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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
不平等问题研究

魏　颖　张春艳

【提　要】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是一个极有趣的研究主题 , 事实上 , 所有研究者讲述的

都是一个不平等背后的家庭故事 , 其深层的理念是寻求一种平等机会与经济正义的社会实

现。Becker and Tomes “效用最大化的家庭行为” 模型为不平等的代际转移分析提供了基

本的理论思考框架。此后 , 国外研究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 主要包括代际收入弹性研

究 , 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 代际收入流动趋势及国际比较研究等 。国内学界应从理论模

型的建构 、 经验研究的进展等方面予以重视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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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理论模型的建构

社会学家们曾展示了大量关于父母和孩子

的职业 、 教育及其他特征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

久远至 1889年 , John Dewey 写道 , “从平均趋

势看 , 父母超过或低于均值的孩子 , 他们自己

偏离均值仅仅是他们父母偏离的三分之一 ……

像穷孩子更富和富孩子更穷的比率为三分之二

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 。”① Zimmerman (1992)

认为 , 个人在多大程度上 “承继” 了父母在收

入分配中的位置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平

等机会和经济正义的争论基础” 。②

Becker and Tomes (1986)认为 , ③ Schum-

peter (1951)是仅有的从理论到实证系统思考

代际流动的主要经济学家。在前辈经济学家和

更多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基础上 , 他们从经济

理论出发开始对收入代际转移问题进行模型化

分析 。Becker and Tomes (1979)指出 , ④ 收入

分配的全面分析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 , 一方面

是相同家庭不同代际间的收入不平等 , 就是通

常被称作的代际 “社会” 流动 , 另一方面是同

代中不同家庭的收入不平等。正是 Becker and

Tomes (1979 , 1986)首次建立经济学模型解释

代际收入相关问题 , 其经典研究 , 为收入不平等

的代际转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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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er and Tomes (1979)在 《收入分配与

代际转移的均衡理论》 中 , 假设每个家庭在跨

代际间最大化其效用 , 并进而提出了不平等与

代际转移的理论 , “人力资本模型表明 , 不平等

能够产生于最大化行为 , 而不是主要依靠运气

和其他随机力量;社会互动的经济研究方法认

为 , 个体不是独立的而是家庭的一个部分 , 其

成员跨越几代之久 , 他们贡献家庭收入的生产

和对承继家庭未来的孩子的眷顾。” 他们指出 ,

代际转移度量的是家庭对孩子财富 (福利)的

影响 。当遗传程度和投资倾向越来越大的时候 ,

家庭就越重要。

1986年 , Becker and Tomes 发表了 《人力

资本与家庭的兴衰》 。文中指出 , “孩子的成就

相对于父母来说趋向或偏离均值的回归程度是

一种对社会中机会平等程度的测度” , 可以说 ,

在 Becker and Tomes的语境中 , 代际流动 、 家

庭兴衰与不平等机会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是统一

的整体 。Becker and Tomes认为 , 这篇论文与

其 1979年的文章在精神实质上最为接近 , 但

有相当大的进展 。至此 , 用 Becker and Tomes

(1979)的话来说 , 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

同代人之间的不平等 (代际流动), 即代内不

平等和代际不平等的研究 , 可以在统一的理论

框架下分析 , 即不同代的不同家庭的收入决定

理论 。

二 、 经验研究的进展

Becker and Tomes模型为收入不平等的代

际转移分析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 , 此后 ,

国外研究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代际流动

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代际收入弹性研究 , 代际

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 代际收入流动趋势及国际

比较研究 , 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等 , 以下就主要

研究内容从数据 、方法 、 结论到存在的问题等

方面做简要评述 。

1.代际收入弹性研究

早期关于父母和成年后孩子的经济地位间

的统计关系的研究 , 发现仅有微弱的联系。

Behrman and Taubman (1985)估计了对数收入

的父子代际相关为 0.2 或更小 , 并且得出结论 ,

“样本成员来自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 。” ① 基于很

多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 , Becker and Tomes

(1986)得出结论: “除了因歧视受害的家庭 ,

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向收入均值的回归显然是

快速的……三代之内 , 几乎所有先辈在收入方

面有利及不利地位都会被一扫而尽 。” 1988年 ,

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 , Becker 表

达了一种广泛共识 , 他总结道:“高低收入一样

不会顽强地父代子传” 。② 这种种结论刻画出了

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

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对于高度流动性的

研究结论与所谓社会底层代际化之间的矛盾 ,

Gary Solon (1992)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是政治导向的文字强调了虚构的代际转移 , 还

是统计数据的分析出了问题 ?”③ Gary Solon

(1989)曾指出 , ④ 先前的结论是建立在已被估

计出来的代际相关性的基础上 , 因为测量误差 、

同质性样本及两者的互动 , 这种代际相关性被

大大低估 。经过十年 , Gary Solon (1999)再一

次说明 , “导致这些结论的多数研究 , 采用的是

单年收入测量 , 在很多情况下 , 衰减估计结果

的不一致性被对特殊的同质性样本的依赖所强

化。”⑤ 总的来说 , 1980 年代以前的研究局限于

数据与方法的欠缺 , 采用单年收入数据 , 大大

降低了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估计值 。

正是对这种基于早期研究结论之上的社会

判断与真实世界严重不符的深入思考 , 随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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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与方法的改进 , 在 1990 年代 , 美国掀起了代

际收入流动研究的一股新的高潮 。众多学者开

始了对代际收入弹性的重新估计 , 经校正的很

多结果是美国早期研究均值的三倍 (Bow les and

Gintis , 2002)。① 其中 , So lon (1992)和 Zim-

merman (1992)利用父代在几年内的平均收入

作为变量 , 得到代际收入弹性为 0.4 , 是单年收

入数据估计的两倍。Solon (1992)在 《美国的

代际收入流动》 中写道 , “建立在代际数据

PSID基础上的新的估计意指长期收入的代际相

关至少是 0.4 , 这指出了比早期研究所指明的流

动性有剧烈的减小。”

近来更多的美国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证明

来自于两组调查 , PSID 和 NLS 。多数美国文

献集中在父子收入的相关性 , 但是 Chadwick

and Solon (2002)的研究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

代际研究不仅包括了儿子还有女儿 , 不仅考虑

了个人收入还有家庭收入。② 美国文献突出了

测量父子收入的一些关键问题 。为了减少测

量误差 , 目前美国的研究 , 更多采用父亲的

多年收入测度和儿子进入劳动力市场最初几

年之后的收入测度 , 估计出的代际收入弹性

约为 0.4或者更高 。应该说 , 这种结论并没

有超越 1990年代的研究成果 , 几乎在相同程

度上刻画了一个比先前研究所描绘的流动性

更小的社会 。

2.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认识到代际收入弹性比我们曾经认为的要

大 , 这是一个真正的进步。” 这是 Gary Solon

(1999)对美国 1990 年代的代际收入弹性研究

成果的评价。正是因为这种进步 , 父母的收入

才成为其子孙收入的一个相当强的预测。但是 ,

代际收入弹性的研究只是不平等代际转移研究

的最基础的一步 , 更重要的是分析代际收入转

移背后的传递机制 。美国学者曾经做了大量的

兄弟间相关关系的估计 , 并将其与代际收入弹

性进行比较。其结果表明 , 影响孩子收入的家

庭和社区背景的大部分因素 , 实际上与父母收

入不相关 。“这些神秘的背景因素是什么 , 及它

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 ” Gary So lon (1999)写道 ,

这是 “一个迷人又有价值的难题” , 是 “进一步

研究的重大而艰难的挑战” , 并且认为 , “找到

更可靠的实证证据来回答这个难题 , 需要非凡

的创造力 。”

如前文所述 , Becker and Tomes (1979 ,

1986)模型为不平等的代际转移分析提供了基

本的理论思考框架 。此后 , 大量的实证研究开

始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对代际传递机制进行分

析。Eide and Show alter (1999)应用分位数回

归估计了代际收入流动模型 , 当把教育年限纳

入回归方程后 , 家庭收入的系数降低了 50%,

表明教育解释了很大一部分的代际收入相关性 。

同时 , 他们发现教育在儿子收入分布的底端相

对来说更有价值 , 这样一来倾向于压缩分布 。③

Restuccia and Urrutia (2004)得到了类似的结

果。④ 在经济地位代际转移的研究中 , Bow les

and Gint is (2002)的估测说明 , 认知能力和教

育已经被过度研究 , 而财富 、 种族及非认知行

为特性研究不足。

尽管 Eide and Show alte r (1999)研究发现

父亲的收入 (或者家庭收入)是一个更重要的

解释变量 , 但是他们也发现 , 大多数联系源于

迄今没能解释的其他家庭影响 。“基本的问题不

是测度合适变量的粗劣 , 而是我们完全错失了

一些重要变量 。” Bow les and Gintis (2002)认

为 , 更多的问题是 , “代际游戏场内的规则是否

合理 ?代际经济地位转移背后的因果机制是什

么? 这些机制是否积极响应公共政策 , 使得经

济成就的获得更加公平?” 通过分析代际经济地

位传递背后的机理 , 试图打开代际经济地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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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路径的 “黑匣子” , 这不仅是 Bow les and Gin-

tis (2002)的愿望 , 更是众多研究者孜孜以求

的目标。

3.代际收入流动的趋势分析及国际比较

研究

“更大的进展将会来之不易。” 早在 1999

年 , Gary Solon就已指出 , “我们将继续用常规

调查数据进行回归模型的常规估计 , 但是 , 这

种分析可能不会解决太大的问题” , 并且认为 ,

代际研究要转向能够产生新的视点与观察的新

数据 , 有时可能是相当特别的数据 , 像双胞胎

分养或没有亲缘关系的人领养兄弟等。尽管

Gary Solon承认 “没有一个这样的实验能够达

到清晰又确定的理想状态” , 但是他确信 “对所

提供证据的审慎而明智的解读 , 依然可能产生

关于劳动力市场地位代际转移背后的变化过程

的重要线索。” 事实上 , 近年来学界所关注的代

际收入流动的趋势分析及跨国差异比较等主题

研究 , 都是以探究代际收入流动背后的传递机

制为最终目的。

在过去的 15年里 , 大量新研究已经证明 ,

美国经济地位的代际转移比早期社会学和经济

学的分析所主张的更强。近年来 , 一些研究者

已经开始探究代际流动的趋势 。因为数据缺

乏 , 美国代际流动趋势的研究产生了各种各样

的分歧结果 。Solon (2006)认为 , ① 通过更有

效利用可得到的 PSID数据 , 能够得出更可靠

的证明 。尽管 “我们的估计仍是太不精确以致

于不能勾划出在每个方向上的适度趋势” , 但

是 , 在更高程度上 , Solon (2006)的结论是 ,

“对于出生在 1952 ～ 1975 队列的结果显示 , 美

国的收入代际流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没有产生

剧烈变化 。”

学者们认为 , 对于经济地位由一代传递给

另一代程度的跨国研究是重要的。Solon(2002)

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 , 用以解释代际流动的跨

国差异 。② A nde rs Bjorklund and M arkus Jantt i

(1997)研究认为 , “瑞典有着更小的收入不平

等和更大的代际流动 , 这提出了关于机会平等

和结果平等是否彼此独立的问题 。”③ 当然 , 这

不可能仅由两个国家的样本决定 。一些关于社

会阶层流动的社会学文献提供了相关佐证。采

用 15 个国家的样本 , Erikson and Goldtho rpe

(1991)研究发现 , 一个国家的经济平等倾向于

和更高的社会流动联结在一起。④ Anders Bjork-

lund and M arkus Jant ti (1997)相信 , “代际收

入流动的跨国比较有可能指明社会科学和公共

政策领域这一经典和中心问题” 。

三 、 我们应该借鉴些什么

如前文所述 , 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是一个

极有趣的研究主题 , 事实上 , 所有研究者讲述

的都是一个不平等背后的家庭故事 。代际流动

是加快了还是减缓了 , 这将意味着是子代有着

更多的机会了 , 还是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附于父

代 , 尤其是对于处在收入底层的子代 , 有多少

机会走出父代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 “从贫

穷变成富有” 。⑤ 学者们的初衷与目的亦不过如

此 , 但其深层的理念是寻求一种平等机会与经

济正义的社会实现。在前文对国外相关文献系

统梳理的基础上 , 做进一步的总结与评述 , 并

且从理论分析框架 、 实证研究方法及中国转型

发展的特殊性等方面探讨应该从国外的研究成

果中借鉴些什么。

1.中国人的家庭行为具有更深刻的解释力 ,

“效用最大化框架下的家庭行为分析” , 对中国

问题研究来说应该更有意义。

从 Becker and Tomes的理论模型中可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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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代际流动度量的是家庭对孩子财富 (福

利)的影响 。在 《人力资本与家庭的兴衰》

中 , Becker and Tomes (1986)指出 , “孩子的

成就相对于父母来说趋向或偏离均值的回归程

度是一种对社会中机会平等程度的测度” , 其

语境中 , 代际流动 、 家庭兴衰与不平等机会的

决定因素的分析是统一的整体 。Becker and

Tomes (1986)对所建构的模型充满信心 , 认

为 “效用最大化框架下的家庭行为分析” 不仅

“为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兴衰提供了很多洞见” ,

而且 “有助于理解关乎家庭兴衰的各种不同公

共项目的效力” 。

费雪 (有译菲歇尔)曾说 , “收入是经济学

的起点和终点” 。① 这是历来经济学家中对收入

在社会生活中的本质性特征的最精辟描述。家

庭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元素 , 在某种程度上 ,

我们甚至同样可以说 , “家庭是中国人社会行为

的起点和终点” 。只有对家庭行为的深刻理解 ,

才能更全面分析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现状 , 才能

更透彻了解中国社会存在的所谓各种 “病状” ,

才能更现实地预测各种相关政策的影响及效力。

总而言之 , 中国人的家庭行为具有更深刻的解

释力 , 这是能够激发中国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

问题研究的一种特别动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

Becker and Tomes的效用最大化框架下的家庭

行为分析 , 对于中国的相关问题研究来说 , 可

能将会更有意义 。

2.目前 , 国内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问题的

研究极少;国外的实证研究 , 仅从 Becke r and

Tomes (1979 , 1986)模型开始 , 已经有二三十

年了 , 他们所累积的经验 , 完全可以作为我们

很好的借鉴。

从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 , 到代际收入传

递机制的分析 , 再到代际收入流动趋势及代

际收入流动跨国差异比较 , 这些研究内容是

一步步拓展的结果 , 是历经二三十年的研究

积累所展现出来的学术视野 , 这对后来的研

究者来说 , 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尤其值得关

注的是 , 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是有前车

之鉴的 。1970 年代与 1980 年代 , 由于测量

误差 , 同质性样本 , 及两者的相互作用 (So-

lo n , 1989), 弹性估计出现重大偏误 。随着

1990 年代数据与方法的改进 , 美国学者开始

对代际收入弹性重新估计 。经校正的很多结

果是美国早期研究均值的三倍 (Bow les and

Gintis , 2002)。这背后的研究动力是基于早

期研究结论之上的社会判断与真实世界的严

重不符 。

通过文献的梳理 、 总结及评述 , 从国外收

入不平等代际转移问题的实证研究进程中 , 我

们至少可以论及如下两点:

其一 , 从社会现象出发 , 对社会现象的充

分理解和把握 , 始终是实证及学术研究的最基

本起点 , 同时 , 更是检验研究结果正确与否的

最终试金石。中国近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堪称

奇迹 , 但不平等的代际复制是需要面对的最棘

手的一种发展倾向 。从社会问题出发 , 进行详

实的实证研究 , 并不断地将分析结果与社会现

实相对照 , 从而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 为

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平等机会 , 为最易受伤害的

群体融入社会提供一个跳板 , 为即将或已经陷

入代际贫困的家庭与个人提供最有效的社会支

撑 , 这是研究者的使命。

其二 , 国内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问题的研

究极少 , 其中大部分原因是数据缺乏 。其实 ,

这不应该成为问题研究的最大障碍 。首先 , 美

国的最初研究并不是从丰富的数据开始 , 其研

究数据亦是从缺乏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中;

其次 , 美国的研究在深入分析及纠正估计结果

偏误过程中所总结的经验可供借鉴 。目前 , 完

全可以在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对中国问题

的研究 , 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国内相关问题

研究的后发性进展 , 推动国内代际研究数据的

逐步生成 , 而且可以增加国内外研究的可

比性 。

3.转型与发展的中国 , 有着更多的不确定

性 , ② 或许可以通过机会不平等与结果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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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点及不同时期的对比 , 发现中国整体收

入分配方面的特殊性 。

中国经济在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 , 收入

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 这成为争论与关注的焦

点;而且 , 基尼系数的高与低 , 几乎成了衡

量收入分配差距大与小的通用标准 。事实上 ,

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判断 。基尼系数所测度

的是结果的不平等 , 而代际收入弹性所测度

的是机会的不平等 。在某种意义上 , 代际收

入弹性是较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标更为关键

的测度方式 。基尼系数的高低很重要 , 但更

重要的是代际 (社会)流动的大小 , 后者是

直接关系到社会整体状态及社会发展趋势的

核心问题 。

在收入代际转移问题的研究中 , 实证分析

的目的是回答诸如代际收入弹性大小 , 代际收

入弹性的趋势变动 , 及其弹性大小与趋势走向

的相关传递机制等问题。对于中国的研究来说 ,

尤其重要的是 , 应该尝试将代际收入弹性所测

度的机会不平等与基尼系数 、 泰尔指数 、 洛伦

茨曲线及分位数比等测度的结果不平等两相比

较 , 从中找到两者的异同 。

目前 , 国外的相关实证分析中 , 以美国

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为主 , 其他所谓 “欠发达

地区” 的研究极少 。①整体社会的机会平等与

结果平等是否彼此独立 , 则是一直在探讨中

的问题 。 A nders Bjo rklund and M arkus Jant ti

(1997)确信 , 收入不平等代际转移问题的跨

国比较有可能指明这一 “社会科学和公共政

策领域的经典和中心问题” 。中国收入不平等

代际转移问题研究应该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个

案 , 不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更深入的解

释力 , 而且可以做相应的跨国差异的比较 ,

从而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理论与经验研究的

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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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来西亚约为 0.26 (Li llard and Kilbu rn.1995), 这是对所

谓 “欠发达地区” 研究最早的一个个案。南非的研究为

0.44 (Hertz.2001)。近十多年来 , 相关地区的研究进展并

不是很大。

A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Wei Y ing 　Zhang Chunyan

Abstract:T he inte rgenerational mobili ty of income inequality is an ex t remely interest ing re-

sea rch subject.In fact , all researchers are telling some family sto ries behind the income ine-

quality.The model o f “analy sis of family behavio r” by Becker and T omes provide s a founda-

tion fo r theo re tical consideration o f interg 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 ty , hereaf ter , the over-

seas researchers have launched massive empirical studies , mainly including the inte rgenera-

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 the t rends in in-

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 as w ell a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intergene rational in-

come mobility and so on.This pape r explo res the theo re tical model , the advance s of the em-

pirical studies , and wha t w e should learn f rom o ther countries.

Key words: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come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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