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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下的人口流动，对中国大学生的起薪有什

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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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在当代人口迁移流动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很多人都有异地求学、就业的经历。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到异

地求学、就业不仅代表着离开父母、探索独立，也昭示着未来的发展机会。那么，到异地求学及就业对

应届本科毕业生首份工作的收入究竟有什么影响？年轻人能否在流动中获取额外的经济收益？如果流动

能为应届毕业生带来收入“红利”，来自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年轻人是否有同等的机会获取流动红利？

我们通过分析 2010、2013 和 2015 年全国大学生调查的数据 [1]，来探讨跨省流动对大学生起薪的影

响。

1地理流动为何能带来经济收益？

地理流动为何能带来经济收益？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教育流动还是工作流动，都是为最大化

经济收益而进行的一种人力投资。

知名人文地理学者 Kaufmann, Bergman 和 Joye 对人力资本视角提出了批判 [2]。他们认为，流动不

仅仅是获取人力资本的手段，个体有能力进行地理流动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在他们看来，个体即使拥有

相同的人力资本，仍然能从流动中获取额外的经济回报。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的理论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对“流动红利”这一概念的理解 [3]。

布迪厄将“资本”和“利益”看作一种相对的关系建构：资本的产生取决于社会实践（地理流动）能在

多大程度上将惯习（habitus）匹配到适合的场域（field）。也就是说，通过选择与自己技能和能力相

匹配的学习、工作地点，个体能实现经济回报的最大化，从而获取“流动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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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布迪厄的视角，我们的研究发现“流动红利”的确存在。在控制了毕业生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家庭

背景和学业及课外表现后，不论是教育流动还是工作流动，都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收益。平均而言，教育

流动带来 12%的经济红利，工作流动则带来 14%的经济红利。和教育流动相比，工作流动所带来的

“红利”更多。我们还发现各省工资水平差异能够解释绝大部分教育流动红利。这意味着除了地区经济

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地区红利”外，教育流动本身似乎并没有带来额外收益。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发现呢？

2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在中国，青年人的教育流动和工作流动由政府调控与市场力量共同决定。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与劳动

力市场分化成了两个不同的场域。高等教育方面，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高校管理从主要由中央部委管

理到向地方分权。财政政策的变化，加之各区域分化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不同区域高校资源配置不均

衡。据统计，59%的全国重点大学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4]。这一不均衡的地理分布意味着，为了得

到更好的教育机会，许多年轻人势必要进行地理流动。此外，政府在高校录取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

色。作为标准化的全国性考试，高考是全国各高校进行招生录取的重要衡量标准。尽管学生可以策略性

地选择教育流动的目的地（大学），但这往往是分数、志愿大学和志愿专业三者折中的结果。

就业市场则呈现出不同的场景。随着毕业生分配政策的落幕，自主择业机制的建立，大学生就业从供需

对应向双向选择过渡。相比从前，年轻人更自主地驾驭着自己的就业选择。如今，应届生大学毕业后流

动到各地求职就业已经相当普遍。因此，相比于受到统筹监管的高等教育场域，高校毕业生就业更为市

场化和个体化。也就是说，在工作场域中，学生有更多的自由利用地理流动匹配已有资本（和惯习）；

而在教育场域中，流动的选择相对受限，选择的自主性较低。因此，对于学生来说，工作流动能在更大

程度上实现流动的经济效益， 即工作流动产生的经济红利更多。

3“流动红利”的户口差异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农村户口出身的学生所获得的“流动红利”少于城市户口学生。虽然农村户口学生

和城市户口学生都从工作流动中获得了经济收益，但相比城市学生， 农村户口出身的学生从教育流动

中所获无几。

户口归属地对青年人的地理流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由于教育资源和工作机会往往集中在城市，城市

户口出身的年轻人有更大的自主空间来选择是否流动，有时甚至并不需要流动就能享有丰富的资源。但

是对农村学生来说，流动往往是实现教育和非农就业的唯一渠道，所以进行地理流动几乎是不得已的选

择。此外，和城市户口的毕业生相比，农村户口学生在工作机会、收入、升迁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并且

常常在工作场面临歧视。这些劣势和歧视也许限制或者抵消了农村户口学生因流动而获得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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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动红利”和社会经济不平等

每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远离家乡，踏上外出求学或者就业的道路。我们的研究探究了中国市场经济转

型的背景下，流动红利存在的条件与可能性。一方面，青年流动的经济红利的确存在。地理流动之所以

能为年轻人带来经济收益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人力资本，而是他们在流动的过程中优化了

自己能力和劳工市场间的匹配，从而实现了经济回报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相比教育流动，工作流动产生的经济红利更大。这是因为工作流动发生在市场力量逐渐壮大

的劳动力市场，毕业生有更多自由和选择流动的机会，从而实现更高的流动红利。而教育流动发生在市

场化、个体化并未大范围普及的高等教育场域，个体发挥能动性自我匹配能力和就学场所的空间较小，

由此流动收益相对较少。

最后，不同户口出身的大学生从教育流动中的收益不等，这可能进一步加大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人群之

间的经济地位差异。如何让学生尤其是农村户口出身的学生在教育场域拥有更多的流动自由，是高等教

育领域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课题。同时，推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地理分布也是促进教育和社会经济公

平的重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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