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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中人情资源大于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的

影响力,人情加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 证实了社会网络资源与收入之

间的正向关系。在不同制度环境与竞争条件下, 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存

在明显的差异。实证研究的结果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相关假设。

关键词:社会网络 � 人情资源 � 信息资源 � 分位回归模型

A Study on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and Their Effects on

Income: Based on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Zhang Shu n � Gu o Xiaoxian

Abstract: Whether or not social capital has an impact on income is a cutting�

edge topic in social networking stud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favourite resources have a larger impact than informational resources.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affiliative and informational resources on income confirm

favouri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and income.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competitive conditions, the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on incomes vary significantly. The empirical data

support three related hypo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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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关于收入差异的产生机制与原因问题, 学术界曾先后出现过三个

重要的理论流派或研究视角, 即: (1)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视角, 也就是

20世纪 60年代出现的人力资本理论( Schultz, 1929; Becker, 1964), 它

将劳动者收入差异主要归结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不同; (2)结构主义视

角,包括社会学领域的地位获得模型与经济学的市场分割理论, 前者分

析了个人家庭背景对其地位获得的影响, 后者则认为市场分割所造成

的结构壁垒导致了收入差异; (3)源于社会学领域的关系主义或社会网

络的研究视角( Lin, 1982, 1990),认为嵌入在人们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

本也是引起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

然而,由于存在社会资本的同质性与内生性问题, 加上实证研究结

果的不一致性, 因而导致了社会资本与收入的因果机制解释受到学界

的诸多质疑(Mouw, 2003、2006)。笔者认为, 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

因是社会资本与收入的测量, 重新评价社会资本与收入的测量, 可能是

解决同质性与内生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即什么样的社会资本会影

响何种收入? 本研究将这一命题置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中, 认为

入职时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即为社会资本,将会直接影响其入职收入,

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总收入。并且, 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关系主义与结

构主义相结合的视角,在不同的结构制约下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统计方法上, 由于现有实证研究基本上均采用 OLS进行回归系数的

估计,而未考虑收入的偏态分布所导致的参数估计偏误,因此,本研究

将通过分位回归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并细致比较社会网络资源对入

职收入条件分布中不同分位点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关系主义视角对收入差距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70年代社会

网络研究方法的兴起。格兰诺维特( Granovtter, 1973、1974)开辟了从

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劳动力市场收入获得的先河,他发现,使用人际之间

弱关系渠道的求职者可以找到更满意的、更好的工作, 这种!满意∀和
!好∀最简单的表现方式就是收入状况。林南( Lin, 1982、2001)的社会

资源理论认为, 弱关系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 能够为低阶层地位提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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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高阶层地位的桥梁和通道, 也就是说,个体能够通过垂直性的弱关系

找到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边燕杰( Bian, 1997)

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弱关系背后大多隐藏着一个强关系的桥梁,

通过强关系的网络桥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他的研究也启示我们,在不

同的体制背景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方式及其后果是有差异的。R. S. 博

特(Burt, 1992)的结构洞理论认为, 结构洞可以传递非重复信息进而控

制竞争优势,占据网络结构洞的行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优回报

的可能性很大。与此同时,社会资本与收入之间的因果机制成为此领

域的研究热点。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网络资本对收入有着显著的

正向作用( Bian, 1994、1997; Meyerson, 1994; Flap & Boxman, 2001; 边

燕杰、张文宏, 2001)。但是, 也有不少实证研究结果未支持此结论

(Montgomery, 1992; Mouw, 2003)。Mouw基于社会网络的同质性认

为,无论联系人是否帮忙,该联系人的结构地位与求职者获得的工作地

位是必然相关的,所以社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并非是因果性关系,

而是社会交往同质性所导致的一种相关性(Mouw, 2003)。同样, 社会

网络的内生性也是一些学者质疑社会网络理论的重要原因。内生性问

题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实证分析中,在如何更有效地减弱内生性影响

的问题上,相关学者涉及的办法主要还是对测量手段和统计方法的改

进。对社会网络理论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同质性问题, 笔者同意边燕杰

的观点,即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并不能否定社会资本与市场结果之间的

因果性。也就是说, 网络成员的相似性并非意味着当事人不能对行动

者提供社会资源,用帮助者的社会地位衡量动员的社会资本虽然可能

存在一些问题, 但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准确测量社会资本。笔者认为,

社会资本就是通过社会网络动员的资源,包括信息与人情(或影响力),

这些资源才是影响求职结果的真正原因,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社会网络资源对劳动力市场收入存在正向作用,且社会网

络资源在各分位点的影响是不同的。

上文所述的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到 R. S.博特的结构洞

理论都是源于发达市场经济社会,只有边燕杰的!强关系理论∀来自中

国的经验,说明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社会网络资源对收入的影响可能

有所不同。边燕杰曾提出!社会网络作用空间∀的概念, 意即在不同的

制度环境下社会网络作用的形式及其效果有所不同。换言之, 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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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资源对收入的影响效果要受到结构性因素制约,即制度配置方式、市

场配置方式与社会网络配置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而言, 这三种

资源配置方式往往是并存的, 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作用空间∀受正式制

度规则与市场规则制约, 当然非正式社会网络也可能反过来形塑正式

规则。中国的经济体制大体上可分为体制外的非公有制部门与体制内

的国有部门。与之对应的是,劳动力市场也分割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

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框架与运作逻辑, 体

制外非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遵循市场法则,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刚

性的基本原则, 从而减弱了非国有部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体

制内的国有部门由于产权不明晰, 而且绝大多数部门正在通过内部改

革引进竞争机制,制度规则的不确定程度较高,从而给社会网络资源留

下足够大的活动空间。所以, 与市场部门相比,在体制内的劳动力市场

上,社会网络资源对收入有较大的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网络资源对收入有更大影响, 且

对收入条件分布各分位点有不同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Piore, 1973)认为, 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可以

划分为高端劳动力市场与低端劳动力市场。高端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

业岗位所具有的良好的工作条件、较高的工资水平、优厚的福利待遇等

要素,与低端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高

端劳动力市场诱人的待遇与其苛刻的进入条件并存, 对求职者自身能

力要求有明确的规定,能够达到其人力资本要求者较少,从而导致高端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一般大于供给, 此类劳动力市场竞争相对不是很激

烈。与此相对, 低端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岗位对劳动者本身的要求

并不十分严格, 能够达到基本要求的劳动力人数较多, 劳动力市场的供

给大于需求,因而竞争较为激烈。由此可知, 求职者想跻身高端劳动力

市场的渠道与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方式显然有所不同。在竞争较为

激烈的低端劳动力市场,求职者为了获得工作, 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

会尽一切努力尤其是通过非正式社会网络来提高获得工作机会的概

率。或者说,在高端劳动力市场求职凭借的是丰富的人力资本, 社会资

本的作用相对甚微, 而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一般较为缺乏,给社

会资本留下了发挥作用的空间。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低端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网络资源对收入有更大影响, 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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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条件分布各分位点有不同的影响。

三、变量、数据与方法

(一)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入职收入

入职收入指进入当前职业岗位收入:若就职者一直未更换工作, 则

使用初职收入; 若更换过工作,则使用进入当前职业岗位时的收入。问

卷测量的工资是!名义工资∀,笔者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历年西安市物价

指数1 ,计算出!实际工资∀。计算方法是:

1. 数据资料来自西安市统计局. 2009.#西安市统计年鉴∃。

实际工资= (名义工资 /该年物价指数) % 100
表 1: 1979�2008 年西安市物价指数表(数据来源:西安市统计局)
年份 物价指数 年份 物价指数

1978 100

1979 104. 2 1994 419. 4

1980 113. 9 1995 480. 6

1981 117. 0 1996 518. 6

1982 118. 2 1997 526. 4

1983 120. 6 1998 502. 7

1984 126. 4 1999 489. 6

1985 138. 2 2000 483. 2

1986 148. 4 2001 477. 9

1987 165. 3 2002 470. 7

1988 203. 6 2003 470. 7

1989 239. 8 2004 479. 6

1990 242. 0 2005 478. 2

1991 262. 1 2006 485. 4

1992 294. 6 2007 503. 4

1993 332. 3 2008 530. 6

� � 计算得到的实际工资与问卷直接测量得到的名义工资对比如图 1

所示。

由于 1978年以前的资料缺失, 本文将 1978 年以前的物价指数均

视为 100,通货膨胀率为零, 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相等。由图 1可知,

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差距随着年代的推移逐渐增大。足见计算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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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是十分必要的, 否则因变量的信息将存在较大偏差。

图 1: 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分布线形图

� � 在既有的研究中,对收入变量的处理大多通过取对数的方法完成。

图 2是被调查者的实际工资分布的直方图,从图 2可以看出,居民收入

呈明显的右偏态分布的趋势。考虑到收入分布的偏态性,本研究使用

分位回归的模型代替普通回归的 OLS估计方法, 以 0. 25、0. 5、0. 75 代

表收入条件分布的低、中、高分位点进行回归分析。

图 2: 实际工资分布直方图

2. 自变量

(1)社会网络资源。本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定义和测量社会资

本(Bian, 2004、2005; 赵延东, 2006;张文宏, 2006)。关于社会网络的资

源类型,边燕杰等(边燕杰、张文宏, 2001)曾将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

作用分为信息和人情两种作用。本文的实证研究, 信息资源

(information)包括在求职过程中提供就业信息、告知用人单位和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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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以及比较详细地提出具体建议、指导申请等。人情(favour)作用

则包括在求职过程中直接为求职者提供工作、安排与有关人员见面、陪

同造访有关人员、帮助报名和提交申请、帮助向有关部门推荐和打招

呼、帮助解决求职中的具体问题等。

(2)人力资本。本文使用被调查者入职时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年

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 将其转换为教育年限, 小学为 6年, 初中

为 9年,高中为 12年,大学为 16年等。

(3)政治资本。已有多项研究证实了党员这一政治属性的重要

影响( Bian & Logan, 1996; Walder, 1986; Bian, 1994; Wu & Xie, 2003),

本文政治属性分为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两类, 且使用入职时政治

面貌。

(4)单位性质。基于劳动者工作单位性质将工作环境分为体制

内的工作单位和体制外工作单位。体制内工作单位包括党政机关、

国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集体单位。体制外工作单位包括个体

经营、私营企业、外资 / 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工

作单位。

(5)职业类型。职业类型以专业技术管理人员高、低端劳动力市场

和普通劳动者高、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划分为依据。高端专业技术管理

人员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或中级职称)、机关单位负责人(科级

以上)、事业单位负责人(科级以上)、企业负责人(科级以上); 低端专业

技术管理人员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无职称)、机关企业单位无级别管理者

和其他经营管理者。高端普通劳动者包括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副渔

业人员、产业工人中的班组长、工段长等;低端普通劳动者包括一般商业

服务业人员、农林牧副渔业人员、产业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由于样本

有限,在模型中只按高、低端两类劳动力市场分析。

3. 其他控制变量

(1)入职年龄及平方。若未更换工作,以初职时年龄作为该项变

量;若更换工作,则以进入现职时年龄作为实际变量。为了控制年龄对

收入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将年龄平方项加入统计模型, 年龄平方项先对

年龄进行平方, 再除以 10 000进行统计,以方便结果分析。

(2)性别。已有多项研究表明,性别在劳动力市场中对收入不平等

具有一定影响(郝大海、李路路, 2006;李春玲, 李实, 2008)。本文也将

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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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户籍。本文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将居民户

口类型分为!本市非农户口∀与! 本市非农户口以外的人员∀ (包括本市

农业户口、外地非农户口、外地农业户口)两类。

(4)时期虚拟变量。本文以 1992 年作为体制环境的分界点, 即将

劳动者入职时间分为 1992年前和 1992年后两类。

本文各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2:

表 2:各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性质 说明

因变量

� 名义工资 891 676. 64 963. 09 连续 最大值= 7 000,最小值= 0

� 实际工资 890 229. 87 360. 51 连续 最大值= 4 828. 8,最小值= 0

� 收入(因变量) 886 4. 58 1. 33 连续 求职者初职收入取对数值

自变量

� 社会网络资源 896 定类
测量是否使用社会网络,其中未

使用网络= 0

� � 信息 123

� � 人情 89

� � 信息+ 人情 197

� � 未用关系 487

� 人力资本 1004 12. 29 3. 04 连续 教育年限

� 政治资本 1010 0. 08 0. 27 二分定类 非中共党员= 0

控制变量

� 入职年龄 996 26. 17 8. 62 连续 最大值= 65,最小值= 12

� 年龄平方 1 000 485. 56 676. 11 连续 入职年龄平方除以 10000

� 户口类型 1 011 0. 77 0. 42 二分定类 ! 本市非农∀以外户口= 0

� 性别 1 011 0. 43 0. 50 二分定类 女= 0

� 时期 1 004 0. 52 0. 50 二分定类 1992年以前= 0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9 年西安市 ! 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大型调查∀

(JSNET2009)的调查数据为实证研究资料。调查样本分布于西安市的

八个行政区,共包括 1 011户调查对象。样本从 8个行政区中随机抽

取分布在 50个居委会中的小区, 再依照地图法从被抽中的 50个居委

会所提供的户主名单中等距随机抽取调查户, 被抽中的调查户按生日

法选择一名 18岁至 60岁之间有工作经历的人作为访问对象。

(三) 模型与方法

目前相关统计模型的运用大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一般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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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通常以最小二乘法( OLS)进行估计, 其结果反映的是各自变量对

收入均值的影响, 而没有解释这些自变量对收入不同分位点的影响。

每个劳动者收入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是不同的, 有可能在偏高的

分位点,也有可能在偏低的分位点,各解释变量对不同位置的影响有可

能是不同的,因此需要研究对不同分位点的影响,而不能!以均盖全∀。
其二,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布状况呈明显的左偏态分布,极端值对参数

估计的影响很大。

1. 参见:张维迎、周黎安、顾全林. 2005.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及其影响因素:分位回归模型的

一个应用[ J] .管理世界(10) .

2. 参见同上.

以上的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分位回归模型得以解决。分位回归的

分析方法最早是由 Koenker和Bassett于1978年提出并引入经济学分

析的, 它是在传统的估计方法最小二乘法( OLS)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

扩展, 其参数估计方法是! 最小绝对误差估计法∀ ( Least Absolute

Deviation estimator/ LAD)1。分位回归系数是自变量变化时的分位值

变化,并能观察因变量分布位置的变化规律: (1)回归曲线可以随因变

量的实际分布状况变动, 而不以均值为分析切入点,便于对收入进行更

为细致、准确的分析; (2)分位回归模型的建立不以因变量的正态分布

为前提, 奇异值的敏感程度较之 OLS 模型得到了缓解, 具有更强的抗

耐性,因而模型的估计效果更加稳定。其模型表达式如下:

Y
*
= X&��+  �, Quant�( Y *

X ) =X&��

其中, Quan t�( Y * X )表示分位数,  �满足条件Quant�( Y * X ) = 0。

估计第 �位数( 0< �< 1)方程的 ��需要

min 1
n
�

∋
i: Y*

i
(X

i
&�

� Y
*
i �X *

i � + ∋
i: Y*

i
) X

i
&�

(1��) Y
*
i �X *

i �

� � 即最小化误差的加权和, 其中正的误差项赋予 �的权重, 负的误

差项赋予(1��)的权重。分位数 �,第 �位数(0< �< 1)方程的估计结

果为Quant�
∗

( Y
*

X ) = X&�
∗

�。在经验研究中, 0. 1、0. 25、0. 5、0. 75、

0. 9是几个常用于估计的具有代表性的位数2。

本文数据中,由于收入分布图呈现明显的右偏态分布趋势。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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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的预设没有得到满足, 需要使用分位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笔

者以社会网络资源为自变量,选择代表收入条件分布低、中、高分位数的

0. 25、0. 5和 0. 75进行分位回归估计,观察各自变量对收入条件分布各分

位点的不同影响;并与一般回归模型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对比分

析。研究假设中的结构制约体现在体制分割模型和市场分割模型中。

四、分析结果

(一) 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分析

社会网络资源对收入影响的分位回归结果如表 3�1 所示, 各类型

社会网络资源对劳动力市场收入获得都具有一定影响, 但其影响力有

所不同。本研究社会网络资源使用共有四类: 信息关系、人情关系、信

息和人情关系、未使用关系。其中,以!未使用关系∀作为参照类。分别

将其他三种社会网络资源与未使用关系做比较,分析三种社会网络资

源的影响力。模型结果显示, 相对于未使用关系, 使用信息资源使入职

收入提高 40. 7% ;使用人情资源可使入职收入提高 68. 8% ; 使用信息

加人情资源可使入职收入提高 73. 7% , 人情资源的作用大于信息资

源,因此, 该统计结果与假设 1相符。

表 3�1: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自然对数)效应分析(非标准化系数)
自变量 OLS 0. 25分位 0. 5分位 0. 75分位

社会网络资源

(参照组:未使用关系)

� 信息 0. 407(0. 195) ** 0. 373(0. 201) 0. 267(0. 160) 0. 206(0. 0959) *

� 人情 0. 688(0. 215) *** 0. 426(0. 284) * 0. 360(0. 246) * 0. 353(0. 172) **

� 信息+ 人情 0. 737(0. 169) *** 0. 738(0. 174) *** 0. 329(0. 135) *** 0. 146(0. 0835) *

人力资本 0. 141(0. 0228) *** 0. 067(0. 0217) *** 0. 135(0. 0255) *** 0. 084(0. 019) ***

政治资本(非党员= 0) 1. 072(0. 233) *** 0. 596(0. 190) *** 2. 710(0. 659) *** 0. 540(0. 459)

入职年龄 0. 258(0. 043) *** 0. 167(0. 0531) *** 0. 220(0. 0531)** 0. 151(0. 037) ***

年龄平方 �3. 404(0. 677) *** �2. 339(0. 938) *** �3. 106(0. 798) *** �2. 156(0. 59)***

性别(女= 0) 0. 052(0. 127) 0. 245(0. 099) * 0. 252(0. 105) *** 0. 153(0. 068) **

户口(农= 0) �0. 261(0. 168) �0. 217(0. 126) * �0. 222(0. 118) ** 0. 032(0. 087) ***

时期(1992前= 0) 2. 731(0. 160) *** 5. 088(0. 218) *** 2. 168(0. 282) *** 1. 888(0. 096) ***

截距项 �5. 018(0. 65) *** �4. 785(0. 669) *** �4. 997(1. 184) *** �0. 363(0. 684)

样本量 878 878 878 878

调整决定系数 0. 566 0. 529 0. 333 0. 283

� � 注: 1. *** 代表 p< 0. 01, ** 代表 p< 0. 05, * 代表 p< 0. 1;

2.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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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位回归模型能够对二者关系有更细致的刻画。相对于未使用关

系,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条件分布的0. 75分位点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使

收入条件分布的0. 75分位值提高 20. 6% ,而对较低分位点的影响不显

著;人情资源对入职收入条件分布的各分位点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可分

别使收入条件分布的 0. 25分位值提高 42. 6% , 0. 5分位值提高 36% ,

0. 75分位值提高 35. 3% ;信息加人情资源对收入条件分布的各分位点均

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可分别使收入条件

分布的 0. 25分位值提高73. 8% , 0. 5分位值提高 32. 9% , 0. 75分位值提

高14. 6%。因此,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网络资源对收入获得存在

正向影响,人情资源对收入的影响大于信息的影响,且在收入条件分布

的不同分位点上的影响不同,低分位点的影响大于高分位点的影响。换

句话说,如果通过强关系得到的是人情资源而通过弱关系得到的是信息

资源,那么强关系对收入影响大于弱关系对收入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假

设1得到支持。

此外,在 OLS模型与分位回归模型中,人力资本的影响都很显著。

但从分位回归模型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影响力随着条件分布分位点的

增高而增高,特别是在收入条件分布为 0. 50的分位点上,人力资本对入

职收入的影响最大。政治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与人力资本的作

用类似,同样在 0. 50分位点的影响最大,且结果为正向影响,但在 0. 75

分位点的影响不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分位回归方法能够更为详细地

刻画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二) 体制分割下社会网络资源收入效应的比较分析

表3�2显示的是分别对体制内与体制外样本进行 OLS估计和分位

回归分析的结果。比较体制内外社会网络资源收入效应可以看出,体制

内社会网络资源对收入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体制外。信息资源在体制内

外劳动力市场中对劳动力入职收入影响并不显著;人情资源在体制内劳

动力市场中对收入有显著影响,且为正向影响; 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中

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体制内的劳动力市场中人情资源能发挥较

大作用,而这种作用在体制外却被刚性的市场法则所制约。同时使用信

息关系和人情关系,体制内外劳动力市场对收入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

验,但在体制内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体制外。从分位回归分析的统

计结果来看,在体制外市场中动用信息、人情资源的一种或同时使用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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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体制分割下网络资源的收入(自然对数)效应分析(非标准化系数)
体制内

OLS 0. 25分位 0. 5分位 0. 75分位

社会网络资源
(参照组:未使用关系)

� 信息 0. 559(0. 278)** 0. 499(0. 374) 0. 803** (0. 370) 0. 266(0. 152)*

� 人情 0. 763(0. 292)*** 0. 502(0. 395) 0. 744 (0. 414)* 0. 432(0. 271)*

� 信息+ 人情 1. 039(0. 245)*** 1. 222(0. 315)*** 1. 064(0. 335) *** 0. 224(0. 114)**

人力资本 0. 160(0. 031)*** 0. 067(0. 029)*** 0. 229(0. 041) *** 0. 099(0. 022)***

政治资本(非党员= 0) 0. 863(0. 271) *** 0. 287(0. 122) ** 1. 437(0. 642) ** 0. 462(0. 471)

入职年龄 0. 299(0. 0610) *** 0. 128(0. 073) *** 0. 376(0. 104) *** 0. 199(0. 054) ***

年龄平方 �3. 740(1. 004) ** �1. 412(1. 359) �4. 789(1. 589) *** �2. 802(0. 86) ***

性别(女= 0) �0. 098(0. 168) 0. 240(0. 134) * �0. 071(0. 278) ** 0. 065(0. 0968)

户口(农= 0) �0. 094(0. 276) �0. 254(0. 184) �0. 254(0. 307) 0. 064(0. 137)

时期(1992年前= 0) 2. 378(0. 214)*** 4. 444(0. 321) *** 1. 929(0. 277) *** 1. 769(0. 109) ***

截距项 �5. 984(0. 896)*** �4. 122(0. 86) *** �8. 231(1. 556) *** �1. 296(0. 875)
样本量 620 620 620 620

调整决定系数 0. 484 0. 409 0. 265 0. 266

体制外

OLS 0. 25分位 0. 5分位 0. 75分位

社会网络资源
(参照组:未使用关系)

� 信息 �0. 090(0. 175) 0. 076(0. 157) �0. 145(0. 184) �0. 038(0. 124)
� 人情 0. 081(0. 207) 0. 152(0. 180) �0. 059(0. 177) �0. 166(0. 300)

� 信息+ 人情 0. 088(0. 149) * 0. 157(0. 121) �0. 075(0. 134) �0. 074(0. 105)
人力资本 0. 092(0. 023) *** 0. 077(0. 0262) *** 0. 069(0. 021) *** 0. 073(0. 021)***

政治资本(非党员= 0) 1. 94(0. 451) *** 2. 082(1. 880) 2. 001(1. 767) 0. 674(1. 841)

入职年龄 0. 074(0. 0396) * 0. 089(0. 0698)* 0. 088(0. 0473) * 0. 044(0. 0447)

年龄平方 �1. 23(0. 592) ** �1. 399(1. 251) * �1. 395(0. 734) ** �0. 819(0. 686)
性别(女= 0) 0. 260(0. 127) ** 0. 274(0. 105) * 0. 160(0. 103) 0. 403(0. 125) ***

户口(农= 0) �0. 048(0. 130) �0. 058(0. 118) 0. 039(0. 106) 0. 032(0. 0975)

时期(1992年前= 0) 2. 114(0. 269) *** 1. 744(2. 049) 1. 531(0. 675) *** 1. 023(0. 523) *

截距 �0. 94(0. 780) �1. 246(2. 481) �0. 236(1. 975) 2. 543(1. 984)

样本量 256 256 256 256

调整决定系数 0. 398 0. 234 0. 168 0. 159

� � 注: *** 代表 p< 0. 01, ** 代表 p< 0. 05, * 代表 p< 0. 1。

资源和信息资源均不对入职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表现出与 OLS结果的

差异性。而在体制内市场,信息加人情资源对收入条件分布的各分位

点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尤其在收入条件分布的 0. 25分位点、0. 5 分位

点动用信息加人情资源可使其收入分别增加 122. 2% 与106. 4% , 在

0. 75分位点可增加 22. 4% ;动用人情资源对入职收入仅在 0. 5分位点

和 0. 75分位点有显著影响,可使收入在这两个分位点分别提高7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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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3. 2%。从总体上看, 无论是体制内市场还是体制外市场, 社会网

络资源在低分位点的影响要大于其在高分位点的影响, 在体制内的影

响要大于其在体制外的影响。

人力资本变量在体制内外的劳动力市场中均具有显著影响, 对体

制内影响略高于体制外。在体制内市场中,人力资本的影响在中、高分

位点的影响较之低分位点更强;而在体制外市场中,人力资本的影响在

各分位点较为一致。因此,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人力

资本的影响几乎同等重要。政治资本变量虽然在两个 OLS 回归模型

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分位回归模型中却并未完全通过。在体制

内劳动力市场, 政治资本对收入的低、中分位点均有显著影响,显示了

政治资本在体制内外入职收入回报的差异性。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

OL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治资本的影响是正向的, 这与以往的许多研

究结果吻合, 而分位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 政治

资本对入职收入的各分位点影响均不显著, 说明传统的 OLS方法估计

参数的过度敏感性。有趣的是,从 OLS估计结果来看, 体制外市场政

治资本对入职收入的影响比进入体制内要大,以笔者估计, 可能的原因

在于具有政治资本的这些人的价值追求变化, 即在体制外具有更多的

获利或成功的空间。

(三) 市场分割下的社会网络资源收入效应分析

表 3�3显示的是市场分割造成的高端劳动力市场和低端劳动力市
场的 OLS 回归和分位回归分析结果。在两类劳动力市场的 OLS 模型

中,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均没有显著影响;人情资源在低端劳动力市场

中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在高端劳动力市场不显著,可使低端劳动力市场

收入提高 70. 2% ;信息加人情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均是显著的, 可

使收入增加 57% 与 76. 9%。这些结论与假设 3是一致的。在竞争激

烈且不太规范的低端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网络资源尤其是人情资源能

发挥较大的作用。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分位回归模型中,使用信息资

源的影响仍不显著, 人情、信息加人情资源在收入不同分位点有不同的

影响,使用人情会使收入条件分布在 0. 5 与 0. 75 分位点分别增加

49% 、51. 8% ,而在 0. 25分位点不显著;使用人情加信息会使收入条件

分布在 0. 25、0. 5和 0. 75分位各增加 77. 5% 、53. 2%、20. 6% , 随着

分位点的升高, 影响力逐渐减弱。在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分位回归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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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市场分割下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自然对数)效应分析(非标准化系数)
高端劳动力市场

OLS 0. 25分位 0. 5分位 0. 75分位
社会网络资源
(参照组:未使用关系)

� 信息 0. 477(0. 351) 0. 316(0. 463) 0. 353(0. 370) 0. 008(0. 228)

� 人情 0. 708(0. 463) 0. 333(0. 807) 0. 256(0. 528) �0. 043(0. 196)
� 信息+ 人情 0. 570(0. 317) * 0. 314(0. 436) 0. 099(0. 350) 0. 002(0. 173)

人力资本 0. 15(0. 047) *** 0. 088(0. 049) * 0. 14(0. 049) *** 0. 069(0. 033) **

政治资本(非党员= 0) 0. 655(0. 345) * 0. 68(0. 298) ** 1. 65(0. 688) *** 0. 221(0. 484)

入职年龄 0. 187(0. 082) ** 0. 067(0. 119) 0. 106(0. 118) 0. 083(0. 0732)

年龄平方 �2. 162(1. 238) * �0. 739(2. 174) �1. 054(1. 877) �1. 071(1. 170)
性别(女= 0) 0. 087(0. 236) 0. 198(0. 180) 0. 173(0. 235) 0. 197(0. 142)

户口(农= 0) �0. 470(0. 312) �0. 354(0. 337) �0. 350(0. 257) 0. 197(0. 201)

时期(1992年前) 2. 880(0. 29) *** 5. 25(0. 42) *** 2. 499(0. 77) *** 2. 127(0. 247) ***

截距项 �3. 61(1. 36) *** �3. 57(1. 425) ** �2. 702(1. 943) 1. 024(1. 228)

样本量 255 255 255 255

调整决定系数 0. 556 0. 524 0. 326 0. 255

低端劳动力市场

OLS 0. 25分位 0. 5分位 0. 75分位

社会网络资源
(参照组:未使用关系)

� 信息 0. 312(0. 244) 0. 184(0. 268) 0. 229(0. 235) 0. 230(0. 147)

� 人情 0. 70(0. 247) *** 0. 416(0. 264) 0. 490(0. 329)* 0. 518(0. 217) **

� 信息+ 人情 0. 77(0. 205) *** 0. 775(0. 172) *** 0. 532(0. 15) *** 0. 206(0. 09)**

人力资本 0. 14(0. 029) *** 0. 058(0. 028) ** 0. 127(0. 032)*** 0. 094(0. 025) ***

政治资本(非党员= 0) 1. 35(0. 340) *** 0. 335(0. 213) 3. 462(0. 759)*** 1. 355(0. 693) *

入职年龄 0. 31(0. 052) *** 0. 167(0. 061) ** 0. 184(0. 073)** 0. 155(0. 035) ***

年龄平方 �4. 25(0. 85) *** �2. 42(0. 968) ** �2. 597(1. 088)** �2. 275(0. 549) ***

性别(女= 0) 0. 079(0. 156) 0. 277(0. 120) ** 0. 314(0. 127)** 0. 099(0. 090)

户口(农= 0) �0. 220(0. 208) �0. 23(0. 145) �0. 241(0. 155) 0. 171(0. 117)

时期(1992年前= 0) 2. 69(0. 202) *** 5. 17(0. 299) *** 1. 903(0. 397)*** 1. 884(0. 102) ***

截距项 �5. 89(0. 81) *** �4. 45(0. 989) *** �4. 988(1. 170)*** �1. 342(0. 885)
样本量 603 603 603 603

调整决定系数 0. 570 0. 530 0. 338 0. 301

� � 注: *** 代表 p< 0. 01, ** 代表 p< 0. 05, * 代表 p< 0. 1。

使用各种社会网络资源在收入各分位点的影响均不显著,从而证实了假

设3。

无论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还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变量对

入职收入均有正向显著影响。但其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和低端劳动力市

场中同样表现出了差异性,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回报高于低端劳动力市场

回报。政治资本由市场分割造成的不同影响则更为明显,在高端劳动力

市场中,相对于非党员,有党员身份的入职收入可提高 65. 5% ,在条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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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0. 25分位与 0. 5分位均有显著影响,但在收入条件分布 0. 75分位回归

中无显著影响;拥有政治资本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可使其入职收入增

高135. 2% ,并在各分为点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总体上看,政治资本拥

有者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相对有更高的入职收入回报。

五、结论及展望

本文从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研究的三个视角出发,旨在探讨社会结

构约束下的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相

应的研究假设,并运用西安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对社会资本

的同质性与内生性问题也有所回应。Mouw(2003)认为,在求职过程中中

介人的地位与求职者的地位本身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因而求职结果可能

本身就不是由于中介人的资源发挥的作用, 而很可能是由于中介人和求

职者地位的同质性造成的。传统的地位测量方式无法得到关系使用的

具体资源,难免丢失重要信息。本文通过直接测量从中介人获取的资源

类型来衡量社会资本,这种测量方式避免了用中间人地位衡量社会资本

而造成的同质性问题。针对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的社会资本是求职者

在入职前通过关系得到的社会资源;同样, 收入指标使用的也是入职时

的收入。笔者认为,求职者在入职前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与入职时的收

入在逻辑上、时间上都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而,从理论上可以说, 人

们入职前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是外生的。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

文结论如下:

第一,社会网络对劳动力市场入职收入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

用,但社会网络资源的各个类型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人

情资源的影响大于信息的影响,同时使用信息关系与人情关系的作用则

大于单独使用人情关系的作用。由于获取人情资源可能对应的是社会

网络中的强关系,从这个层面上说,本研究再次证明强关系假设更适用

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尤其在体制内和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作用更加明显。

第二,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受到结构约束,在不同制度环境与

竞争条件下,制度的不确定性与竞争压力共同制约社会网络的作用空

间。转型期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不确定性较强,社会网络作用空

间大,收入效应明显;低端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导致社会网络资源也有

较强的收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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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位回归模型相对于 OLS方法的优势在于其能够更加详细地

刻画出社会网络资源对收入条件分布不同分位点的影响。分析结果显

示,在多数情况下分位回归与 OLS结果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从而深化

人们对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的理解。

第四,人力资本对入职收入的各分位点呈现正向影响,随着收入分

位点的增高,人力资本的影响也越大, 因此, 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有加

大收入差异的作用。同时,政治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入职收入的影响在

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体制外和高端劳动力市场中,政

治资本的回报各有不同。

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的结论仅仅是通过对西安市的调查数据的统

计分析得出的,其适用性还需由更大范围的数据加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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