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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套丛书的作者由近年来我们指导的几位博士研究生组成。
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和管理专业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广泛阅读了国际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大
量文献，掌握了教育经济和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在参与相关的研究课题中对中国教育和社会
变革的情况加深了理解，锻炼了问题意识，并受到了研究过程和方法的较为系统的训练。
本套丛书是他们在各自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改进，使之更上一层楼的成果。
这次与读者见面的是丛书的第一辑，共有6本，今后我们还会不断推出这一系列的新作来。
　　丛书的各篇著作各有千秋，虽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我们认为它们至少在以下
几点上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及参考意义的：第一，丛书所涉及的论题都是关乎中国社会和教育发展
中的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作者们切人的角度又使得这些研究问题具有了深刻的，值得进一步开
发的学术价值。
第二，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的多数理论是在西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明显的地域
性特征和局限性，要在中国得到合理的应用和解释必须经历本土化的重建。
几位年轻的作者，以活跃的学术状态和认真的科学精神，努力尝试创新而非盲从的学术研究，对现有
理论的应用进行了跨文化的探索，程度不同地尝试了对相关理论的本土化移植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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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代社会的教裔制度下，古代社会行医和当兵等方式所承载的代际流动功能，更多转交由现代意义
上的教育来担当。
那么，当代中国教育是否能够承载起弱势社会群体子女向上流动的助推器的功能昵?它是在维系原有的
生产关系，还是在谱写更多“金榜题名”的佳话呢?随着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
系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变化趋？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书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教育与代际流动的荚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定量实
证研究，以期为丰翟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促进教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发展，为我国教育发
展政策的制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的参考依据。
    本书可作为教育政策、劳动经济学领域疑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也为家长、学生
理性选择教育投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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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　　第三节 中国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划分　　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正逐步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转变，也正逐步实现由传统的计划经
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伴随着这种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开始面临各种结构
性的改变。
具有共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利益需求以及共同的价值取向的群体日益汇集，
形成新的利益群体。
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化和整合结果在转型时期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传统的以户口身份、所有制身份
、单位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逐步被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所取代（陆学
艺，2002）。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身份划分机制中，具有城市户籍的劳动者享有诸多优于
农村户籍劳动者的特权，如子女入学、医疗保险等；公有制这一所谓体制内的劳动者也拥有更多优于
非公有制劳动者的特权；同样，隶属于某一单位的劳动者作为这一单位的永久性成员，一旦进入这一
单位就享有终身的生老病死都由单位负责的特权。
在这一阶段，户籍制度、所有制和单位制等作为社会阶层的分化器，是横亘在劳动者之间难以逾越的
制度性篱笆。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原有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已经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
度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通过改组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原有单位终身制的铁饭碗也正逐渐
被打破。
伴随着这些制度性篱笆的逐步拆迁：原有户籍制度、所有制和单位制等社会阶层分化器的功能逐渐弱
化，新的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化器逐步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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