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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城镇女性的

教育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

郑美琴　王雅鹏

　　摘要 : 自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 ,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发

生了显著下降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是影响

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变量 ,既有促进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一面 ,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

的一面。一方面教育能够增加女性的工资收入 ,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 ,增加女性的预期工

作时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能够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另一方面随着女性的教

育水平的提高 ,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议价能力也会不断提高 ,这又使女性乐于享受家庭生

活 ,倾向于不参与市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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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全国妇联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

2000年 ,我国城镇女性 18 岁至 49 岁的青年女性在

业率为 72.0%, 比 1990 年降低了 16.2 个百分点。

姚先国和谭岚 (2005)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

调查总队 1988-2002 年的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估

计 ,在过去的 15 年内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

显的下降。①1988 年 ,我国城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高

达91.37% 。2002 下降为 83.33%, 下降了 8.04 个百

分点。对比之下 ,男性劳动参与率相对稳定 ,1988

年和 2002 年男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96.41% 和

94.11% ,下降幅度为 2.3 个百分点。我国女性劳动

参与率发生显著下降的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

不平等的重要表现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教育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变量。姚

先国和谭岚 (2005)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

查总队 1988-2002 年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 ,对比 1988 年、1995 年和 2002 年的回归结果

后发现 :教育年数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正在逐

年变大。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发生在低教

育水平的妇女人群中 ,因此 ,他们建议应为低文化程

度的妇女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与培训。②

如果女性和男性在参与市场劳动决策方面无差

异 ,则教育显然是预测妇女就业的显著变量。首先 ,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人力资本存量越大 ,潜在的

资薪能力就愈强 ,离职的机会成本也就愈高 ,从而女

性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次 ,妇女教育程度

越高 ,自我实现的意识就越强 ,参与社会劳动的要求

越迫切 ,因而劳动参与率也越高。

然而在一个妇女有从事家务劳动与市场劳动选

择权的经济中 ,教育对妇女劳动参与的作用是一个

复杂的问题 ,不一定是妇女教育程度越高 ,劳动参与

率也越高。Grossbard-Shechtman 和 Neuman(1988)

通过对以色列妇女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

如果将教育对妇女的潜在资薪能力的影响考虑在

内 ,受教育的年限对妇女的劳动力供给没有影响。

这是因为妇女受教育的水平越高 ,她在婚姻市场上

就越有竞争力 ,在婚姻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

越大。他们发现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妇女一般都不

从事全职工作 ,她们从事市场劳动主要不是为了工

资 ,而是为了享受工作本身带来的快乐。高中以下

学历的妇女从事全职工作的较多。因此 Grossbard-

Shechtman和 Neuman将他们的研究对象限制在高中

以下学历的妇女这个人群。③

现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基本建立 , 政府在就

业中的强制作用被取消 ,女性个人有选择是否参与

市场劳动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满足于妇女

教育程度越高 ,劳动力参与率也越高这个结论是不

够的。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教育对我国妇女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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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影响。

二、基本假设

为了从劳动的角度刻画两性的差别 ,本文将劳

动分为两类 :一类叫家务劳动 ,一类叫市场劳动。假

设女性在做家务劳动方面比男性有优势 ,在其他方

面与男性无差异 ,而且具有选择家务劳动与市场劳

动的权利。假设一个在劳动年龄的未就业女性预期

自己的寿命为 T+1 个时期。用 t 表示第 t 个时期 ,

t= 0,1, ⋯,T。她在 t=0 期规划自己是否参与市场

劳动。她有两个选项 ,即专职从事家务劳动和参与

市场劳动。如果她决定参与市场劳动 ,则她以失业

者的身份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 ;如果她决定专

职从事家务劳动 ,则她在每个时期的家务劳动的价

值为 kx。其中 x 表示如果将家务劳动市场化 ,一个

单位的家务劳动的市场价格 ;k 表示女性亲自从事

一个单位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与该家务劳动的市场价

格的比值。

假设每个在劳动年龄的未就业女性都知道自己

的议价能力 k 与家务劳动的市场价格 x。对于不同

的女性来说 ,她们的议价能力可能是不同的 ,因此 ,

从全国来看 ,k 是一个随机变量。用 H(·) 表示 k 的

分布函数 ,即 H ( K) =prob{k ≤K}。对每个家庭来

说 ,家务劳动都是有用的劳动。故假设对于任何妇

女来说 ,k ≥0, 即 H(0) =0 。

假设女性是效用最大的 ,其效用函数为 E Σ
T

t=0
βtyt ,

其中 0<β<1 是折现因子 ,yt 表示一个女性在 t 时期

的收入。

假设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岗位由企业提供 ,而

且在给定的一个时期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的工资是

已知的 ,用 w 表示。在同一个时期经济中有许多工

资不同的工作岗位 ,故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 ,工资

w 是一个随机变量。用 F(·) 表示 w 的分布函数 ,即

F(W) =prob{w ≤W}。假设个人不能无偿地为企业

劳动 ,因此 ,工资小于等于 0 的概率为 0, 即F(0) =

0。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 ,例如 ,从我国全国来看 ,

虽然在不同岗位上的工资的差别可能很大 ,但最高

工资不可能无穷大 ,用 B< ∞表示最高工资 ,即假设

F(B) =1 。

假设工资相同的工作岗位对每个女性来说是无

差异的 ,即女性只关心其所在工作岗位的工资的高

低。假设经济中的每个女性在每个时期提供一个单

位的劳动 ,而且至多只能占有一个工作岗位。我们

知道现实生活中个人之间存在许多差别 ,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描述个人之间的差别 ,例如 ,个人的工作经

历、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个人的家庭出身等等。个人

失业后的收入 ,除了从失业保险机构领取的失业补

偿外 ,还应该包括其从事家务劳动以及享受休闲等

的价值。所有这些价值的总和就构成个人从事某个

工作的机会成本。假设女性的机会成本可以用货币

表示 ,而且女性知道自己的机会成本。用 c 表示一个

女性的机会成本。由于不同的个人的机会成本可能

是不同的 ,因此 ,从整个经济来看 ,c 是一个随机变量。

用 G(·)表示 c 的分布函数 ,即G(C) = prob{c ≤C}。假

设 G(0) =0,G (�C) =1, 其中 0< �C< ∞。在下面的讨

论中 ,为了便于表述 ,我们不严格区分机会成本与失

业补偿。

假设一个失业人员已知工资的分布 F(·)和失业

补偿的分布 G(·) ,但认为这两个分布不随时间变化。

令 vt (w) =maxE Σ
T

τ=t
βτ-t yτ ,t=0,1, ⋯,T。其中

max是在每个时期当失业女性有一个在工资为 w 的

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机会时对下列两个行动做出选择

而得到的 : (1) 接受工作并一直工作 ; (2) 拒绝工作 ,

当期得到失业补偿 c, 下期再找工作。

用γ表示在劳动年龄的未就业女性的劳动参与

率 ,θ表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α表示女性的失业率。

我们有 : ④

γ=∫H[
1- β

x(1- βT+1 )∫
B

0
v0 (w) dF(w) ]dG(c)

(1)⋯⋯⋯⋯⋯⋯⋯⋯⋯⋯⋯⋯⋯⋯⋯⋯

θ=
γ

γ+α(1- γ)
(2)⋯⋯⋯⋯⋯⋯⋯⋯⋯

由(1) 式、(2) 式 ,我们知道 ,议价能力的分布

H(·) 、机会成本的分布 G(·) 、工资的分布 F(·) 和家

务劳动的市场价格 x 都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三、教育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途径

(一)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工资收入

根据世界银行在《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

估计 ,在初等教育阶段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时间 ,可

以使受教育者就业后的工资增加 10% 以上 ,在发展

中国家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庄平等 (2003) 的问卷调

查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女职工受教育年限和年收

入 (含奖金 ) 体现了显著的相关性 ,其相关系数

(Pearson系数) 达到 0.328, 这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

的提高能够明显地提高妇女收入。⑤根据现有的统

计资料 ,大专以上女职工年均收入分别是小学、初

中、高中年均收入的 2.04 倍、1.62 倍、1.46 倍。女

职工受教育年限与年均收入有明显正相关性。因

此 ,我们假设教育提高妇女的工资收入。

我们用 F1 (·) 、F2 (·) 分别表示在两个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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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一个时期与第二个时期)的女性工资的分布

函数。称第二个时期女性的工资收入高于第一个时

期女性的工资收入 ,如果对任意 C, F1 (c ≤C) ≥F2 (c ≤

C) 。

命题 1: 如果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工资收入 ,则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提高妇女的劳动参

与率。

证明 :由假设 ,教育能够提高女性的工资收入 ,

即如果第二期女性的教育水平高于第一期的教育水

平 ,则第二期女性的收入高于第一期女性的收入。

因此 ,如果用 F1 (·) 、F2 (·)分别表示第一期与第二期

女性的收入分布 ,则对任意 C,F 1 (c ≤C) ≥F2 (c ≤

C) 。

用 v1
0 (·) 、v2

0 (·)分别表示与 F1 (·) 、F2 (·) 对应的

未就业女性搜寻工作的最大收入 ,则对任意 w, 由对

任意 C,F 1 (c ≤C) ≥F2 (c ≤C) ,我们有 v1
0 (w) ≤v2

0 (w) 。

因此 :

∫
B

0
v1

0 (w) dF1 (w) ≤∫
B

0
v2

0 (w) dF2 (w) (3)⋯

用γ1、γ2 表示与 F1 (·) 、F2 (·) 对应的未就业女

性的劳动参与率。由 (1)式有 :

γ1 =∫H[
1- β

x(1- βT+1 )∫
B

0
v1

0 (w) dF1 (w) ]dG (c) ≤

γ2 =∫H[
1- β

x(1- βT+1 )∫
B

0
v2

0 (w) dF2 (w) ]dG(c)

(4)⋯⋯⋯⋯⋯⋯⋯⋯⋯⋯⋯⋯⋯⋯⋯⋯

由女性的失业率α<1 及 (2) 式 ,我们有 ,女性的

劳动参与率θ是未就业女性劳动参与率γ的单调增

加的函数 ,故如果用θ1、θ2 分别表示与 F1 (·) 、F2 (·)

对应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则θ1 ≤θ2。故如果教育

能够提高妇女的工资收入 ,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 ,教育能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证毕。

(二)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 ,从而

提高女性预期的工作时间

个人或家庭在健康和教育上的花费是人类自身

生产过程中的投入 ,是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的消费支出。任何为满足人自身需要的开支 ,都既

是满足当前享受的消费支出 ,又是为将来获益的投

资。以对健康的花费来看 ,它有纯消费的一面 ,如一

日三餐、生病就医 ,它满足了人们当前的直接欲望和

生活需要 ,使人们感觉更好 ;它也有纯投资的一面 ,

如卫生保健、增加营养 ,它可以提高人的健康素质 ,

使人能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学习和生活 ,以至将来长

期获利或受益。这样 ,健康投资可以获得两种收益 :

一种是生理、心理、精神上得到满足的“消费性收

益”;另一种是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增加的“投资性

收益”。健康投资可定义为对医疗、保健、闲暇、锻炼

等项服务进行投资 ,以恢复、维持、改善和提高人的

体力和精力 ,保持健康水平 ,并可为投资者带来预期

收入的生产性投资。⑥

M1 格罗斯曼认为 ,教育水平高的人是更有效的

健康水平生产者 ,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保持健康 ,如何

使用药品等市场消费投入和时间来生产健康 ,从而

会从事更多的健康保存行为。也就是说 ,教育通过

提高用来发展和保持个人健康投入品的生产率 ,直

接影响健康。⑦健康状况的改善会刺激人们获得更

多的学校教育和更多的职业经验 ,以作为未来收入

的投资 ;并且刺激父母更多地投资于其子女的人力

资本。这是因为 ,通过改善健康可延长平均预期寿

命 ,从而延长职业生涯 ,降低教育投资的折旧率 ,使

这些投资能在更长的时期内获得不断增长的未来收

益 ,提高其回报率 ;而寿命的延长和更加充沛的精力

和体力 ,再加上增加收入的可能性的加大 ,使劳动者

愿意更多地投资于自身的教育培训和技能训练 ,带

来工作数量和质量的提高。⑧

因此 ,我们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

是合理的。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将会比不健康的

人工作更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女

性预期的工作时间。

命题 2: 如果教育提高女性预期的工作时间 ,则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能提高女性的劳动

参与率。

证明 :由定义 ,v0 (w) =maxE Σ
T

t=0
βtyt。由假设 ,yt ≥

0。故对任意 w,v 0 (w) 是预期工作时间 T 的单调增

加的函数。由 (1)式 ,在劳动年龄的未就业女性的劳

动参与率γ是 v0 (w)的单调增加的函数。由 (2)式及

α<1 知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θ是未就业女性劳动参

与率γ的单调增加的函数 ,从而是预期工作时间 T

的单调增加的函数。故如果教育提高女性预期的工

作时间 ,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提高女性

的劳动参与率。证毕。

(三)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

许多因素影响妇女的议价能力。Grossbard-

Shechtman和 Neuman(1988) 对以色列妇女的抽样调

查数据进行研究时 ,考虑了女性的年龄、在以色列居

住的时间、家庭出身、夫妻双方的年龄差异、小孩的

个数以及教育等对妇女议价能力的影响。他们发现

教育能够提高妇女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 ,是提高

女性议价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⑨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 ,妇女的主体地位、自主决策

与竞争能力、生育率都是决定妇女议价能力的重要

力量。教育能够通过增强妇女的主体地位、自主决

33



策与竞争能力以及降低出生率提高妇女的议价能

力。

第一 ,教育增强妇女的主体地位、自主决策与竞

争能力。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 ,经济学家阿

马蒂亚·森对妇女主体地位的含义的概括是 : ⑩首

先 ,“妇女是有着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福利状态的实

体”;其次 ,妇女是具有选择权的人 ,即“她们是采取

行动或拒绝行动的人 ,而且是可以选择以这种方式

或者那种方式来行动的人”;最后 ,“她们还是负责任

的人 ,她们必须承担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责

任。”人们一旦作出了选择 ,就要对其行为后果负责 ,

“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λϖ 。妇女所受的教育加强了

妇女的主体地位 ,并且常常使妇女主体更加知情、更

有技巧 ; �λω使妇女更具识别能力、判断能力和能进行

主体决策。阿马蒂亚·森认为 ,与妇女的主体地位直

接有关的变量是妇女识字和妇女参与劳动力队

伍。�λξ

妇女一旦获得了主体地位 ,便扩展了她的自由 ,

增大了她的选择范围 ,她便具有了“可行能力”。阿

马蒂亚·森认为 ,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

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因此 ,可

行能力是一种自由 ,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

组合的实质自由 (或者用日常语言说 ,就是实现各种

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例如 ,一个节食的富人 ,

就摄取的食物或营养而言 ,其实现的功能性活动也

许与一个赤贫而不得不挨饿的人相等 ,但前者与后

者具有不同的“可行能力集”(前者可以选择吃好并

得到充足的营养 ,而后者无法做到) 。妇女主体地位

的体现是妇女发展的目标和手段 ,这要求把自由的

视角或选择权的视角放在中心。按这种视角 ,必须

把妇女“看做是主动参与 ———在她们有机会时 ,成为

她们自身前途的塑造者 ,而不是被动接受某些精心

设计的发展计划的成果。”�λψ

自 18 世纪开始的妇女运动起 ,女权主义者就最

早争取和特别关注妇女的受教育权利。教育 ———特

别是在批判思维方面的训练是影响社会变迁乃至改

造社会最有效的工具。弗兰西丝·赖特和沃尔斯通

克拉夫特共享着一个信念 :缺乏教育导致妇女无法

从诸多事实中领悟普通原理 ,而且使她们不能以批

判的眼光分析她们自己的生存状况。批判思维能识

破种种骗人的把戏 ,妇女正是因为受了骗才接受从

属地位。�λζ因此 ,“给予女人所有获得高等教育、充分

发展各种才能的机会 ⋯⋯给予女人一切机会 ,使她

们从所有束缚、习俗、依赖、迷信 ,以及所有虚假的恐

惧影响中彻底解放出来。这么做最充分的理由在于

她自己的生命所具有的独立性和人的职责。”�λ{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 ,教育被认为是度量人

力资本的重要指标 ,是促进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

要原因。教育程度在男女实力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

作用 ,它影响着其他资源的获得和地位的划分。因

此 ,提高妇女的教育程度 ,会增加她们在公共领域中

的竞争实力 ,有助于扭转男高女低的教育程度差别 ,

增进男女双方的福利。

第二 ,教育趋于促进生育率的降低。孔多塞是

妇女教育最早的、最响亮的提倡者之一。孔多塞预

见到自愿的生育率的降低 ,并且预言基于“理性的进

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他展望了这

样一个时代的到来 :人们“将认识到 ,如果他们对未

出生者承担一种责任 ,这个责任并不是给他们以生

存 ,而是给他们以幸福。”这种理性思维 ,由教育 ,特

别是妇女教育所支撑 ,将会导致人们生育率的降低

和家庭规模的减小 ,而且 ,人们将会自愿地选择这样

做 ,“而不是愚蠢地让世界塞满了无用的、不幸的生

命。”�λ|

正如雅克·哈拉克在《投资于未来》一书中所言 :

“哪里妇女教育搞得好 ,哪里的家庭人数也就减少。

发展中国家妇女教育在降低生育率方面所起的作用

和影响比男性教育的效果大两倍。”

出生率常常随着妇女主体地位的提升而下降。

妇女主体地位的加强和妇女识字率的增加有利于减

少死亡率。死亡率 ———特别是儿童死亡率的降低 ,

趋于促进生育率的降低。这就构成了另一个渠道 ,

通过这个渠道 ,妇女的主体地位 (包括妇女的识字)

起到帮助降低出生率的作用。高出生率有许多负面

作用 ,其主要负面作用包括通过持续不断地生育、养

育子女对许多亚洲和非洲妇女的实质自由的剥夺。

国内外的经验研究也表明 ,提高妇女受教育水

平和降低总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默

西、吉奥和德热兹 (1955) 对印度的资料进行统计分

析表明 ,只有妇女识字率和妇女劳动力参与率这两

个变量才对生育率有统计上的显著作用 ;印度妇女

识字率与生育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λ}在我国 ,女

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 ,其终生生育次数可

减少 0.179 次 ;如果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 5.57

年 ,她的终生生育次数就能减少 1 次。�λ∼从实际生育

子女数来看 ,我国妇女多胎生育是以初中文化程度

为明显分界线的 ,这说明初中文化水平是使妇女生

育率从注重生育数量转向注重生育质量的一个关键

点。�µυ

印度在社会事务方面最进步的克拉拉邦通过发

挥妇女主体作用 ,非常成功地降低了生育率。虽然

整个印度的总生育率仍高于 3.0, 但克拉拉邦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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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现在已经降到低于“替代水平”(2.0 左右 ,大

体上一对夫妻生两个子女) 的 1.7, 这也比中国的生

育率 1.9 低不少。而且 ,这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强制

的情况下取得的。�µϖ 这与我们所能够预期的是一致

的 ,通过那些有助于自愿减少出生率的因素的进步 ,

出生率得到了下降。克拉拉邦妇女的教育水平高 ,

对促成出生率的快速下降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克拉拉邦的成年妇女识字率 ( 86% ) 高于中国

(68% ) ,而且 ,事实上 ,克拉拉邦的妇女识字率高于

中国的任何一个省。�µω

因此 ,我们可以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议价

能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女性的议价

能力提高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降低。�µξ因此 ,我们得

到下列命题 :

命题 3: 如果教育提高妇女的议价能力 ,则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降低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四、结束语

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多数其他研究只是在制度

方面讨论女性就业的历史背景、存在的问题及其对

策。经济转型过程中城镇女性就业地位和收入水平

相对下降 ,被认为是作为妇女保护者的政府退出微

观经济领域的必然结果。就业形势严峻是近年来女

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育能够提

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教育对妇女劳动参与的作

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不一定是妇女教育程度越高 ,

劳动参与率也越高。教育有促进女性参与市场劳动

的一面 ,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面。教育能

够增加女性的工资收入 ,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 ,增加

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能

够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然而 ,随着女性教育水

平的提高 ,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议价能力也会不断

提高。这又使女性更乐于享受家庭生活 ,倾向不参

与市场劳动。这个结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女性的劳

动参与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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