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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到⼤学扩招，新世纪的“教育扩张”潮流，为我们带来

了教育平等吗？ 
 
⽬前的结论是“还没有带来教育平等”，⽽与“教育扩张”潮⼏乎同时兴起的“性别

⾰命”潮，使得母亲对孩⼦教育成就的影响正在⽇渐扩⼤。 
 
英属哥伦⽐亚⼤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钱岳与兰卡斯特⼤学社会学系教授胡扬是两

位长期关注性别、家庭和社会不平等相关话题的社会学家，近期，两⼈把视⾓

投向了教育，在他们最近发表的论⽂中（Hu & Qian, 2023a, 2023b），两位作

者提到，在义务教育普及、⾼等教育扩招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教育不平等

的状况并没有如愿地得到削弱，⼦代的教育成就与⽗母的教育仍密切相关。 
 
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在与“教育扩张”⼏乎并⾏的“性别⾰命”潮流的背景下，母

亲的教育⽔平与⼦代教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这样的现象，在对“妻

⼦教育程度⽐丈夫⾼”的情况接受度更⾼的欧美社会中，显得尤为突出。 
 
 
⽬前，尚不能确知母亲对⼦代教育⽔平的影响加强，是因为“拼爹”的饱和，还

是源⾃⽗亲的缺席。但无论如何，这些新发现，将激发学界更深刻地思考如何

在对教育平等的研究中引⼊更多的性别视⾓，也⿎励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更深刻

地思考，我们该如何才能为孩⼦创造更平等的童年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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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扩张”必然带来“教育平等”吗？  

教育扩张是全球发展中的⼀个普遍趋势。⽐如，⼤家熟知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学扩招等，都是实现教育扩张的⼀些具体政策。教育扩张无疑给我们带来了

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教育机会更多了，⼤家想要在教育系统中脱颖⽽

出，是不是就不那么拼家庭背景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家普遍都很关⼼的“教育平等”问题。⼀个社会中，

教育机会是否平等，体现在“教育的代际流动性”有多⾼。如果⼀个⼈的教育成

就和⽗母的教育紧密相关，那么这个社会的教育流动性就很⼩，社会阶层结构

也相对封闭。但是如果⼀个⼈的教育成就和⽗母的教育成就无关，那么教育的

代际流动性就很⾼，这个社会的教育机会也更加平等。 
 
我们最新发表在 Nature Human Behaviour 上的论⽂（Hu & Qian, 2023a, 

2023b），可能会给⼤家“当头⼀棒”，因为我们发现，教育扩张在全球很多地

区并没有促进教育的代际流动。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的⽂章就带⼤家⼀

探究竟，来看看引⼊性别视⾓的代际流动研究，会如何加深和改变我们对“代

际流动”的认识。 
 

当“教育扩张”遇上“性别⾰命”  

我们注意到，⽬前主流的代际流动研究还处在“性别盲区”，⼤部分的研究和对

代际流动的测量主要关注的是⽗亲的个⼈成就与⼦⼥的社会地位获得间的关系，

却很少“看到”母亲的重要性，缺乏系统性地探究母亲的教育对⼦⼥教育成就的

影响。⽐如，United Nations（联合国），World Bank（世界银⾏）等国际组

织在测量代际流动时，就还没有仔细地引⼊性别视⾓，从⽽限制了我们全⾯了

解和系统⽐较⽗亲和母亲在孩⼦的教育流动中起到的作⽤。 
 
在全球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很多社会中⼥性的教育⽔平也随之提⾼。这也意

味着，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逐代提⾼，母亲可能在代际流动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与此同时，⼥性的教育参与也带来了⽗母之间教育匹配模式的变

化，这也可能会影响⽗母在代际流动中的作⽤。在很多国家，⼥性的教育赶超

男性。⽐如，美国的本科和硕⼠毕业⽣中，有 60%都是⼥⽣，即使在博⼠毕业

⽣中，也有 50%是⼥⽣ (DiPrete & Buchmann, 2013)。中国也不例外，从 2009

年开始，⾼等教育中⼥性的⼊学⼈数已经开始超过男性 (Yeu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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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欧美国家，随着⼥性教育的崛起，“⼥性下嫁”（妻⼦的教育程度⽐丈夫

⾼）已经成为⽐“⼥性上嫁”（妻⼦的教育程度⽐丈夫低）更普遍的婚配模式 

(Van Bavel et al. 2018)。 
 
值得指出的是，⼥性的教育崛起并不⼀定就伴随着“⼥性下嫁”成为新主流。“⼥

性下嫁”这种婚配模式是否普及与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性别关系是息息相关的。

在婚姻市场上，⼥性的教育成就是否是她们的资本？男性是否欣赏和认可独⽴、

聪明、能⼲的⾼教育⼥性作为⾃⼰的妻⼦？主流的价值观是否让⼥性愿意接受

⽐⾃⼰教育⽔平低的男性？这些与性别相关的社会⽂化因素都会影响⽗母的教

育匹配模式。 
 
然⽽，即便如此，在之前的很多研究中，母亲仍是代际流动研究中的“性别盲

区”。 
 
如前所述，国际组织在测量代际流动时，并没有专门去考虑母亲的⾓⾊。⽽在

我们收集整合数据时也发现，不仅是很多研究在分析数据的时候没有考虑母亲

的教育，相当⼀部分的⼤型调研在数据采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采集母亲的教育

数据，它们仅仅采集了⽗亲的教育数据。 
 
为了理解母亲对⼦⼥教育成就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系统地⽐较了母亲和⽗亲对

于⼦⼥教育成就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随着教育扩张的进程和⽗母的教育

匹配模式的变化⽽改变。 
 
经过严格的数据审核，尤其是在确保数据采集了⽗母双⽅的教育信息后，我们

的研究整合了全球 106 个地区的 545 个⼤型调研，构建了⼀个 179 万⼈的数据

库，这些⼈出⽣在 1956 ⾄ 1990 年之间。我们覆盖的这 106 个地区包含了接近

全球 90%的⼈⼝。通过分析我们整合出来的全球数据库，我们主要探讨了两个

问题： 
 

1. 母亲和⽗亲对于⼦⼥教育成就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 

2. 随着全球教育的扩张和⽗母教育配对模式的变化，⽗亲和母亲的影

响是否也在改变？ 
 



 4 

通过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的研究着⼒于更好地了解全球教育现状和母亲

在⼦⼥教育成就⽅⾯的作⽤。这项研究结果对于未来的教育政策和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拼爹”到“拼妈”  

按照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许多⼈预期教育扩张将通过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

化来提升教育的代际流动。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我们只看⽗亲和⼦⼥之

间教育成就的关系，这种预期似乎是成⽴的。随着教育的普及，⽗亲和⼦

⼥之间教育成就的相关性在世界不少地区都在逐渐减弱。 
 
然⽽，在世界⼤多数地区，随着教育的扩张，母亲的教育成就对⼦⼥的教

育成就的影响却是在不断攀升。在最近的⼏代⼈中，母亲的教育成就在代

际流动⾥的重要性已经追平或超过了⽗亲的教育成就。在⾮洲、亚太地区

以及欧洲，母亲的教育在代际流动中重要性的提升尤为显著。 
 
在塑造⼦⼥的教育成就时，母亲的教育对⼥⼉⽐对⼉⼦的影响更⼤。在中

国⼤陆，母亲对⼥⼉教育成就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亲，⽽母亲对⼉⼦教育

成就的影响也已经和⽗亲旗⿎相当。 
 
当母亲与教育⽔平⽐她低的⽗亲配对（“⼥性下嫁”）的⽐例增加时，母亲

和⼦⼥教育成就的关系会加强，⽽⽗亲与⼦⼥之间教育成就的关系则会减

弱。相反，当母亲与教育⽔平⽐她⾼的⽗亲配对（“⼥性上嫁”）的⽐例增

加时，母⼥之间教育成就的关系会减弱。 
 
我们这些发现意味着，如果仅仅考虑⽗亲⽽忽略母亲在代际流动中的作

⽤，会导致我们过于乐观地认为“全球⼤范围的教育扩张会提⾼教育的代际

流动性、增加教育平等”。如果我们综合考虑⽗母双⽅的教育，随着“拼爹”

时代的隐退，“拼妈”时代的接⼒，在全球很多地区，教育扩张还并没有带

来更⾼的代际流动和更平等的教育机会。 
 

“看见”母亲，很重要  

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与性别、家庭和社会不平

等相关的话题。由于家庭中长期存在着性别分⼯，全球许多地区的母亲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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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承担着养育孩⼦的重任。令⼈惊讶的是，虽然母亲常常是“鸡娃”的主⼒

军，主流研究却很少关注母亲在代际流动中起到的作⽤。 
 
我们的论⽂发出来后，我们和媒体、同事、朋友们都聊到这个研究。不少

⼈的第⼀反应是，母亲在育⼉“鸡娃”⾥的重要性（即：母亲在家庭中的性

别⾓⾊），不是⼤家都知道的事情吗？然⽽，当被问到什么是“家庭背景”

时，不少⼈第⼀反应想到的是⽗亲⽽⾮母亲（的资源和社会地位）。在这

个夹缝之间，我们的研究“看见”了母亲在公有领域、代际流动⾥的重要性，

⽽不仅仅囿于母亲在承担家庭照护责任中的重要性。我们研究的这个”看

见”，也是对母亲所做的⼤量“隐性劳动 (invisible labour)”的社会价值的正

视和认可。 
 
我们的研究挑战了主流的代际流动研究中的男权和西⽅中⼼主义倾向。随

着研究的深⼊，我们认识到，采⽤性别和全球范围的视⾓可以为教育扩张、

性别动态和代际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认识。在回答“全球教育扩张

是否促进了教育的代际流动以及更平等的教育机会”这⼀重要问题时，纳⼊

或忽视母亲教育的作⽤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截然相反的答案。当我们同时考

虑了母亲和⽗亲的教育成就时，我们的研究很清晰地指出：教育的代际流

动性和教育机会的平等性还并没有随着教育扩张⽽必然增加。 
 
在测量代际流动时，对母亲⾓⾊的忽略折射出的是对“⼦（⼥）承⽗业”传

统性别观念的秉持，以及隐性的“性别盲视”。如果“看见”和“被看见”是认

可和改变的开始，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催⽣新的数据收集、分析和测

量⽅法，“看见”母亲，并认可母亲在代际流动⾥的重要性，以更好地指导

未来的教育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发展。 
 
代际流动的数据和测量指标在教育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中常常起到⾄关重要

的作⽤。纳⼊性别视⾓的数据和测量指标能帮助学者、政府和国际组织更

准确地把握和监测教育的代际流动性，以便更好地了解教育扩张的影响。

虽然社会流动研究通常关注在发达国家，我们的研究也展⽰了⼤规模全球

证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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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单亲家庭，尤其是单亲母亲家庭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增加，这种家庭

结构的变化可能会进⼀步提升母亲在代际流动中的重要性。为了测试这种

可能性，研究⼈员可以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家庭结构变化的全球综合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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