕａｎ ｔｉｌｅＲｅ

ｇ
ｒｅｓ ｓｉｏｎＥ ｓｔ ｉｍａｔｅｓｏｆ Ｌｏ

ｇｇ
ｅｄＨｏｕｒｌ

ｙ
Ｅ ａｒｎ ｉｎ

ｇ
ｓ

变量 1 0％ 分位数 5 0％ 分位数 9 0％ 分位数

性别 （参照项 ： 男性 ） 0 ． 2 0 2
” ＊

 0 ． 2 2 6
＂ ＊

 0 ． 1 9 3 

＊ ＊ ＊

区域 （ 参照项 ： 内 陆 ） 0 ． 3 5 7

＊ ＊ ＊

 0 ． 3 9 7

＊ ＊ ＊

 0 ． 5 3 3 
‘‘＊

单位 （参照项 ：体制外 ） 0 ． 1 1 8 0 ． 1 8 4 0 ． 0 7 7

婚姻 （ 参照项 ： 未婚 ） 0 ． 2 1 3 

‘ ＊

 0 ． 1 4 6

＊ “

 0 ． 1 6 8 

＊  ＊

职 业性别隔 离 （ 参照项 ：非女性职业 ）

－

0 ． 0 2 2－

 0 ． 0 4 6－

 0 ． 0 6 7

工作经验－

0 ． 0 1 0

＊ “

－ 0 ． 0 0 4

＇－ 0 ． 0 0 3

受教育水平 0 ． 0 9 5

＊ ＂

 0 ． 1 0 5

＊ ＊＊

 0 ． 0 8 5 

＊ ＊ ＊

社会资本 0 ． 0 6 3

＊ ＊
＊

 0 ． 0 7 4
＊ ＊ ＊

 0 ． 1 0 3 
＊ ＊ ＊

截距项－

0 ． 1 4 9 0 ． 3 0 1 

＊ ‘

 1 ． 2 9 1 

＊＊‘

Ｎ 4 1 0 2 4 1 0 2 4 1 0 2

ＰｓｅｕｄｏＲ
1

 0 ．  1 9 2 0 ． 2 0 4 0 ． 1 9 9

为了检验社会资本回报率的性别差异 ， 我们分性别进行估计 （ 见表 4 ） 。 我们有两点发现 ：第
一

，

社会资本在女性组和男性组的不 同分位点 回归方程中 皆显著 。 在部分情况下 ，男性的社会资本回报

率要高于女性 ，如低收人端和高收人① 。 该结果表明 ， 女性可能存在社会资本的
“

回报欠缺
”

， 并且这

个情况可能与低收人端以及高收人端的性别不平等联系更加紧密 。 因此 ，假设 3 得到了证明 和拓展 。

第二 ，在男性组和女性组 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相同的规律 ： 社会资本的回报率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提

高 。 比如 ，在男性组 中的 1 0 ％分位点上 ，社会资本的 回报率为 0 ． 0 6 4
，而在 9 0 ％ 分位点上是 0 ． 1 1 0 。 这

表明 ，社会资本不仅会扩大收人不平等 ，而且在男 （ 女 ）性组 内 ，社会资本越高 ，不平等程度也越高 。

表 4 分性别建构工资收入的分位数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
ｅ 4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Ｑ
ｕａｎ ｔ

ｉｌｅＲｅ
ｇ
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Ｌｏｇｇ
ｅｄＨｏｕｒｌｙＥａｒｎ

ｉ
ｎ
ｇ
ｓｂｙＧ

ｅｎｄｅｒ

社会资本的影响 1 0 ％ 分位数 5 0％分位数 9 0％ 分位教

女性组 0 ． 0 5Ｖ 0 ． 0 7 4
＊ ＊

＊

 0 ． 0 8 8

＊＊＊

男性组 0 ． 0 6 4
＂ ＇

 0 ． 0 7 4

＇ ＂

 0 ．  1 1 0

＂
＇

4 ． 4 性别收入差异的分解

通过上述模型 ， 我们基本已经证明 了本文的假设 2 和 3
，
但是并不精确也不直观 。 例如 ，我们发现

① 如果将男 性组和女性组置 于同
一模型 中 ，并 引入性别 与社会资本 的 交互项 ，

则会发现 ：在低收入端和 高收入 ，
交互

项 显著 ；
而 中 间收入端 ，

交互项 并不显著 。

② 为控制篇幅
，
表 4 只报告社会资本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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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资本欠缺导致的性别收入差距扩大了 1 3％，并不准确 ， 因为我们放人模型中变量的次序会改变

该变量的解释力 。 比如
，如果在表 2 模型 1 的基础上 ，

直接加入社会资本变量 ， 我们会发现社会资本

欠缺会导致性别收入差距扩大了 2 1 
％

。 再如 ，我们不清楚社会资本对性别收人差距的解释力 ，在所有

的变量 中的排位 。 最重要的是 ，我们没有估计出社会资本的 回报欠缺到底对性别收人差异产生了多

大的影响 。

为了准确 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采用 了组间收人差异的分解方法 ，其结果见表 5 。 从纵向看 ，该表的

第 2 列为 Ｏ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 均值分解结果 ，
第 3 列到第 5 列为分位数回归分解结果 。 从横 向看 ，该表包

含四个部分 ，
从上往下 ，

第一部分为 ：性别收人差异分解的总体情况 ，包含 了男性组比女性组收人高出

的部分 （两组收人差异 ） ，可以被各变量特征差异所共同解释的部分 ，
以及可以被各变量系数差异及截

距项差异所解释的部分 。 第二部分为三个主要变量的特征差异对性别 收人差异的贡献百分比 。 第三

部分为各变量的特征差异对性别收人差异的具体贡献 。 第四部分为各变量的系数差异以及截距项对

性别收人差异的贡献 。

表 Ｓ 性别收入差异的分解

Ｔａｂｌｅ 5Ｂ ｌｉｎｄｅｒ

－

Ｏａｘａｃａａｎｄ
Ｑｕａｎ

ｔｉ
ｌｅＲｅ

ｇ
ｒｅｓｓ

ｉ ｏｎＤｅｃｏｍ
ｐ
ｏｓ ｉｔ ｉｏｎｓｏｆＨｏｕｒｌ

ｙ
Ｅａｒｎｉｎ

ｇ
ｓ ｂ

ｙ
Ｇｅｎｄｅｒ

均值分解分位数分解


（ 1
）（

2
）1 0％（ 3 ） 5 0 ％（ 4 ） 9 0％

两组收入差异 0 ． 2 2 8 0 ． 2 1 6

＊＊ ＊

 0 ． 2 2 1

＂ ＇

 0 ． 2 2 7 

＊  ＊ ＊

可解释部分 0 ． 0 3 9 

？

 0 ． 0 3 8 

＊

 0 ． 0 3 7 

＊

 0 ． 0 2 5

不可解释部分 0
．

1 8 9
＇ 〃

 0
．
 1 7 8

＊ ＊ ＊

 0
． 1 9 0

＊ ＊ ＊

 0
．

2 0 2
＊ ＊ ＊

社会资本解释的比例％ 1 2 ． 7 1 1 ． 6 1 3
．

71 3 ． 7

人力资本解释的比例％－

3 ． 1－

4 ． 2－

3 ． 1－

4 ． 0

职业性别隔离解释的 比例％ 2 ． 6 4 ． 6 1 ． 8 0 ． 4

各变最特征差异的贡献

区域 0 ． 0 1 6
＊

 0 ． 0 1 2 

＊

 0 ． 0 1 4
＊

 0 ． 0 2 1 

＊ ＊

单位 0 ． 0 0 3 0 ． 0 0 3 0 ． 0 0 3 0 ． 0 0 1

婚姻＿ 0 ． 0 0 9

“ ．－ 0 ． 0 0 4
1－ 0 ． 0 0 9

＂－ 0 ． 0 2 1

？ ”

职业性别 隔 离 0 ． 0 0 6 0 ． 0 1 0 0 ． 0 0 4 0 ． 0 0 1

人力资本
－

0 ． 0 0 7－

 0 ． 0 0 9－

 0 ． 0 0 7－

 0 ． 0 0 9

社会资本 0 ． 0 2 9

＂ ＊

 0 ． 0 2 5 

＊＊ ＊

 0 ．  0 3 1 

＊＊ ＊

 0 ． 0 3 1 

＊＊ ＊

各变量系数差异的贡献

区域－ 0 ． 0 3 5－

 0 ． 0 2 4－

 0 ． 0 5 8 

ｓ－

0 ． 0 5 0

单位 0 ． 0 1 1 0 ． 0 0 6－ 0 ． 0 8 2 0 ． 2 7 2

婚姻 0 ． 0 4 8 0 ． 0 8 7 0 ． 1 1 4
！ 0 ． 1 1 0

职业性别 隔离－ 0 ． 0 0 9

＊

－ 0
．

0 0 8－

 0 ． 0 1 1

＊－

0 ． 0 0 1

人力资本－ 0 ． 2 2 1

〗－

0 ． 2 6 4－

 0 ． 2 3 0－

 0 ． 0 9 4

社会资本 0 ． 0 3 2 0 ． 1 2 0

＊－ 0 ． 0 7 3 0 ． 2 6 7 

？＊

截距项 0 ． 3 6 3
＊

 0 ．

2 6 2 0 ． 5 2 9
＊－

0
．

3 0 3

样本量 4 1 0 2 4 1 0 2 4 1 0 2 4 1 0 2

先看第三部分 ，
不论是均值差异分解 ，

还是分位数回 归分解 ，社会资本对性别收人差异都有正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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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且非常显著的影响 。 相反 ， 常被其他学者提及的人力资本要素以 及职业性别隔离几乎没有产生显著

影响 。 再结合第二部分的统计结果 ，我们发现 ：第
一

，在均值差异分解中 ，所有解释变量的特征差异可

以解释性别收人差异的 1 7 ． 1 ％
 （

0 ．  0 3 9／ 0 ． 2 2 8
） ， 其中社会资本欠缺可 以解释 1 2

． 7 ％ 。 社会资本所解

释的 比重占到了所有解释变量总解释比重的 7 4 ． 4％
 （

0 ．
 0 2 9 ／ 0 ．

 0 3 9 ） 。 第二 ，在分位数回归分解中 ，社

会资本对性别不平等的解释比重随着分位点的上升而不断增强 。 比如 ，在低收入端 ，社会资本可以解

释性别不平等的 1 1 ． 6 ％
；
而在中高收人端 ，

则为 1 3 ．
7 ％ 。 相 同地 ，在所有变量的解释 比重 中 ，社会资

本的解释也随着分位点 的提高而不断增强 。 比如 ， 在低收入端 ， 它 占总体解释的 6 5 ． 8 ％（ 0 ． 0 2 5 ／

0
． 0 3 8 ） ；

而在高收人端 ，则占到了 1 2 4 ％（ 0 ．  0 3 1／ 0 ． 0 2 5
） 。

另外 ，人力资本和职业性别隔离对性别收入差异 的影响微弱 。 在两种分解模型的特征差异部分

中 ，人力资本 （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 ）对性别收人差异几乎没有贡献 ，甚至呈现 出微弱的负 向影响 。

这个结果同吴愈晓和吴晓刚 （
2 0 0 9

） 的发现
一致 ， 即男女两性的教育程度趋同 。 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

同样很微弱 ，约能解释性别收人差距的 3 ％
’
不显著 。

以上事实表明 ，不论是哪一种分解模型 ，在所有的解释变量中 ，社会资本欠缺对性别收人差异的

解释力度都是最高的 。 因此 ，假设 2 得到 了充分证明 。 我们还发现 ，社会资本欠缺对高收人端中的性

别不平等的解释力度更强 。 结合劳动力市场中的
“

玻璃天花板效应
”

，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欠缺很可能

是女性难以获得高薪收人的重要因素 ，甚至是最关键的因素 。

最后 ，第四部分的结果 ，
可以直接检验女性社会资本 回报欠缺的命题 （ 假设 3 ） 。 我们发现 ，在均

值差异分解中 ，男性社会资本回报率确实高于女性 ，但不显著 ，该结果与前文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一

致 。 分位数回归分解提供了女性社会资本回报欠缺的证据 。 我们发现 ，在低收人端和高收入端 ，女性

的社会资本回报率显著低于男性 ，严重影响了两性间 的收人平等化 。 在中间收人端 ，社会资本的 回报

率没有显著差异 。 这说明 ，
不仅

“

天花板效应
”

同社会资本相关 ，
而且

“

粘地板效应
”

同样可能与社会

资本 的性别不平等相关。 至此 ，假设 3 也得到了证明 ，且我们发现女性的社会资本回报欠缺所导致的

性别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底层和上层社会中 。

5 结论与讨论

鉴于传统理论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 的性别收人差异的解释力 比较薄弱 ，本研究提出从社会资

本的理论视角来审视该议题 ，对三个相关假设进行检验 ，并得到实证支持 。 本文的主要发现有 以下七

点 ： （
1
）社会资本是在人力资本 、职业性别隔离以及其他因素外 ，影响劳动者工资收人水平的重要微观

解释变量。 （
2

）男女两性的社会资本存量同样具有显著差异 ，但在受教育年限方面基本趋同 。 （
3
）

Ｏ 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显示 ，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 ，可解释性别收人差异的 1 3％

， 占到了总解释量的

7 0％ 以上。 在本文所考察的诸多解释变量中 ，社会资本的解释力度最强 。 （
4

）分位数回归分解则显

示 ，在 中高收入群体中 ，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更大 ，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贡献更高 。 （
5
） 分位数回归分解

还表明 ，对于低收人和高收人群体而言 ，女性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回报率显著都低于男性。 （ 6 ）两种分

解方法均显示 ，人力资本仅有系数效应 ，女性的人力资本 回报率高于男性 。 （
7

） 当控制 了社会资本和

人力资本的影响后 ，未发现职业性别隔离对性别收人差异有额外影响 。 社会资本的欠缺很可能是女

性被分配到低收人职业岗位的社会原因 。

那么 ， 又是何种原因导致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呢 ？ 本文认为 ： 同正式制度结构一样 ，非正式的

社会文化 （父权文化 ） 同样型塑了不同群体 （男女两性 ） 的差异化交往方式 ，
型塑了不 同群体间的社会

资本之投资 、运作方式 ，
继而影响了社会资本在不同群体间 的分布和 回报 ，

最终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

产生 。 其逻辑链条可具体表述如下 ：父权文化规范 了男性和女性的社会交往模式 ，型塑了
“

男性应该

积极参与社交 ，女性应该避免工具性的社会交往
”

等价值观念。 这就造成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资本投



1 4


人 口研究


3 9 卷

资与动员上 ， 出现分化与差异 ，进而形成了性别收人不平等的格局 。

就实践意义而言 ，虽然国家和政府层面已经意识到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并在正式制度方面 ， 如受

教育机会上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
促使了两性间教育 日 渐趋于平等 。 但是 ，性别不平等依然非常严重 。

即便许多女性受到现代文化的洗礼和两性平等观念的影响 ，但经 由性别社会化形成的根深蒂 固的性

别角色期待并未改变 。 本文实证发现 ，非正式制度因素所导致的社会资本的性别不平等 ，
巳经成为性

别收人不平等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 在未来的性别平等化实践中 ，非正式的制度等文化因素的影响需

要获得更多的关注 。

本研究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可作进
一

步的探讨。 首先 ，社会资本的测量 。 利用
“

春节拜年网
”

来

测量社会资本虽然是比较成熟的方法 ，但拜年行为往往是家庭行为 ，
而非单纯的个人行为 。 虽然在调

查时 ，我们明确要求被访者回答其本人的拜年情况 ，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家庭其他成员 （ 如配偶 ） 的

影响 。 这便很可能导致我们低估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 ，进而低估 了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异的影

响 。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从
“

社交餐饮网
”

、

“

求职网
”

、

“

讨论网
”

等社会资本测量角度做进
一

步的研

究 。 其次 ，社会资本影响的变化趋势 。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 ，
性别收人差异也在不断扩大 。 这

一变动趋

势是否与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本投资及回报方面的变动有关呢？ 这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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