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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随着高等教育扩张，社会发展的红利将惠

及全体人民。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的状况仍然显著。本文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通

过文化资本理论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现象进行阐述。指出目前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针对高

等教育的不平等现象提出应当平衡教育资源差距，完善社会福利政策，改进教育制度。通过推动高等教育

平等化、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发挥个人潜能、投入社会建设的愿望。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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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made his-
toric achievements. With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dividen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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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nefit all people. However, the situation of unequal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still needs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elaborates on the 
ine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It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alance the gap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mprove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improve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address the inequa-
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By promoting the equalis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
cation, it can satisfy people’s desir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ersonal potential and contribute to so-
cial construction. Ultimately, it promotes the harmonious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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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教育建设的不断深入，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完成，高等教育扩张稳步推进。中国的高等教

育建设经历了一百多年，从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到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建设腾飞，2010 年提出了“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方针。高等教育建设发展迅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1999 年本专科在校

生 718.91 万人[1]，到 2009 年，在校大学生总人数达到 2144 万人，增长了两倍[2]。到 2023 年，我国在

校大学生总数已经达到 4763.19 万人[3]。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得到重视。高校

培养高端技术型人才，同时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人文素养，是学生跳出中学框架，向社会发展的过

渡阶段。同时，高等教育扩招从逐步提升受教育人数转向到不断强化教育质量和水平，从培养精英向高

等教育大众化转变。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体现的是国民受教育水平、国民素质的提升。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科研创新的关键力量，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点场域。人才推动创新，

创新给予一个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学和国家发展关系密切，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动力源泉。高

等教育和就业密切关联，高等教育获得因此和社会地位、阶层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在高等教

育扩张背后，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的问题仍然明显存在。高等教育不平等体现在不同群体的高等教育获

得的差异之中。不同性别、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地域的人群都会面临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的情况。其原

因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因此，高等教育获得问题是社会平等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平等化的过程也是稳定社会秩

序、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阶段。 
教育获得平等，不仅指教育机会平等，也需要教育质量的平等。高等教育机会平等又需要在教育

的录取和就业的环节同时做到平等。教育质量的平等体现在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上的平等。

“尽管高等教育的不均衡是客观必然的存在，但如果资源分配差异超过了社会良性运转的限度，势必

会带来‘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本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2]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但当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带来过大的贫富差异和阶级固化时，将会阻碍社会的

健康发展。 
本文旨在分析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的现状，通过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这种现状加以分析以及

对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社会公平性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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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资本理论与现实假设 

2.1. 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可以解释目前中国的状况。该理论指出，学校教育是影响社会

分层的重要环节。文化在私有制下成为一种资源。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通过学校教育这一场所转换成作

用于社会结构的强制性力量。这是社会权力积累的附加环节。而教育是文化、权力、阶级运作的重要机构。 

2.2. 文化再生产 

“现代社会以科学知识为主线进行社会体系的调整与组织。文化再生产在具有独立特性的学校教育

中，实现了文化特权的再生产与再分配。”[3]而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文化资本也具有积累的特性。例

如，优势阶层的子女能够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而更丰厚的文化资本可以帮助子女获得更高的

教育成就。因此文化资本是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文化再生产理论考虑到文化资本在代

际间的传递性和积累性，对于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 

2.3.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 

根据“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MI)，教育扩张并不会直接带来教育的平等化。因为在文化再生

产的环节，教育扩张之后，“教育扩张所带来的新机会，会被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占据优势的阶层所

获得，只有当上层阶级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这一级别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才会下降。”[4]。 
在 MMI 假设下，教育扩张和教育的平等化并没有直接关联。反而有一定几率加深教育的不平等。并

且，教育扩张在兼顾缺乏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的同时，给上层社会群体带来了更多的便利。社会的教育

不平等程度被扩大。上层社会群体更容易通过父代积累的文化资本进入重点大学或成为高学历者。而下

层子女进入高校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 
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升高，相对于已经完成全民普及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而言，高等教育在

个体的职业获得和地位获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子代发展的影响因素也在不断扩大。高等教

育部门成为教育均等问题集中体现的场所，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平等的重要环节。 

3. 教育不平等现状分析 

3.1. 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 

王立军老师在 2022 年关于教育领域性别分层的研究中指出，小学、初中阶段，男女没有明显的受教

育水平差异。高中男女受教育水平差异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 15 岁女性入学比例高于男性。而大学阶段，

即从 17 岁开始，性别教育差异在此前高中的性别教育差异的基础上大幅度提升，19 岁的女性受教育年

龄比同龄男性高 0.47 年。 
女性高等教育获得的占比自新中国建立起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到 2010 年

时，本专科在校女学生占比已经超过男性。虽然女性和男性在重点大学的入学率方面仍然存在差异，但

差异有逐年减小的情况。由此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出现明显的性别平等化趋势，在构建性别平等

的和谐社会这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 

3.2. 教育获得地区不平等 

1) 发达与欠发达区位差异 
在性别差异缩小的同时，地区差异仍然存在。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获得存在机会不平等、质量不协

调等问题。高校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区位特点一定程度上也导致高等教育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上层群体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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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共有普通高校共 92 所。其中包括本科高校 67 所，专科学校 25 所。数量和

密度远高于其他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北京的大学在招生时又对省内的学生有所倾斜，对本地学生的录

取率更高、录取分数更低。总体而言，我国的高等教育获得在地域上表现为，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机会

多于相对欠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机会又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即高考录取计划缺乏统一标准，

造成不同地区的考生面临不同的命运的情况。这样的“地方保护主义”之下，已经缺乏优质教育资源的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将面临更大的教育不平等。 
2) “高考移民”与地区不平等 
地区差异已经存在，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进行“高考移民”来打破或利

用这种不平衡：让孩子在教育资源优越的省接受教育，再回到教育资源落后的省参加高考，以获取更高

的名次。而有能力选择高考移民的父代本身已经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不论是资源倾斜还是“高考移民”，

都只会加剧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的情况。 

3.3. 教育不平等的积累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不同阶层通过三个因素在个体选择上产生差异：升学成本、毕业概率、毕业收

益。以底层子女的教育为例，底层家庭的收入水平低，高等教育支出对于他们而言会带来一定压力。因

此，部分家庭在子女教育上出现重男轻女的现象，即女孩子不上大学，把钱省出来供家里的男孩上大学

的情况。这样的家庭中，由于父代缺乏文化积累，且子代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而产生厌

学情绪，子代顺利毕业的几率小于精英阶层的子代。最后由于底层家庭缺乏文化积累，子代也缺乏学习

的动力，子代的教育成果以及获得的教育回报会少于精英阶层。 
教育不平等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社会资本在家庭和城乡间的不平衡，导致高等教育已经很难

成为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成员实现向上流动的通道。”[5]目前的中国社会，就业岗位对学历的要求越来

越高。高等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直接指向了就业不平等。下层子女向上流动的难度增大。由此导向了社会

阶级固化。 
文化资本并不是显性的权力。正是由于文化资本潜藏在财富、政治地位之下，在解决社会不平等的

问题时更不容易被看到。但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想要推动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抓住教育获得不

平等的问题。在义务教育得到普及的情况下，推动高等教育扩张也要兼顾公平性和正当性。 

4. 文化资本理论带来的教育建设启示 

4.1. 完善财政手段平衡教育资源差距 

目前，中国各地高校资源存在明显差距。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设施，为学生提供更

多学习机会和平台。而欠发达地区缺乏教育资源。面对机会不平等，政府应当使用财政手段，加大对教

育事业的投入，用国家力量弥补文化资本差距。欠发达地区政府一方面给地方高校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完善高等教育奖助学金体系，既可以让贫困家庭的学生有更多机会进入高校接受教育，也可以

通过奖学金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 

4.2. 完善社会福利政策 

社会福利可以为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例如通过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方式，

解决困难学生在学费、住宿等方面的负担。此外，通过普惠的经济援助，社会福利可以帮助缩小不同地

区学生之间的机会获得差距，帮助建立相对公平的教育系统。通过经济支持，社会福利可以实现社会资

源的共享，促进更多学生平等获得高等教育。为个人和社会创造更多福祉。目前我国不少高校已经建设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835


陈曦 
 

 

DOI: 10.12677/ae.2024.145835 1264 教育进展 
 

了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供助学金申请咨询、经济援助指导和学业辅导等服务。此外，还有心理健康咨

询中心和就业指导中心，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职业发展指导。针对困难学生，各级政府和学校也设立

了助学金和贷款，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大学教育。 

4.3. 改进高校系统管理模式 

“高等教育系统内数量增长与结构、质量、效益相互和谐的整体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要义

和真谛所在。”[6]大学需要转变管理模式，优化学科结构，构建多元化的课程模式。高等教育的效益改

善是实现数量增长和结构、质量和谐发展的关键。高等教育应注重培养具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

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高校和社会之间应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实现知识转化和

技术创新，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和智力支持。在高等教育扩张的同时，必须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只

有在这种综合发展的基础上，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 

5. 结论与讨论 

高等教育始终是个体积累资源的重要环节，也是最终职业地位获得的关键。近些年，人口增长趋势

放缓，而就业压力激增，高等教育公平性的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目前，高等教育获得的地区差距

明显，不同地区的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并不平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子女往往在高等教育获得上占据

优势，且这样的优势会随着代际传递，最终造成社会分层的固化。高等教育的扩张使得更多出身底层的

子女可以获得进入高校的机会，但并不足以使他们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市场上获得更多优势。资源仍然掌

握在上层群体手中。 
完善高等教育获得公平性可以减少高等教育获得的地区差异，帮助经济落后地区培养更多人才，通

过本地的人才政策鼓励他们毕业后参与家乡建设。此外，可以促进当地人的文化资本积累，帮助经济落

后地区搭建教育平台，让更多落后地区的孩子有机会参与到高等教育建设和地区经济建设中。长此以往，

地区间的教育差距缩小，代际间形成文化资本的传递，高等教育获得的差距缩小，当地的经济也会得到

发展，更加有机会吸引外来人口参与到建设之中，形成良性循环。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是消解阶层固化的突破口。高等教育是很多出身下层的社会

成员向上流动的目标和途径。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扩招的结果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在弱化。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的重要性在增强。底层子女缺乏优质教育资源，在走

出学校后也没有家庭资本的帮助，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最终仍然没有机会向上流动[7]。因此目前

看来高等教育实际上仍然在固化社会阶层的阶段。因此想要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提高高等教育获

得的公平性是必由之路。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公平化可以帮助下层子女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得到更

高的社会地位。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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