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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国高校开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使得人们开始广泛关注教育公平问题。

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否公平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区域教育差距、城乡教育差距以及国民整体素质，因此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促进

我国教育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家庭文化资本的角度，从每个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差异出发，在分析了三

种形式的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影响的基础上，探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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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gan to expand the enrollment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makes people begin to pay extensiv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educational equity. In this context, the equality of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public attention. Whether the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opportunity is fair 
or not affects the regional education gap,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gap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peopl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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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m-
ily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capital owned by each fami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ree forms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on the entrance opportunity of higher edu-
cation, and discusses the equity of the entrance opportunity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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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中国高校实行扩招始于 1999 年。到 2008 年秋季学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为 599 万人，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达到 23%。由此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了大众化阶段。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

力，我国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尽管我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但是在中国人口基数大的

背景下，高等教育无法满足所有社会群体的需求。相对来说，仍然是一种较为稀缺的社会资源。所以高

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近几年，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公平的研究中，家庭文化资本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最早对家庭文化资本进行研究并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他认为，家庭文

化资本是最隐蔽、最不易被人察觉却是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它对学生学术成就有着潜在而深远

的影响[1]。国内学者陈宁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教育机会均等》也证实了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公平

的影响，由于文化的代际传递性，较高文化资本的家庭所传递的文化资本更加丰富和广泛，其子女享有

的非基本教育权利之机会也会大大高于较低文化资本家庭的子女，也会更加贴近学校里所传达、培育和

考核的知识与文化[2]。赵杰、刘永兵(2010)对比不同的个人资本与受教育机会关联的理论，认为布迪厄

更强调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关键在于文化差异，家庭是文化资本的根源[3]。在当前实行的高考选拔制度下，

家庭文化资本作为一项相对隐蔽的因素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受高等教育情况，研究家庭文化资本

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家庭文化资本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逻辑关联 

2.1. 家庭文化资本概念界定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在书中将文化资

本定义为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按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划分，文化资本

有三种形态：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和外在体态，具体表现为个体的审美

趣味、学识、修养等方面；二是客观化形态，主要体现书籍、词典、仪器等物质性的文化工具中；三是

制度化的形态，主要体现在教育学历，它是通过制度和形式将资本标示出来[4]。 
学者郑雅萍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性情气质、兴趣取向、文化氛围、处事方式等

综合而成的一种家庭教育氛围[5]。 
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综合了两位学者的相关观点后，我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在家庭场

域中，文化以及文化的物质载体所构成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总和。家庭文化资本也存在文化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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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形态。身体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家长的教育方式和对教育的期望程度；客观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家

庭氛围，家长提供学习资源的情况。体制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父母的学历水平。 

2.2. 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影响表现 

2.2.1. 家庭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 
1) 家长的教育方式 
家长的教育方式是指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养育、教导子女的方式和方法。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作用于

家长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学校学习方面给予子女指导和帮助的多少。在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较高的家

庭中，家长处于优势地位，可以为子女提供较多的学校学习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以及相关的技能培训。

子女在接受了父母的指导与帮助后，可以较快的融入学校生活中。熟悉并掌握学校的教育方式与学习方

法，培养学校所认可的审美情趣及知识技能，进而进入到更高的教育阶段。相反，在家庭文化资本量较

低的家庭中，由于家长给予子女的教育资源有限，使得其子女在学校生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不利

于获得更高的教育机会。 
2) 家长对教育的期望程度 
家长的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对子女将来可能获得的最高学历水平的一种预估或者设想，有较强的主观

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基于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了解，对未来学

业成就水平的预测。在实际生活中，布迪厄认为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基于父母的思想观念、教育方式、行

为举止，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生成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他们在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方面具

有优势地位。这种优势体现在父母给予子女的帮助与指导可以贯穿整个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为子女营

造较好的学习环境，并通过言传身教让子女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子女积累学习经验与知识技能，

有利于子女获得更高的学业成就，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对子女而言，由于长时间受到家长的

文化教育的熏陶，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通过后期的模仿和学习，将父母

的文化修养内化为自身的文化习惯，更加勤奋努力的对待学习。出身于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较少的子女，

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环境的影响，对自己的教育期望一般较低。父母提供的学业帮助与指导较

少，不利于获得更高的教育机会。 

2.2.2. 家庭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形态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 
1) 家庭文化氛围和家长与教师的有效沟通 
家庭文化氛围往往可以体现一个家庭的文化精神，包含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和精

神文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家庭的家庭成员的价值观[6]。家庭文化氛围会潜移默化的作用于

子女的成长。具体表现在子女的为人处世、价值观的建立、心理等方面。这种家庭文化氛围对子女学习

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家庭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子女更加喜爱看书、学习，倾向于向父母表达自己

的思想，与父母交流关于生活、学习方面的信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的子女受教育的几率会被增加。

除了和子女的交流以外，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通是否和谐、有效也显得尤为重要。家庭文化氛围和家长

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受家长的眼界、学识、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关系以及道德修养的影响。家庭文化

资本较高的家长，他们能够通过良好的家庭氛围与教师进行有效沟通，并贯穿子女的整个教育过程。通

过与教师的及时有效的沟通，家长能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教育信息，帮助子女学业成绩的发展，进而获

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而家庭文化资本较少的家长，受自身较差的家庭文化氛围的局限，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对于和教师交流持逃避的态度，在与教师沟通时，只会一味的赞同教师的意见和看法，不能提出自

己的想法。无法达成教师和家长共同合作、共同促进学生学习进步的目标。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家长对

子女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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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资源的提供情况 
家长对子女学习资源的提供包括书籍、学习设备、多媒体学习资源等方面。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家

庭在其学习资源提供能力方面有较大差异。学者徐继岭在其论文中调查发现：工人、农民家庭拥有的图

书数量明显少于干部、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家庭。不同阶层家庭子女的阅读情况也明显具有区别，从不同

阶层家庭占有藏书量以及其子女的阅读量来看，干部、管理人员与技术工作人员阶层的占有情况明显优

于工人[7]。这说明家庭图书提供情况受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的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较好的家庭可以提供

更多的图书。另外，对于电脑、录音机、电子词典等一些学习设备，家庭文化资本较好的家庭在提供设

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要优于家庭文化资本差的家庭。这是由家庭的经济基础与家长对子女学习重视程度决

定的。 

2.2.3. 家庭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态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制度化的形态，主要体现在教育学历，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依据布迪厄的观点，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典型的“制度化文化资本”[8]。一般地，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

其教育子女能力与效力较强，进而能有效改善子女的学业成就。在高考选拔制度下，学生学业成就的高

低直接决定了就读高校的层次水平。子女在校的学业成就依赖于家庭文化资本投资，其是学生在文化资

本和时间上投资得到的产物[9]。因此，家庭文化资本的多少及其最初的价值导向对子女学业成就与未来

前途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首先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对中学层次的选择不同，进而对随后一系

列学业选择与成就机会产生重要影响，如高校的选择、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选择倾向，这些都得益于父

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学习氛围与父母与子女间的交流等累积因素。那么拥有家庭文化资本高的学生，

在学业成就方面的投资高于家庭文化资本低的学生，在高校的选择，专业的挑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更有利于进入较高层次水平的高校，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3. 家庭文化资本影响高等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原因分析 

3.1. 家庭文化资本具有代际传递效应 

日本学者天野郁夫对教育过程中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作出了论述，指出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学校教

育成果，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家庭里积蓄着，由子女继承下来，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迁性流动机会，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能够给子女提供怎样的学校教育机会[10]。那么，子女是如何获得家庭文化资本的

呢？法国学者布迪厄提出获得家庭文化资本有两种方式，分别是幼年时受到的家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及后期系统的学习。基于两位学者的观点，我认为家庭文化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代际传递，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知识、技能、价值观等文化资本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子女的

无意识模仿被潜移默化的继承下来，进而转化为自身的文化资本。比如出身书香门第或者艺术家庭的学

生，由于从小接触大量的相关文化活动，受到了良好文化渲染和艺术熏陶，在不知不觉中就继承了家庭

文化资本。出身在家庭文化资本较少的学生，父母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文化程度也不高，附着性文化

资本非常局限。因此他们没有能力为子女提供较高的文化资本，也不能为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带来

较多的正面收益。 

3.2. 家庭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 

当前，我国社会人口的总体文化水平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是偏低的。这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

大国，人口基数大，义务教育普及发展时间较短，高等教育相比较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发展水平也

相对较低。我国在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社会资源开始重新组合，社会各阶层间资本拥有量开始

极速分化。学者刘海燕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各社会阶层由于在物质资源、价值观、知识和理解力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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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先天原因和后致因素的双重影响，使得在接受高等教育中，中上等阶层家庭的子女会比其它阶层

的子女享有更多有利的条件，也使得他们在高等教育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高[11]。因此，在我国不同社

会阶层的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的差异对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目前的现状还需要

相当漫长的时间来改变。 

3.3. 公共文化资源分配不均衡 

在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官僚主义思想、居民表达利益渠道不畅

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在享用文化基础设施、构建文化服务队伍以及文化资源共享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实证分析表明，整体而言 2005~2015 年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程度由 0.416 下降至 0.127，但非

平衡成长的态势仍然显著，其中 2015 年城乡公共文化财力资源配置的非平衡水平高达 0.226 [12]。该数

据进一步阐明我国在公共文化资源分配方面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的弊端。这就使得弱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

无法通过公共文化资源来弥补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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