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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采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 PSCUS)”数据，系统分析了家

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精英大学中，家庭

背景几乎没有影响，选择性淘汰效应突出; 在普通本科大学中，家庭背景作

用显著，文化再生产机制作用明显，但个人努力因素也同样重要; 在高职院

校中，文化再生产机制和能力主义规则的作用都不突出。高等教育大众化

导致了大学的分化，不同类型大学竞争场域和竞争规则出现极大差异，文化

再生产机制和选择性淘汰假设在大学校园竞争中都留有痕迹，但在不同类

型的大学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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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家庭背景在大学学习阶段还重要吗?

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成就的影响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心主题。国内外大

量实证研究均证实，家庭背景差异是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关于这

方面的研究，学者们讨论的重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家庭背景对升学机会的

影响; 二是家庭背景对学生在校表现( 主要是学业成绩) 的影响，而学生的在校

表现又会影响下一阶段的升学机会。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研究都证实家

庭背景对从小学到大学各阶段的升学都有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不
同时期由于政策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作用而有高低起伏 ( Ｒaftery ＆ Hout，
1993; Haim ＆ Shavit，2013; Lucas，2001; 李煜，2006; 刘精明，2008; 吴晓刚，2009;

李春玲，2010，2014a，2014b; 吴愈晓，2013 ) 。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研究都集

中于讨论家庭背景对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学业表现的影响，并且证实这种影响是

广泛而深远的( Coleman et al．，1966; Andersen ＆ Hansen，2012; Hanushek et al．，
2019) ，但关于家庭背景对大学教育阶段在校表现的影响，讨论较少而且不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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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零星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太一致( Hansen ＆ Mastekaasa，2006; Martin，

2009) 。同时，在理论层面也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追随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

论，认为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在校积累的人力资本仍然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家庭

背景会影响学生的在校表现，精英阶层或中产阶层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在大学校

园里的竞争中具有优势( Connor et al．，2004; Hansen ＆ Mastekaasa，2006) 。另一

些学者对此观点持反对态度，提出“选择性淘汰假设”，他们认为，历经多个升

学阶段的筛选，能考入大学的低阶层家庭背景的学生往往在智力和能力方面

极为优异，而来自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却有一些并不那么优异，这导致家庭

背景在大学校园竞争中的作用减弱，精英阶层或中产阶层家庭出身的大学生

不再具有优势 ( Mare，1980 ; Stolzenberg，1994 ; 吴晓刚，2016 ; 许多多，2017 ; 李

丁，2018) 。

国内社会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刚刚起步。近二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扩张

步伐迈得极快，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机会竞争却日益

激烈。高等教育不平等问题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

公众关注的民生热点，出身背景对上大学的机会以及大学毕业后就业机会的影

响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大量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在人生的这两个阶段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拼爹”现象普遍存在，精英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就读

院校、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 文东茅，2005; 李煜，2006; 刘精

明，2006; 吴愈晓，2013) 。然而，在能否上大学( 特别是能否上好大学) 与能否顺

利找到工作( 特别是找到好工作) 之间，还有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大学在校学习阶

段，学生在这一阶段能否获得相应知识、能力和资格荣誉，将影响学生未来在劳

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大学文凭本身虽然重要，但进入大学

后取得的学业成就也成为一种人力资本，是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重要砝码，会

影响大学生就业机会、起薪水平和就业单位的选择( 赖德胜等，2012; 岳昌君、张
恺，2014) 。比如，学习成绩优异、担任过学生干部、获得奖学金或其他奖励等，都

有可能为毕业生求职简历增彩，提升其就业竞争力。毫无疑问，大学阶段是大学

生就业的准备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阶段，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实践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乃至创新能力等均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要发展，会对个人未来前

途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一阶段，家庭背景是否还像小学和中学阶段一样对学生

学业成就或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获得产生影响，同样是衡量高等教育是否公平

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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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有研究: 碎片化的研究发现

最近几年，有多位学者采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从不同角度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李丁( 2018) 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有利于非

211 高校学生提升英语成绩，但在 211 高校其作用则不明显，而家庭文化资本则

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文艺活动参与有促进作用。朱斌( 2018) 的研究发现，精

英阶层子女更可能成为学生干部，英语能力也更强，但因精英阶层子女学习努力

程度不如低阶层子女，导致他们学业成绩较差。李忠路( 2016 ) 的研究发现，家

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升学读研有正向作用。以上几项研究都证实

家庭背景仍然在大学校园竞争中发挥作用。然而，许多多( 2017) 的研究则得出

相反的结论，大学教育期间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非认知能力提升( 自我效能

感和自尊感) 快于非贫困家庭学生，说明大学教育削弱了家庭背景的作用。除

了上述这几项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以外，高耀等人

( 2011) 采用江苏省 20 所高校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生

学习成绩、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和英语成绩都有正向作用，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

获奖有正向作用。朱新卓等人( 2013) 基于对北京一所 985 高校的调查数据，研

究发现家庭背景对担任学生干部作用明显，来自城市且家庭阶层地位高、收入

高、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大学生担任学生会干部的比例，高于来自农村且家庭阶

层地位低、收入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大学生。此外，还有一项较早的对 1999

年入学的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中的英语过级以

及担任学生干部都有正向促进作用( 李锋亮等，2006) 。

现有的这些研究为我们展现出家庭背景与大学生学业成就及人力资本积累

之间关系的复杂图景。一方面，大学生学业成就的评估标准要比中小学学业成

就评估标准更加复杂和多元化，中小学竞争的主要目标是下一阶段的升学机会，

因此学习成绩( 考试分数) 可以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简化标准。而在大学阶段，

虽然有一些学生追求升学考研，但大部分学生将走向劳动力市场，衡量大学生人

力资本积累的标准不仅包括学习成绩，也包括其他一些对未来就业产生影响的

能力素质，如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具有党员身份、获奖情况、英语成绩，等等。

另一方面，在中小学阶段，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 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

本等) 共同作用于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在大学阶段，不同类型家庭资本对不同类

型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不同的作用，由此导致家庭背景与大学生人力资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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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关系错综复杂。已有的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种复杂性，但未能

理清其中的运作机制，使得研究发现较为碎片化，对于家庭背景因素在大学生人

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无法提供系统全面、逻辑贯通的清晰解释。如何将不同类

型的家庭资本对不同种类的大学生人力资本的作用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里进行

系统探查，从而提供由理论假设到实证结果的清晰解释，是本文试图努力的方

向。另外，已有研究采用的数据大多是某一地区的局部数据，无法充分反映家庭

背景对大学期间人力资本积累的全面影响。本文尝试采用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学

生抽样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全面、系统的分析。

三、理论的争议: 文化再生产或选择性淘汰假设

对于家庭背景与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之间的关系，国外学界的多项实证研

究得出了不同结论，从而引发了理论争论: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大学期间

的人力资本获得中还起作用吗?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学校教育活动作为符号暴力对再生产不平等

所起的作用，学校通过构建有利于精英阶层的文化而实现社会再生产。布迪厄

认为，高等教育所传播的文化与精英阶层的文化更为接近，因而精英阶层的子女

更易于适应大学教育环境和规则并取得更高的学业成就，相反，中下阶层子女则

在大学校园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导致精英阶层的子女在学业成绩和校园活

动中往往能获得突出的表现，并通过把学术成就转换成社会地位，实现从文化

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a; 布尔迪厄，2004; Bourdieu

＆ Passeron，1977) 。布迪厄、帕斯隆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不仅影响子女

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校的专业学习情况存在差

异，家庭背景越好的大学生学业更优秀，而且更有可能参加其他文化活动( 布尔

迪约、帕斯隆，2002b; 布尔迪厄，2004; Hansen ＆ Mastekaasa，2006; Dumais，2002;

Ｒoksa ＆ Potter，2011) 。

然而，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在大学生的学业竞争中是无效或过时的。说其无效，是因为经过多个阶段的筛

选———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大学，能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即使是来自中下阶

层或弱势群体，也都是才智出众并且适应了教育规则和校园文化的人，因而家庭

背景的作用不再重要( De Graaf et al．，2000) 。罗伯特·梅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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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淘汰假设，他认为，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家庭背景的影响逐渐减弱，每一次

的升学都会淘汰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因此教育阶段越高，学生的家庭背景趋于

接近( Mare，1980; Stolzenberg，1994) 。与此同时，较低阶层子女通过层层选拔也

提高了能力，能进入大学的较低阶层子女各方面的能力并不弱于较高阶层子女。

梅尔以及崔曼等人的研究( Mare，1980; Treiman ＆ Yamaguchi，1993) 甚至发现，在

每一个教育阶段，选拔上来的低社会出身的人都要比高社会出身的人在能力上

更为优秀，而且越到高等教育阶段，这一选择性就越强。大学生群体既包括家庭

出身差但拥有较强能力的人，也包括家庭出身较好但能力并不那么出众的人，这

一内部异质性减弱了家庭背景的影响( 许多多，2017) 。另一些学者认为布迪厄

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过时了，他们认为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民主化，现今的

大学教育与布迪厄当年研究的法国高等教育已有很大变化。在这些学者看来，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越来越多的工农子弟和弱势群体子女走进大学校园，这极大

地改变了大学校园生态，使布迪厄所说的大学校园精英文化色彩淡化，能力主义

规则 普 遍 盛 行，这 也 有 效 地 弱 化 了 家 庭 背 景 的 作 用 ( Halsey et al．，1980;

Goldthorpe，2000) 。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大学期间的人力资本获得还有解释力吗? 或者

选择性淘汰假设理论更有效并已经消解了文化再生产的作用吗? 目前还没有确

定的答案。从现有的国外实证研究来看，的确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背景的

作用正在弱化，或者基本没有作用 ( Mare，1980; Treiman ＆ Yamaguchi，1993;

Stolzenberg，1994; De Graaf et al．，2000) ; 但也有另一些研究证实家庭背景仍然影

响着 大 学 生 人 力 资 本 获 得 ( Smith ＆ Naylor，2001; Dumais，2002; Hansen ＆

Mastekaasa，2006; Ｒoksa ＆ Potter，2011) ，并且发现不仅家庭的文化资本具有较

强作用，而且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有作用。比如，家庭经济资本缺乏会导致学

生花较多时间打工兼职，进而影响其学业成就。同时，还有研究发现，在阶级差

异较为明显的社会( 比如英国)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作用更强，

而在阶级差异较小的社会( 比如北欧国家) ，家庭背景的作用较弱( Hansen ＆

Mastekaasa，2006) 。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也未能清楚地解答这个问题。前

面介绍的碎片化的研究发现说明，对这一问题还需要做更深入系统的分析。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国内外研究及相关理论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校

园竞争生态的差异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讨论家庭背景对大学学习过程的影

响等问题时往往笼而统之，或者过于强调文化再生产的作用，把家庭背景对各阶

段升学机会竞争的影响作用延续到大学校园竞争中; 或者单纯突出选择性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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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完全忽视大学学习过程中家庭背景的影响。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下

分化日益突出的高校人力资本竞争及其家庭背景的作用，这两种取向的理论都

无法提供翔实的解释。大学的分化在中国更加突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

程在一个较短时期急速推进，但同时升学考试竞争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被进一步

激化，这两种发展趋势的共同作用导致不同类型高校在生源构成和在校人力资

本积累过程及其效用上存在极大差异，家庭背景在其中也发挥着极为不同的作

用。本研究尝试通过数据分析检验文化再生产理论与选择性淘汰假设在中国大

学校园竞争中的解释力，重点比较不同层次高校的异同，从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

公平程度及其后果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四、研究假设

针对文化再生产理论与选择性淘汰假设之争，本文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家庭

背景在当今中国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是否还会产生作用。如果数据分析结

果是肯定的，说明文化再生产在当今大学校园中可能还在发挥作用; 如果家庭背

景的作用不明显、个人努力因素作用更加明显的话，则表明当今中国大学校园并

不崇尚布迪厄等人所说的精英文化，而是强调能力主义，选择性淘汰假设比文化

再生产理论更能解释当今大学校园的竞争规则。在以下两个对立的假设中，假

设 1. 1 验证文化再生产理论，假设 1. 2 则验证选择性淘汰假设。

假设 1. 1: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有显著影响。

假设 1. 2: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没有显著影响或只有较弱影响，

而个人努力程度影响显著。

另外，根据布迪厄等人的研究，文化再生产机制特别体现在精英大学的竞争

规则中，精英文化和符号暴力的作用在精英大学校园场域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 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a，2002b) 。同时，梅尔以及崔曼等人提出的选择性淘

汰假设也最可能出现在精英大学中，因为能进入精英大学的中下阶层子弟必然

是才智突出者( Mare，1980; Treiman ＆ Yamaguchi，1993) 。因此，判断文化再生产

还是选择性淘汰假设是当今中国大学校园竞争的主导机制，关键是要检验家庭

背景在精英大学中的作用强弱。我国的高等教育被区分为本科大学和高职院校

两个层次，本科大学中的 985 高校普遍被认可为精英大学，而其他的本科大学一

般被认为层次高于高职院校。实际上，现今高职院校生源大多来自农村家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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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中下阶层家庭，较少来自精英阶层或城市中产阶层，文化再生产和选择性淘

汰假设的前提条件在高职院校都不具备。因此，下面两个假设如果得到支持，说

明文化再生产机制还在主导当今大学校园里的竞争。

假设 2. 1: 家庭背景对 985 高校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有显著影响。

假设 2. 2: 相对于普通本科大学，家庭背景对 985 高校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

的影响更加显著; 相对于高职院校，家庭背景对普通本科大学的作用更加显著。

与上述假设 2 相对立的假设 3 如果得到验证，则表明选择性淘汰假设或者

说能力主义原则主导了大学校园的竞争。

假设 3: 家庭背景对 985 高校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不显著或影响较

弱，而个人努力程度影响显著。

五、数据、变量与模型

( 一) 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 PSCUS) ”

2017 年度调查数据。该调查开始于 2013 年，每年实施一次追踪调查，对在校生

从入学一直追踪到毕业，并对离校毕业生每年度继续进行追踪。该调查以教育

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为总抽样框，依照多阶段、分层、随机的抽样原则从“学

校—专业—班级”三个层次的抽样单元进行抽样。学校为初级抽样单元( PSU) ，

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按照学校层级 ( 985 高校、211 院校、普通本科、高职院

校) 、学科类型( 综合类、理工类和文科类) 和分布地域( 东北、华北、西北、西南、

华中、华东和华南) 的不同，划分为三个抽样层( 抽样框) ，并使每一抽样框内所

抽中的大学尽量分散在不同的抽样层上，以此来平衡 PSU 的多样性，降低抽样

误差。专业为二级抽样单元( SSU) ，在选中的学校里，每所学校随机抽取八个专

业。班级为三级抽样单元( TSU) ，在入选的专业中，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一个班级。2017 年的调查共包括了 17 所院校。剔除研究生样本和研究中分析

变量的缺失值后，对 9208 个样本进行了分析。

( 二) 变量

1． 因变量: 人力资本

本文所说的人力资本不仅指学习成绩，也包括了大学生在校期间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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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就业能力的知识技能、荣誉资格或身份。本文选取四个指标来代表这种

人力资本: 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政治面貌，这四个指标即为模

型分析的因变量。

大学生在校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课内和课外两种途径获得。通过课内

途径获得的主要是学生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成绩是反映学生课内

学习成效的重要指标。在课堂外，学生通过参加校园活动并在学生组织里成为

学生干部，其领导力和组织力也得到较好的锻炼。奖学金和党员的评定既需要

评估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也会考虑学生参与班级活动和校园活动的情况，是学

生各项学习能力的全面反映。

学习成绩的测量来自被调查学生对下述问题的回答: “您目前的学习成绩

( GPA) 在同年级同专业的学生中如何?”答案分为五个层次，包括“很差”“较差”

“一般”“良好( 综合排名前 25% ) ”和“优异( 综合排名前 10% ) ”，依次赋值为

1 － 5。本文将学生干部经历处理为二分变量，包括做过学生干部和没有做过学生

干部两类，分别赋值为 1 和 0。奖学金的获得也是二分变量，包括获得和没有获

得，没有获得为参照组。党员身份同样被处理为二分变量，包括党员和非党员，

分别赋值为 1 和 0。

2． 核心自变量: 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主要涉及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职业阶层和户籍

性质。

本文采用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测量家庭文化资本。本文用家庭月收入代

表家庭经济资本，并将家庭月收入分为九个区间。由于收入变动幅度对高收入

和低收入群体的影响不同，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较小的收入变化对家庭也将产

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对家庭月收入的划分采取非等分原则，具体包括 3000 元以

下、3001 －5000 元、5001 － 7000 元、7001 元 － 10000 元、10001 － 15000 元、15001 －

20000 元、20001 － 30000 元、30001 － 50000 元和 50000 元以上九个区间，依次赋

值为 1 － 9。

本文选取父亲的职业类型反映家庭的职业阶层情况，将父亲职业类型主要

划分为四个阶层，包括农民阶层、普通工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管理者阶

层，并依次赋值为 1 － 4。

此外，本文将学生出生时的户口类型也作为测量家庭背景的重要变量。

我国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二元分割，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和教育资

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用户籍性质测量家庭背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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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本文将户口类型处理为二分变量，包括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分别赋值为

0 和 1。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学生的学习勤奋程度、年级、专业、人口统计特征以

及学校类型。

个人努力程度在验证文化再生产或选择性淘汰假设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控制

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辅助性的解释变量。在控制了个人努力程度的条

件下，如家庭背景特别是家庭文化资本显著影响学生学业表现，将是对文化再生

产理论的强烈支持。本文用学生学习勤奋程度代表个人努力程度，将学生每天

的学习时间作为衡量学习勤奋的指标。此外，学生在校人力资本积累会因年级

的高低而存在差异，因此年级也是基本的控制变量。学生的专业区分为三大类，

包括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和人文科学类。人口统计特征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和年龄。学校类型主要包括 985 大学、普通本科大学和高职院校。①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N =9208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学习成绩( % )

很差 1. 94

较差 8. 01

一般 52. 52

良好 26. 60

优异 10. 93

学生干部( % )
是 64. 87

否 35. 13

奖学金( % )
曾获得过 35. 69

未获得过 64. 31

党员( % )
是 6. 89

否 93. 11

家庭职业阶层( % )

农民阶层 40. 48

普通工人阶层 33. 63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7. 84

管理人员阶层 1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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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由于这两所 211 大学在全部 211 高校排名中相对较后，因此本研究未将它们视作

精英大学。



续表 1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家庭经济资本
均值 2. 71

标准差 1. 88

家庭文化资本
均值 10. 16

标准差 3. 70

户籍性质( % )
农村 59. 78

城市 40. 22

学习勤奋
均值 5. 61

标准差 2. 88

学校类型( % )

高职院校 40. 82

普通本科大学 31. 28

985 大学 27. 90

年级( % )

一年级 30. 09

二年级 28. 73

三年级 28. 08

四年级及以上 13. 10

专业( % )

人文科学 15. 04

社会科学 27. 54

自然科学 57. 42

性别( % )
男生 48. 22

女生 51. 78

年龄( 岁)
均值 20. 79

标准差 1. 38

此外，因学习成绩和学生干部是评选奖学金和党员身份的重要因素，所以当

因变量为奖学金和政治面貌时，在控制上述变量的基础上，又控制了学生成绩和

学生干部两个变量。

( 三) 统计模型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采用了两种模型: 序次 logistic 模型和二分类 logistic 模

型。当因变量为定序变量时，如学习成绩，采用序次 logistic 模型; 当因变量为二

分类变量时，如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党员身份，则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模

型。本文的数据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模型分析包括了所有学校类型

的样本，四个模型分别分析了家庭背景因素对学生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奖

学金获得和党员身份的影响。第二部分的分析对比了不同类型学校家庭背景因

素对学生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党员身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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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模型分析结果

( 一)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的影响( 不区分学校类型)

1． 学习成绩

表 2 模型 1 所列的数据是以“学习成绩”为因变量的序次 logistic 模型的分

析结果，是在控制了学校类型、学习时间、年级、性别和年龄的基础上，分析家庭

背景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

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大学生获得更优异学

习成绩的可能性增加 4% ( e0. 040 － 1) 。家庭职业阶层地位也显著影响大学生的

学习成绩。相对于农民阶层来说，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管理者阶层子女的学习

成绩可能更优秀，普通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子女学习成绩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过，家庭经济资本和户籍身份对学习成绩不存在显著影响。另外，学习勤奋程

度对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学生每天多学习 1 小时，大学生取得更优异学习成绩

的可能性增加 10% ( e0. 099 － 1) 。

2． 学生干部经历

表 2 模型 2 所列的数据是以“是否为学生干部”为因变量的二分 logistic 模

型分析结果。数据显示，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成为学生干部存

在显著的积极作用。家庭职业阶层地位也对学生干部经历有显著影响，管理者

阶层子女比农民阶层子女更有可能成为学生干部，但普通工人阶层和专业技术

人员阶层则与农民阶层没有显著差异。户籍身份对学生干部经历也有影响，与

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城市出身的大学生成为学生干部的可能性低于来自农村的

学生。与此同时，学习勤奋也对成为学生干部有正向作用。

3． 奖学金获得

表 2 模型 3 显示的是学生获得奖学金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家庭文化资本

和家庭经济资本对获取奖学金不存在显著影响，家庭职业阶层具有显著影响，工

人家庭出身相对于农民阶层出身存在劣势。在城乡差异方面，来自农村的大学

生更有可能获得奖学金，这可能是因为奖学金对农村大学生来说不仅仅是一种

奖励和肯定，更是重要的经济资助，因而他们会更加努力争取奖学金。另外，学

习勤奋对获取奖学金具有显著影响。

4． 政治面貌

表 2 模型 4 显示的是大学生党员身份获得的影响因素。数据显示，除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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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本以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对入党没有显著影响，只有文化资本有助于提升

入党机会。另外，学习勤奋对入党有显著影响。

5． 不区分学校类型的分析结果: 文化再生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

综合表 2 列出的 4 个模型分析结果，在控制了学习勤奋程度以及其他一些

因素的条件下，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假设 1. 1 得到支

持，假设 1. 2 被拒绝。具体来说，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

历和入党有显著影响; 家庭职业阶层地位对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和奖学金获

得有显著影响; 家庭经济资本对部分指标有微弱影响，户籍身份则显示出负向影

响。模型分析的另一个结果是城乡出身背景在大学校园竞争中不再重要，虽然

表 2 家庭背景与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

变量
学习成绩 学生干部 奖学金 党员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城市家庭( 农村家庭 = 0)
－ 0. 042
( 0. 055)

－ 0. 147*

( 0. 060)
－ 0. 188＊＊

( 0. 065)
－ 0. 058
( 0. 119)

家庭职业阶层( 农民阶层 = 0)

普通工人阶层
－ 0. 053
( 0. 051)

0. 098
( 0. 056)

－ 0. 202＊＊＊

( 0. 061)
－ 0. 013
( 0. 118)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0. 218*

( 0. 091)

－ 0. 053
( 0. 099)

－ 0. 020
( 0. 105)

－ 0. 313
( 0. 201)

管理者阶层
0. 209＊＊

( 0. 080)
0. 287＊＊

( 0. 089)
0. 003

( 0. 092)
－ 0. 099
( 0. 167)

家庭经济资本
0. 018

( 0. 014)
0. 037*

( 0. 016)

0. 030
( 0. 016)

－ 0. 012
( 0. 030)

家庭文化资本
0. 040＊＊＊

( 0. 008)
0. 026＊＊

( 0. 009)
0. 012

( 0. 010)
0. 047＊＊

( 0. 018)

学习勤奋
0. 099＊＊＊

( 0. 007)
0. 032＊＊＊

( 0. 008)
0. 020*

( 0. 008)
0. 031*

( 0. 015)

学校类型( 高职院校 = 0)

普通本科大学
－ 0. 533＊＊＊

( 0. 053)
0. 277＊＊＊

( 0. 058)
0. 214＊＊＊

( 0. 063)
0. 266*

( 0. 132)

985 大学
－ 0. 732＊＊＊

( 0. 058)
0. 250＊＊＊

( 0. 063)
0. 868＊＊＊

( 0. 068)
0. 579＊＊＊

( 0. 138)

样本量 9208 9208 9208 9208

pseudo Ｒ2 0. 035 0. 013 0. 114 0. 204

注: ( 1) 因篇幅所限，表 2 未显示控制变量、截点系数和常数项的分析结果，学习成绩模型、学生干部
模型的控制变量为专业、年级、性别、年龄，奖学金模型和党员模型的控制变量在前三个模型控制变
量的基础上增加了学习成绩和学生干部。 ( 2 )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 3 )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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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表明，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升学竞争中城乡出身背景影响深远，但进入大

学校园之后，城市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相对于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并不具有优势。

另一方面，在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影响的同时，学习勤

奋程度也对四个指标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当今校园竞争中文化再生产机制

和能力主义规则都在发挥作用。光靠“拼爹”是不行的，个人努力加上“有爹可

拼”更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 二)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的影响( 区分学校类型)

表 2 的模型分析结果考察了家庭背景在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同

时也反映出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中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存在巨大差异，在学习成

绩、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党员身份这四个指标上，985 大学、普通本科大

学和高职院校显示出极大差异。本科大学入党机会远高于高职院校，985 大学

学生成为党员的可能性是高职院校的 1. 78 倍( e0. 579 ) ，普通本科大学学生成为党

员的可能性是高职院校的 1. 31 倍( e0. 266 ) 。本科大学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机会高

于高职院校，985 大学学生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是高职院校的 2. 38 倍( e0. 868 ) ，

普通本科大学学生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是高职院校的 1. 24 倍( e0. 214 ) 。本科大

学当学生干部的机会也远高于高职院校，985 大学学生成为学生干部的可能性

是高职院校的 1. 28 倍( e0. 250 ) ，普通本科大学学生成为学生干部的可能性是高职

院校的 1. 32 倍( e0. 277 ) 。这表明，985 高校能提供给学生的资源远多于普通本科

大学，而普通本科大学的资源又远多于高职院校。

在学习成绩上，数据显示了比较奇怪的结果，985 高校学生的自我评价学习成

绩低于普通本科大学，而普通本科大学学生的自我评价学习成绩又低于高职院校。

其原因是本科大学学业竞争更为明显，学生成绩好坏差异较大，特别是 985 高校更

加突出，而高职院校由于学业竞争没那么激烈，学生成绩差异不太明显。这导致高

职院校学生自我评价“良好( 综合排名前 25% ) ”和“一般”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本

科大学，而自我评价为“很差”和“较差”的比例明显低于普通本科大学。同样地，

普通本科大学学生自我评价“良好( 综合排名前 25% ) ”和“一般”的比例明显高于

985 大学，而自我评价为“很差”和“较差”的比例明显低于 985 大学。三类学校自

我评价为“优异( 综合排名前 10% ) ”的比例则比较相近。这导致数据分析结果显

示出高职院校学生自评的学习成绩最高，而 985 高校学生自评成绩最低。

这些数据表明，本科大学特别是 985 高校可以提供给学生更多的资源，但竞

争更加激烈，而高职院校学生可竞争的资源较少，竞争没有那么激烈。三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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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竞争生态差异如此之大，笼统地混合在一起进行分析，难以明晰文化再生产

的作用机制。为了进一步验证文化再生产机制或选择性淘汰假设，本文区分三

类学校，分别分析家庭背景对人力资本获得的影响。表 3 对人力资本的四个因

变量( 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党员身份) 的模型分析与表 2 相

同，只是区分了不同学校类型。
1. 985 大学

表 3 数据显示，在 985 大学中家庭背景对学生人力资本的影响极为微弱。

家庭城乡背景、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基本上不存在影响，而家庭职业阶

层地位对学生的奖学金获得存在某些负向作用，普通工人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

阶层子女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是农民阶层的 63% ( e －0. 464 ) 和 60% ( e －0. 504 ) 。不

过，管理者阶层子女在当学生干部方面有微弱的优势。与此同时，学习勤奋却对

四个学业表现指标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在 985 大学的学业竞争中，家

庭背景影响微弱而能力主义规则凸显，文化再生产作用几乎不显示，这强烈支持

了选择性淘汰假设而拒绝了文化再生产理论。
2． 普通本科大学

与 985 大学相同的是，在普通本科大学中，学习勤奋程度对学业表现的四个

指标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能力主义规则发挥着明显作用。但与 985 大学

不同的是，家庭背景因素对普通本科大学的学业竞争也有显著作用，特别是体现

在学习成绩这一指标上。家庭文化资本对学习成绩、学生干部、入党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家庭职业阶层地位对学习成绩和奖学金获得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其中专

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相对于农民阶层的子女获得优异成绩和获得奖学金的可能

性分别提高 66% ( e0. 507 － 1) 和 57% ( e0. 453 － 1) ，管理者阶层子女相对于农民阶

层子女获得优异成绩的可能性提高 49% ( e0. 395 － 1 ) 。不过，在党员身份获得上

没有体现出家庭职业阶层的正向作用，管理者阶层子女相对于农民阶层子女没

有明显优势，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子女成为党员的可能性仅是农民阶层子女

的 51% ( e －0. 679 ) 。这可能与不同阶层大学生的就业取向有关。数据分析显示，

外资企业受到来自优势阶层大学生( 特别是来自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大学生)

的青睐，而党员身份的最大价值在于这一政治身份是学生进入公有制单位的重

要门槛，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较高家庭阶层背景的大学生入党的积极性，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比例最低。① 另外，家庭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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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奖学金的获得具有微弱的正向作用，而城乡背景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没

有显著影响，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在校园竞争中的表现不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来看，在普通本科大学的人力资本积累中，家庭背景作用与能力主义规则

共存，或者说，控制了学习勤奋这一因素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在校人力资本

积累具有显著作用，表明文化再生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这支持了文化再生产

理论。
3． 高职院校

与 985 大学和普通本科大学相比，学习勤奋对高职院校学生人力资本积累

的影响作用不那么突出，尽管学习勤奋对学习成绩和学生干部有明显正向作

用，但对其他两个指标( 奖学金获得和入党) 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家庭背景的

作用微弱而且混杂，既有正向作用也有负向作用。其中，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

生人力资本获得不存在显著影响; 家庭经济资本对学习成绩有微弱的负向作

用，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学生在学习成绩上反而处于劣势; 家庭职业阶层地位

对大学生成为学生干部有积极影响，管理者阶层子女在当学生干部方面有微

弱的优势，管理者阶层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可能性是农民阶层子女的 1. 4 倍

( e0. 341 ) ; 户籍身份的作用很显著，但却是负向作用，来自城市家庭的学生在学

习成绩、学生干部和奖学金三个方面的表现都不如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很

显然，在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本竞争中，家庭背景作用与能力主义规则都比较

微弱。
4． 区分学校类型的分析结果: 文化再生产机制在精英大学没有体现

对比三类学校，我们发现家庭背景在不同学校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 985

大学学生的人力资本竞争中，家庭背景几乎没有发挥影响，文化再生产机制完全

没有体现，能力主义规则占据主导。在普通本科大学的人力资本竞争中，家庭背

景作用显著，文化再生产机制作用明显，但个人努力因素也同样重要。在高职院

校中，家庭背景的再生产机制和个人努力似乎都不太重要，相反，某些家庭资源

优势( 如家庭经济资本优势和城市家庭出身) 对其人力资本获得还产生明显的

负向作用。综合来说，假设 2. 1 和假设 2. 2 ( 支持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假设) 被拒

绝，即在文化再生产机制最应该发挥作用的精英大学没有体现出家庭背景的作

用，而且也没有显示出学校层次越高、家庭背景作用越明显。相反，假设 3 ( 支持

选择性淘汰假设) 获得验证，在精英大学的人力资本获得中，个人努力更加重

要，能力主义规则超越了文化再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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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讨论

前述数据分析结果似乎得出了矛盾的结论: 不区分学校类型的综合分析显

示家庭背景还在影响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文化再生产理论得到支持; 而区分不

同类型学校的分析则显示，在最应该体现文化再生产机制作用的精英大学( 985

大学) ，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作用极其微弱，相反，个人努力因素作用显著，选择

性淘汰假设获得有力支持。这种矛盾性的发现反映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了大

学的分化，不同类型学校因生源构成不同和在校获得的人力资本价值不同，竞争

场域和竞争规则出现差异，其促进平等或强化不平等的作用也各有不同。

( 一) 985 大学: 选择性淘汰效应导致“鲤鱼跃龙门”效果

中国的精英大学精英文化色彩原本就没有欧美精英大学浓厚，又因经历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缘故，原有的精英文化受到极大冲击，工农

文化进入校园。大学现今的管理者和有影响力的教授许多都经历过“文化大革

命”并在改革开放初期接受大学教育，本身接受精英文化熏陶不多，也不崇尚所

谓的精英文化，而且许多人是工农家庭出身。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高考制度基

本上是以考试分数定终身，能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都是高考的优胜者。相较于

欧美名校选择学生的方式———除了看考试成绩还看推荐信、社会活动参与、领导

能力体现、文体才艺等等，这种选拔制度更利于有才智并刻苦但家庭资本较为缺

乏者胜出。上述两个因素导致中国的精英大学具有两个特征: 一方面，在校园文

化氛围上相对平民化———这是戈德索普等人所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大学

校园的民主化( Goldthorpe，2000; Halsey et al．，1980) ; 另一方面，考入精英大学的

“寒门子弟”往往在智商和勤奋程度等方面更优于优势阶层子弟———这是梅尔

等人所说的选择性淘汰假设( Mare，1980; Treiman ＆ Yamaguchi，1993; De Graaf

et al．，2000) 。这两个特征又导致了两种后果: 一是家庭资本在精英大学人力资

本获得的竞争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 二是即使存在家庭文化资本或其他家庭

背景因素的作用，“寒门子弟”凭其优异的智商和勤奋努力也易于突破其影响。

因此，是能力主义规则而不是文化再生产机制主导了精英大学的校园竞争，这使

得中国的精英大学具有一种“鲤鱼跃龙门”的效应。“寒门子弟”如同小溪支流

中的小鲤鱼，拼命向上流游动要奔向大海，艰难险阻中多数小鲤鱼淘汰出局，能

坚持到最后的必定是最强壮坚韧的鲤鱼，考入精英大学如同一跃龙门完成了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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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龙的过程，迈出上升社会流动的关键一步。而此后的机会竞争中能力和努力

更为重要，家庭背景劣势的影响可以得到克服。

( 二) 普通本科大学: 文化再生产机制的持续作用产生“拼爹”效应

985 大学的能力至上规则并不能说明文化再生产机制在当今大学生人力资

本积累中完全失效。本文第一部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文化再生产机制在当今

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还在发挥作用。不过，第二部分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并未体现在精英大学中，而是体现在普通本科大学中。

虽说当今中国大学的校园文化不像欧美精英大学那样保有较明显的文化资本传

承的特点———如布迪厄所谓的惯习以及精英文化，但学校教育领域自然有一套

运作规则。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大学生因其父母更加熟知这套

规则并培养他们自小适应这些规则，在大学人力资本积累中必然具有优势。同

时，在普通本科大学中家庭文化资本较少或来自较低阶层家庭的大学生不如

985 大学的“寒门子弟”那样才智出众，选择性淘汰效应并不突出，因此要突破文

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比较困难。

另外，笔者基于质性研究的一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文化再生产机制没

有在精英大学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得到体现，而是在普通本科大学中得到体

现。精英大学的学生家长通常认为考进名牌大学主要靠的是子女优异才能和刻

苦努力，子女有能力对自身未来的发展自己做出选择、解决问题。而普通本科大

学的学生家长( 特别是拥有家庭资本优势的家长) 通常对子女的才智能力和未

来发展前景并不充分放心，认为其学业选择和校园生活仍需引导和帮助。的确，

普通本科大学文凭不像 985 大学文凭那样具有“鲤鱼跃龙门”的效果，未来前景

可上可下，大学期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学业努力方向如有父母( 常常是有较多

文化资本的父母) 富有远见的指导帮助，未来前程就有可能往上走; 而家庭文化

资本缺乏的学生由于无法获得这些帮助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未来前程

就有下行的风险。未来前景的不确定使家庭背景因素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而

家庭背景的作用有可能导致学生未来的分化。质性研究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

是，拥有资源优势的家长常常认为要在精英大学通过“运作”帮助子女难度较

大，而在普通本科大学通过“运作”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这里似乎存在一种共

识，即在精英大学靠拼能力，在普通本科大学“拼爹”有作用。家长们所说的“运

作”指的是通过关系( 社会资本) 或金钱( 经济资本) 来打通关节，但往往是拥有

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更可能“运作”成功，因为他们更了解学校的运作规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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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再生产机制在普通大学而不是精英大学发挥作用，反映

出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的某些特殊性，导致文化再生产机制在现今中国

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方式不同于布迪厄所说的精英文化和符号暴力的作用方式。

此外，尽管文化再生产机制在普通本科大学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作用显著，但

同时学习勤奋的作用也十分突出，这说明“拼爹”虽有作用，能力和努力也很

重要。

( 三) 高职院校: 同质化“社会出身”弱化文化再生产机制

高职院校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与精英大学和普通本科大学差异极大。在高

职院校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文化再生产机制和能力主义规则的作用都不突

出，相反，家庭经济资本和城市家庭出身还产生了某些负向作用。高职院校生源

构成与本科大学大相径庭，高职院校大学生虽然挤入高考大军，但却是高考竞争

中的失败者，他们不是选择性淘汰效应的结果，而是选择性逆淘汰效应的结果:

高职院校集中了学习成绩较差、家庭背景也较差的青少年。在 PSCUS2017 年度

调查数据中，高职院校 76. 5%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只有 2. 3% 的学生的父亲接

受过高等教育，父亲职业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仅为 4. 4% 和

1. 2%，父亲职业类型中 38. 2% 为农民，15. 9% 为个体工商户，1. 3% 为普通办事

人员，12. 3%为自由职业者，9. 3%为工人。学生家庭背景的同质化和低层化，特

别是家庭文化资本的普遍匮乏使得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难以体现。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文凭贬值”现象，当然，精英大学的文凭贬值相对不明

显，贬值主要体现在高职文凭上。高职文凭的贬值使高职学生及其家长对于在

校人力资本竞争的动力不强，特别是具有相对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进入高职院

校学习本就是考分太低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家长也不重视高

职教育所提供的人力资本，家庭资源不会太多投向在校人力资本的竞争，而更可

能用于学业之外或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因此，家庭背景优势在高职院校学生人

力资本积累中的正向作用无法体现，相反，拥有较多家庭经济资本和城市家庭背

景还产生了某些负向作用。

综上，分析表明，现今中国大学教育因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与当年布迪

厄提出文化再生产理论时的欧美精英大学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再生产理论

很难概括当今中国大学校园的竞争规则、平等化作用和社会流动效果。同样地，

选择性淘汰假设也不能充分解释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的过程给中

国大学带来的复杂而多层面的变化。文化再生产机制和选择性淘汰假设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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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竞争中都留有痕迹，但在不同层级的大学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迅猛的高

等教育扩张步伐与严格而竞争激烈的高考制度并存，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不

同类型大学学生人力资本竞争规则的不同导向。能力至上、学霸横行的 985 高

校为一跃龙门的“寒门子弟”提供了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上升社会流动渠道，

选择性淘汰效应压制了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 在生源构成多元化而学生前途

不确定的普通本科大学，家庭背景影响了人力资本获得，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

显著，个人努力加上“有爹可拼”更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学生家庭背景同质化

和低层化的高职院校，文化再生产机制和能力主义规则在人力资本获得中的作

用都不太明显，虽然大量的“寒门子弟”既不需要“拼爹”也不需要“拼能力”就能

获得大学文凭，但是贬值的文凭所能提供的上升社会流动功效也较微弱。在高

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校园让才智优异的“寒门子弟”一跃龙门海阔天空，但

对更多的“寒门子弟”来说，大学文凭无法保证他们前路平坦，家庭背景的劣势

还会产生持续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985 精英大学的学子们对文化再生产

机制的突破，本身也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

因此，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仍然扮演着文化再生产的角色。

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全面和更深入地理解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的

分化现象及其对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所产生的影响，突破现有相关研究多重视

高等教育升学机会公平而忽视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局限，推动高等教育公平研

究进一步深化。不过，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实证分析层面，由于调查

数据未能提供体现学生综合能力的变量信息，而使能力主义测量指标略显单薄;

在理论探讨方面，本文虽然检验了文化再生产理论和选择性淘汰效应假设，并发

现西方学者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在解释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上存在局

限性，但要提出替代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还需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布尔迪约，P．、J． -C． 帕斯隆，2002a，《再生产: 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b，《继承人: 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布尔迪厄，P． ，2004，《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高耀、刘志民、方鹏，2011，《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学业表现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 20 所高校的调研

数据》，《高教探索》第 1 期。

赖德胜、孟大虎、苏丽锋，2012，《替代还是互补———大学生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联合作用机制研

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1 期。

李春玲，2010，《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751

论 文 大学校园里的竞争还要靠“拼爹”吗?



李春玲，201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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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

———，2014b，《“80 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李丁，2018，《过程多维性与出路阶层化: 中国大学教育过程的公平性研究》，《社会》第 3 期。

李锋亮、侯龙龙、文东茅，2006，《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的影响》，《社会》第 1 期。

李煜，200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 1966 － 2003) 》，《中国社

会科学》第 4 期。

李忠路，2016，《家庭背景、学业表现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社会》第 3 期。

刘精明，2006，《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 1978 － 2003》，《社会》第 3 期。

———，2008，《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文东茅，2005，《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3 期。

吴晓刚，2009，《1990 － 2000 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社会》第 5 期。

———，2016，《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社会》第 3 期。

吴愈晓，2013，《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 1978 － 2008)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许多多，2017，《大学如何改变寒门学子命运: 家庭贫困、非认知能力和初职收入》，《社会》第 4 期。

岳昌君、张恺，2014，《高校毕业生求职结果及起薪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3 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

据的实证分析》，《教育研究》第 11 期。

朱斌，2018，《文化再生产还是文化流动? ———中国大学生的教育成就获得不平等研究》，《社会》第 1 期。

朱新卓、石俊华、董智慧，2013，《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担任学生会干部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第 4 期。

Andersen，Patrick Lie ＆ Marianne N． Hansen 2012，“Class and Cultural Capital—The Case of Class Inequality

in Educational Performance．”European Sociological Ｒeview 28( 5) ．

Bourdieu，P． ＆ J． C． Passeron 1977，Ｒ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Sage．

Coleman，James S． ，Ernest Q． Campbell，Carol J． Hobson，James McPartland，Alexander M． Mood，Frederic

D． Weinfeld ＆ Ｒobert L． York 1966，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Connor，H． ，C． Tyers，J． T． Modood ＆ J． Hillage 2004，“Why the Difference? A Closer Look at Education

Minority Ethnic Students and Graduates．”DfES Ｒesearch Ｒeport Number ＲＲ552．

De Graaf，N． D． ，P． M． De Graaf ＆ G． Kraykamp 2000，“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Ｒefinement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Sociology of Education 73

( 2) ．

Dumais，Susan A． 2002，“Cultural Capital，Gender，and School Success The Ｒole of Habitus．”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 1) ．

Goldthorpe，J． H． 2000，“Class Analysis and the Ｒeorientation of Class Theory: The Case of Persisting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In J． H． Goldthorpe ( ed． ) ，On Sociology: Numbers，Narrativ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Ｒesearch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im，E． B． ，＆ Y． Shavit 2013，“Expansion and In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 Comparative

Study．”Ｒ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Mobility 31．

851

社会学研究 2021． 2



Halsey，A． H． ，A． F． Heath ＆ J． M． Ｒidge 1980，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Family，Class，and Education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Hansen，Marianne N． ＆ Arne Mastekaasa 2006，“Social Origin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t University．”

European Sociological Ｒeview 22( 3) ．

Hanushek，E． A． ，P． E． Peterson，L． M． Talpey ＆ L． Woessmann 2019，“The Unwavering SES Achievement

Gap: Trends in US Student Performanc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Ｒesearch，Working Paper

No． 25648．

Lucas，Samuel Ｒ． 2001，“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Track Mobility，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6) ．

Mare，Ｒobert D． 1980，“Social Backgrounds and Educational Continuation Decisions．”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5( 370) ．

Martin，Nathan D． 2009，“Social Capital，Academic Achievement，and Postgraduation Plans at an Elite，Private

University．”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2( 2) ．

Ｒaftery，Adrian E． ＆ M． Hout 1993，“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Ｒ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1921 － 75．”Sociology of Education 66( 1) ．

Ｒoksa，Josipa ＆ D． Potter 2011，“Parent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dvantage．”Sociology of Education 84( 4) ．

Smith，J． ＆ Ｒ． Naylor 2001，“Determinants of Degree Performance in UK Universiti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1993 Student Cohort．”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3( 1) ．

Stolzenberg，Ｒoss M． 1994，“Educational Continuation by College Graduat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

( 4) ．

Treiman，Donald J． ＆ K． Yamaguchi 1993，“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Japan．”In Y． Shavit ＆ H －

P． Blossfeld( eds． )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tr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作者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李春玲)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郭亚平)

责任编辑: 刘保中

951

论 文 大学校园里的竞争还要靠“拼爹”吗?



specific social structures and local contexts，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unused harvesters were the

outcom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oreign enterprise owner and the local harvester drivers． The

success of employing foreign reapers，however，was determined by the kinship network of the

reapers，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aper agents，and their social status as outsiders． The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cannot be achieved by the purchase and upgrade of machine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public attitudes in the local context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n the “Dual Effect” of Project System—Data Analysis of Urban and Ｒural

Community Projects Chen Jiajian ＆ Gong Yuexuan 115…………………………

Abstract: The project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tate governance，but its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 also cause controversy． This paper examines project distribution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Overall，the allocation of projects presents a“dual effect”． That is，at the macro

level，the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western provinces and rural areas receive more resources;

however，within a specific region， counties and communities with highe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joy more resources． Combined with case study and data analysis，this paper uses a

mixed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the formative mechanism of“dual effec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ses the project system to promote the balance of public services，which results

in equal distribution at the macro level． However，below the provincial level，in order to perform

better in the assessment，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allocate projects to areas with better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phenomenon of polarized distribution shows a displacement of policy objectives by

management objectiv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system．

Does Competition at College Ｒely on Family Background? —The Effect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i Chunling ＆ Guo Yaping 138…………………………………………………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2017 Panel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 shows

822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background among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elite universities，family background hardly displays its effect，and selective attrition

effect is prominent． In other universities，on the contrary，family background shows a strong effect，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mechan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vocational colleges，neither cultural

reproduction mechanism nor meritocracy reveals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of students． The fast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l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competition rules．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or selective elimination hypothesis

cannot provide a full explanation for the changes in today＇s Chinese universities as they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New Perspective on Intergenerational Ｒelations，Social Pensions，and Elderly Care in

Urban China Guo Yu ＆ Zhang Yinkai 160…………………………………………

Abstract: This mix-methods research draws a picture of the coexistence of resilience and flexibility，

unity and tension within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Social pension has become key to urban elderly ＇s economic independence，helping to achieve a

“considerate care pattern”． Social pensions and individual modernization further interacted with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shaping the expectation for how formal arrangement and family

support would coexist． In the future，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optimize its function，

introduce a reasonable mix of market and social forces，and solve the“impossible trinity of elderly

care”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society，market，family and individuals．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by Women＇s Feder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

＇s Political and Legal Tradition ( 1980 － 2016) Chen Weijie 181…………………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China＇s Women＇s Federations have maintained their political goal in

safeguarding women＇s rights，obtained unique organizational authorization decreed by the law，and

established an embedded rights protection network connecting the state＇s powerful institutions． These

meso-structures in turn affect the strategies adopted in safeguarding women ＇s rights，including

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