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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父辈受教育程度越高，子代的学历也会越高，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文章依

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年数据，对父母受教育程度及其他可能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

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 受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影响，中国女性更多地承担了家务及教育

子女的责任；2) 随着母亲学历的增高，子女的教育程度明显增高，但这要建立在父亲学历较高的条件下；

3) 父母受教育程度均较高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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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people think that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parents,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of children, but the actual situation is not the case.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7, this paper makes a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parents and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educational level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6341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6341
http://www.hanspub.org


高兰英 
 

 

DOI: 10.12677/aam.2022.116341 3223 应用数学进展 
 

of their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Chinese women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housework and educating their children; 2)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mother’s education,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but thi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ather’s higher education; 3) Th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of parent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educ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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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会随着父母的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文献也得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针对此现象，学者们从教

育投资的观念、能力和效率方面提出了解释：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比较重视对教育的投资，而且

能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二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一般具有较高的收入，能够为孩子提供较好的学

习资源；三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效率也会较高，能够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后天教养环境，

而且学历较高的父母生育意愿会较低，资源更容易集中[2]。M. Spagat (2006)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历的影响不全是正面的影响，也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3]。根据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数据(CGSS) 2017 年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观点，有些父母学历较高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却比较低。对

此，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可以解释：一是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固然可以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也

能更好地参与子女的学习中去，但由于教育程度较高，职位也可能较高，工作忙碌自然陪伴孩子的时间

较少，不利于孩子的学习；二是由于我国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一般母亲比较多地陪伴孩子，随着母亲

学历的增加子女受教育程度也会增加，但到达一定点后，母亲学历的提高反而不利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的增加，这是由于母亲学历提升会增加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从而使得母亲关注子女学习的时

间减少，孩子的受教育水平呈下降趋势。  
基于上述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父母受教育程度特别是母亲对子女教育成就产生的影响并

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却出现后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现象做出解释。 

2. 样本数据、变量说明及基本描述 

2.1. 样本数据及变量说明 

文章选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 年的调查数据作为依据进行分析，该调查形成了 12,582 份

问卷。依据研究目的，文章选取已经完成教育的被访者及其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剔除教育数据缺损的问

卷，共得到有效样本 10,409 份。 
为了便于进行数据分析，文章将最高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分别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 0，

私塾 = 2，小学 = 6，初中 = 9，高中/中专/技校 = 12，大学专科 = 15，大学本科 = 16，研究生及以上 = 
20 并对其做分类处理，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除了最高受教育程度外的其他一些

信息，如被调查者的政治面貌、户籍等相关变量描述统计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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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表 1. 变量描述 

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 变量名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被
调
查
者 

受教育年限(年) educ_y 0 20 9.02 4.79 

性别(男性 = 1，女性 = 0) sex 0 1 0.48 0.50 

年龄(年) age 18 103 51.01 16.31 

党员身份(是 = 1，否 = 0) party 0 1 0.12 0.32 

全职务农(是 = 1，否 = 0) wn 0 1 0.25 0.43 

户籍(农业户口 = 1，非农业户口 = 0) huji 0 1 0.55 0.50 

14 岁时家庭地位(最底层 = 1，最顶层 = 10) diwei 1 10 3.18 1.82 

被
调
查
者
父
亲 

受教育年限(年) fe 0 20 4.62 4.70 

党员身份(是 = 1，否 = 0) fp 0 1 0.18 0.32 

全职务农(是 = 1，否 = 0) fn 0 1 0.61 0.49 

专业职称(有 = 1，无 = 0) fz 0 1 0.04 0.18 

年龄(年) fa 40 128 75.16 17.48 

被
调
查
者
母
亲 

受教育年限(年) me 0 20 3.12 4.27 

党员身份(是 = 1，否 = 0) mp 0 1 0.03 0.16 

全职务农(是 = 1，否 = 0) mn 0 1 0.64 0.48 

专业职称(有 = 1，无 = 0) mz 0 1 0.01 0.09 

年龄(年) ma 38 129 72.24 16.80 

2.2. 父母学历与子女现状基本描述 

根据 CGSS 调查数据分别作出父亲母亲最高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受教育情况列联表，见表 2 及表 3。
根据表 2 可知：子女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仅为父亲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庭总数的 8.98%，

对于父亲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的子女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为 34.20%、

52.68%及 70.15%，随着父亲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子女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有着明显的提升。根据表

3 可知：子女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仅为母亲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庭总数的 11.12%，对于母

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的家庭来说，子女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分别为 45.24%、

68.18%及 81.68%，我们由此可以推断：与父亲带来的影响相比，母亲的影响似乎更为显著，这个结果可

能是由于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导致的。母亲对家庭投入的时间更多，较高学历的母亲自身素质较高，能

够更好的对子女言传身教进而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能够在学业上及时为孩子解答疑惑，引导孩子

形成问题意识，有利于拓宽今后的学习道路。还可能是由于学历较高的女性的伴侣的学历也会较高(如表

4 所示)，从而使得子女拥有良好的家庭氛围及物质条件。由此可知，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子女

的受教育程度也会有着明显的提高。总体上来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有助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 
但表 2 及表 3 中同样显示了在 1978 位接受了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子女中有 676 位来自于父亲受教育程

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庭，957 位来自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庭，这是由于在社会中，受教

育程度较低的家庭数量较多，在全社会的比重较高而且短期内该比例也无法产生较大的改变。同样的，

提高全社会的受教育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及环境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的后代来

实现。因此关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对整个社会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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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Father’s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表 2. 父亲学历与子女学历 

子女最高教育程度 
父亲最高受教育程度 

总计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3380 
44.89 

149 
9.71 

50 
5.25 

20 
5.10 

3599 
34.58 

初中 2344 
31.13 

405 
26.38 

184 
19.31 

38 
9.69 

2971 
28.54 

高中 1129 
15.00 

456 
29.71 

217 
22.77 

59 
15.05 

1861 
17.88 

大学及以上 676 
8.98 

525 
34.20 

502 
52.68 

275 
70.15 

1978 
19.00 

总计 7529 
100.00 

1535 
100.00 

953 
100.00 

392 
100.00 

10409 
100.00 

 
Table 3. Mother’s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表 3. 母亲学历与子女教育 

子女最高教育程度 
母亲最高受教育程度 

总计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3526 
40.98 

53 
5.15 

16 
2.80 

4 
1.98 

3599 
34.58 

初中 2693 
31.30 

225 
21.84 

44 
7.69 

9 
4.46 

2971 
28.54 

高中 1429 
16.61 

286 
27.77 

122 
21.33 

24 
11.88 

1861 
17.88 

大学及以上 957 
11.12 

466 
45.24 

390 
68.18 

165 
81.68 

1978 
19.00 

总计 8605 
100.00 

1030 
100.00 

572 
100.00 

202 
100.00 

10409 
100.00 

 

在家庭内部当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根据 CGSS 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发现，父亲比母

亲学历高的有 1741 个家庭，占总数的 16.73%，而母亲学历比父亲高的仅有 398 个家庭，占总数的 3.82%，

由此可知女性一般较少的选择比自己学历低的男性作为伴侣，而男性则不一定。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1) 父母的学历会对子女的学历产生正向影响；2) 父母对子女学历的影响存在差异，且母亲对子女的影响

更大。 
 
Table 4. Mother’s education and father’s education 
表 4. 母亲学历与父亲学历 

母亲受教育程度 
父亲受教育程度 

总计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7292 
96.85 

866 
56.42 

373 
39.14 

74 
18.88 

8605 
82.67 

初中 172 
2.28 

547 
35.64 

246 
25.81 

65 
16.58 

1030 
9.90 

高中 53 
0.70 

107 
6.97 

295 
30.95 

117 
29.85 

572 
5.50 

大学及以上 12 
0.16 

15 
0.98 

39 
4.09 

136 
34.69 

202 
1.94 

总计 7529 
100.00 

1535 
100.00 

953 
100.00 

392 
100.00 

104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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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 

本文研究的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后代受教育水平产生的影响，因此将最高受教育程度作为主要的

影响因素纳入到模型中，除此之外，子女自身的一些特征及父母的职业等因素也要纳入考量。构建的模

型为： 

0 1 2 1_ k
j i ijeduc y fe me T X uα α α

=
= + + + +∑  

其中因变量 educ_y 表示子女的受教育年限，fe 和 me 分别表示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X 为控制变量，

不仅包括父母可能会对孩子受教育水平产生影响的一些信息，如：年龄，职业等，还包括子女本身的一

些信息：年龄，婚姻状况等。 
公式的回归结果见表 5。结果表明：1) 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的存在着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2) 对于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来说，父亲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子女的受教育年限

将会增加 0.155 年，而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却能够使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为 0.27 年；而对

于母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来说，父亲能够增加子女 0.33 年的教育年限，而母亲仅为 0.251 年。3) 模
型 3 显示对于父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来说，父亲对子女的影响不显著，而母亲的影响则显著，这可

能是由于父亲学历较高的家庭父亲拥有更高的职位，参与教养孩子的时间减少，并且此学历的家庭中母

亲的学历多数较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较低，因而有足够的时间教养孩子，孩子受母亲的影响较

大。4) 模型 6 则显示在母亲学历较高的家庭，父亲的影响较为显著，而母亲的不显著，这一般是由于高

学历的女性选择的伴侣学历相对较高，能够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教育环境和物质条件，母亲被雇佣的可能

性增加，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则会相应的减少，因而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下降。 
以往研究认为，相对于父亲来说，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但本文认为，这一结论需要建立在父亲

学历相对较高的条件下。另外在模型(2)、(3)、(5)、(6)、(7)、(8)中均表明地位会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带

来显著的影响，家庭地位越高意味着子女更容易获得资源从而有利于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但由于本文主

要讨论的是父母学历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此不对该变量做过多的阐述。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表 5. 回归结果 

变量名 
父亲学历较高家庭 母亲学历较高家庭 父母学历相同家庭 

(1) (2) (3) (4) (5) (6) (7) (8) 

fe 0.197*** 
(0.0403) 

0.155*** 
(0.0411) 

0.0377 
(0.0515) 

0.321*** 
(0.0584) 

0.325*** 
(0.0576) 

0.308*** 
−0.0683 

0.474*** 
(0.0123)  

me 0.301*** 
(0.0256) 

0.266*** 
(0.0256) 

0.240*** 
(0.0301) 

0.320*** 
(0.0800) 

0.251*** 
(0.0808) 

−0.0123 
(0.0997)  0.458*** 

(0.0121) 

fz   −0.229 
(0.397)   −0.845 

(0.850)   

mz   −2.117* 
(1.272)   0.0210 

(1.096)   

fp  0.668*** 
(0.200) 

0.459* 
(0.257)   0.246 

(0.476)   

mp   0.352 
(0.550)   0.335 

(0.596)   

fn   −0.161 
(0.252)   −0.141 

(0.562) 
−0.956***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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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mn   −0.478* 
(0.273)   −0.713 

(0.581)  −0.826*** 
(0.111) 

diwei  0.301*** 
(0.0458) 

0.109** 
(0.0534)  0.275*** 

(0.0729) 
0.219** 

(0.0919) 
0.264*** 
(0.0254) 

0.299*** 
(0.0251) 

sex  0.761*** 
(0.168) 

0.653*** 
(0.187)   −0.0947 

(0.348) 
1.493*** 
(0.0837) 

1.476*** 
(0.0835) 

huji   −2.440*** 
(0.220)   −2.204*** 

(0.438) 
−2.455*** 
(0.100) 

−2.598*** 
(0.0988) 

constant 8.070*** 
(0.411) 

7.126*** 
(0.430) 

10.77*** 
(0.611) 

6.736*** 
(0.775) 

6.394*** 
(0.771) 

10.77*** 
(1.039) 

7.381*** 
(0.142) 

7.738*** 
(0.135) 

Observations 1741 1683 1146 398 395 281 7616 7784 

R-squared 0.137 0.174 0.292 0.203 0.232 0.357 0.411 0.400 

注释：1) ***、**、*分别表示 0.01、0.05 和 0.1 显著性水平；2)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3) 模型(7)和(8)没有将父母受

教育水平放在一起回归，是由于 fe = me 会导致模型存在完全多重共线性。 

4. 进一步讨论 

4.1. 母亲受教育水平与子女教育 

上述结果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均会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相对父亲来说母亲所起

到的作用似乎较大，这可能与学历决定家庭分工相关。表 6 依据 CGSS 问卷数据列出了 14 岁时母亲的就

业状况分布。随着与父亲相比之下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料理家务的人数由 16.83%下降到 10.30%，受

雇于他人的比例由 21.88%上升到 40.20%，但父母学历相同时母亲受雇于他人的比例却仅为 10.36%，对

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解释：父母学历相同的家庭较多为 8270 个，其中受教育水平均为小学以下的就有

7297 个家庭，在文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男性所拥有的体力优势更容易受雇于他人，女性在此情况下竞

争力较弱，因而在父母学历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更多的是全职务农及料理家务。这一组数据反映出，随

着母亲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升，相应的陪伴和照顾子女的时间也

会减少。结合表 5 中(4)、(5)、(6)列的回归结果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在母亲受教育水平高于父亲的家庭

中，母亲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相对父亲来说较小很大可能是由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母亲陪伴和照顾孩

子时间在减少。 
 
Table 6. Employment status of mothers at the age of 14 
表 6. 14 岁时母亲就业状况 

14 岁时母亲的就业状况 母亲学历高于父亲 父亲学历高于母亲 父母学历相同 总计 

受雇于他人(有固定雇主) 160 
40.20 

381 
21.88 

857 
10.36 

1398 
13.43 

全职务农 118 
29.65 

799 
45.89 

5475 
66.20 

6392 
61.41 

兼业务农 5 
1.26 

17 
0.98 

38 
0.46 

60 
0.58 

劳务工/劳动派遣人员 5 
1.26 

10 
0.57 

52 
0.63 

67 
0.64 

零工、散工(无固定雇主) 11 
2.76 

36 
2.07 

110 
1.33 

157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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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在自己家的生意或企业，不领工资 1 
0.25 

0 
0.00 

8 
0.10 

9 
0.09 

在自己家的生意或企业，领工资 2 
0.50 

12 
0.69 

19 
0.23 

33 
0.32 

自由职业者 6 
1.51 

8 
0.46 

18 
0.22 

32 
0.31 

个体工商户 13 
3.27 

71 
4.08 

158 
1.91 

242 
2.32 

自己是老板(或者是合伙人) 4 
1.01 

5 
0.29 

18 
0.22 

27 
0.26 

离退休(不在职) 3 
0.75 

11 
0.63 

24 
0.29 

38 
0.37 

无业(失业/下岗) 9 
2.26 

47 
2.70 

118 
1.43 

174 
1.67 

丧失劳动力 0 
0.00 

3 
0.17 

13 
0.16 

16 
0.15 

在上学且没有工作 1 
0.25 

0 
0.00 

4 
0.05 

5 
0.05 

料理家务 41 
10.30 

293 
16.83 

988 
11.95 

1322 
12.70 

已去世 5 
1.26 

17 
0.98 

269 
3.25 

291 
2.80 

其他 11 
2.76 

22 
1.26 

60 
0.73 

93 
0.89 

不知道 2 
0.50 

8 
0.46 

36 
0.44 

46 
0.44 

拒绝回答 1 
0.25 

1 
0.06 

5 
0.06 

7 
0.07 

总计 398 
100.00 

1741 
100.00 

8270 
100.00 

10,409 
100.00 

4.2. 对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出现低学历子女现象的解释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的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表 2
显示了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却并不高。这里以父母是大学及以上学历为例，

父亲最高学历是大学文化的，其子女文化程度是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达到了 70.15%，但仍有将近 30%的子

女在高中及以下，甚至有 5.10%的子女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而母亲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家庭，

子女学历在大学及以上的占了 81.68%，显然母亲相对父亲的影响来说较大。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相

比，学历较高家庭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及物质条件，虽然出现相较于父母来说子女学历较低的现象概率

较低，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此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本文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以下原因

有关：一是学历较高的家庭虽然可能由于物质资源比较充足，孩子有更好的环境进行学习，更容易领先

在起跑线上，但可能正因为如此，孩子物质条件的丰富使得其自制力较差，容易迷失在物质的世界里，

从而早早的放弃了学业；二是由于学历较高的家庭，父母的社会地位可能更高从而更加地忙碌，陪伴子

女的时间减少，从而无法较好地影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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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围绕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究竟如何影响子女学历的问题，本文依据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 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也越高；2) 在父母受教育水

平相同和父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影响相对于父亲的影响来说更为显著；3) 随着母

亲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料理家务的母亲人数占比下降，而受雇于他人的占比则上升，这将会影响到参

与子女教育的时间，特别是母亲受教育程度高于父亲的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影响要小于父亲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增加教育投资的同时要注重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家庭背景的不同是导致其所

占的教育比例不同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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