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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户籍与中等教育模式选择对劳动者收入水平及就业能力的影响。基于CLDS 2016数据，本文

建立明瑟方程和Probit模型，对总样本以及农村、中职教育分样本进行了回归，并考察了职业证书的调

节作用。结果表明中职与普高教育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没有显著区别，但城市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高于农村户籍劳动者。对于中职毕业生，农村户籍对收入呈现负向影响，尤其对农村女性的影响更严

重。在就业机会上，农村户籍的中职毕业生也处于劣势地位。获取职业证书对农村户籍劳动者的收入

提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拥有普通高中文凭且拥有职业证书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更高。因此普及高中

教育，完善职业证书的相关制度，在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户籍劳动者的收入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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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Labor Dynamics Survey (CLDS) conduct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2016, this study applies Mincer’s equation and Probit model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mode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or ordinary high school) 
selection on the income level and employability of workers. In addition to regression with the full 
sample, we further conduct comparative analysis by separating data into different sub-samples 
according to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education mod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ocational cer-
tificates is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come be-
twee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higher school education, but the income level 
of urban work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ones.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graduates, ru-
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income, especially for women. In terms of em-
ployment opportunities, rural vocational graduates are also at a disadvantage. The vocational cer-
tificate has an obviou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ome of rural registered workers. The income level 
of workers with general high school diploma and vocational certificates is higher. Therefore, 
promoting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vocational certificates w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mproving the 
income of rural registered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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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束九年义务教育后，中国学生面临着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之间的选择，即教育分流。普

通高中注重通识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学生通过高考取得高等教育资格，而中等职业学校旨在培养学生的

特殊技能，从而使之可以直接进入社会参加相关工作。我国的中职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高

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中等技工学校、职工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职

业学校里的中职学校等。教育部在《关于做好 2021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进一步提

高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比例，使得职普比大体相当，即达到 5:5 的招生比例。2022 年，大多数省份录取

的普职比由往年的 6:4 逐渐趋近于 5:5，如浙江省中考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只占 50%~55%；一线城市中上

海的普高录取比例与前些年相当，约为 60%；北京始终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普高录取率，但也仅 70%左右。

虽然国家积极提倡中职教育，但根据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2007~2021 年)显示，中职招生人数自 2010 年

以来相对高中入学人数在持续缩减，国人更愿意选择普通高中而非中职教育。 
职业教育的存在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是过往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小于需求，二是改革开

放和经济发展带动了工业发展，尤其是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愿景刺激了技能型工人的培养，三是高

层政策制定者认为，普及大学教育可能造成结构化失业，即大学毕业生较高的职业期待与就业市场中低

端职业需求不匹配，不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职业教育意在通过培养具有特殊技能的毕业生，为对口

行业供给技术人才。社会上一般认为相对于普通高中毕业生，尤其对农村户籍者而言，职业学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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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职和收入上具有一定优势。 
随着我国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产业发展以及人工智能、互联网带来的多元化市场的演化，教育

培训领域和个人职业发展模式也面临着巨大转变的压力。从人口结构上看，我国目前出生人口呈下降趋

势。国家卫健委发布《2021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 年我国出生人口 1062 万人，

比 2020 年人口约下降 140 万人。相对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逐年增加。根据教育部数据，我国本

科和大专招生人数从 2010 年的约 662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的约 968 万人，而 2020 年我国普通高考报名人

数约为 1071 万人。未来应届生人数将逐步趋近于高校可录取人数。从录取率来看，目前普通高中生参加

普通高考的录取率达到 90%以上，而中职生的高考升学率仅约 40%。农村家庭出于教育成本考虑，容易

让子女接受中职教育而后早日进入就业市场。而城市家庭尤其家长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以上家庭，则倾

向于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故而在城市家庭中，中考分流导致的“中考焦虑”远超“高考焦虑”。中考

分流倒逼城市家庭提高子女的早期教育投入，竞争甚至提早至小学入学选校阶段，成为孩子课业压力的

主要来源。以上情况不仅影响青少年的素质教育和身心发展，也是各方呼吁教育减压而无明显效果的根

本原因之一。从就业市场看，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降低了自动化生产的成本，提高了对职业技能的需求，

出现技校生因为看不懂英文说明书而无法有效操作和维护进口器械的情况。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带

来新的经营模式，岗位需求的灵活性对个体持续学习和变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得提供专一技能的

职业教育面临更多的挑战。相对于工业时代工作较为稳定乃至岗位终身制的就业模式，当下的人们更频

繁地变换居住地、工作乃至职业，个体也对岗位匹配度、收入水平保持相对更现实和开放的态度。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了解职业教育给个体带来的收入回报如何，对于个体如何进行教育路径选择以及国家职

高比录取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外有研究表明，相对于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1] [2] [3]。然而，其他一些研

究发现普高和中职教育的回报相同[4] [5]，Zymelman et al.的结果表明普通高中的教育回报更高[6]。
Hanushek et al.认为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可能与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有关[7]。家庭背景可能通过一些因素

影响个人的教育机会和劳动力市场结果，如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8]以及健康等[9]。Moenjak et al.表
明，在泰国，来自富裕家庭的个人更有可能接受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比普高教育收入更高[10]。王姣娜利

用第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探讨了教育模式(接受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影响，

发现教育回报差异在劳动力职业生涯前后期的表现不同，职业教育毕业生在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中更具

优势，而普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流动中的适应性更强[11]。周洁、张俊比较了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历教

育收益率，结果表明个人收入受学历、工作年限、性别、行业和地域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尽可能多地接

受学校教育是值得的，学历越高的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越高[12]。 
除以上因素外，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也可能在教育投入和就业市场对劳

动者产生异质性影响。Meyerhoefer & Chen 的研究表明我国的户籍制度也是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教育投入

和教育环境的差异的原因之一[13]。戴莉萍、李明指出城市职业教育与农村职业教育在发展上存在不对等

关系，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城市职业教育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而农村职业教育处于边缘化的地位[14]。
齐良书、刘岚发现表明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劣势地位[15]。 

职业教育相对普通高中是否具有优势，尤其农村户籍的毕业生是否会因接受职业教育而使得收入高

于普通高中毕业生是值得探讨的议题。由于职业教育具有职业导向性和技能实用性，农村家庭子女通过

职业培训获得就业技能。为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解决发达地区产业工人供不应求

的状况，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中职教育对毕业生收入的影响，尤其对农村家庭子弟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山大学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缩写为 CLDS)数

据，首先使用明瑟方程构建劳动者工资收入模型，来研究户籍、教育模式(中职教育亦或普高教育)对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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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影响。其次利用 Probit 模型研究二者与就业状态的关系。而后我们重点探讨户籍对中职毕业生教

育回报的影响，并分析了职业证书的调节作用。 

2. 数据描述 

2.1. 数据来源及赋值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assignment 
表 1. 变量描述及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单位) 

农村户籍 农村 = 1，城市 = 0 

性别 男性 = 1，女性 = 0 

年龄 单位：岁(2015——出生年) 

中职教育 中职 = 1，普通高中 = 0 

职业证书 有 = 1，没有 = 0 

就业状态 是否有工作，有 = 1，没有 = 0 

工作时长 小时/周 

行业类型 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 = 1，其它 = 0 

单位退休金 有 = 1，没有 = 0 

是否为雇主 雇主 = 1，雇员 = 0 

总收入 个人年总收入，单位：元 

住房公积金 有 = 1，没有 = 0 

创业 有 = 1，没有 = 0 

经济满意度 非常满意 = 5，满意 = 4，一般 = 3，不满意 = 2，非常不满意 = 1 
 

2016 年 CLDS 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

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样本覆盖了中国 29 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调查对象为

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 15 至 66 岁的家庭成员)。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6~66 周岁的中等教育模

式毕业生就业后 2015 年的工资收入，使用的各变量名称及赋值见表 1。 

2.2. 数据描述性统计 

在对数据进行变量赋值、重命名以及提出缺失值后，获取 2254 个有效样本，其中城市户籍者的样本

占 1225 个，农村户籍者的样本占 1029 个。除全样本统计外，我们进一步分别按照户籍、教育模式、以

及中职教育的户籍这三个指标进行分类，而后对子样本做描述性统计，结果分别见表 2-4。 
表 2 是全样本和城市、农村户籍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中可见，农村户籍者的收入远低于城市户

籍者，接受中职教育比例和就业比例大致相同，但城市人的工作有更大比例提供住房公积金和退休金。

从数据看，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质量相对更好。 
其次，为了比较中职与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教育回报，我们针对教育模式做分样本处理，描述性统计

如表 3 所示。统计描述结果显示，中职教育毕业生就业率低于普高毕业生，但其平均收入高于普高毕业

生的收入，但高中毕业者收入的标准差更大。中职教育毕业生更倾向于获取职业证书，中职教育也使得

劳动者有更大几率获得更高质量的工作，体现在工作岗位是否提供住房公积金和退休金方面。 
进一步，针对中职毕业的劳动者，我们比较不同户籍的劳动者收入水平，统计性描述由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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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中职教育，拥有城市户籍的劳动者的收入也普遍高于农村户籍者的收入，且城市户籍劳动者

的工作提供住房公积金和单位退休金的比例也较高，说明工作质量较好。从就业情况看，城市劳动者的

失业率也低于农村户籍的劳动者。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full sample, urban and rural subsample variables 
表 2. 全样本及城市、农村分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 城市 农村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中职教育 0.356 0.479 0.381 0.486 0.326 0.469 

收入(元) 28,189 41,050 35,955 48,064 18,944 28,022 

就业状态 0.897 0.305 0.897 0.304 0.896 0.305 

住房公积金 0.173 0.378 0.270 0.444 0.057 0.233 

单位退休金 0.169 0.375 0.256 0.437 0.066 0.249 

年龄 42.131 12.729 41.553 11.379 42.820 14.145 

性别 0.636 0.481 0.600 0.490 0.678 0.467 

工作时长 45.704 20.518 46.089 18.499 45.246 22.690 

创业 0.109 0.312 0.113 0.316 0.105 0.307 

职业证书 0.269 0.443 0.296 0.457 0.236 0.425 

行业类型 0.401 0.490 0.482 0.500 0.305 0.461 

是否为雇主 0.111 0.315 0.129 0.335 0.090 0.287 

经济满意度 3.248 1.038 3.269 1.042 3.224 1.033 

样本量 2254  1225  1029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ordinary high school graduates 
表 3. 中职、普通高中的变量描述性统计 

 中职 普高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收入(元) 30,848 31,660 26,721 45,356 

就业状态 0.878 0.328 0.907 0.290 

住房公积金 0.241 0.428 0.136 0.343 

单位退休金 0.209 0.407 0.147 0.355 

农村户籍 0.418 0.493 0.478 0.500 

年龄 36.191 11.561 45.413 12.147 

性别 0.602 0.490 0.654 0.476 

工作时长 47.062 19.126 44.954 21.217 

创业 0.112 0.316 0.107 0.310 

职业证书 0.445 0.497 0.171 0.377 

行业类型 0.448 0.498 0.375 0.484 

是否为雇主 0.122 0.328 0.105 0.307 

经济满意度 3.317 0.997 3.211 1.058 

样本量 802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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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subsampl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graduates 
表 4. 中职教育毕业生的城市、农村分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 

 城市 农村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收入(元) 36,430 34,232 23,067 25,780 

就业状态 0.912 0.283 0.830 0.376 

住房公积金 0.343 0.475 0.099 0.298 

单位退休金 0.287 0.453 0.101 0.302 

年龄 37.893 10.618 33.818 12.392 

性别 0.595 0.491 0.612 0.488 

工作时长 46.199 17.705 48.266 20.914 

创业 0.116 0.320 0.107 0.310 

职业证书 0.443 0.497 0.448 0.498 

行业类型 0.469 0.500 0.418 0.494 

是否为雇主 0.122 0.328 0.122 0.328 

经济满意度 3.319 1.025 3.313 0.957 

样本量 467  335  

3. 计量分析 

从以上统计描述可知，城乡户籍和中等教育类别这两个因素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显示出混杂效应。

由此我们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户籍和教育类别选择如何对劳动者的收入和就业状态

产生影响。另外，我们还考察了证书对收入的调节作用。 

3.1. 户籍与中职教育对劳动者收入和就业状态的影响 

在经典明瑟方程的基础上构建劳动者工资收入模型，因变量是劳动者年工资收入的对数，关键变量

是教育模式和户籍，模型如下： 

0 1 2i i ii ilnincome β β β γ ε= + × + × + +X中职教育 农村户籍                 (1) 

其中，下标 i 表示劳动者个体。lnincome 是年均工资收入的对数，不包括个人所得税、五险一金和各项福

利收入。变量“中职教育”为虚拟变量，表明劳动者的中等教育教育模式，若完成的是中职教育，变量值

为 1，若是高中教育，为 0。变量“农村户籍”也是虚拟变量，表明劳动者的户籍，若为农村户籍，变量值

为 1，若为城市户籍，则为。X 包括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年龄、性别、工作时长、就业状态、行业类

型、单位类型是否享受单位退休金、是否创业、是否享受住房公积金、是否有职业证书、经济满意度等因素。 
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一样是劳动者选择文凭教育的重要追求，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指标。为了考察

教育方式选择以及户籍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我们选择就业状态作为指标衡量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建立

以下 Probit 模型： 

0 1 2i i i i iProb α α α δ µ= + × + × + +X就业状态 中职教育 农村户籍                (2) 

其中，因变量为劳动者 i 的就业状态，代表劳动者是否就业，其他虚拟变量与控制变量变量与(1)式相同。 
首先利用公式(1)对全样本和中职教育毕业生样本分别进行回归，检验农村户籍对二者工资收入的影

响，结果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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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workers’ income 
表 5. 户籍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1) (2) 

变量名称 全样本 中职教育分样本 

中职教育 0.1000  

 (0.20)  

农村户籍 −1.6493*** −1.1868*** 

 (0.19) (0.32) 

年龄 −0.0381*** −0.0154 

 (0.01) (0.01) 

性别 0.4264** 0.0928 

 (0.18) (0.29) 

职业证书 0.9831*** 0.5403* 

 (0.19) (0.28)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Constant 8.1659*** 8.1640*** 

 (0.58) (0.91) 

样本数 2254 802 

R-squared 0.210 0.156 

F 66.04 15.71 

Adj R-squared 0.205 0.144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Table 6.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workers 
表 6. 户籍对劳动者就业状态的影响 

 (3) (4) 

变量名称 全样本 中职教育分样本 

中职教育 −0.0471  

 (0.08)  

农村户籍 0.1089 −0.1901 

 (0.08) (0.13) 

年龄 0.0135*** 0.0227*** 

 (0.00) (0.01) 

性别 0.2348*** 0.2868** 

 (0.08) (0.13) 

职业证书 −0.1681* −0.0511 

 (0.09) (0.13) 

其他控制变量   

Constant 0.0017 −0.0731 

 (0.23)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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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样本数 2254 802 

wald 93.07 59.18 

Pseudo R2 0.0858 0.128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对于全样本而言，相对于普高教育，中职教育并不能提升毕

业生的收入水平，农村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劳动者，存在明显的户籍带来的城乡差异。

同时，年龄、性别、职业证书都对收入有显著性影响。从中职毕业生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可见，农村户籍

对收入同样带来负面影响。职业证书可明显提升其收入水平，但年龄和性别差异对收入影响不显著。 
其次，我们然后用公式(2)对全样本和中职毕业生样本分别进行回归，检验户籍对劳动者就业状态的

影响，结果如表 6 所示。 
结果表明，不管针对全样本还是中职教育毕业生的样本，农村户籍对其就业状态没有显著性影响，

年长者和男性在就业市场更倾向于处于就业状态。在全样本下，中职教育对就业状态仍然没有显著性影响。 
结合表 5 与表 6 的分析，从教育模式角度看，中职教育与普高教育的回报在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方

面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而从户籍角度，尽管就业状态不呈现显著的城乡差异，但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平

均收入水平偏低，平均比城市户籍劳动者低一倍以上。 

3.2. 中职教育对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就业状态和收入的影响 

针对我国的教育分流政策，一些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大众认为，因普通高中的教育目标是为高

等教育选拔人才，对于落榜考生，农村高中毕业生可能因为无法承担复读、二本或民办教育的高额费用

而放弃升学直接就业。在此情况下，职业教育因为其针对就业市场的专业训练会比普高教育更有利于农村

毕业生的就业并提升其收入。为验证此假说，针对农村户籍毕业生分样本，考察中职教育对其收入水平和

就业状态的影响，从公式(1)和(2)中去掉户籍变量，得到弄农村样本的教育回报模型如公式(3)和(4)所示。 

0 1i i i ilnincome θ θ ϑ ω= + × + +X中职教育                         (3) 

0 2i i i iProb τ τ ϕ= + × + +TX就业状态 中职教育                      (4)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Table 7. Effec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on employment status and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olders 
表 7. 中职教育对农村户籍劳动者就业状态与收入的影响 

 (5) (6) 

变量名称 就业状态 Ln (年收入) 

中职教育 −0.2493* −0.0191 

 (0.13) (0.35) 

年龄 0.0221*** −0.0527*** 

 (0.01) (0.01) 

性别 0.3538*** 0.6409** 

 (0.11) (0.31) 

职业证书 0.0417 1.2463*** 

 (0.14)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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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Constant −0.1362 6.0531*** 

 (0.34) (0.83) 

样本数 1029 1029 

R-squared  0.193 

wald 80.19  

Pseudo R2 0.149  

F  33.14 

Adj R-squared  0.184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如上表所示，在农村户籍的劳动者样本中，相对于普高毕业生，接受中职教育并没有显著提升劳动

者的收入水平，反而在就业能力上低于普高毕业生。拥有职业证书对农村户籍劳动者的就业状态没有显

著性影响，但可以显著性提升收入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农村户籍的中职毕业生而言，男性在

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上显著优于女性，说明农村中职生面临的就业市场呈现较强的男性偏好。对比表 5
的第二列回归(2)，对于包括城市和农村所有户籍的中职生而言，性别对于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表

明农村户籍的女性中职生面临的就业环境相对较差。 

3.3. 职业证书的调节效应 

在以上统计描述和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职业证书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一定影响。为了

进一步探讨职业证书在不同户籍、不同教育方式上带来的调节效应，基于全样本数据，在模型(1)的基础

上增加两个交互项：中职教育与职业证书的交互项、农村户籍与职业证书的交互项。在农村户籍的分样

本中，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中职教育与职业证书的交互项。通过估计交互项的参数以及统计推断，进

一步分析职业证书对于收入的调节效应。 
表 8 展示了职业证书的调节效应结果。其中，列(7)为全样本数据下的基准模型估计，(8)为增加了交

互项以后的调节效应估计，(9)为农村户籍分样本下的相应调节效应估计。 
 
Table 8.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ocational certificates on workers’ income 
表 8. 职业证书对劳动者收入的调节效应 

 (7) (8) (9) 

变量名称 基准模型 全样本 农村分样本 

中职教育 0.1019 0.3715 0.3789 

 (0.20) (0.24) (0.42) 

中职教育*职业证书  −0.8918** −1.3409** 

  (0.37) (0.65) 

农村户籍 −1.6528*** −1.9029***  

 (0.19) (0.22)  

农村户籍*职业证书  1.0175***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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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年龄 −0.0388*** −0.0370*** −0.0518*** 

 (0.01) (0.01) (0.01) 

性别 0.4155** 0.4099** 0.6222** 

 (0.18) (0.18) (0.31) 

职业证书 0.9908*** 1.0055*** 1.9425*** 

 (0.19) (0.28) (0.46)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Constant 8.0062*** 8.0145*** 5.9264*** 

 (0.56) (0.56) (0.83) 

样本数 2254 2254 1029 

R-squared 0.210 0.214 0.196 

F 71.40 63.46 31.38 

Adj R-squared 0.206 0.209 0.186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01, **p < 0.05, *p < 0.1. 
 

如上表所示，职业证书存在着显著的调节效应。在不考虑职业证书的调节效应时，基准模型的回归

结果(7)显示职业证书可以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当回归模型加入职业证书对教育模式的调节效应时，全样

本和农村分样本的回归结果(8)和(9)都表明若拥有职业证书，普通高中毕业生比中职毕业生的收入水平更

胜一筹。再考虑到中职教育变量本身不显著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我们可以判定相对于高中教育，中

职教育并不能使得毕业生获得更高收入，且普通高中教育毕业生只要考取职业证书还可以比中职教育毕

业生的收入水平显著更高。尤其对于农村户籍的劳动者，职业证书能够显著提升其个人收入。在农村分

样本的估计中，中职教育与职业证书的交互项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也同样论证了上述观点。 

4. 主要结论 

本文分别利用明瑟方程和 Probit 模型，对 CLDS 2016 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相对于普通高中毕

业生，户籍对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收入和就业状态的影响，并特别分析了农村户籍中职毕业生的教育

回报，得出以下结论。 

4.1. 中等教育模式毕业生的劳动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城乡收入差距 

无论是接受中职教育还是普通高中教育，城市户籍的劳动者普遍比农村户籍的劳动者收入高。从中

等教育毕业生(接受中职教育或普通高中教育)的总体样本来看，城市户籍劳动者的人均年收入为 35,955
元，农村户籍为 18,944 元。其中，接受中职教育的样本中，城市户籍劳动者的人均年收入为 36,430 元，

农村户籍为 23,067 元。表 5 中的实证回归结果(2)显示，同为接受中职教育的劳动者，农村户籍的劳动者

收入平均比城镇户籍低 118.68%，收入差距达到 1 倍以上。由此可见，中等教育毕业生在收入水平上呈

现户籍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特点。 

4.2. 中职教育和普通高中毕业的农村户籍劳动者在收入上没有显著差异 

中等教育类别选择，即劳动者接受中职教育还是普通高中教育，对于农村户籍劳动者的收入影响并

无差异。而从就业状态看，农村户籍学生选择高中教育比选择中职教育在毕业后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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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职业证书对农村户籍就业者的收入增长有积极影响 

职业证书可以显著提升就业者的收入水平。现今社会对中等学历水平的劳动者要求主要在技能的熟

练掌握上，因此，具有职业证书证明劳动者能够实际岗位要求、缩短培训时间、优化岗位配置，从而获

得更高的收入。但职业证书并非中职教育毕业生才能获得，拥有普通高中文凭且拥有职业证书的劳动者

的收入水平更高。对于农村户籍毕业生，职业证书使得他们相对城市户籍毕业生获得更好的收入水平。

因此完善职业证书的相关制度，在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户籍劳动者的收入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5. 总结 

本文探讨了户籍对我国中职毕业生或普通高中毕业生教育回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等职业教育与普

通高中教育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而户籍和对技能的掌握程度才是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农村户籍的中职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处于明显劣势。因此，相关部门在制定中考招生政策时需要考虑中职

生的就业情况，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尽可能普及高中教育；鼓励部分中职学校向高中后教育转型，成为 1~3
年的技术专科、大专类职业教育学院，同时可向社会和企业提供短期在职培训和证书培训。其次，针对

农村户籍生源，相关部门应该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引导农村户籍的学生家长评价自己子女的学业能力及

就业方向，对于学习能力偏向于专用性人才的子女，要理性地为子女选择职业教育，获得相应的职业证

书，成为不同专业的技术人才，取得更高的劳动市场回报，满足更高的教育收益预期。同时，应该不断

加强中职学校的专业设置及职业证书体系的规范化，加强中职学校与专业对应的企业的衔接，让专业设

置更适用，职业证书更能体现学生的技能水平，也更有权威性和实用性，成为企业择优录取的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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