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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背景与大学毕业生就业

� � �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模型及实证分析

秦 � 永 � 裴 � 育
*

� � 摘要: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探讨与中国当前社会各阶层相互流动密切相关的城

乡大学毕业生就业差异。我们从学理上论证了社会资本有利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命题。进

一步,与城镇学生相比,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由于其毕业前主要社会资本投资集中在农

业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人群, 而就业部门主要为城市正规部门, 毕业前的社会资本投资

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因而原籍为农业户口的学生可利用的社会资本较少,故其就业概率较

低。我们利用 2009年南京市某高校微观数据,采用 Prob it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证实,农

村背景的大学毕业生比城镇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概率低。因此, 应当鼓励个人利用社会

资本求职,但也要推动企业建立公平的招聘制度以克服社会资本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户籍 � 社会资本 � 就业 � 大学毕业生

一、引言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当前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利用

真实的数据探讨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并研究其内在的原因,这对建设和谐社会极其重要。在经济学中,代际

流动指一代与下一代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它被用来度量机会平等的程度。中国当前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是

社会各阶层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业更是社会各阶层流动的关键一步,大学毕业生是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城乡大学毕业生就业可能性的差异可以排除城乡歧视的影响,更加细致地刻画中国当前

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深入分析其原因,更能使我们获得解决社会阶层固化现象的钥匙。

造成城乡大学毕业生就业概率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笔者提出,极有可能是社会资本因素。城乡大

学毕业生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表现为社会资本投资人群的差异,社会资本投资人群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就业

率的高低。社会资本无疑对个人求职、工作是有利的,但是,部分情况下,个人可能利用社会关系网络,采取不

正当竞争的方式获得工作岗位,这将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宏观上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决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马颖、秦永, 2008)。微观上影响个人就业的因素

有人力资本、个体特征和社会资本。其中有关社会资本对个人就业影响的研究正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完善而

逐渐兴起。中国的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故城乡背景又成为影响个人社会资本的一个关键因素。

有关城乡背景与大学毕业生就业关系的研究较少。已有文献 (阎凤桥、毛丹, 2008; 刘小瑜、胡军刚,

2008) 注意到了城乡背景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但非其研究重点, 着墨不多, 着重探讨城乡背景与大学

113

* 秦永, 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邮政编码: 210029, 电子信箱: raym ondq@ sohu. com;裴育, 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 邮政编

码: 210029。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与大学毕业生就业! ( 09C JL020)、江苏省教育厅项目  技术进步推动
的经济增长与大学毕业生就业! ( 09SJD79004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外生技术对中国技术效率的影响 :理论模型与数量

测度! ( 707030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8年重大研究项目  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后发优势与经济追赶研
究! ( 08JJD790141)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感谢张平、王洪亮等学友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毕业生就业关系的理论和实证文章尚不多见。

现有的国外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本对就业的影响。学者们对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定义,但他们都承认

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部分经济学家证实, 社会资本在个人求职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

如, Kn ight和 Yueh( 2004)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越大, 个人跳槽的频率越高, 即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人求职。

B ian( 1994, 1997)证明  关系 !在中国城市的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者们还利用工作搜寻模型证明,社会

关系网络越大,个人更容易就业 ( C a lvo∀ - A rmengo,l 2004; C a lvo∀ - A rmengo l and Zenou, 2005)。但是W ahba

和 Zenou( 2005)却发现最初社会资本会扩大个人就业的可能性,但是当社会资本高于某一门槛值时,它会降

低个人就业的可能性。另一部分经济学家证明社会资本对求职没有影响或发挥负面作用。例如, L i和

Zhang( 2010)证实, 父亲的党员身份、父亲的年龄、原户籍等与社会资本相关的变量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没

有影响。而 Guo等 ( 2010)发现农业户籍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有不利影响。

中国有关社会资本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研究较多。阎凤桥和毛丹 ( 2008) 证实, 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

业生更容易就业,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就业概率较高,来自大中城市及县城的学生就业率也较高。刘小瑜和

胡军刚 ( 2008)发现, 户口的性质、政治面貌对就业有显著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对求职没有帮助,

例如岳昌君等 ( 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家庭所在地、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以及父亲的职

业状况等对毕业生就业并无显著影响。陈成文和谭日辉 ( 2004)发现政治面貌、生源地等变量并不影响大学

毕业生的就业。胡永远等 ( 2007)也证实, 家庭所在地为  城市 !, 父母文化程度为  大专 !、 本科及以上 !, 父

母职业为  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 !和  经理!等多项社会资本变量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

现有关于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的研究都基于多个层次学校的样本, 同时考虑学校层次和社

会资本的作用。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个人的社会资本会显著地影响个人的学校层次 (周群力、陆铭, 2009)。学

校层次和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可能造成社会资本或学校层次相关变量显著水平的降低, 得出的结论可能出现

偏差。笔者选取了南京市某高校的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全部样本来自同一所学校, 从而控制了学校层次与

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可以更加准确地估计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二、城乡背景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理论阐述

社会学家 Bourd ieu( 1985) 和 Co leman( 1988) 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给出了相似的定义。

Bourd ieu( 1985)提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和潜在的资源集合体, 这些资源与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

Co leman( 1988)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 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个人只有通

过会员资格和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网络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哈佛大学教授 Pu tnam ( 1993)

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 并用之解释意大利的南北差异。迄今为止,社会资本仍然是一个有待完

善的概念,对其定义有待学者们达成共识。本文采用 Pu tnam ( 1993)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即社会资本为个人的

社会关系网络。

(一 )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社会资本将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第一, 帮助大学毕业生获得就业信息 (A guilera

andM assey, 2003; 张少平等, 2009) ,更加丰富的招聘信息可以帮助大学毕业生成功求职。在社会资本将帮助

个人搜集就业信息的情况下,赖德胜和田永坡 ( 2005)的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模型表明,个人搜寻到空缺工

作岗位的可能性越大,就业概率越高。第二,社会资本可以增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相互了解,提升彼此的信

任度 ( Fernandez, et a.l , 2000)。个人可以通过亲友了解用人单位有关岗位的工作性质、薪金水平、所需知识

等各种信息,在求职中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求职效率。企业也可以通过中间人获得求职者的详细信息,减少招

聘中的失误。第三,得到亲朋好友的工作推荐 ( Fernandez, et a.l , 2000)。很多单位都很重视同事的推荐,由于

同事对工作岗位和被推荐人的情况都较为了解,所以其推荐的个人将与工作岗位更加匹配,故企业一般对聘

用被推荐人持积极态度。

根据以上三个理由,我们提出命题 1:

命题 1:社会资本越多,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可能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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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乡背景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城乡大学毕业生社会资本投资人群存在着巨大差异。生活在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其主要社会关系网络集

中在乡村,其人群主要在农业和城市非正规部门# 就业, 他们主要为农民、建筑工人、打零工者等, 这些工作

较为辛苦、薪水微薄, 且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此种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为求职者提供建筑业的非技术部门、农

业等行业的招聘信息,并向这些企业进行推荐。而成长于城镇的大学毕业生其社会资本投资人群主要集中于

城市正规部门,如政府部门、大企业、跨国公司等,此种部门工作稳定、薪水优厚、社会地位较高, 其雇员可以

帮助求职者提供这些部门的招聘信息,并向单位推荐求职者。

无论来自城镇还是乡村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求职单位主要集中于城市正规部门。由于来自乡村的大学

毕业生的主要社会关系网络集中于农村, 其人群主要从事的部门是农业、建筑业的非技术部门、地摊等。几乎

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不会试图在这些行业求职,即使他无奈地在这种部门工作, 也必然尝试寻求城市正规部

门的工作岗位。农民、打零工者对城市正规部门的招聘状况所知有限,因而对求职的大学毕业生帮助较少。而

来自城镇的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集中在城市正规部门,他们对这些部门的招聘情况较为了解,因

而可以为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提供空缺工作岗位信息,或者向所在的单位推荐求职者。所以来自城镇的大学毕

业生在求职中将比来自乡村的大学毕业生获得更多的帮助, 最终其就业率也较来自乡村的大学毕业生高。

根据城、乡大学毕业生社会资本投资人群的差异和求职部门的特点,我们提出命题 2:

命题 2:城、乡大学毕业生由于其生活环境的差异导致社会资本投资人群的不同, 鉴于绝大多数大学毕

业生都在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乡村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农村的社会资本投资将不能产生收益,因而其毕业时

的就业概率也较低。

三、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 ) 模型设定

根据已有文献 ( L i and Zhang, 2010; Guo, e t a.l , 2010), 本文采用离散选择 P rob it模型来考察各种因素

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Yi = C+H ujii�+ SC i�+ IC i + !i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i = 1代表就业, Yi = 0表示未就业。解释变量H ujii为城乡背景, 由于反映城乡背景最

直接的变量为原户籍性质,我们用原户籍代表个人的城乡背景; SC i为个人社会资本向量,由父母的最高职务、

父母的最高受教育水平、党员组成; IC i表示个体特征向量,具体为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相貌、学习成绩。

使用 Probit模型是为了得到相应的条件概率:

P ( Yi = 1 H uji, SC, IC ) = ∀ ( C+H ujii�+ SC i�+ IC i ) ( 2)

其中 ∀ (∃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

(二 )数据来源及统计指标

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作者及其团队于 2009年 5月中旬对南京市某二类本科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

情况所作的问卷调查。我们利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发出问卷 300份, 收回问卷 251份,剔除其中回答前后矛盾

及填涂不完整问卷之后,获得样本 202个。

调查问卷包括求职情况、个体特征、家庭背景三个方面共 22个问题。其中求职情况包括工资、就业单位

的性质、求职方式、求职时间等内容; 个体特征包括性别、是否党员、原户籍性质、是否独生子女、学习成绩、个

人相貌等因素;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的最高职务、最高学历等问题。样本中男女的性别比例为 1%2. 3;约 40%

的同学原户籍为农业户口;党员所占的比例为 40%左右;独生子女比例约为 51%。

变量设计如下: ( 1)就业,就业设为 1,未就业设为 0。 ( 2)原户籍, 原户籍为虚拟变量,设非农业户口为

1, 原户籍为农业户口的为 0。 ( 3)党员,把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学毕业生设为 1,还未入党的设为 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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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最高职务, 含普通职员、科级、处级和局级等选项。根据周玉 ( 2006)和王文彬 ( 2008, 2009)的研究方

法直接设为 1、2、3等值。 ( 5)父母的最高职务可操作资源,根据王文彬 ( 2008, 2009)的研究结果, 我们把父

母的最高职务设定为公比为 7. 78的等比级数, 例如职员为 1,科级为 7. 78。 ( 6)父母的最高受教育年限, 含

小学、初中、高中等选项,笔者根据其受教育年限赋值。 ( 7)性别,把男性设为 1,女性设为 0。 ( 8)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设为 1,非独生子女设为 0。 ( 9)相貌指数,笔者把调查中个人对其相貌的主观评分设为相貌指数。

在问卷调查中,相貌评分从 60分 ~ 100分,每 10分一个区间, 共有四个区间, 取中数作为相貌指数。例如

60~ 70分的选项, 选择 65分作为其相貌指数。 (10)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为学生自己报告的平均成绩, 平均

成绩最小值为 60分,最大值为 100分, 等分成四个区间,每个都是类似 70~ 80分这样的选项, 选中数作为其

变量取值。

每个参数的具体统计指标见表 1。

表 1 � � 变量的基本统计指标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就业 (就业 = 1, 未就业 = 0) 202 0. 693 0. 462 0 1

原户籍 (非农户口 = 1, 农业户口 = 0) 202 0. 599 0. 491 0 1

党员 (是 = 1, 否 = 0) 202 0. 396 0. 490 0 1

父母的最高职务 (职员 = 1, 科级 = 2, 处级 = 3, 局级及以上 = 4. 5) 202 1. 708 0. 996 1 4. 5

父母的最高职务可操作资源 202 48. 434 165. 462 1 1310. 543

父母的最高受教育年限 202 11. 292 2. 854 5 18

性别 (男 = 1, 女 = 0) 202 0. 371 0. 484 0 1

独生子女 (是 = 1, 否 = 0) 202 0. 510 0. 501 0 1

相貌指数 202 83. 960 5. 679 65 95

学习成绩 202 82. 970 5. 216 75 95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 2报告了 Prob it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 1)是包含全部有关变量的估计值, 模型 ( 2)为只保留显

著变量的估计结果。为探讨回归的稳健性,我们在模型 ( 3)、( 4)中用父母最高职务可操作的资源数量替代

父母的最高职务。我们发现变量的显著水平与模型 ( 1)、( 2)基本相同。为分析更加明朗,表 3给出模型 ( 2)

的边际效应。

表 2 � �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就业

模型 ( 1) 模型 ( 2) 模型 ( 3) 模型 ( 4)

原户籍为非农户口 0. 437*

( 0. 229)
0. 403*

( 0. 213)
0. 513**

( 0. 232)
0. 501**

( 0. 215)

党员 0. 364*

( 0. 205)
0. 414**

( 0. 192)
0. 384*

( 0. 205)
0. 440**

( 0. 193)

父母的最高职务 0. 266**

( 0. 107)
0. 273***

( 0. 104)

父母的最高职务可操作资源 0. 003*

( 0. 002)
0. 004*

( 0. 002)

父母的最高受教育年限
0. 007
( 0. 042)

0. 022
( 0. 041)

男性 0. 446**

( 0. 207)
0. 396**

( 0. 199)
0. 499**

( 0. 210)
0. 442**

( 0. 199)

独生子女 - 0. 375*

( 0. 225)
- 0. 364*

( 0. 214)
- 0. 419*

( 0. 228)
- 0. 390*

( 0. 216)

相貌指数 0. 001
( 0. 018)

- 0. 000
( 0. 018)

学习成绩
0. 022
( 0. 021)

0. 026
( 0. 022)

观测数 202 202 202 202

伪 R2 0. 084 0. 078 0. 088 0. 080

� � 说明: 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 、** 和*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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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 边际效应
变量 边际效应

原户籍为非农户口* 0. 140

党员* 0. 138

父母的最高职务 0. 093

男性* 0. 131

独生子女* - 0. 124

说明: * 表示虚拟变量从 0至 1的边际效应。

在各项解释变量的平均水平下, 农村背景的大学毕业生比城镇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概率低 0. 14, 差

距较大。在中国, 户籍与社会资本密切联系,因为中国的户籍决定了个人社会资本投资的主要人群。农村学生

在乡村的社会资本投资人群主要在农业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当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正规部门求职时几乎

没有帮助。而城镇学生的社会资本投资人群集中在城市正规部门, 当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正规部门求职时将能

从中获得就业信息和其他帮助。所以城镇背景的学生的就业概率要大于农村背景的学生的就业概率。

党员可以看成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 在各项解释变量的平均水平下, 党员比非党员的就业概率高

0. 138。党员的身份为学生在政府、国有企业等部门就业提供了帮助,而且很多工作岗位对学生的政治面貌都

做了限制,只有党员才可以在某些行业就业,例如选调生。如此党员的身份增加了个人可以选择的岗位数量,

就业概率也因此提高。

由于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的社会,父母的社会资本也可以被看作大学毕业生社会资本的一部分。表 3说

明,在各项解释变量的平均水平下,大学毕业生父母的职位每升高一个级别, 则大学毕业生就业概率约增加

0. 09。父母可以为子女提供工作的信息,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为子女求职提供支持,等等,这些都提高了子女

就业的可能性。

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未影响子女求职。可能因为受教育水平并不一定和社会关系网络大小相关。男大学毕

业生的就业概率比女性高。我们认为造成男女就业差别的原因可能为性别歧视。

实证结果证明独生子女的就业可能性比非独生子女的就业可能性低。大量的独生子女是中国现阶段特

有的现象,有人认为独生子女由于从小倍受溺爱,不能承担艰辛、劳苦的工作, 企业对其会有所排斥。另一个

原因可能是独生子女的保留工资更高,他们厌恶在低薪职位就业, 而倾向于寻求工资更高的岗位。调查数据

表明, 在各项解释变量的平均水平下,独生子女的期望工资比非独生子女高约 10%, 因此我们认为第二个原

因发挥了主要作用。

估计结果说明个人相貌对求职没有帮助。这与很多人的设想冲突, 一种观点认为, 良好的相貌可以帮助

个人求职。孔子云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或许企业在招聘中仍循此道。

学习成绩可以看作是个人能力的一个替代变量,理论上应当影响个人的就业概率,但四个模型的估计结

果都没能证实此假说。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 ( Spence, 1973), 教育水平是个人向招聘企业发出的信号, 对

于来自同一所学校,学习年限相同的同学,企业不能做出区分。估计结果表明,企业对同一所学校的每个同学

一视同仁。企业只对来自不同层次学校的同学予以区分 (胡永远等, 2007) ,而不是看个人的实际成绩。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探讨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概率的影响, 并利用其研究与中国当前社会各阶层相互流动密切

相关的城、乡大学毕业生就业差异,最后的经验研究证实了我们的命题。我们主要得到了两个结论:

第一,由于城乡社会资本投资人群的差异,城镇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概率较农村学生高。虽然城乡背

景的大学毕业生都对社会资本进行投资, 但是农村背景的大学毕业生投资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乡村。乡村的劳

动者主要在农业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 他们对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正规部门求职缺乏帮助。而城镇背景的大

学毕业生的社会资本投资地点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些人群主要在城市正规部门就业, 当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正

规部门求职时,他们将会发挥积极作用。结果造成农村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从社会资本中获得的收益较低,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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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笔者利用 2009年南京市某二本高校的数据,通过计量研究证实,原户籍为农业户口

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概率较非农业户口的大学毕业生低 0. 14左右。从而间接地证明了户籍与个人的社会资

本密切相关,及其间接对就业的影响。

第二,社会资本增进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可能性。学者们已经指出了社会资本在求职中的作用,例如向

求职者提供信息,或向企业进行推荐,工作搜寻模型证明社会资本对个人求职有益, 我们的计量研究也证实

了此假说。

为增加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并保障就业市场的公平,我们提出两条政策建议: ( 1) 鼓励个人利用社会资

本求职。社会资本作为影响个人就业的重要因素是一个现实存在, 我们应当予以正视。社会资本可以扩大用

人单位和求职者的信息占有量,提升彼此的信任度,从而可以提高个人就业的可能性。企业和求职者都需要

彼此的信息,但是由于信息的传播需要成本,所以两者通常不能得到对方的完全信息。此时社会资本可以发

挥求职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桥梁作用,帮助大学毕业生就业,降低失业率,同时降低企业的招聘成本,推动经

济增长。( 2)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招聘制度以克服社会资本造成的不正当竞争。社会资本无疑对个人就业

有利, 但是如果有人试图利用社会资本在求职中进行不正当竞争, 则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如果企业招聘中

存在不正当竞争,则不仅企业招聘不到效率最高的员工,压低了企业产出,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且会阻碍社会

各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不利于社会稳定。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企业招聘制度是克服该缺陷的关键, 国有

企业应当在此方面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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