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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免费化改变了 
农村居民的就业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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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2.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基于 2016 年 CFPS 数据，利用广义倍差法实证检验了我国农村地区免费

义务教育政策推行对农村居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农村地区免费义务教育的

推行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正规教育年限增加了其获得正规就业和充分就业保障的机会，同

时提高了农村居民从事技术人员职业的概率。此外，低技能劳动就业岗位的增加会对免费

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支持政策体系，

引导农村居民在我国产业升级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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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提升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质量是提高其福利的重要途径。当前，

我国农村居民就业方向大量向制造业、服务业等转移，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居民比重越来

越高。然而，这些非农就业岗位对职业技能的要求不高，签订合同、提供劳动保障的比例

普遍偏低，从而限制了农村居民的就业质量。 

当农村居民有能力选择更有优势的就业机会时，其改善就业质量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而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提升其就业选择能力的重要途径。陈玉宇和邢春冰

（2004）、王美艳（2009）、詹鹏（2014）、赵西亮（2017）等均就我国农村教育回报率以及

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差距进行了探讨，结论都支持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增加的积

极作用。陈玉宇和邢春冰（2004）、符平等（2012）、展进涛和黄宏伟（2016）的研究也表

明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提高了农村居民外出就业、获得高技能就业机会的可能性。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以人力资本提升推动农村民生建设研究”（编号：18BJY052）

以及四川大学专职博士后研发基金（编号：skbsh2019-12）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本研究得益于第五

届公共经济学青年学者论坛以及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Seminar 与会专家学者的建议，感谢武汉大学龚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周波，四川大学傅志明、赵绍阳、熊辉、崔传涛、陈晓兰等学者，以及匿名审稿人

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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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内将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研究关注点放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上，

对于早期教育干预的关注较少。而早期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干预对农村居民的受

教育年限提升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然而，对于收入和财富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而言，

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削减其教育支出意愿。此外，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决策由其成本收益

分析决定，若当期接受教育的未来净收益低于当期劳动收入，其也会放弃继续接受教育。

我国农村地区薄弱的教育资源推高了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成本，扩大了城乡居民间的人力资

本差距。我国从 2005 年推行的“两免一补”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成本，对农村居民

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产生了正向激励，增加了其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可能性。 

本文考察了“两免一补”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对农村居民就业选择的影响。本文的创新

之处为：第一，实证考察了义务教育免费化对我国农村居民就业选择的长期影响；第二，

利用外生的教育政策冲击考察正规教育对农村居民正规就业选择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有效

克服了已有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三，证实低技能就业机会冲击会削弱“两免一

补”的政策效果，扩展了已有研究的边界。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为：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梳理义务教育相关研究文献，构建实证

分析所依托的理论假设；在第三部分，详细阐述本文的数据来源和实证策略；在第四部分，

报告本文的基准实证结果，给出基准实证结果的各类稳健性检验，并检验低技能就业机会

冲击对政策效果的负面影响；最后，给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 

针对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就业的影响，学界曾将研究重点放在高中和大学教育方面。然

而，随着人力资本积累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Cunha 和 Heckman，2007；Cunha

等，2010；Caucutt 等，2017）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分阶段的，而在儿童成长各个

阶段进行的投资回报存在差异，在儿童成长早期进行教育投资的回报大于后期。相当一部

分研究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强政策干预对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具有积极影响。Angrist

和 Krueger（1991）、Heckman 和 Lochner（2000）的研究均表明增加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

对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工资收入有着正向影响。 

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和普遍性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之一。Bellettini 和 Ceroni（2004）

认为义务教育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与其强制力有关，缺乏强制力的义务教育反而降低了儿童

就学率和社会福利。Acemoglu 和 Angrist（1999）、Meghir 和 Palme（2005）、Oreopoulos

（2006）等的研究均表明，强制增加义务教育年限的政策会提高居民个人和社会的福利。

Fang 等（2012）、刘生龙等（2016）、赵西亮（2017）利用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

对我国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回报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都支持强制性的义务教育

提升了我国居民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回报率。 

义务教育对居民影响的另一个途径在于其免费性。Behrman（2010）、Barham 等（2013）

和 Barrera-Osorio 等（2017）的研究表明教育转移支付降低了适龄儿童的辍学率，并改善

了其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和营养状况。Behrman 等（2011）、Barrera-Osorio 等（2017）发

现教育转移支付提高了贫困居民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毕业率，也提高了年轻劳动力转向非

农业就业的概率。国内学者评估了我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即“两免一补”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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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yi 和 Zhou（2014）、Shi（2016）、Xiao 等（2017）、Tang 等（2019）的研究证实了“两

免一补”的实施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年限，降低了青少年过早进入劳动市场的概率。

Shi（2012）则发现“两免一补”的实施会使得家庭增加除学杂费之外的教育支出，抵消了

其正面影响。 

已有文献证实了免费义务教育能够提升居民受教育水平，并对其就业产生影响。然而，

目前针对我国义务教育免费化影响的研究还局限于农村适龄儿童的就学年限、学习表现等

方面，没有深入到其未来的就业选择上。由于农村居民从完成义务教育到走向就业市场期

间的各种因素会对政策效果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将采取适当的识别策略评估“两

免一补”的长期效应。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第一，“两免一补”的实施显著地改变了农村居民的就业选择，提高了农村居民选择

正规就业（签订劳动合同、获得充分的劳动保险），以及从事专业技术职业的概率。 

第二，“两免一补”对农村居民就业选择的影响是通过提高其正规受教育年限实现的。 

第三，低技能就业机会的增加会削弱“两免一补”的政策效果。 

三、数据来源和识别策略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数据覆盖了除青海、

西藏、宁夏、新疆、内蒙古、海南以外的 25 个省/市/自治区，其问卷设置包括工作状态、

受教育水平等一系列个人信息，特别是覆盖了受访居民的早年生活状况。在本文中，我们

选择了 2016 年度的调查数据，主要考察“两免一补”全面推行阶段的政策影响。为了保

证实验组样本个体在义务教育阶段确实受到“两免一补”的政策影响，我们选择了 12 岁

时户籍为农村，并且已经进入劳动市场的样本个体，将其出生年份限定在 1988—1993 年，

并剔除所使用变量有缺失值或问卷答案为“不知道”的样本。经筛选后，共有 1 358 个样

本进入我们的实证分析。在本文中，我们参考了 Xiao 等（2017）的实证策略，设定如下

模型： 

 2
1 2ipt ipt ipt p t p p p t m ipty semister X v t t W v                  （1） 

其中，yipt为本文所使用的被解释变量，分别包含农村居民的就业选择情况，和农村居

民的受教育程度。如前所述，我们采用农村居民正规就业情况，以及所在行业的职业技能

要求表征其就业选择情况。其中，农村居民正规就业指标包括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所从事

工作是否有社会保险、所从事工作是否有住房公积金。这三个指标均为虚拟变量，当样本

个体主要工作签订了劳动合同，拥有雇主为其购买的或者自我雇佣样本为自己购买的医

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或拥有住房公积金时，这三个变量分别取值为 1，否则取

值为 0。在考察“两免一补”对居民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的影响时，我们去掉了所从事工作

为自我经营的农村样本以保证可比性。 

除了居民的非农就业和正规就业指标外，我们还通过居民所在行业和职业衡量农村居

民的就业质量。在本文中，我们根据 CFPS 所提供的中国居民职业编码表，分别构建了居

民是否从事一般制造业职业、是否从事一般服务业职业和是否从事技术人员职业三个指

标，这三个指标均为虚拟变量。一般制造业职业对应着“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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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①一般服务业职业对应着“商业、服务业人员”及“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而技

术人员职业则对应着“专业技术人员”这一分类。在本文中，衡量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

变量包括是否初中毕业、是否高中毕业、是否完成大专以上程度教育三个虚拟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 semisteript 为样本个体接受政策处理的学期数。根据国务院《关

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2006 年秋季学期西部地区首先完成该项

政策的全覆盖，中、东部地区在 2007 年春季和秋季学期分别跟进以实现该政策的全国覆

盖。因此“两免一补”是分三批在我国农村地区内逐步推开的，这使得样本个体之间受到

政策处理的强度存在差异。我们假定全体样本个体在 6 周岁开始接受义务教育，15 周岁后

完成义务教育，这样 1988、1989 年出生的农村居民不会受到政策影响，而其他年份出生

的样本受到政策影响的程度则存在差异。我们按照 Xiao 等（2017）的处理方法，使用样

本接受政策影响的学期数作为政策强度的衡量方式②，样本处理强度的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政策处理强度分布情况 

学期数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总计 

0 252 249 208 84   793 

1   18 76 50  144 

2    26 26  52 

3    32 83 55 170 

4     19 33 52 

5     27 81 108 

6      9 9 

7      30 30 

总计 252 249 226 218 205 208 1 358 

注：根据各省发布的公告文件、新华网等主流媒体的公开报道③，使用样本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在加入农村样本个体接受政策影响学期数的同时，我们还控制了样本的出生年度固定

效应 vt，以及样本个体 12 岁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δp。此外，由于 9 月前后出生的样本在就

学年限上会存在一年的差距，因此本文还控制了出生月份的固定效应 θm。 

为了进一步消除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 

样本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 Xipt 包括性别、婚姻状况、是否汉族、父亲受教育程度、母

亲受教育程度、兄弟姐妹个数、当前户籍为城市/农村。农村样本个体的性别、民族和婚

姻状况与工作状态和接受教育的态度等存在一定相关性（刘生龙等，2016），这是我们控

制这些变量的重要原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是一类重要控制变量，其反映出父母的人力

资本水平，这会通过遗传因素影响子女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在一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在建筑业比重

有着越来越少的趋势，我们将工程施工人员和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从中剔除。 

②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样本个体 12 岁时所在的省份作为确定其受政策影响的年份依据。此外，在计算

样本个体受政策影响学期数时，我们将 9 月后出生的样本个体开始接受义务教育的年份推迟一年。 

③ 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这些文件和报道的出处，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官网论文页面“附

录与扩展”栏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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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对子女的教育态度，这也会对样本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产生影响。由于子

女数量会稀释分配给每个子女的教育费用，从而影响每个农村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因此我

们还在模型中控制了样本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居民的就业选择还可能会受到所在地区产

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提升会引导农村居民就业方向的转变，因此我们

在模型中控制了农村居民 2016 年所在省份相对于其 12 岁所在省份第二、三产业的变动率。

此外，居民所接受工作的福利状况和行业选择可能与居民的工作经验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为了控制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选择已有文献常用的方法，即使用样本个体的年龄减去 6

周岁的入学年龄以及受教育年限，将其作为工作经验的衡量指标加以控制。 

“两免一补”是以省为单位分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的，而不同省份之间的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导致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农村居民就业状况和受教育年限的发

展趋势存在差异，从而威胁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的准确程度。与 Xiao 等（2017）类似，我

们采用两种方式控制这一趋势差异：首先，我们加入了样本 12 岁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与

出生年份一次项、二次项的交互项 δpt、δpt
2，以控制各个省份之间固有的线性趋势差异；

其次，为了控制省份之间可变特征所导致的省际趋势差异，我们还加入了省级层面的一系

列特征变量与出生年份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Wpvt。这些变量包括各省 2005 年度的 GDP、

财政收入和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总人口、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中

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 15 岁以上人口比重、农村家庭文教娱乐消费占比，以及国家级贫困

县占比和 2004 年相对于 1998 年的高考录取率增长幅度。①省级层面变量的数据来源为国家

统计局网站和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 年《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在表 2

中，我们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其中（1）—（3）列分别报告了 2006 年 3 月、

2006 年 9 月和 2007 年 3 月完成“两免一补”覆盖省份的样本各变量均值，（4）—（6）列

分别报告了以上三组样本之间各个变量的平均差异以及差异的显著性。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1） （2） （3） （4） （5） （6） 

2006.3 2006.9 2007.3 （1）—（2）（2）—（3） （1）—（3） 

因变量 

初中毕业 0.741 0.832 0.798 －0.091*** 0.0340 －0.057** 

高中毕业 0.451 0.584 0.441 －0.133*** 0.143*** 0.0110 

大专以上 0.285 0.387 0.275 －0.102*** 0.112*** 0.0100 

合同签订 0.297 0.394 0.296 －0.097*** 0.098*** 0.00100 

劳动保险 0.137 0.219 0.169 －0.082*** 0.050* －0.0320 

住房公积金 0.0851 0.151 0.0714 －0.065*** 0.079*** 0.0140 

一般服务业 0.139 0.208 0.211 －0.069** －0.003 －0.072*** 

一般制造业 0.259 0.358 0.275 －0.099*** 0.083** －0.0160 

技术人员职业 0.166 0.165 0.139 0.00100 0.0260 0.0270 

                                                        
① 1998 年和 2004 年高考录取率的估算参照了邵宜航和徐菁（2017）所提供的方法，加入这一因素的目

的在于控制 1998 年高校扩招对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由于我国高校扩招后，录取率增长最快

的年份一直持续到 2004 年，因此我们使用 2004 年和 1998 年录取率的差值衡量该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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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量名 
（1） （2） （3） （4） （5） （6） 

2006.3 2006.9 2007.3 （1）—（2）（2）—（3） （1）—（3） 

处理强度变量 

学期数 1.857 1.312 0.812 0.546*** 0.500*** 1.054*** 

主要控制变量 

年龄 25.79 25.78 26.01 0.0050 －0.233* －0.228** 

工作经验 8.3082 9.9842 9.5017 －1.6759*** 1.1935*** 0.4824 

性别（男性=1） 0.511 0.527 0.519 －0.0160 0.0080 －0.00800 

婚姻状况（已婚=1） 0.552 0.466 0.646 0.087** －0.180*** －0.094*** 

是否汉族（汉族=1） 0.804 0.932 0.970 －0.128*** －0.038*** －0.166*** 

母亲受教育程度 1.725 2.125 1.951 －0.401*** 0.174** －0.226*** 

父亲受教育程度 2.222 2.566 2.526 －0.345*** 0.0400 －0.304*** 

兄弟姐妹数 1.501 1.269 1.350 0.232*** －0.0810 0.151** 

户口状况（城市=1） 0.115 0.0932 0.0923 0.0220 0.00100 0.0230 

所在省份产业变动 4.956 2.137 5.897 2.819*** －3.760*** －0.941*** 

样本量 505 279 574    

注：根据 CFPS 样本数据整理得到。其中*、**、***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CFPS所提供的2016年横截面抽样权重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

此外，我们还采用了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由于本文中进入实证分析的省份共有 24

个，这意味着稳健标准误的聚类数量较少。根据 Cameron 等（2008），聚类过少会使得聚

类稳健标准误的估计结果有偏，因此本文采用该文献所提出的基于 wild-bootstrap 的修正方

法，进行 1 500 次自抽样估计纠正这一偏误。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其中表 3 报告了“两免一补”对农村居民就业

选择情况的影响。我们看到，居民接受“两免一补”的政策处理每增加一学期，对于那些选

择非农受雇工作的农村居民而言，其从事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概率增加 8.54%，且在 5%水

平上显著。对于受雇以及自我经营的居民，增加一学期政策影响使他们获得与工作相关保险

（包括雇主为其购买和自我购买）的概率增加了 4.86%，获得住房公积金的概率增加了 3.29%，

分别在 1%和 10%水平下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义务教育免费化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选择正

规就业机会的概率。然而，我们也看到“两免一补”并未显著增加农村居民从事一般制造业

和一般服务业职业的概率，但其选择技术人员职业的概率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增加了

4.31%，这意味着“两免一补”政策提高了农村居民选择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的可能性。① 

                                                        
① 部分学者认为“两免一补”在正式实施前的试点对基准实证分析结果可能会存在不利影响。对此我们

认为，一方面，“两免一补”前期试点所影响的人群大多在实验组，这会使得基准实证结果被低估，

如果纠正这一偏误反而会增强本文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最先试点的地区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控

制贫困县占比与出生年份的交互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一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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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农村居民就业选择 

VARIABLES 

(1) (2) (3) (4) (5) (6) 

签订 

合同 

社会 

保险 

住房 

公积金 

一般 

制造业 

一般 

服务业 

技术 

人员 

学期数 
0.0854** 

(0.0427) 

0.0486***

(0.0013) 

0.0329* 

(0.0787) 

0.0103 

(0.6147) 

0.000571 

(0.9960) 

0.0431* 

(0.060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出生年度、月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效应年龄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效应年龄2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特征出生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216 1 358 1 358 1 358 1 358 1 358 

adj. R2 0.348 0.258 0.295 0.249 0.223 0.284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报告的是 p 值，每个系数的标准误

均聚类于省层面，并根据 Cameron 等（2008）进行了 1 500 次自抽样修正。下表同。“是否签订合同”

的样本量剔除了自我经营的居民样本。 

在表 4 中，我们报告了“两免一补”对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我们看到，农村

居民接受“两免一补”政策处理强度每增加一学期，农村居民完成初中教育的概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会上升 4.12%，这与“两免一补”自身的政策定位相符合。然而，尽管“两

免一补”政策处理每增加一学期使农村居民完成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概率分别增加

了 3.81%和 2.09%，但二者均不显著。 

表 4  基准回归：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 

VARIABLES 
(1) (2) (3)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大专以上 

学期数 
0.0412*** 

(0.0053) 

0.0381 

(0.2287) 

0.0209 

(0.319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出生年度、月份效应 YES YES YES 

省份效应年龄 YES YES YES 

省份效应年龄2 YES YES YES 

省份特征出生年份 YES YES YES 

N 1 358 1 358 1 358 

adj. R2 0.316 0.397 0.372 
 
（二）安慰剂检验 

在使用倍差法对“两免一补”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时，我们需要确保基准回归结果不

是由对城乡居民具有共同影响的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排除“两免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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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趋势存在差异的可能性。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两种方法对

基准实证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一是使用 12 岁户籍状况为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样本进行 DID

分析，二是将政策实施年份提前，使用没有受到政策影响的样本进行反事实状态检验。第

一项检验结果报告在表 5 中，我们看到，对于非农户口的居民而言，政策处理强度的增加

对其影响均不显著，排除了影响城乡居民的共同因素；对于第二项检验，我们分别使用出

生于 1984—1989 年、1982—1987 年和 1980—1985 年的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绝大部分实

证系数不显著，而显著程度较低的系数符号与基准结论相反，可以认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间

不存在趋势差别。该检验的相关结果报告在表 6 中。 

表 5  安慰剂检验：使用非农户口居民样本 

VARIABLES 
签订 

合同 

社会 

保险 

住房 

公积金 

一般 

制造业 

一般 

服务业 

技术 

人员 

学期数 
0.118 

(0.2347) 

0.0194 

(0.7713) 

0.0645 

(0.5200) 

0.0813 

(0.7806) 

0.0575 

(0.4373) 

－0.0246 

(0.7733) 

N 222 246 246 246 246 246 

adj. R2 0.713 0.611 0.678 0.632 0.581 0.624 

VARIABLES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大专以上 

学期数 
－0.0110 

(0.8220) 

0.0169 

(0.7440) 

0.0667 

(0.5087) 

N 246 246 246 

adj. R2 0.576 0.677 0.709 

注：每一项回归式均加入了各项控制变量。 

表 6  安慰剂检验：变更出生年份组 

出生年份 1984—1989 1982—1987 1980—1985 

签订合同 
0.0207 

(0.4427) 

0.0141 

(0.5080) 

0.0214 

(0.3600) 

社会保险 
0.0165 

(0.4047) 

0.0309 

(0.10343) 

0.0377 

(0.1233) 

住房公积金 
0.0198 

(0.1453) 

0.0169 

(0.1587) 

0.0105 

(0.5740) 

一般制造业 
－0.00557 

(0.7700) 

0.0172 

(0.5233) 

－0.0174 

(0.7000) 

一般服务业 
0.0310 

(0.2753) 

0.00658 

(0.6433) 

－0.00463 

(0.8040) 

技术人员 
－0.0194* 

(0.086) 

0.0101 

(0.6806) 

0.0186 

(0.1380) 

初中毕业 
－0.0251 

（0.1953） 

0.00614 

(0.8400) 

0.00457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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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出生年份 1984—1989 1982—1987 1980—1985 

高中毕业 
0.0129 

（0.1953） 

0.0161 

(0.7040) 

－0.0245 

(0.428) 

大专以上 
0.0233 

（0.2260） 

0.029 

(0.3380) 

0.00895 

(0.6433) 
 
（三）低技能就业岗位的政策效果干扰：利用原煤产量占比的检验 

由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决策以投入劳动市场和继续接受教育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析为

依据，如果居民当期继续接受教育对未来收益的影响不如进入劳动市场，那么其很可能会

放弃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打算。因此当劳动力市场上低技能就业岗位大量增加时，免费义务

教育的政策效果可能会被削弱。 

我们选择利用煤炭行业的相关指标作为低技能就业冲击的代理变量，这是因为“两免

一补”的推行年份处于我国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其井喷式的发展吸引了大批来自农

村的劳动力。由于原煤的采掘与洗选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要求不高，因此对于农村居民而

言，进入该行业就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12 岁一般是适龄儿童刚刚进入初中学习的年龄，

这一阶段的就业冲击对其继续接受初中乃至更高程度教育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本文中，

我们采用样本居民在 12 岁时所在省份的原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以及煤矿开采与洗

选业的产值占该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外生冲击。具体地，我们采用两个比重与政策处

理强度的交互项来衡量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表 7 中报告了两种就业冲击变量对于政策实

施效果的影响。 

表 7  基于原煤产量占比的异质性检验 

VARIABLES 
签订 

合同 

社会 

保险 

住房 

公积金 

一般 

制造业 

一般 

服务业 

技术 

人员 

原煤比重学期数 
－0.0173 

(0.6120) 

0.0141 

(0.4013) 

0.00428 

(0.8047) 

0.0143 

(0.5967) 

0.0465 

(0.1580) 

－0.0528*** 

(0.0013) 

产值比重学期数 
－0.00338

(0.9340) 

0.00733 

(0.6493) 

0.00820 

(0.4873) 

0.0111 

(0.6640) 

0.0352 

(0.1393) 

－0.0370*** 

(0.0053) 

VARIABLES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大专以上 

原煤比重学期数 
0.00889 

(0.5120) 

－0.0365*** 

(0.0067) 

－0.0244** 

(0.0273) 

产值比重学期数 
0.00293 

(0.9167) 

－0.0398*** 

(0.0080) 

－0.0258** 

(0.0173) 

注：“产值比重”代表煤矿开采与洗选业产值占本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没有

报告其他变量的实证结果。 

首先，我们看到对于非农就业、是否签订合同、是否拥有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言，就

业冲击与政策处理强度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然而，对于是否从事高端服务业和高端服

务业职业而言，交互项系数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低技能就业岗位冲击很

可能削弱了政策对农村居民进入技术人员职业岗位的促进作用。对于样本个体的受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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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言，我们看到交互项对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和是否完成初中教育的影响并不显

著，但对样本个体是否完成高中教育、是否接受大专以上教育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

些结果可能意味着低技能就业岗位的增加削弱了政策对居民继续接受高中乃至大专以上

学历教育的刺激作用。 

（四）义务教育免费化的政策传导机制讨论 

在前面的基本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两免一补”提高了农村居

民选择正规就业机会和技术人员职业的概率；第二，“两免一补”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受教

育水平，特别是提高了其初中毕业的概率。那么“两免一补”是否通过提升农村居民受教

育年限而改变了其就业选择？我们将样本居民按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以下教育程度、初中

毕业、高中毕业、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四组，分别考察其就业情况。 

图 1、图 2 分别给出了农村居民在不同受教育水平下的就业情况。相对于初中未毕业

的农村居民而言，初中毕业的农村居民选择签订合同工作的比例从 8.82%上升到 18.40%，

选择有劳动保险工作的比例从 4.76%上升到 8.57%，选择有住房公积金工作的比例从 0.34%

上升到 3.57%。高中和大专以上毕业的农村居民获得正规就业机会的比例更高。 

图 1  各受教育程度群组获得正规就业机会比例 

 

图 2  各受教育程度群组职业选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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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完成初中教育还会使农村居民从事一般制造业职业的概率从 19.70%上升到

23.80%，从事一般服务业职业的概率从 15.00%上升到 27.40%。但我们看到，进入一般服

务业的农村居民比例在高中毕业组陡升到 40.6%，但在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组中该比重跌落

到 32.90%。进入一般制造业的农村居民比例在高中毕业组中下降至 18.80%，而在大专以

上教育组中进一步降低到 11.50%。这表明随着人力资本继续增加，一般制造业和一般服务

业职业对农村居民就业的吸引力在减弱。另外，初中毕业的农村居民选择技术人员职业的

比重从 0.00%提高到 3.57%，高中毕业的农村居民则有 12.00%选择该类职业，大专以上农

村居民选择该类职业的比重上升到 40.70%，这反映出获得更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居民更倾向

于选择专业技术职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相对于未完成初中教育的农村居民而言，已完成初中阶段教

育的农村居民选择正规就业机会和技术人员职业的概率提高了一倍以上。此外，“两免一

补”帮助农村适龄儿童初中毕业为其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均证明了

“两免一补”通过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改变其就业选择这一传导路径的合理性。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就我国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对农村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进行了集中讨论，实证结

论表明免费义务教育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进而提高了其从事非农工作、获得

正规就业渠道的机会，同时也提高了其进入高技能服务岗位就业的概率。此外，我们还发

现在低技能就业岗位增加的情况下，免费义务教育的长期作用会被削弱。 

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是保证其适应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措施。我国需

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支持政策，特别是增强农村义务教育和更高程度教育之间的衔

接程度。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在受教育成本降低的基础下，如何获得更有质量的基础教育

已经成为制定下一步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所需要注意的重点。在推进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一

体化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质量，保证城乡适龄儿童获得均等的有质量

的教育机会，是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进而改善其就业状况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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