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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与 工 资 性 别 歧 视 

郭凤鸣，张世伟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215123) 

摘 要：本文将东北城市劳动力按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三个群体，应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反事实分析方法在个 

体水平上度量了每个群体中的工资性别歧视程度，并通过比较群体间和群体内部的工资歧视程度分析了教育对工 

资性别歧视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所有受教育群体中，均存在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工 

资性别歧视不断缩小；在所有受教育群体中，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_T-资性别歧视呈现出下降趋势。因此，政府在设 

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制度的同时，通过发展教育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将有助于缓解工资性别歧视 

和缩小工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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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教育事业发展 ， 

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得到提高。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 

高促进了城市居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进而带动了劳动力工资 

水平的提升。然而，在工资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针对女性的工 

资歧视却在不断加剧。n】在不同的受教育群体中，工资性别歧视 

存在哪些特征?教育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工资性别歧视?对这些 

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的理 

解 ，而且有助于中国教育政策的设计和实施。 

工资差异分解方法是度量工资歧视的基础。Oaxaca(1973) 

和Blinder(1973)圈首先提出了度量工资歧视均值的工资差异分 

解方法。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和反事实分析方法，Machado和 

imam(2005)嗍提出将工资歧视的度量由均值扩展到整个工资分布 

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Favaro和Magrini(2008) 在Machado-Mata 

方法基础上，提出在个体水平上度量工资歧视的工资差异分解 

方法。 

在一般意义上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不断发展的同时，一些 

经济学者陆续提出一些分析特定事件对工资差异影响的方法 ， 

如 Brown等(1980)~提出度量职业分割对工资差异影响的分解 

方法，Rica等(2005)[7】、Addabbo和Favaro(2009)~s!提出教育对工 

资差异影响的分解方法。这些方法将特定事件(如就业、教育、培 

训或劳动力流动等)作为外生变量加以控制，可以比较准确地度 

量特定事件对工资差异的影响程度。 

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性别歧视问题的研究起步较 

晚，主要源于微观数据的匮乏。2l世纪初，经济学者主要关注工 

资性别歧视均值的度量tgl、针对女性的职业分割和职业内部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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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度量flOl和工资分布上工资性别歧视的度量【l1]。近年来，一 

些学者开始研究教育对工资性别歧视的影响，[121 3]3-作主要集中 

于不同受教育群体平均歧视程度的比较，而对不同受教育群体 

的工资陛别歧视分布状况的研究尚比较鲜见。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 Addabbo和 Favaro(2009)的研究思路 ， 

本文拟将东北城市劳动力按受教育程度划分为若干群体，应用 

反事实分析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对每个群体中工资性别 

歧视进行度量，并通过比较群体间和群体内部的工资歧视程度 

分析教育对工资性别歧视的影响。本文的第二部分将论述分析 

方法，第三部分分析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第 四部分对工资性别 

歧视进行度量，最后给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分析方法 

(一)工 资方程设定 

工资方程的设定和估计是分析工资性别歧视的基础。工资 

方程的分位数回归形式可以表示为： 

1ny = 卢口+u口 (1) 

其中，1n 表示个体小时工资的 自然对数， 表示影响个体 

工资的因素向量， 表示在工资分布的0分位点上的回归系 

数 ，u表示随机扰动项。对于 0≤ ≤1，In 在 条件下第 0个 

分位数可记为 Q (In I )= ，Q (1．1 0IX)=0由于通常只能 

观测到超过其保留工资的个体工资，观测到的工资条件分位可 

以表示为： 

Q口(1nyI )= 卢口+Q口(／／0IX，d=1)= 卢日+h口 口(w)) (2) 

其中，d=，(Iny >ln )，，(·)是一个指示函数，1n 表示 

保留工资。假定 (-)是劳动参与指示量 go(·)的一个函数，W表 

示个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则观测到的工资可以表示为： 

1n，r_ 日+̂ 日(go)+￡口 (3) 

其中，Q (8 IX，d=1)：0。假定 g。(·)为线性形式：g。(W) 

=  ，其中， 表示 的系数。根据 Ichimura(1993) 的思想，'， 

的非参数最小二乘估计量可以表示为： 

； argmi
，

n 1 2—2 一 (口l1w ， ) (4) ； 
， 

一  (口l ， ) (4) 

其中，dl表示个体 i是否参与劳动，雪 1w ， 为E(dI1w ，y)的 

非参数估计量。对于每个个体，应用y估计值计算∑kk1 ) 

来近似得到盂 )。其中，mi= (五+ )。A(·)= (·)／西(·)为通 

常定义的逆米尔斯比，五和 分别表示 Probit回归的常数项和系 

数， 表示 0分位上 rn／的 k次方的系数。 

根据Mincer方程的思想，个体工资水平主要取决于其知识 

和技能，知识通常用受教育程度来描述，而技能通常用经验来描 

述。根据一般经验 ，个体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职业以及所在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会对个体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因此，本文 

选择受教育程度、经验、经验平方、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职 

业类型和所处省份作为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 

(二 )工资性 别歧视的度量方法 

根据 Machado和 Mata(2005)的思想 ，在女性样本中抽取一 

个子样本，依据男性和女性工资方程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分别预 

测子样本个体的工资水平 ： 

Inl， ’ + ( ，) (5) 

lnY；=X’ 蛾( ，) (6) 

其中，下标m和，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个体，1nyj：和lny： j 

分别表示女性的预测工资和反事实工资， 和 分别表示男性 

和 0女性工资分布的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 

表 1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男性和女性工资方程分位数 回归结果 

受教育水平 解释变量 男 性 女 性 

1O 3O 5O 70 90 1O 3O 50 70 90 

经 验 0．02* 0．O4 

个体或私营 一0．28 一0．33} 一0．35 ％$ 一0．34 } 一0．31 女 一0．3O 一0．3O}$女 一0．37 } -0．39 }十 --0．42 ％ 初中及以下 

其他企业 —0．39水木母 一0．37卓木水 -0．39木枣木 一0．40木木木 一0．45木木 -0．3 1枣木木 -0．34幸木木 -0．39幸书幸 -0．39木木木 --0．5 l幸 

经 验 0．08} 0．O6 0．09 } 

个体或私营 -0．41木 术 -0．51幸丰木 -0．48木 -0．45木木木 -0．38木枣术 一0．41}枷k一0-43} -0．50斗̈ } -0．52 } -0．43扣k 

高中或中专 其他企业 
一 0．44木木术 一0．56枣木木 一0．54水木术 一0．44丰木乖 一0．13木木木 —0-43料 } 一0．43料 -0．56 } -0．55}料 -0．42*女 

大学本科 0．20木半木 0．19木水母 0．22 枣木 0．22半木幸 0．10木木幸 1．33木 木 0．22} 木 0．23 木 0．23奉 木 0．70木木拳 

研究生 0．49水车半 0．50半术木 0．53半年半 0．73水水牛 0．68乖牛水 4．86半牛木 0．73牛水幸 0．79木书} 0．77唪木乖 2．68奉木木 
■ 

大学及以上 经 验 O．O2 } 0．O2 0．01 0．1 1 } 0．03 } 0．03 ̈ 0．O4 0．O6 

个体或私营 —0．29 { 一0．24％ 一0．19 } 一0．07* 0．08* --0．31木幸木 一0．35宰枣木 一0．25枣术木 一0．18 木宰 一0．1O章木埠 

其他企业 0．1 1 0．25 0．14木枣木 0．14幸木宰 0．3O木木木 

注：教育为虚拟变量，在初中及以下群体中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在高中或中专群体中以高中作为参照组，在大学及以上群体中以大学专科作为参照 

组；工作单位类型为虚拟变量，以国有或集体企业作为参照组。限于篇幅，表中未列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回归系数以及截距项、经验平方、婚姻、职业 

类型、省份和逆米尔斯比的回归系数。 、 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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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多次抽样产生的样本和不同分位点上的工资方程回归 

结果，构建女性预测工资和反事实工资的边际分布，二者的差异 

体现了工资分布上的性别歧视。 

本文进一步估计歧视在工资条件下的分布。女性工资歧视 

的条件密度可由 I=) ) 恐)得到。其中， )和 声)分别由非 

参核密度估计和双变量核密度估计得到。 

三、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06年东北地区劳动力抽 

样调查，调查涵盖了东北地区所有主要城市，调查内容涉及个体 

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工作时间和工资等人 口统计 

信息和就业信息。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 

性别歧视问题 ，故将样本范围限制为 25岁至 50岁之间的城市 

劳动年龄人口，得到男性和女性样本分别为 9385个和 9311个。 

表 1给出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男性和女性工资方程的分位 

数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个体工资水平明显 

高于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个体工资水平，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个 

体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个体工资水平 ，说明 

接受高等教育对工资的影响体现出层次性。从工资分布的低分 

位到高分位，男性大学本科毕业生和大学专科毕业生之间的工 

资差异呈缩小趋势，而研究生和大学本科毕业生之间的工资差 

异呈扩大趋势；女性研究生和大学本科毕业生与大学专科毕业 

生的工资差异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 U型趋势。个体初中是 

否毕业对其工资获得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教育对工资获得存在 

阈值效应，暗示着普及高中或中专教育是必要的。高中毕业生和 

中专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主要源于他们接受教育 

的年限基本相同。 

经验对于高中或中专毕业的男性工资作用不显著；对于接 

受初中及以下教育的男性来说，经验对工资的影响局限于较低 

工资水平和高工资水平，说明经验的积累对低工资和高工资水 

平男性更加重要。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来说，随着工资水 

平的上升，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小。经验对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 

的女性工资作用不显著 ，对高中毕业和中专毕业女性工资的影 

响仅在中等工资水平下显著 ，对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女性工 

资的影响在整体工资水平上显著，说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经 

验的作用越重要。 

男性和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国有或集体部门的 

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在个体或私营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工资水平 ， 

但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其他部门的工资水平明显高 

于在国有或集体部门的工资水平。接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男 

O 1 2 3 O 3 2 3 4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学及以上 

一 一 一 反事实工资分布 — — 预测工资分布 

图 1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预测工资分布和反事实工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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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不同类型单位间的工资差距较大，而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 

育的男性在不同类型单位间的工资差距较小，说明教育有助于 

缩小部门间职工工资差距。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男性部门间工资 

差距不断降低 ，说明不同类型单位间的工资差异在中等受教育 

程度或低工资水平男性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四、工资性别歧视的度量结果 

图 1给出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预测工资和反事实工资 

的分布，可以发现反事实工资分布曲线位于预测工资分布曲线 

的右侧 ，说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明显的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从 

曲线的相对位置来看，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女性的两条曲线 

距离最远，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女性的两条曲线距离最近 ，表 

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工资性别歧视将得到缓解。 

图 2给出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预测工资条件下受到 

工资歧视分布的等高线，可以发现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工资歧 

视分布曲线向负向移动，说明工资水平越高的女性受到的工资 

歧视越小。 

对于接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女性 ，正向歧视的条件密度 

集占总体歧视条件密度集的绝大部分，说明几乎所有女性工资 

都受到性别歧视的影响，其工资水平明显低于相同特征男性的 

工资水平；在所有工资水平上，歧视的分布均较分散；随着工资 

水平的提高，女性所受工资歧视存在下降趋势。对于接受过高中 

和中专教育的女性，反向歧视的条件密度集占总体歧视条件密 

度集的较小部分 ，说明有少量女性工资不受性别歧视的影响，其 

工资水平高于相同特征男性的工资水平；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 

女性所受工资歧视的分散程度没有明显变化，歧视分布曲线的 

变化主要体现在整体曲线位置的移动上 ；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 ， 

女性所受性别歧视明显降低。对于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女 

性 ，反向歧视的条件密度集占总体歧视条件密度集的较大部分 ， 

说明更多女性工资不受性别歧视的影响，其工资水平高于相同 

特征男性的工资水平；在工资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工资歧视比较 

严重；在工资水平较高的群体中，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工资歧 

视的分散程度及歧视分布的变动均不明显，表明女性所受歧视 

随工资水平变化较小。 

综上所述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预测工资条件下女性所 

受到的歧视分布向负向移动，且歧视分布随工资水平的提高变 

动的幅度越来越小，说明教育有助于缓解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 

五、结 论 

依据 2006年东北地区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 ，本文应用分位 

数回归方法和反事实分析方法分析了教育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中 

工资性别歧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是否初中毕业 

对其工资获得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教育对工资获得存在阈值效 

应。因此，为了提高城市职工工资水平 ，政府部门在未来应着力 

普及高中或中专教育。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部门间的工 

资差距逐渐缩小 ，暗示着教育有助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流动， 

通过劳动力流动促进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城市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随着个体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性别歧视导致的工资性别差异不断减小，且 

对于部分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来说，其工资水平不低于相同 

特征男性的工资水平，说明其未受到工资歧视。随着个体受教育 

程度的提高，工资性别歧视水平更加集中，工资歧视分布随工资 

变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因此，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仅将有助 

于缓解工资性别歧视和缩小工资性别差异，而且有助于缩小群 

体内部个体之间的工资差异，进而有助于调整整个社会的个人 

收入差距。 

对于所有受教育程度的女性来说，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女 

性所受到工资歧视呈现出下降趋势；当女性工资达到相当高的 

水平时，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更加集中且处于较低的水平。然 

而，达到很高工资水平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非常困难，女性工资 

“玻璃天花板效应”说明单纯依靠提高女性工资水平来降低工资 

性别歧视的作用效果有限，通过发展教育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 

才是解决工资性别差异和工资性别歧视问题的关键。 

综上所述，政府部门一方面应致力于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 

业制度和工资制度，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以促进 

劳动力的充分流动，逐渐消除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 

另一方面应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来提升女性的人力资 

本水平，尤其是工资水平较低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从整体上扭 

转工资性别歧视的分布，将有助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男性和女 

性之间工资差异的缩小，进而有助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工 

资差距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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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Gender W age Discrim ination 

Fengming GUO，Shiwei ZHANG 

(Center for Quang~ ve Econom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e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ivide the labor force in Northeast cities of China into three groups by education
． Based on quantile regression of wage 

equation an d eounterfactual analysis,we analyze the gender wage discrimination on individual level in all groups and the influence 0f education 0n 

gender wage discrimination by comparing the wag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and within group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wag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all groups；wage differential due to gender discrimination is smaller when the group’s educational level is higher： 

women with higher wage suffer smaller wage discrimination in all groups
， Th erefore，on the one hand，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dedicated t0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air employment system and wage system；on the other hand
，
the govemment should enhance humrdn capiml of 

women，which will help alleviate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 in Urban labor market． 

Key word$：education；gender discrimination；wage；counterfactual an alysis；quanti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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