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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状况进

行了探讨。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各阶层子女总体入学机会差异及在不同类型

高校、不同科类和专业中的入学机会差异；不同家庭文化背景、不同收入家庭子

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不同地区间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状况；1978 年以来

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之变化情况。 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得出以下主要

结论： 

一、目前我国十大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一定差异，出身于较

高阶层的子女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每个阶层子女相对较多地在与其社会阶层地

位相对应的高校就读。 

二、不同类型高校、不同专业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程度有所不同。总

体上，公办高职院校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 小。上层社会子女在一些就学

成本较高或较热门的专业中拥有较多的机会，而下层社会子女则大多就读于一些

收费较低的基础理论专业或较冷门的专业。 

三、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源的子女获得更多的入学机会；家庭文化资源具有

代际传递特征，越是精英家庭文化，其代际传递性越强；家庭文化因素对子女获

取较多高层次公办高校的入学机会有重要影响；家庭经济因素则很大程度上制约

着子女在民办高校中的入学机会。 

四、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我国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伴随着

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阶段发展，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基本特征。在公办

高职院校中，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同时，

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的缩小呈现出由低层次高校向高层次高校逐级递进、由

东部发达省份逐渐向中西部欠发达省份过渡的特点。公办高职院校一直为中低阶

层子女提供了较多的入学机会，此类院校中各阶层子女间之入学机会差异一直呈

现缩小的态势。 

基于以上结论，论文提出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构建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

大力发展公办高职院校等途径以便缩小我国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差异。 

 

关键词：社会阶层；入学机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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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investigation，the thesis approach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to HE among children from social strata in China. The  

major contents the thesis researches into are: the total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to 

HE among children from social strata,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to different 

higher institutions, academic fields and specialti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to 

HE among children from familie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different 

income, the status quo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to HE among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changes of the entrance to HE among children from social 

strata since 1978.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 thesis reaches som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Firstly, there exist evident differences among children from ten social strata. 

Children from higher social strata gain more entrance to HE, and children relatively 

attend those Higher Institutions whose levels corresponds to their social strata. 

Secondly, there are some obvious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to different HEIs 

and specialties among children from social strata. Totally, the differences in 

state-owned short-cycle HEIs and Tertiary Voc.Colleges are minimum. Children from 

upper social strata mainly attend those highly-charged or popular specialties. However, 

children from lower social strata mostly attend some lowly-charged, basic or 

unpopular ones.  

Thirdly, those who were born in such family as their parents are 

highly-educated gain more entrance, and there is a phenomenon that family culture , 

especially the elite, passes on to next generation. Family culture has important effect 

on children to gain the entrance to state-owned HEIs of higher level. Whereas, family 

income plays a key role for children in obtaining the entrance to the non- state HEIs. 

Fourthly, since 1978, accompanied by the transition of HE from elite stage to 

mass stag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to HE among children from social strata in 

China present an essential feature that the differences widen firstly, then lessen. In 

state-owned short-cycle HEIs and Tertiary Voc.Colleges, it appear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to HE among children from social strata are less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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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Meanwhile, there exists a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lessening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begins from HEIs of lower level to those of higher level, 

from the developed provinces in the east to the less developed provinces in the middle 

and in the west. State-owned short-cycle HEIs and Tertiary Voc. Colleges provides 

more entrance for children from middle and lower social strata, and in these HEIs and 

Colleges, there is a trend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among children from 

social strata has been lessening constantly. 

For the above-mentioned conclusions, the thesis puts forward such approaches as   

expanding the scale of HE, establishing the diversified system of HE, devoting major 

efforts to developing State-owned short-cycle HEIs and Tertiary Voc. Colleges  so as 

to reduc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ntrance to HE among children from social strata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 Stratum; Entranc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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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1949－1999 年这 50 年当中，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

总体上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大量适龄青年被排斥在高等教育系

统之外。1949 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 0.26％；改革开放后的 1978 年，毛

入学率也仅为 1.56％；二十年后的 1998 年，相对于以前而言，毛入学率增长较

快，达到 9.76％，
①
但仍处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也就是说，建国后的五十年之

中，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精英阶段，绝大多数适龄青年根本没有机会接受高等

教育。直到上个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才走上了大规模扩张的道路。在各级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短短几年内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到 2005 年，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 2000 万，在校生规模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达

到 21%，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相比以往的精英高等教育而言，如今人民

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 

然而，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有着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西

方各国在进行高等教育大扩张时已经具备了大众高等教育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大

众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产阶级的形成、工业化体系日臻完善以及义务教育的普

及等。
②
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整

个社会处于一种“双重转型”时期，即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

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时，整个社会也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

工业社会转变。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工业化、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使中国的社会结构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如今已出现了像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整个社会表现

出一种阶层化趋势（社会学界有关学者根据当前的社会状况将中国社会结构划分

为十大阶层）。很显然，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是在社会阶层发生巨大变化这样

                                                        
① 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第 139－141 页. 
② 旬渊等.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理论背景与中国的实践[J].复旦教育论坛，2003，(4)：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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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是伴随着整个

社会的阶层化趋势而展开的。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与社会阶层化相伴而行，这便引发出诸多问题：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加是如何分配的？这些新增加的入学机会被谁占有

了？ 

人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是如何理解的以及如何衡量这些差异？当前

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哪些差异、差异程度如何？ 

对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能否改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这一问题众说纷

纭。一些学者认为教育规模的扩展并不能带来入学机会的平等化反而在复制甚至

扩大原有的不平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教育的发展 终会有利于改善入学机会

之不平等。而目前中国正处于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那么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

张是在改善还是在复制着原有的社会阶层入学机会之不平等？纵向来看，中国高

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是个普遍性问题，同时我们也无法

彻底消除这种差异而实现一种理想的机会平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减

少社会阶层因素对入学机会的影响，用平等的入学机会去弥补社会阶层化之人为

不平等。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是否存在缩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差异的可能性？倘若存在缩小差异的可能性，那现实的可供选择的途径又是什

么？ 

很显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建立在对中国不同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

学机会的实际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之上。以往由于各种社会原因，有关社会阶层的

研究实际上是一直被禁止的。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才有了较为宽松的

环境去研究社会阶层与教育机会的关系。同时，中国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及阶

层差异问题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政府已致力于缩小这些差异，提出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制度背景为学

者们研究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题以及探索如何缩小

这一差异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时机。此外，由于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

尚处于初步阶段，国内目前尚未有较为系统地、全面地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

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因此，笔者将以《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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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机会差异研究》为题，来探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

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状况。 

（二）研究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

渐形成。尽管如此，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还不太合理，仍然是上边小底盘大的“金

字塔型”结构，“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缩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

会中间层的规模过小。”①这样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当前所进行的工业化、现代化进

程还不相适应。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是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即

“橄榄型”社会结构。而要形成合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就必须使该缩小的

阶层缩小，该扩大的阶层扩大。促使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很多，现实的社会结构

往往是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对一个社会结构

的变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社会下层向中上层流动的动力机制和重要途

径。对于像工人、农民这些底层人民群众而言，接受高等教育是其代际间改变职

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进而有望进入中上阶层的有效途径。在没有其他途径可借

以向上流动的情况下，他们对高等教育将充满希望。在一个学历社会逐步形成的

国家中，这种希望尤为迫切。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大规模扩张阶段，已进入大众化阶段。然而，由

于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是与社会阶层化相伴而行的，因此，现阶段中国各阶

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哪些差异，如何通过大众高等教育，缩小各阶层子

女高等教育入学的差异尤其扩大底层社会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使他们提

高自身素质，进入中上阶层，从而有利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形成，这是现阶段中

国高等教育界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一

定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理论上，以往学者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探讨是在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

精英高等教育阶段这一背景下进行的。而如今中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阶段过渡到大众化阶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

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题，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认识新

社会背景下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可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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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实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高等教育社会学中有关

社会阶层、社会流动与高等教育机会的相关理论。 

实践上，在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寻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

中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现实道路，尤其探索提高底层社会子女

接受高等教育的突破口。该研究成果不仅可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健康、协调

发展提供决策参考，而且从整个社会来看，底层社会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有

效增加，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及和谐社会的实现，这无疑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阶层及其划分标准 

有关社会阶层的探讨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阶层是研究者根据

一定的划分标准，将社会中的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分层，分层的结果便形成了不同

的社会阶层——即处于不同位置的社会群体。由于时代背景及各国国情之差异，

加之研究者的研究旨趣、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因此存在着对社会进行分层的不

同划分标准，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 

关于社会分层、社会阶层的研究，一直以来是西方社会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

而在中国，自建国以来，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在

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开展。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中，社会阶层问题成为国内

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大多数研究只涉及到局部领域的社会分层研究。近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对当前我国社会结构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

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取代了过去的以政治

身份、户口身份及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划分标准，将当前中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划分

为十大阶层：①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

使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 

（2）经理人员阶层——指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及部分作为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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