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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王伟宜　谢作栩

　　【摘 　要 】　在对全国部分地区高校学生家庭文化背景调查的基础上 ,从代表家庭文化背景的父母亲受

教育程度的角度出发 ,文章探讨了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存在的差异 ,发现目前

公立高职院校可以为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子女提供较为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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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了解高校学生家庭文化背景情况 ,笔者采

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对陕西、福建、浙江、湖南、广

东、广西、上海等地共 32所高校的学生家庭文化

状况进行了调查 (家庭文化背景用父母受教育程

度代替。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四类 :小学及以下、

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 ) ,调查的学校类

型包括部属重点高校 (7所 )、公立普通本科院校

(8所 )、公立高职院校 ( 11所 )、民办高职院校 ( 3

所 )、独立学院 ( 3 所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7500份 ,回收问卷 6971份 ,回收率 93% ;其中有

效问卷 5805 份 ,有效率 83%。调查结果采用

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此外 ,文章将采用辈

出率 [ 1 ]和描述统计分析方法来探讨不同家庭文化

背景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的差异程度。

辈出率是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

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

占比例之比。计算公式为 :阶层 A的辈出率 =大

学生中阶层 A的子女所占比例 /阶层 A人口占同

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的比例。从这个公式来看 ,

辈出率为 1时 ,某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

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的

比例相等。也就是说 ,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与同一社会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相同。如

果辈出率超过 1,则意味着该阶层的子女接受高

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 ;相反 ,如

果辈出率小于 1,则意味着低于平均水平。文章

也将用辈出率来研究家庭文化背景对子女高等教

育入学机会的影响。这样 ,调整后的辈出率公式

为 :父母受教育程度为 A的辈出率 =大学生中父

母受教育程度为 A的比例 /父母受教育程度为 A

的在同届人口 (年龄相同者 )中的比例。

二、结果分析
对回收的 5805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处理。

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将从父亲

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以及父母亲受教育

程度三个方面来探讨它们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

会的影响程度。

(一 )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

机会的影响
各类高校被调查学生父亲受教育程度比例与

辈出率统计结果见表 1。从表 1中可以看出 ,在

所有抽样调查的学生当中 ,辈出率是随着父亲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的。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

学及以下的 ,辈出率为 0. 35,这表明其子女上大

学的机会仅是平均水平的 1 /3左右 ;父亲受教育

程度是初中的 ,辈出率也小于 1。而父亲受教育

程度是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的 ,辈出率则为

2. 58和 3. 71,即他们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平均

水平的 2～3倍之多。其中 ,最高辈出率是最低辈

出率的 11倍 ,这说明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

的 ,其子女的入学机会是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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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子女的 11倍。
表 1　各类高校学生父亲受教育程度比例与辈出率

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
以下

初中
高中和
中专

大专及
以上

合计

父亲受教育程度
比例 A ( % )

44. 1 36. 6 14. 8 4. 4 100. 0

所有抽样学生父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1 ( % )

15. 3 30. 2 38. 2 16. 3 100. 0

及辈出率 (B1 /A ) 0. 35 0. 83 2. 58 3. 71 /

部属重点高校学生父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2 ( % )

13. 8 26. 4 33. 9 25. 9 100. 0

及辈出率 (B2 /A ) 0. 31 0. 72 2. 29 5. 88 /

公立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父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3 ( % )

18. 0 31. 7 37. 4 12. 8 100. 0

及辈出率 (B3 /A ) 0. 41 0. 87 2. 53 2. 91 /

公立高职院校学生父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4 ( % )

15. 7 35. 2 39. 5 9. 7 100. 0

及辈出率 (B4 /A ) 0. 36 0. 96 2. 67 2. 19 /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父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5 ( % )

9. 6 24. 4 46. 6 19. 4 100. 0

及辈出率 (B5 /A ) 0. 22 0. 67 3. 15 4. 41 /

独立学院学生父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6 ( % )

11. 5 21. 3 42. 3 24. 9 100. 0

及辈出率 (B6 /A ) 0. 26 0. 58 2. 86 5. 65 /

上述分析显示出 ,父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

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随

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其子女享有的入学机

会在增加 ;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子女享有的入

学机会越多。文化资源的这种代际传递现象印证

了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正是通过教育系统 ,

父亲将其拥有的精英文化传递给了下一代 ,而这

一精英文化遗产可以在子女身上转化为天资或个

人学习成绩 ,以使其子女易于或更有可能拥有较

多的入学机会 (相对于那些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的

家庭子女而言 )。这样 ,父辈文化方面的非均衡

状态通过教育这一中介 ,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

传递给了子女 ,从而不中断地维护着文化方面的

非均衡状态。正因为如此 ,我们认为 ,父亲的文化

程度对其子女的入学机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

父亲拥有的精英文化资源的多少 ,也就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其子女能够拥有多少入学机会。

文化资源的这种代际传递现象同样发生在不

同类型的高校之中。表 1显示 ,在所调查的每一

类型高校里 ,辈出率也是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而提高的 (只有公立高职院校中 ,父亲受教

育程度为高中和中专时的辈出率略高于父亲受教

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 )。其中 ,父亲受教育程

度为小学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时 ,两者辈出率的

差距最小为 6倍 (公立高职院校 ) ,最大为 22倍

(独立学院 )。在部属重点高校中 ,两者的差距为

19倍 ,这意味着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大专及以上的

子女就读部属重点高校的机会是父亲受教育程度

为小学及以下子女的 19倍。

上述分析表明 ,在每一种类型高校中 ,父亲受

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学机会上也存在显著差

异。但从表 1各列来看 ,各类型高校中父亲受教

育程度相同的 (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

除外 ) ,辈出率差异却很小。这表明 ,父亲受教育

程度虽然对其子女能否获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

重要影响 ,但对其子女进入哪一类型高校学习却

影响不大 ,而其子女最终是在哪一类高校就读 ,主

要取决于个人的后天努力或其他因素。而父亲受

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时辈出率在各类高校中的

差异较大 (最高的是部属重点高校的 5. 88,而最

低的为公立高职院校 ,其辈出率为 2. 19,高低辈

出率间相差 2. 7倍 )。表明 :一方面 ,越是精英文

化 ,其代际传递性越强 ,子女有更多的机会就读于

较高层次的高校 (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

的 ,其子女就读部属重点高校的机会要多于就读

其他类型高校的机会 ) ;另一方面 ,在民办高职院

校和独立学院这两类院校当中 ,辈出率之所以会

明显高于公立普通本科院校和公立高职院校的 ,

甚至与部属重点高校的辈出率接近 ,是因为精英

文化遗产不会自动地、同样地对所有接受它的人

都有利 [ 2 ]。当一些子女虽然在客观上拥有着父亲

的精英文化 ,但在主观上无法将这些文化遗产转

化为自己的天赋或学习能力时 ,与那些拥有同样

的家庭精英文化遗产的子女相比 ,便在入学机会

上没有多少优势。因此 ,对于这些因个人因素而

没有达到其他三类院校入学标准而又想获得入学

机会的子女而言 ,便将目标转向了民办高职院校

和独立学院。这样一来 ,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

及以上时的辈出率在这两类院校中就显得较高

(后文在分析母亲受教育程度和父母受教育程度

在大专及以上时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时 ,辈出率

在这两类院校中较高也是由于同样的缘故 )。
表 2　不同类型高校辈出率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高校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部属重点高校 2. 3000 2. 53463

公立普通本科院校 1. 6800 1. 22534

公立高职院校 1. 5450 1. 06897

民办高职院校 2. 1125 2. 00144

独立学院 2. 3375 2. 49336

注 :根据各类高校中父亲不同受教育程度时的辈出率分析得出。

此外 ,为了探讨各类高校中父亲不同受教育

程度时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程度 ,我们采用描

述统计分析来探讨不同类型高校中辈出率的差异

程度 ,分析结果见表 2。从表 2中可以看出 ,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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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高校中辈出率标准差 (标准差反映了辈出率

偏离平均值的波动幅度 ,标准差值越大 ,则幅度越

大 ,说明各辈出率间差异越大。相反 ,标准差值越

小 ,则幅度越小 ,说明各辈出率间差异越小 )最

大 ,为 2. 53,这说明父亲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子女

间入学机会差异最大。辈出率标准差最小的是公

立高职院校 ,为 1. 07,即在公立高职院校中父亲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子女间入学机会差异最小。由

于“文化阶层对教育机会的影响往往比较顽固 ,

不太容易受家庭其他背景因素的干扰而出现大幅

度波动 ”[ 3 ] ,同时文化资源的形成与代际传递需要

长时间的积累 ,并非朝夕之事 ,因此 ,目前通过公

立高职院校为父亲不同受教育程度尤其父亲受教

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子女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 ,以

便缩小这些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则不

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二 )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

机会的影响
已有的关于家庭文化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入

学机会影响的研究中 ,学者更多地是从父亲的角

度进行探讨而较少研究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入

学机会的影响 ,而实际上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

女的入学机会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鉴于

此 ,下文将专门讨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高等

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各类高校中被调查学生母亲受教育程度比例

与辈出率统计结果见表 3。表 3显示 ,母亲受教

育程度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包括总体的入

学机会和在每一类高校中的入学机会 )的影响与

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大致相同 ,即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 ,在总的

入学机会和在每一类高校中的入学机会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 ;总体看来 ,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子

女享有的入学机会越多。然而 ,有所不同的是 ,通

过比较表 1和表 3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 ,在所有

抽样学生及每一类型高校抽样的学生当中 ,母亲

不同受教育程度时的辈出率均高于相应父亲不同

受教育程度时的辈出率 (只有在公立普通本科院

校和公立高职院校中 ,母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

以上时的辈出率略低于相应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

专及以上时的辈出率 ) ,尤其是在部属重点高校

和独立学院中 ,母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

的辈出率更高 ,分别为 7. 98和 8. 49,远高于相应

的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的辈出率 ———

分别为 5. 88和 5. 65。这种现象说明 ,相对于父

亲而言 ,母亲的文化资源尤其优势文化资源代际

传递性更强 ,从而对子女的入学机会影响也更大。

表 3　各类高校学生母亲受教育程度比例与辈出率

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
以下

初中
高中和
中专

大专及
以上

合计

母亲受教育程度比例 A ( % ) 65. 6 22. 9 9. 5 2. 0 100. 0

所有抽样学生母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1 ( % )

32. 2 29. 4 29. 9 8. 5 100. 0

及辈出率 (B1 /A ) 0. 49 1. 28 3. 15 4. 25 /

部属重点高校学生母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2 ( % )

26. 5 25. 0 32. 6 16. 0 100. 0

及辈出率 (B2 /A ) 0. 40 1. 09 3. 43 7. 98 /

公立普通本科院校学生母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3 ( % )

37. 9 29. 3 27. 5 5. 2 100. 0

及辈出率 (B3 /A ) 0. 58 1. 28 2. 90 2. 62 /

公立高职院校学生母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4 ( % )

35. 7 32. 5 28. 0 3. 9 100. 0

及辈出率 (B4 /A ) 0. 54 1. 42 2. 94 1. 94 /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母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5 ( % )

19. 4 34. 3 37. 0 9. 3 100. 0

及辈出率 (B5 /A ) 0. 30 1. 50 3. 90 4. 66 /

独立学院学生母亲
受教育程度比例 B6 ( % )

23. 2 26. 8 33. 0 17. 0 100. 0

及辈出率 (B6 /A ) 0. 35 1. 17 3. 48 8. 49 /

同时 ,我们对各类高校中母亲不同受教育程

度时的辈出率也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 ,分析结果

见表 4,得出与前文类似的结果 ,即公立高职院校

中辈出率标准差最小 ,为 1. 00。这表明 ,相对于

其他类型高校而言 ,公立高职院校中母亲不同受

教育程度的子女在入学机会方面差异最小 ;当前

公立高职院校同样是缩小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的

家庭子女入学机会差异的合适教育机构。
表 4　不同类型高校辈出率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高校类型 均值 标准差

部属重点高校 3. 2250 3. 42495

公立普通本科院校 1. 8450 1. 10047

公立高职院校 1. 7100 1. 00313

民办高职院校 2. 5900 2. 03578

独立学院 3. 3725 3. 66000

注 :根据各类高校中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时的辈出率分析得出。

(三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

机会的影响
上文从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两方面分别探

讨了它们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 ,这只能单方面

获悉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

响 ,而无法了解作为家庭文化资源整体的父母受

教育程度共同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情况。因

此 ,文章将在最后分析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

入学机会的影响程度。为此 ,我们在 5805份有效

问卷中抽取了学生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作为

分析对象。这样 ,在剔除了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不

同的问卷后 ,剩余样本量为 2862份 ,对这些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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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运用 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 5。
表 5　各类高校学生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比例与辈出率

父母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
以下

初中
高中和
中专

大专及
以上

合计

父母受教育程度比例 A ( % ) 54. 5 30. 0 12. 2 3. 3 100. 0

所有抽样学生父母
受教育程度比例 B1 ( % )

23. 7 27. 1 34. 9 14. 2 100. 0

及辈出率 (B1 /A ) 0. 44 0. 90 2. 86 4. 30 /

部属重点高校学生父母
受教育程度比例 B2 ( % )

19. 6 21. 6 32. 1 26. 7 100. 0

及辈出率 (B2 /A ) 0. 36 0. 72 2. 63 8. 09 /

公立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父母
受教育程度比例 B3 ( % )

29. 7 29. 3 30. 9 10. 1 100. 0

及辈出率 (B3 /A ) 0. 55 0. 98 2. 53 3. 06 /

公立高职院校学生父母
受教育程度比例 B4 ( % )

25. 6 32. 2 36. 0 6. 2 100. 0

及辈出率 (B4 /A ) 0. 47 1. 07 2. 95 1. 89 /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父母
受教育程度比例 B5 ( % )

12. 1 26. 1 45. 4 16. 4 100. 0

及辈出率 (B5 /A ) 0. 22 0. 87 3. 72 4. 98 /

独立学院学生父母
受教育程度比例 B6 ( % )

17. 4 19. 6 38. 7 24. 3 100. 0

及辈出率 (B6 /A ) 0. 32 0. 65 3. 17 7. 38 /

表 5显示 ,与前文所分析的父亲和母亲受教

育程度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类似的是 ,父母亲

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总的入学机会和在每一

类高校中的入学机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上

讲 ,父母亲文化程度越高 ,其子女享有的入学机会

越多。而与前文分析结果有所不同的是 ,在所有

抽样学生当中 ,父母文化程度都在大专及以上时

的辈出率最高 ,为 4. 30,这表明其子女拥有更多

的入学机会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部属重点高校和

公立普通本科院校中 ,即父母文化程度都在大专

及以上时的辈出率也最高 ,分别为 8. 09和 3. 06。

这表明 ,同时拥有父母亲双方优势文化资源的子

女比那些只拥有父亲或母亲一方的优势文化资源

的子女拥有更多的入学机会 ,并且这些享有更多

入学机会的子女往往就读于较高层次的高等院

校。这再次说明 ,越是精英文化 ,其代际传递性更

强 ;正是通过高等教育系统 ,父母亲将其优势文化

资源传递给下一代 ,从而使精英文化在子女身上

得以维持和再生产。这样一来 ,通过子女对家庭

优势文化资源的继承 ,家庭文化方面的非均衡状

态得以延续 ,最终使文化方面的非均衡永久化。

同样 ,我们对各类高校中父母亲不同受教育

程度时的辈出率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

6。表 6显示 ,在所调查的五种类型高校中 ,标准

差最大的是部属重点高校 ,为 3. 57,即该类高校

中不同家庭文化背景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 ;

标准差最小的仍然是公立高职院校 ,为 1. 07。这

再次说明 ,当前应选择公立高职院校作为缩小不

同家庭文化背景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突

破口。
表 6　不同类型高校辈出率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高校类型 均值 标准差

部属重点高校 2. 9500 3. 56852

公立普通本科院校 1. 6750 1. 20469

公立高职院校 1. 5950 1. 07460

民办高职院校 2. 4475 2. 27179

独立学院 2. 8800 3. 25886

注 :根据各类高校中父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时的辈出率分析得出。

三、主要结论
通过上文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高等教育入

学机会影响的分析 ,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1. 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都对子女高等教育

入学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

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学机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总

体来看 ,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 ,其子女拥有

的入学机会就越多 ;而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在

大专及以上的 ,其子女拥有更多的进入部属重点

院校这类较高层次高校就读的机会。

2. 相对于父亲而言 ,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

能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在哪类高等教育机构就读

影响更大。

3. 作为家庭文化资源整体的父母亲受教育程

度 ,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与父亲或母亲单方面

的影响类似。所不同的是 ,父母受教育程度都在

大专及以上的子女 ,享有更多的进入较高层次大

学就读的机会。

4. 家庭文化背景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表

明 ,家庭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性 ,而且越

是优势的文化资源 ,其代际传递性越强。

5. 就目前所调查的五种不同类型的高校而

言 ,公立高职院校中不同家庭文化背景子女间的

入学机会差异最小。因此 ,就当前高等教育系统

内部本身来说 ,可以通过发展公立高职院校以便

为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子女提供较为均等的入学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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