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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如何促进地区代际流动？

———对大学生生源地、院校地和就业地城市级别的实证研究

马莉萍　刘彦林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本文使用２０１７年全国高校就业调查数据，从地区城市级别的角度分析上大学如何促进代

际流动，揭示了大学生由生源地到院校地再到就业地的代际流动方向、比率、级别和影响因素。研究发

现：大学教育能够促进学生进入到更高城市级别的地区，且就读于本科和重点院校、攻读研究生教育的

影响最为显著；生源地级别越低，流动到更高级别城市的比例和机会越大、向上流动的级别越高，即大

学教育对促进地区代际流动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大学教育对地区代际流动的影

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所在地为地级市及以上级别城市的院校；二是通过大学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帮

助大学生进入更高级别的地区就业。

　　关键词：代际流动；毕业生就业；社会公平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逃离北上广：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离京就业行为研究”（１６ＪＹＣ０１５）。

一、引言

从科举时代开始，人们就笃信“读书改变命运”的价值观。恢复高考后，普通百姓更是将高考作为

“鲤鱼跳龙门”的唯一机会，认为上大学可以突破阶层固化，实现代际间的向上流动。从理论上来说，教

育确实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打破职业、收入、就业和生活环境以及阶层的代际

传递。然而，近年来阶层固化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说法时常见诸报端，例如重点大

学农村学生比例渐少、毕业生找工作靠“拼爹”等。再生产理论将教育的功能定位于对原有阶级地位和

分层系统的再生产，具有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或阶层通过教育把中下阶层人群排挤到较低等级的职业

位置和社会阶层（李春玲，２０１４）。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差异等外
部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弱化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

那么，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学教育能否促进代际流动？尽管相关实证研究不少，但多数聚

焦于职业、社会地位和收入的阶层流动，本文则聚焦于父代与子代在地区上的代际流动。按照级别高

低可大致将我国的城市划分为四类：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农村，不同级别的城市在
经济水平、就业前景、教育机会、医疗保障等方面存在天壤之别。然而，由于户籍等制度的限制，劳动者

一旦在某类城市就业，往往很难自由流动到更高级别的城市。因此，子代工作的城市级别能否高于父

代可视为另一项反映代际流动的指标。如果人们通过上大学而实现就业所在地的城市级别高于家庭

所在地（父代）的城市级别，就可以视为通过上大学实现了地区上的代际流动。因此，本文将从城市级

别的视角来考察上大学对代际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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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代际流动指子女相较父母发生了社会地位的变化，若不同家庭出身的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生存和

发展机会，就有助于代际流动，进而促进社会公平（郭丛斌等，２００９）。很多研究证实了教育能够促进职
业、社会地位和收入等方面的代际流动。从职业的代际流动来看，子女接受教育可以显著地促进职业

的向上流动，且随着教育层级的提高，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越高。对于城镇家庭子女而言，接受高

等教育能使其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提高６０个百分点；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子女
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要比低学历者高７８个百分点（周兴等，２０１４）。从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来看，子女
受教育水平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要比家庭背景的影响更大，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的直接影响为

０．３９１，而教育的影响为０．４９１（郭丛斌等，２００９）。从收入的代际流动来看，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的
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０．３９８和０．２８（周兴等，２０１４），相较于健康自评、书籍、父亲户籍等，教育在可识别
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孙三百等，２０１２）。

尽管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职业、社会地位和收入代际流动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其作用大小

会因教育机会分布不均等因素而弱化（余秀兰，２０１４）。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分布来看，各省高
中或同等学力学生中每１０万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北京和上海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３．５３倍和
２．４６倍，分别是贵州省（全国最低）的５．９５倍和４．１５倍（陈越，２０１７）。不同地域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
机会差异更大，上海、北京的考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约为河北、甘肃、河南等省考生入学机会的１０倍
（汪梦珊等，２０１６）。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分布来看，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农村居民的升学机会比城镇
居民低２６％（吴愈晓，２０１３），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间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刘云杉等，
２００９）。

对于那些来自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弱势学生群体而言，通过就读大学

可以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限而实现地区级别上的代际流动。我国大学大多位于地级市以上的城市，

按照现行户籍制度的规定，学生进入大学时可以将自己的户口由家庭所在地区迁往大学所在城市。若

其大学毕业后能够在高于生源地级别的城市就业，就可以视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了

地区上的代际流动。原因在于：职业、社会地位、收入的实现场所都是劳动力市场，就业地区的特征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代际流动的程度。例如，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华北的经济金融中心，拥

有５２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总部和７６家国有企业，提供了一般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质就业机会和广阔发展
前景（马莉萍等，２０１５）。越是竞争程度高的大中城市，教育所能发挥的作用越能得到体现，越有可能实
现代际流动；而越是小城市，工作机会的获得越依赖家庭社会关系，阶层固化的倾向越严重。实证研究

发现，人力资本越高的毕业生到更高行政级别城市就业的可能性越大，而社会关系更加丰富的毕业生

到更高级别地区就业的可能性更小（岳昌君等，２０１６）。因此，通过比较父代和子代在就业城市级别的
差异可以考察上大学对代际流动的影响。

已有的一些关注高校毕业生生源地与就业地关系的研究，多以省作为分析单位来研究省际间的横

向流动。例如，有研究发现，七成以上毕业生选择留在大学所在地就业（马莉萍等，２００９），大学生在哪
里上大学会增加在哪里就业的可能性（马莉萍等，２０１３）。经济原因、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
济背景都对流动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岳昌君，２０１１）。且这种省际间的横向流动有助于毕业生找到专业
更匹配、收入更高、满意度更高的工作机会（马莉萍，２０１５；岳昌君等，２００５；陈洪捷等，２０１３）。

然而，很少有研究以城市作为分析单位研究大学生在地区间的纵向流动。本文将试图弥补这一不

足，并聚焦以下三个问题：大学教育能否有助于实现向上的地区代际流动？如果能，其作用机制是什

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教育在促进地区代际流动方面是否存在异质性？

三、数据说明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２０１７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数据根据地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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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学历层次、性别等进行抽样，对每所抽样院校按照学科和学历层次的比例发放５００到１０００份问
卷，涵盖东、中、西部地区３３所院校，共有１８０７６个样本观测值，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全国高校毕业生
的就业情况。本文从中选取已确定单位、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在去除缺失数据后共包含４５８７个样本观测值。其中，女性占４７．９４％，专科生占２８．５４％，本科生占
５７．３６％，硕士生和博士生共占１４．１１％，重点院校（９８５院校和２１１院校）毕业生占２６．９０％。表１呈现
了家庭所在地类型的样本分布特征，总体来看，家庭所在地城市级别越高，父亲学历越高、家庭关系越

广泛、家庭收入越高、父母职位越高、学历越高、在重点大学就读的比例越高，而性别分布在各类家庭所

在地基本一致。

表１　样本描述统计

变量 分类
家庭所在地类型

乡镇农村 县级市 地级市 省会／直辖市

性别

父亲学历

家庭关系

家庭人均年收入

父母职业

学历层次

院校类型

女 ４６．９８ ４８．８４ ４７．９８ ４８．０２
男 ５３．０２ ５１．１３ ５２．０２ ５１．９８

大专及以上 ７．０５ ２８．４５ ４７．６９ ６４．６９
高中及以下 ９２．９５ ７１．５５ ５２．３１ ３５．３１
广泛 ６．９０ １１．９４ ２１．０６ ３１．７３

不广泛及一般 ９３．１０ ８８．０６ ７８．９４ ６８．２７
３０００元以下 ２２．３５ １４．０４ ７．４０ ５．１９
３００１－１万元 ４６．２６ ３５．２１ ３１．９２ ３１．９８
１－５万元 ２５．５５ ３３．７１ ３６．０６ ３６．０５
５万元以上 ５．８４ １７．０４ ２４．６２ ２６．７９
无职业 １７．９４ １２．７３ １０．８６ ８．７８
低职位 ５８．９０ ２９．３７ １５．８１ ７．４２
中职位 １３．３０ ２８．３１ ２８．９０ ２５．８３
高职位 ９．８６ ２９．５９ ４４．４２ ５７．９７
专科 ３４．５２ ３４．８３ ２０．８７ １７．６５
本科 ５０．３９ ５１．６５ ６５．７７ ６８．０２

硕士及以上 １５．０９ １３．５１ １３．３７ １４．３２
高职高专 ３１．９６ ２８．８３ １７．０２ １１．３６
一般本科 ５０．５３ ４８．１２ ５１．５４ ４４．９４
重点院校 １７．５１ ２３．０５ ３１．４４ ４３．７０

　　为了描绘大学生在生源地、院校地和就业地之间的流动情况，本文首先将学生按照生源地城市级
别分为四类：省会／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农村，分别计算每类学生向上流动、平级流动和向下流
动的比例、方向和比率。在此基础上，为了鉴别上大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控制能力的影

响，以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因此，接下来本文将以学生的高考成绩作为能力的代理变量，建立多个定

序逻辑斯特回归分析上大学对地区代际流动的影响。首先，本研究将生源地和院校地根据城市级别赋

值，省会／直辖市为４，地级市为３，县级市为２，乡镇农村为１，然后将院校地城市级别减去生源地城市级
别，得到学生从生源地到院校地的流动级别。由于我国的大学多分布于县级市及其以上级别的城市，

因此，向下流动的最大程度是从省会城市到县级市，即下降了２个单位；而向上流动的最大范围是由乡
镇农村到省会城市，即上升了３个级别，因此变量的取值范围为 －２到３之间。最后，本文将生源地到
院校地的流动级别作为因变量建立定序逻辑斯特回归模型；与之类似，计算生源地到就业地的流动级

别，并以其为因变量建立定序逻辑斯特回归模型。

四、地区代际流动的方向和比率

本研究分别以生源地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农村四种行政级别的毕业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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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象，按照其流动比率绘制就学和就业的流动路径图（如图１到图４所示）。图中的箭头代表流动
方向，粗细代表流动比率，具体数值由箭头旁边的数字标注，其中，括号外的数字代表该类流动学生占

该类生源地区学生的比例，括号内的数字代表该类流动学生占该类院校地学生的比例。需要说明的

是，为了更加直观而清晰地展示，这里略去了比例低于５％的流动路径。
图１展示了生源地为省会／直辖市的毕业生的地区代际流动情况。在来自省会／直辖市的学生中，

有７１％仍在省会／直辖市上大学，毕业后有５７％仍在省会／直辖市就业（７１％８０％，下文此例与此处
计算方法相同，受篇幅所限，略去），１１％向下流动到地级市就业；有２５％向下流动到地级市上大学，毕
业后有１７％向上流回到省会／直辖市就业。因此总体来看，近八成生源地为省会／直辖市的学生毕业后
仍在省会／直辖市就业。

图１　生源地为省会／直辖市的大学毕业生流动路径（％）

　　图２展示了生源地为地级市毕业生的流动路径。在来自地级市的学生中有６７％向上流动到省会／
直辖市上大学，毕业后有３５％仍在省会／直辖市就业，２７％向下流动到地级市就业；２８％的学生仍然在
地级市上大学，毕业后９％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就业，１７％毕业后仍然在地级市就业。因此总体来
看，来自地级市的学生中有４５％实现了地区向上流动，４６％继续留在地级市就业。

图２　生源地为地级市毕业生的流动路径（％）

　　图３展示了生源地为县级市毕业生的流动路径。在来自县级市的学生中，有６３％向上流动到省
会／直辖市上大学，毕业后３３％仍在省会／直辖市就业，２８％向下流动到地级市和县级市就业；３２％向上
流动到地级市上大学，毕业后９％的学生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就业，１０％的学生毕业后仍然在地级
市就业。因此总体来看，来自县级市的学生中，有４６％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就业，四分之一向上流
动到地级市就业，四分之一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仍然在县级市就业。

图３　生源地为县级市毕业生的流动路径（％）

　　图４展示了生源地为乡镇农村学生的流动路径。在来自乡镇农村的学生中，有６１％向上流动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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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辖市上大学，毕业后３６％仍在省会／直辖市就业，向下流动的比例约为２１％；３３％向上流动到地
级市上大学，毕业后１３％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就业，１２％的学生毕业后仍然在地级市就业。因此总
体来看，来自乡镇农村的学生中，半数向上流动三级到省会／直辖市就业，近四分之一向上流动两级到
地级市就业，近六分之一的毕业生向上流动一级到县级市就业，最终回到乡镇农村就业的毕业生仅为

６％。

图４　生源地为乡镇农村毕业生的流动路径（％）

　　综合以上四图可以发现：生源地类型对地区代际流动有重要作用，生源地级别越低，向上流动的比
例越高；同级流动随着生源地城市级别提升而上升，从乡镇农村到省会城市的同级流动比例由６％增加
至７６％；向下流动随着生源地城市级别下降迅速减小。

五、不同学历毕业生的地区代际流动

图５展示了不同学历毕业生的代际流动方向和级别。其中，纵坐标的数值“１”“２”“３”“４”分别代
表“乡镇农村”“县级市”“地级市”和“省会／直辖市”。总体来看，除家在省会／直辖市的学生外，其他生
源地的学生均通过就读大学实现了向上流动，且生源地城市级别越低，向上流动的级别越高。

图５　总体及不同学历毕业生的代际流动方向和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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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地城市级别相比院校地城市级别略有下降，但相比生源地城市级别仍然实现了

向上的流动。不同学历毕业生的总体流动路径和基本特征类似，即随着学历的上升，通过上大学而向

上流动的级别越高，且毕业后向下流动的级别更低。①

六、大学教育如何促进生源地到院校地的代际流动

从表２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高考分数越高，学生因就学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说明越是能
力强的学生越能通过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到更高级别的城市；在控制了能力后，重点院校毕业生（相比

高职高专院校）、攻读研究生学位（相比专科和本科）更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女性、非独生子女和少数

民族的学生更有可能通过上大学而实现向上流动；随着生源地城市级别的提升，通过就读大学而向上

流动的可能性越小。

表２　从生源地到院校地向上流动级别的影响因素

变量 全样本
生源地类型

乡镇农村 县级市 地级市 省会／直辖市
高考分数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研究生 ２．２ ４．６ ４．５ ３．０ １８．９

（０．２） （０．５） （０．７） （０．６） （１，４４６．５）
一般本科院校 ０．２ －０．５ ０．１ ０．４ －０．７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４） （０．５）
重点院校 ０．９ ０．９ １．４ １．５ １．４

（０．２）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６）
女性比男性 ０．５ ０．５ ０．６ ０．３ ０．６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２）
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 －０．２ ０．０ －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汉族比少数民族 －０．３ －０．９ －０．６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７）
家庭关系广泛比不广泛 ０．１ －０．２ －０．０ －０．１ ０．３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３）
父亲学历为专科及以上 ０．２ ０．２ ０．１ ０．６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３）
家庭人均年收入３００１－１万元 ０．０ ０．３ －０．２ －０．５ －０．５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６）
家庭人均年收入１－５万元 ０．３ ０．７ ０．５ －０．５ －０．６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６）
家庭人均年收入５万元以上 －０．４ ０．２ －０．３ －１．１ －１．２

（０．２） （０．４） （０．３） （０．４） （０．６）
父母高职位比低职位 －０．１ －０．４ －０．１ －０．２ －０．０

（０．１）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４）
父母中职位比低职位 ０．１ －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５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４）
家在县级市比乡镇农村 －６．２ － － － －

（０．２） － － － －
家在地级市比乡镇农村 －１２．７ － － － －

（０．３） － － － －
家在省会或直辖市比乡镇农村 －１９．４ － － － －

（０．５） － － － －
样本量 ４，５８７ １，４０５ １，３３２ １，０４０ ８１０
Ｒ２ ０．７０５ ０．４７９ ０．４５９ ０．４７９ ０．４９８

　　注：（１）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２）为了使各省额高考成绩具有可比性，回归中控制了生源省份固定效

应，因此均为省内比较；（３）因篇幅原因，截距项系数在此略去。

　　从生源地城市级别来看，不管是来自哪个级别的生源地，能力强（高考分数高）、研究生②、女性（除

地级市外）通过上大学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上大学对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也存在差异：来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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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和县级市的学生与全样本学生的情况基本一致，而来自地级市的学生中，性别差异不再显著。来

自地级市、省会／直辖市的学生中，家庭人均年收入５万以上的学生更倾向于不发生向上流动，家庭人
均年收入１－５万元的学生影响不再显著。

七、就读大学如何促进生源地到就业地的代际流动

表３呈现了从生源地到就业地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研究生、就读于
一般本科和重点院校（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更可能实现从生源地到就业地的向上流动；汉族、家庭关

系广泛、父亲低学历、家在乡镇农村的学生（相比县级市、地级市、省会直辖市）更可能实现向上流动；从

表３　生源地到就业地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

变量 全样本
生源地类型

乡镇农村 县级市 地级市 省会／直辖市
高考分数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研究生 １．０ １．５ １．８ ０．８ １．５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５）
一般本科 ０．４ ０．５ ０．４ ０．４ －０．３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４）
重点院校 ０．３ ０．４ －０．１ ０．５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５）
女性比男性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２ ０．５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２）
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 －０．１ －０．３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２）
汉族比少数民族 ０．４ ０．４ ０．２ ０．５ －０．０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４）
家庭关系广泛比不广泛 ０．２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９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父亲学历为专科及以上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１ －０．８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２）
家庭人均年收入在３００１－１万元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６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５）
家庭人均年收入１－５万元 ０．１ 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９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５）
家庭人均年收入５万元以上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７

（０．１）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５）
父母高职位 ０．１ ０．０ ０．１ －０．１ ０．５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３）
父母中职位 ０．１ ０．３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３）
家在县级市 －２．６ － － － －

（０．１） － － － －
家在地级市 －４．５ － － － －

（０．１） － － － －
家在省会／直辖市 －６．９ － － － －

（０．２）
学生干部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０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２）
党员 ０．２ －０．０ ０．４ ０．２ 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２）
考过英语证书 ０．２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６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２）
样本量 ４，５８７ １，４０５ １，３３２ １，０４０ ８１０
Ｒ２ ０．３１０ ０．０７９７ ０．０８７３ ０．０８５４ ０．１２６

　　注：（１）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２）为了使高考成绩具有可比性，回归中控制了生源省份固定效应；（３）

因篇幅原因，截距项系数在此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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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来看，学生干部、党员、有英语证书的学生更可能实现向上流动。

与表２的全样本回归结果相比，高考分数、性别、独生子女、家庭收入的回归系数由显著变得不显
著，这些变量会影响从生源地到院校地的流动级别，但是对进一步由院校地到就业地的影响则不显著；

一般本科学生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变得显著，说明虽然就读一般本科无法带来从生源地到院校地的向

上流动，但仍然能够促进毕业后到就业地的向上流动；此外，汉族学生的回归系数由负变正，说明尽管

少数民族学生通过上大学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毕业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则低于汉族；父

亲高学历学生在上大学的就学流动中能够起到正向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学生毕业后则更不倾向于继

续向上流动到更高层级的城市就业。

从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研究生的回归系数与全样本一致，说明攻读研究生学位对来自各类型

生源地的学生来说都有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普通本科（相比高职高专）学历有助于来自乡镇农村和

县级市的学生实现向上流动，但是对来自地级市和省会／直辖市的学生来说没有显著影响。

八、结论与讨论

教育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讨论，本文从地区级别的角度，探讨大学教育如何促进代际流

动。从流动比例和方向来看，几乎所有学生都在高于或等于自己生源地城市级别的地方上大学，且绝

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就业的城市级别都高于或等于自己生源地的城市级别。生源地级别越高，就业地城

市级别越高。生源地城市越低，向上流动的比例越大。这说明大学教育有助于学生实现城市级别的向

上流动，且对生源地城市级别低的学生促进作用更大。其中，省会／直辖市城市的学生近八成还在省
会／直辖市就业；地级市学生分化较大，三分之二的地级市学生向上流动到省会／直辖市上大学，毕业后
近一半保持在地级市就业，近一半在省会／直辖市就业；县级市的学生中有九成通过就读大学实现向上
流动，毕业后也仅有四分之一回到县级市就业；来自乡镇农村的学生均通过就读大学实现了向上流动，

毕业后仅有６％回到乡镇农村就业。
从流动级别来看，虽然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地城市级别相比院校地城市级别略有下降，但相比生源

地城市级别仍然实现了向上的流动。生源地层次越低，通过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的级别越高。不同学

历毕业生的流动路径和基本特征类似，尤其是本专科学生非常类似，研究生通过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

的级别最高，而毕业后向下流动的级别最低。

从生源地到院校地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来看，高考分数越高，学生因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的可能

性越大，说明越是能力强的学生越能通过就读大学而向上流动到更高级别的地区；重点院校和一般本

科院校毕业生、研究生更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来自不同生源地级别的学生在此方面异质性不大，说

明考高分、上好大学、攻读研究生能够有助于通过就读大学进入更高城市级别的地区。

从生源地到就业地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来看，研究生、就读于一般本科和重点大学（相比高职高

专）的学生更可能实现从生源地到就业地的向上流动。结合生源地到院校地的流动来看，进入好大学

和读研究生是实现城市级别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途径。

大学教育能够促进向上流动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我国大学多分布在地级市及以上级别的城市，

而且越是层次高的大学，其所在的地区往往级别也越高。“９８５”重点高校几乎全部都集中在省会／直辖
市，这就给学生的向上流动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尽管不同层次生源地的学生所能实现的流动比例和流

动级别不尽相同，但是上好大学和读研究生都能显著促进学生的向上流动。二是就读大学有助于提高

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其在毕业后仍然能够在更高级别的地区就业。

需要指出的是，进入到更高城市级别的地区未必一定能够带来收入或社会地位的跃升，将城市级

别的变化视为代际流动并不完美。但是，我国最好的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医疗保障都在大城市高度聚

集，受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户籍等限制，大学生第一份工作的地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工作地点，

因此，城市级别上的流动可以作为反映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此外，由于大学教育对城市级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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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流动的影响还可能受到个体地区偏好的影响，但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无法获得毕业生的城市偏好，而

仅从生源地、院校地、就业地三类地方的城市级别进行分析，更深入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

参考文献

陈洪捷，马莉萍．（２０１３）．流动与收入：基于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实证研究．教育学术月刊，（１０），３－８．

陈越．（２０１７）．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原因与对策．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０１），５５－６０．

郭丛斌，闵维方．（２００９）．教育：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教育研究，（１０），５

－１２．

李春玲．（２０１４）．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１９４０－２０１０）———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０２），６５－８９．

刘云杉，王志明，杨晓芳．（２００９）．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１９７８－２００５）．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０５），４２－５９．

马莉萍，董璐．（２０１５）．逃离还是北漂？———高校毕业生落户北京政策与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教育与经济，（０３），２３－３０．

马莉萍，潘昆峰．（２０１３）．留还是流？———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与生源地、院校地关系的实证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０５），１１８－

１２４．

马莉萍，岳昌君，闵维方．（２００９）．高等院校布局与大学生区域流动．教育发展研究，（２３），３１－３６．

马莉萍．（２０１５）流动与工作匹配．复旦教育论坛，（０２），７３－７９．

孙三百，黄薇，洪俊杰．（２０１２）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经济研究，（０５），１４７－１５９．

汪梦姗，马莉萍．（２０１６）．重点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基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１２所“９８５”高校招生数据的实证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０２），６４－７１．

吴愈晓．（２０１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１９７８—２００８）．中国社会科学，（０３），４－２１．

余秀兰．（２０１４）．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高等教育研究，（０７），９－１５．

岳昌君，黄思颖，万文慧．（２０１６）．高校毕业生为什么青睐在大中城市就业———基于２０１５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教育学术月刊，（０７），２７－３２．

岳昌君，周俊波．（２００５）．高校毕业生为何跨省就业．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３４－４１．

岳昌君．（２０１１）．大学生跨省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复旦教育论坛，（２），５７－６２．

周兴，张鹏．（２０１４）．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１０），３５１－３７２．

注　释：
①本文进一步区分了毕业生的跨省就学和省内就学，发现两种情况下地区代际流动的方向和级别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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