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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研究思路

2.研究目的

教育公平（Educational Equity）是对教育成就、公平和机会的衡量，但由于社会经济地

位、种族、性别和残疾方面的不平等，教育不公平难以避免。如今，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研究

关注教育公平，追求在不同群体中获得同等的教育成果，而不是简单的政策平等。我国有关教

育公平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为更加客观地量化教育公平现状，缩小研究范围、同时以

大样本支撑研究结论，本研究选取复旦大学“上海地区基线调查数据（FYRST2013）”，对空间

与时间进行控制变量，重点在微观层面，研究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上海地区80后群体的教育

获得，确立影响教育获得的微观因素，并以所得因素搭建可量化的上海地区教育公平模型。

3.与教育程度显著相关变量

地域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地域背景包含（上海）所在行政区、户口性质、青年时主要居

住地、常住地变动次数。非农户口个体的受教育机会更大，且上海中心地区的受教育机会更具

优势，这与地区发展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水平有关，当经济实力较弱的地区在教育经费及师资

等方面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教育机会短缺、小初高升学率低等问题将逐层积累，最终加大地

区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

家庭背景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将父母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反映家庭背景的指标，

得到以上两种因素越大，孩子最高教育程度越高的分析结果。父母的阶层越高，家庭地位较有

优势，子女有更多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

5.研究结论

4.教育公平模型

从教育公平模型得

分与样本实际最高教育

程度对比分析可得，实

际教育获得与模型预测

有一定正相关性，但由

于个体差异，仍会出现

不具有地域优势及家庭

优势但最终获得较高教

育水平的个体，说明教

育公平尚待完善，但背

景较弱的个体通过自身

努力后，仍能获得较为

公平的教育机会。

本文从文化再生产的视角出发，使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与可视化分析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上海地区80后群体的成长背景（包含个人特征、个人轨迹、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对于

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上海地区，地域背景与家庭背景的差异仍会对子女的教育获得造成显著影响，阶层更高，拥有更多文化、经济与社会资本的家庭在资源转化与习得上的优

势使得其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为了量化地域与家庭背景这两个强相关维度带来的教育差异，本文建立了一个教育公平模型，量化评估了个体受教育机会，并进行典型案例分析。

本研究以“上海地区基线调查数据(FYRST2013)”为数据基础，从文化再生产的视角出发，使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与可视化分析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上海地区80后群体的成长背

景(包含个人特征、 个人轨迹、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上海地区，地域背景与家庭背景的差异仍会对子女的教育获得造成显著影响，阶层更高，拥有

更多文化、经济与社会资本的家庭在资源转化与习得上的优势使得其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为了量化地域与家庭背景这两个强相关维度带来的教育差异，本文建立了一个教育公平模

型，量化评估了个体受教育机会，并根据样本教育公平得分进行了典型案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