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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思路

图 1: 教育影响因素与教育公平研究步骤

选取复旦大学“上海地区基线调查数据
（FYRST2013）”[1]，从文化再生产的视角出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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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往研究，影响教育获得的潜在因素有个人
特征如性别、出生年份等，个人轨迹如迁居地，家庭
背景如父母阶层与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教育背景
如学校是否公立 [5]。本研究根据参考文献做出假设，
再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及皮尔逊相关性分析进
行假设检验。对个人特征、个人轨迹、家庭背景的相
关因素分别与最高教育程度做线性回归处理，筛选出
与教育水平相关性强的因素；再根据结果，对显著相
关因素做多元回归分析与相关系数图展示，得到各影
响因素与最高教育程度的线性拟合结果。分析发现，
地域和家庭两大维度和教育获得有较强的相关性。为
量化两个显著因素的影响力，结合熵权法与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确立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建立了一个教育公
平评估模型，计算样本的教育获得分数分布差异，并
检验模型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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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结果

通过对选取的变量（个人特征、个人轨迹、家庭
背景）进行线性回归以及绘制相关系数图得到，地域
和家庭背景两个维度与教育获得的相关性最强。发展
更好的城市或优势阶层更有能力帮助子女获得教育
机会，导致地区、阶层差异加剧 [2]。

图 2: 个人特征、个人轨迹、家庭背景对上海地区最
高教育水平影响相关系数热力图

2.1 地域成长环境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分析

户口性质、户口所在地、十四岁时主要居住地因
素与最高教育程度相关性较高，但与是否为 211、985
院校的相关性较低。推测原因在于，此类院校在选拔
的过程中是相对严格和公平的。此外，在上海内部，
所在区域也与教育程度相关度高。根据图3(a)可观察
到，中心地带教育获得程度更高。一方面，城市中心
的教育资源更丰富；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
庭也会向城市中心迁移。

2.2 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分析

以最高教育程度为响应变量，以父母阶层 [4]、学
历为自变量，训练随机森林模型。结果如图3(b) 所
示，母亲学历始终有着最高的影响因子。



(a) 上海最高教育程度占比 (b) 父母学历、阶层对教育水平的
影响程度

图 3: 地域和家庭对教育水平的影响

使用箱型图直观刻画家庭背景对教育活动的影
响发现，当阶层较低时，平均教育程度有所下降。同
时，随着父母学历增高，子女平均最高教育程度都有
显著的增高趋势，与前文模型的结果一致。

(a) 父亲阶层 (b) 母亲阶层

(c) 父亲学历 (d) 母亲学历

图 4: 最高教育程度与父母阶层、学历学历的箱型图

2.3 教育公平评估模型

为了综合衡量成长背景对于教育公平 [6] 的影
响，我们建立了教育公平模型。主要逻辑结构如图5。
经过上一阶段的分析结果，我们筛选出了对于教

育成果影响最大的八个二级因素。再结合熵权法和回
归分析来确定每项指标的权重。图6(a)展示了所有样
本从小到大的教育公平分数。在所有样本中，最高分
为 1.000，最低分为 0.187，平均值为 0.539。可以看
到，极端分数人数相对较少，而中间的样本分布较多。
黄色横线代表一种所有样本分数一致的理想情况。

图 5: 教育公平模型

我们发现，随着受教育机会的增大，实际最高教
育程度基本也是不断增高的，但是由于在教育过程中
的个体差异，部分样本在教育公平分数低的情况下依
然取得了较理想的教育成果，反之也有少数样本在教
育公平分数高的情况下取得了并不理想的教育成果。
最后，我们改变教育成果的影响因素，重新计算

了教育公平分数及其分布。如图6(b)，当我们缩小父
母阶层差异时，曲线趋于平缓，并且分数整体提高。

(a) 实际教育公平分数与理想情况 (b) 改变不同因素对教育公平分数
分布的影响

图 6: 教育公平分数及其影响分析

3 应用领域影响讨论

本研究在微观层面分析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
的上海地区的教育公平影响因子，重点探讨了地理和
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定量评估个
体接受教育机会的教育公平模型，并根据样本教育公
平得分进行了典型案例分析。这些发现有力地帮助政
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并制定更有
效的政策来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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