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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在 中 国 城 市 劳 动 力 市 场 中#职 业

流动性别差异以何种 模 式 体 现？ !""职 业 流 动 性 别 差 异 主 要 受 哪 些 因 素 决 定？

文章使用第二次中国妇 女 社 会 地 位 调 查 数 据#预 测 人 力 资 本%家 庭 因 素%社 会

资本%市场结构转型对男女职业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间#
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 释 我 国 职 业 流 动 的 性 别 差 异#而 家 庭 特 征%社 会 资

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都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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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流动#性别#多项逻辑模型

一!引!!言

二十多年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机制#改变 了 过 去 完 全 由

行政手段进行配 置 劳 动 力 的 局 面#使 人 们 有 了 更 多 的 自 主 选 择 职 业 的 权 力#
为个人的职业流动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但对男女而言#这并未带来相

等的职业流动机会&改革开放以前#国有和集体经济在中国产业部门结构中

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劳动用工权统一掌握在专门的主管部门手里#按平均

主义原则进行利益分配的就业体制使女性维持着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机会与职

业地位&而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业政策的放松一方面促进了个

人职业流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男性与女性职业地位的差异和分化&而本文

旨在回答以下问题$!%"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以何种

模式体现？!""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主要受哪些因素决定？

不同的职业存在地位差异#个人在职业生涯内更换不同职业的过程构成

了职业流动经历&而在职业流动过程中#依据不同职业的地位差异#又可以

区分出不同的职业流动方向&在本文中#我们比较个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

一个职业地位与接受调查时的职业地位的差异#以确认个人不同的职业流动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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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个人在职业生涯中要变换不同的职业？N01C322!%:$;"认为员工

希望获得更高的报酬#公司希望找寻更高效率的员工时$职业流动就将发生%
针对此$9-O*)-O(,!%:$:"提出职业匹 配 理 论$用 信 息 不 对 称 来 解 释 职 业 流

动$个人和机构工作之间的匹配被认为是一个经验性商品$即个人和机构的

特征起初相互未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员工的工作效率和机构的特征信息逐

渐显现$而当相互之间不匹配时$职业流动就将发生$雇员更换新的工作以

寻求收入快速增加$而雇主也会辞掉员工以追求效率的提升%P-A34!%::%"
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作年限和工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I*1R31!%::J"则

发现工作年限和离职风险之间先呈正相关$后为负相关%这些都支持了职业

匹配理论%

T(,’31.*)*)CK*4-1!%::#"将 人 力 资 本 理 论 引 入 职 业 流 动 研 究$从 劳

动力供给方出发$认为职业流动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部分人力资本

投资的回报将通过职业流动的形式得到体现$以实现个人预期收益的最大化%
在这种假设下$选择不同的教育投资意味着选择了一定的职业发展途径%而

接受更高的教育意味着更多的职业流动机会%而T(,’31.*) !%::%"的研究证

明$给定初始职业$教育程度的提高将增加职业上升的机会%
在理解职业流动现象的基础上$如何解释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 异？劳 动

力市场中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已经为大量研究所关注$但是关于职业流动的

经济学分析还较少关注性别差异%已有的一些研究已经揭示了在晋升过程中

存有性别差异$以及这些性别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人力资本因素引致的职业流动性别差异

职业发展与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有直接联系%人力资本投资将对个

人职业进步产生一定影响%X-D3)R*0.*)CN()C31!%::$"发现$具有更高人

力资本存量的职工拥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晋升%在我国$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

和竞争机制$教育#专业技能等因素凸现出对个人职业流动的重要影响$也

对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产生更大的影响%
针对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人力资本理论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方面提

出解释%\*[3*1*)CX-D3)!%::#"的研究从雇主对男女人力资本比较优势的

观点出发来寻找职业流动性别差异存在的根源%他们认为$由于女性劳动者

被认为在非劳动力市场上比男性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因

非市场的因素中断就业%因此$只有当女性的能力高于男性竞争者$以至于

其能力能弥补其由于家庭因素可能导致的工作中断时$雇主才会给予女性晋

升机会%d1-U*D!%::H"对晋升过程中的性别差 异 提 出 了 相 似 的 解 释$并 建

立多时期模型$发现外部劳动力市场外部机会的性别差异会导致歧视女性的

晋升机制&获取同样教育水平的女性$职业发展机会要少于男性%
另一派观点则从劳动力供方的自我选择的角度解释男女职业流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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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女性之所以选择不同于男性的职业流动途径"是因为一方面女性所

注重的工作条件与男性不一样"女性会更关注弹性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人

际关系等"而男性则更关注职业的发展前途等$而另一方面"她们承担的家

庭责任让她们更倾向 于 退 出 劳 动 力 市 场 %\*[3*1"%::<&’N3,B31%%:;<&也

认为女性在职业流动时"在低工资#低技术的工作和弹性工作时间之间权衡!
女性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不需高人力资本投资的职业"以及那些人力资本投资

不会因离开劳动力市场 %生育及抚养孩子&而马上贬值的职业’在就业中断

后"这类职业较容易重新进入"但同时"这类职业的升迁机会较少’X-5*425
%%::;&使用美国的数据"发现低学历女性与高学历女性之间的职业向上流动

机会的差异要大 于 男 性"并 且 高 学 历 女 性 的 职 业 流 动 性 别 与 男 性 非 常 相 似"
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自我选择对其职业流动的显著影

响’由此"我们假定"人力资本存量对女性职业流动的影响要大于男性’

%二&家庭特征导致的职业流动性别差异

正如人力资本理论所认为的"家庭是女性职业流动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之一’对西方国家的研究发现"婚姻以及家庭给女性的职业发展带来的负面

影响要大 于 男 性 %X-D3)>34C"%:;#$G’523"%:;J$P13(.*)"%:;<&’d3(2’
*)C],G(44(*.D%%:::&的研究也认为"家庭原因对解释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

具有关键作用’他们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职业流动

模式上存在差别’一方面"女性主动变换职业的比例要低于男性$另一方面"
在主动更换职 业 时"女 性 比 男 性 更 可 能 因 家 庭 相 关 原 因 而 更 换 工 作’对 此"
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女性承担了家庭部门的主要责任’并且"这种家庭部门的

责任将增加女性职业搜寻以及流动的机会成本"从而导致女性主动变换职业

的比例要低于男性’
家庭部门责任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生育以及家务劳动两方面’女性生

育以及抚养孩子的经历需要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工作经历的中断意味着降

低职业上升流动机会"这是造成职业流动性别差异的主要原 因 之 一’N0B-C(
%%::;&的研究发现"没有孩子的女性在其早期职业经历中更容易得到上升流

动的机会"而有过生育经 历 的 女 性 则 (不 得 不 将 推 迟 她 们 的 职 业 发 展)’而

G3)B*)CX-D3)>34C %%::"&的研究证明"生育经历对女性经历职业向下流动

%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将产生重要作用’我们同样假设"与男性相比"女性

职业流动更易受到生育经历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女性职业流动选择还会受到来自家庭劳动分工的重要影响’

在我国"在传统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影响下"女性承担了更

多 的 家 务 劳 动’尽 管 女 性 参 与 就 业 的 比 例 很 高"但 是 女 性 平 均 每 天 配 置 在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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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劳动上的时间为男性的"@";倍 !见图%"#% 大部分城市女性承担双重负担$
一方面从事全职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完成大部分家务劳动 !Y-)(?*)CY31D=
’*2231%%:;;&G’523%%:;J"#在时间资源固定的情况下%女性较男性配置更

多的时间在家庭部门%将影响她们在就业市场的发展%也将影响她们的职业

流动%尤其是上升流动的机会#

% 资料来源$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年%"月#

图!!"###年城市在业男女家务劳动时间统计 !分钟"天#

!三"社会资本占有不同而导致的职业流动性别差异

考虑到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社会关系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N(*)%

%::$"%本文也将考察社会资本对男性和女性职业流动的影响#社会资本是个

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E-123D%%::;"#个人将社会资源用于职业发展的过程%但男性和女性获得社

会资本的途径和机会存有差异%影响着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我们将社会资

本因素分 为 先 赋 的 社 会 资 本 !以 父 亲 职 业 地 位 为 代 表"和 后 致 的 社 会 资 本

!以个人党员身份和配偶职业地位为代表"#
家庭具有向下一代提供职业流动社会资本的功能%尤其是父辈的各类资

源%如职业’教育’权力等对子女的职业流动将产生显著影响#G*4C3132*4@
!"###"在中国的研究发现%父亲为党员将增加子女获得党员资格的机会#家

庭对社会资本的利用可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改革开放后这一现象有

所减弱%但代 际 之 间 的 影 响 力 却 仍 然 显 著 存 在#并 且%随 着 市 场 化 的 进 行%
使得职业占有社会资本的能力逐步胜过户口’出身’单位等旧有的制度安排%
因此%(父亲地位)对孩子谋得好的职业地位’提升到好的职位发生了显著的

效力#
而家庭背景对男女职业流动影响的差异产生了何种影响？在中 国%虽 然

随着社会’经济的开放%子承父业的世袭现象在减少%但是%以男性 为 主 的

家庭资源辅助情况仍旧存在#N(*)*)C\-?*) !%::!"在天津的研究发现%父

亲的 (工作单位部门)通过对儿 子 (工 作 单 位 部 门)的 作 用 而 影 响 了 儿 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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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流动"但女儿却无此殊荣"家庭背景对男性进入核心部门的作用大于女

性#而L*O(D$%::"%用%:;$年和%::#年上海的数据研究中国城市的职业流

动"通过对同期 群 的 男 性 和 女 性 分 别 建 立 逻 辑 回 归 模 型"得 出 相 似 的 结 果"
即男性的职业地位上升比女性更依赖家庭资源#我们同样认为"家庭背景对

男性获得职业上升机会的作用要大于女性#
随着双职工家庭的普及"配偶的社会经济资源对男女职业发展的影响的

研究也得到一定关注"但并未取得一致结果#N31)*D,- $%::;%的研究认为丈

夫和妻子通过共享双方经济&社 会 等 资 源 而 巩 固 双 方 职 业 发 展’而T2*)435"

Y0)2*)CY0)2$%:;!%的研究则发现"妻子为职业妇女的丈夫的职业发展不

如妻子为家庭主妇的丈夫#而对女性而言"Y(4431*)CE’(44(R31$%:;!%则指

出"受到传统性别思想的影响"男性的职业地位的提高将对女性职业上升产

生抑制效应’另一方面"随着丈夫社会地位的提高"其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

也有可能对妻子职业发展产生促进效应#本文将进一步验证配偶职业地位对

个人 $尤其是女性%的职业发展的影响#
党员身份的重要的制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极其重要的

地位#党员身份不但是对个人政治忠诚和业绩的褒奖"还表现出个人社会关

系网络的融合#一旦获得党员资格"就会变成进一步职业流动的资源"这在

国有企业&公共部门内关键的身份提升中极为重要"比如工人提干&从一般

部门进入核心部门以及从副职提拔为正职等#所以"党员资格在某种意义上

代表了个人获取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的能力#N(*)*)C\-?*) $%::!%的研究

加入 (党员资格)作为职业流动的解释变量后发现!党员资格的取得将增加个

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党员身份的缺失则部分解释了中国城市女性获取高

级行政管理职位的比例低于男性的现象"因为党员资格是进入这些职业的前

提 $G*4C31"32*4@""###’\(*)CG*4C31""##%%#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获

得党员身份对男女两性的职业发展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但对女性的职业流动

影响要大于男性#

$四%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对男女职业流动的影响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经济体制的改 革&多 元

经济体制的发展导致了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年"我国政府提出了减员

增效使国有企业 (三年脱困)的目标#随着城市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裁减

冗员"大批城镇职工因下岗转业"从正规部门进入非正规部门"甚至被迫退

出劳动力市场#与男性相比"女性 由 于 聚 集 于 低 技 术 含 量 的 制 造 业 部 门 $纺

织&加工部门等%"是国有企业裁员的重点"因此更易受到经济结构转型带来

的影响#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的历次女职工调查表明"女性占下岗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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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超过一半#""###年第二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女性下岗占

女性在业人口总数的%%@:̂ $而男性仅为;@<̂ #同时$比男 性 更 多 的 女 性

下岗后未能 重 新 就 业$甚 至 完 全 退 出 劳 动 力 市 场 !见 图""#H 由 此$我 们 认

为$以国有企业变革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给女性职业流动带来更大

的负面影响$劳动力市场对妇女的歧视会迫使更多下岗妇女接受职业的向下

流动#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全国女职工调查表明$被调查的:#万名女职工中$下岗女职工为"@%万 人$
为下岗男女职工总数的!#̂ #%::H年抽样调查了%"H#个企业$下岗女性为"@H万 人$占 下 岗 职 工 总 数

的!#̂ 左右#而%::<年全国总工会的七省四市调查表明$女性占下岗职工总数的<<@!̂ #
H 此数据资料来源于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年%"月#

图!!下岗再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 !""

!!因此$在上述研究和假设基础之上$本文将探讨在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

上$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家庭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等变

量对男女职业流动产生的不同影响#
本文结构组织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文章所使用的职业流动理论 模 型’第

三部分说明文章实证所采用的多项逻辑模型$并就模型内生性问题及职业流

动分类问题作简要描述’第四部分介绍数据结构并提供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第五部分阐述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一部分进行简要总结#

二!职业流动分析理论框架

本文采纳T(,’31.*)*)CK*4-1!%::#"提出的职业流动理论作为理论框

架#该理论认为职业流动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一种形式#在给定的教育水

平%劳动力市场 结 构 因 素 等 外 部 条 件 下$个 人 将 选 择 最 优 的 职 业 流 动 途 径$
在有限的职业生涯期)内更换职业$以最大化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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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M0
)

#
3W/+4"8+#C+& "%#

其中!4"U#表示预期收益$/表示贴现率%并保持不变&
假设影响个人职业流动的各方面因素R 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并且转换

职业发生的成本F为固定值%个人在其职业生涯内将作出职业流动决策%使

其期望收益达到最大化&假设个人从时间+开始进入职业%将在0D 点上在两

个职业D和DW%之间进行选择%而此时的预期收益为!

4"0D$+%R#M0
0D

+
3W/+8D"+%R#C+N0

)

0D
3W/+8DN%"0D$+%R#C+WF& ""#

其中%+*0D*)&假设预期收益量4"0D$+%2#对0D 二阶连续可导%并为严格

凹函数%依据极值定理%由下式可求得内部均衡点+#"0D#" #)%使职业流

动决策的预期收益最大化!

3W/
"0D#"’"8DN%#" W8D(M ’"3W/

"0D#" W3W/)#)/(.
"8DN%#"

.0D
& "H#

!!在均衡点0D 上%晚于0D点加入新职业将导致直接收入的损失 "也即不更

换职业而损失的直接收入#的现值与其延长在原职的工作时间给整个职业生

涯带来的额外收益的现值等同&

三!实 证 模 型

"一#职业流动模型

依据假设%我们认为个人的职业流动是包括劳动力市场特征*家 庭 部 门

特征*个人人力资本变量以及社会资本特征的相关函数&我国城市劳动力市

场整体上受到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影响%同时%个人职业流动还

与教育水平*就业经验*专业技术*家庭背景*党 员 身 份*生 育 经 历*配 偶

职业*家庭分工特征等密切相关&因此%职业流动不仅仅是简单的上升流动

过程%在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下%将呈现多元化趋势&个人有可能经历不同的

职业流动方向9!未 曾 流 动 "DQ%#%向 下 流 动 "DQ"#%水 平 流 动 "DQH#
或者向上流动 "DQJ#&其中%我们将DQ%作为参考组&

对个人0而言%当潜在变量U "
0-D$#时%职业流动D就将发生&

U "
0-D MR0!DN+-DN$0-D& "J#

其中!

!D 表示一组参数向量&- 表示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D表示不同职业

的固定效应%不随个人特征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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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表示一组影响职业流动方向的变量#包括人力资本相关变量$$$参加

就业前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是否获得专业技术资格或职称&社会资本相

关变量$$$党员身份 !为虚拟变量"%父亲职业社会经济指数%配偶职业社会

经济指数&家庭特征$$$每日家务劳动时间 !分钟"%生育孩子数量&以及地

区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状况$$$以"###年所在省份的国企职工占全省就业人

口比重为代表’
我们假设误差项$呈 逻 辑 分 布#因 此#我 们 可 以 构 建 多 项 逻 辑 模 型#其

中#职业流动类型! MD发生的概率是(

<!! MD̂ R"M3aA!R#D !" %N,
9

DM"
3aA!R#D "" #!DM"#H#J& !<"

!!对公式 !<"进行简化#得到(

<D!R#")<%!R#"M3aA!R#D"#!DM"#H#J& !!"

!!此处<D!R#"表示方程 !<"中的反应概率’然而#据此公式并未能得出

解释变量对不同职业流动方向发生的概率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构建了边

际效应#即对连续变量>K 而言#

.<!9MD̂ >"
.>K M<!! MD̂ > !"#K̂DW,

9

DM%
#K̂D<!! MD̂ > "" & !$"

!!方程 !$"说明#变量>K 对统计结果的估计概率的边际效应的取值并不

是完全由参数决定的’它同时受到参数%变量取值以及其他解释变量取值的

影响’在本模型中#我们根据个人特征计算边际效应后取均值#代表该解释

变量对流动模式的影响程度’而对单个虚拟变量而言#边际效应则定义为当

变量从#变到%时#结果D出现的概率’对一组虚拟变量而言#边际效应表示

当变量取值从参照类改变到其他类时的概率改变值’鉴于这一点#本文的实

证结果只报告各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本文分别对男 性 和 女 性 建 立 职 业 流 动 多 项 逻 辑 模 型#以 度 量 个 人 特 征%

社会资本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对男女职业流动的不同影

响&然后#为进一步区分哪些变量对不同流动模式的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
模型将性别虚拟变量与所有解释变量相乘#生成性别交互变量#并在整体职

业流动模型中纳入所有性别交互变量#以进一步区分各个解释变量对不同流

动模式下的性别差异的影响程度’在此模型中#以未曾流动组为参照组#来

分别估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家庭特征以及劳动力市场转型对男女职业下

降流动%水平流动以及上升流动的影响程度#以及对不同流动模式性别差异

的解释力度’

!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家务劳动时间与职业流动之间可能有反向因果性问题(即使控制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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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配偶职业特征等变量后#个人也有可能因为职业发展的情况而影响家

务劳动时间$职业变化及由此而产生的收入的变化会影响个人对家务劳动替

代品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其从事家务 劳 动 的 时 间$当 模 型 存 在 内 生 性 问 题

时#如果直接用多项逻辑模型对方程 %!&进行估计将是有偏的$解决这种内

生性的方法就是为解释变量 ’家务劳动时间(寻找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

归$文章选取个 人 从 家 庭 到 单 位 所 需 的 交 通 时 间 作 为 ’每 日 家 务 劳 动 时 间(
的工具变量#其理由是!%%&家庭和工作单位之间的往返时间由家庭和单位

之间的距离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决 定#不 受 个 人 职 业 发 展 的 直 接 影 响) %"&
由于工作是必需的#并且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家庭和单位之间的距离长短会

直接影响个人在家庭的时间长短#当花费在家庭和单位往返路途的时间越长#
个人能分配在家庭生活上的时间就相对短暂#因此#能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

会受到往返于家庭和单位之间时间的限制$首先#本文给出了女性样本"男

性样本以及总体样本的一阶段估计结果 %见附表%=%"%=""%=H&#然后将一阶

段M\T回归得出的家务劳动时间的预测值代入原职业流动方程#分别预测男

女职业流动方程$

%三&职业流动分类

要确定职业流动类型#需要确定不同职业的相对地位$关于职业 地 位 的

定义#通行的做法是#基于职业声望测量获得各类职业的声望得分#并计算

出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建立一个回归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对

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 %即权数&)然后#应用这一回归方程#求出所有职业的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采用这种 方 法 所 求 出 的 职 业 地 位 %声 望&得 分#实 际 上

是根据每一个职业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估计出来的#因此#它被称为社会经济

地位指数 %D-,(-3,-)-.(,()C3a#T+F&$然后#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不同职业

群体的社会经 济 地 位 指 数 得 分#再 以 此 为 指 标#对 不 同 职 业 地 位 进 行 分 层$

N4*0*)CL0),*) %%:!$&后来在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这

一方法#他们用J<种职业声望调查取得的收入和教育权数#估计出JJ!种职

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并根据各个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高低#又把

这些职业归类为%$个 社 会 地 位 等 级 群 体$在 这 之 后#许 多 社 会 学 家 都 采 用

N4*0*)CL0),*) %%:!$&的方法来估计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回归

公式#根据计算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得分进行社会声望分层$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相同职业的人的收入和文化水平 较 为 接 近#对 职

业地位的定义比较一致$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则不同#同样的职业

在不同行业部门"不同所有制单位对文化水平有不同的要求#经济报酬也有

很大差异 %李春玲#"##<&$在这种情况下#仅以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

来估计职业声望或社会地位#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显然#除了收入和教育这两

个因素以外#还有一些与职业或工作相关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声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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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在确定职业地位时#本文采用的职业社会经济指数参考 李 春 玲

依据"##%年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进行的职业声望调查所计算

的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 !李春玲#"##<"!见附表""&鉴于该研究所区分的职

业种类 !%!%种"与本研究所使用的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定义的职

业种类 !$#种"有一定差别#本文将有差别的职业进行合并&比如#李春玲

在其职业分类中区分了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主#本文使用加权平均将其职业社

会经济指数合并成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的 $企业负责人%职业社

会经济指数&合并后#本文得到这些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 !见附表H"#并用

以代表职业的相对地位&
在得到不同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后#我们依据各个职业的相对 地 位#确

定个人职业流动模式’当样本目前 !或最后"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高于其最

初职业时#确定为上升流动(当 样 本 目 前 !或 最 后"职 业 的 社 会 经 济 指 数 低

于其最初职业时#确定为下降 流 动(当 样 本 目 前 !或 最 后"职 业 的 社 会 经 济

指数等于其最初职业#且样本职业流动次数)%时#确定为水平流动(当样本

职业流动次数Q#时#确定其未曾流动&

四!数!!据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主持实施的第二次中国妇

女社会地位调查&该调查于"###年%"月%日实施#问卷包括了个人的教育)
家庭)收入)目前就业情况以及初始职业情况等信息&本次调查采用分域分

层四阶段不等 概 率 抽 样 方 法#农 村 与 城 市 样 本 分 别 抽 取&基 本 抽 样 方 案 中#
初级抽样单 位 为 区 县#城 乡 各 抽 取"#"个 区 县(每 个 区 县 内 抽 选H个 街 道

!乡镇"(每个街道 !乡镇"内 抽 选"个 居 !村"委 会(每 个 居 !村"委 会 内

抽选;个家庭户&数据中最终有效 样 本 为%:JJ:人#其 中#城 市 为:;"$个#
农村为:!""个&样本年龄分布在%;到!;周岁#平均年龄为H:@<周岁(女性

样本为<J<"个#占城市户籍样本总数的<<@<#男女样本基本持平&由于流动

人口样本量很小#不具代表性#并且考虑到研究配偶对本人职业流动影响等

因素#因此本研究将流动人口及未婚样本排除在外#最终选择;H%J个已婚城

市户籍样本#年龄在"#*!#岁之间#其中 男 性 样 本 为H:#;个#女 性 样 本 为

JJ#!个#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女性为:@HJ年&
分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来看#根据表%#我们可以看出#男女的职业流动

模式存在较大差别#男性职业发展的情况普遍优于女性#更大比例的男性在

职业发展中经历了向上流动#而更少的男性经历了向下流动&"<@;$̂ 的男性

在其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向上流动#而只有%:@!!̂ 的女性经历了向上流动#比

男性低近!个百分点&而同时#有%:@!;̂ 的女性经历了职业向下流动#比男

性高出了近:个百分点#男性职业的稳定性也高于女性#体现在不曾变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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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男性比例要高于女性"

表!!根据职业流动模式分类的男女样本分布

职业流动模式
男 女 合计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不变 %<H: H:@H; %!#% H!@HJ H%J# H$@$$
向下 J"! %#@:# ;!$ %:@!; %":H %<@<<
水平 :H" "H@;< %#$" "J@HH "##J "J@%#
向上 %#%% "<@;$ ;!! %:@!! %;$$ ""@<;
合计 H:#; %## JJ#! %## ;H%J %##

!!我们比较了随着工作 年 限 的 增 长%男 女 获 得 职 业 的 地 位 差 异 #见 图H$"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男性和女性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职业地位都得到了一定

的上升%但随着工作年龄的增长%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发展趋势呈现较大差异"
在职业生涯入口处%男女的地位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但男性随着工作经验的

增加%职业地位上升的幅度远远大于女性"而女性的职业地位变化呈先升后

降的趋势%不但上升相对平缓%并且与男性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 征!在 参

加工作的前几年%女性的职业地位与男性之间的差距拉大&而在经历一段与

男性相仿的职业地位流动趋势后%在参加工作满H#年后%女性的职业地位急

剧下降%而男性的职业地位持续上升%形成男女职业流动的明显差异"而前

一个差别出现的时间%与女性生育期有一定的重合&后一段男女职业地位的

差别说明工作年限长 #年龄大$的女性更易遭遇职业下降%也更易比男性先

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更能反映出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导致的性别差异%例如退

休年龄的性别差异以及下岗失业的性别差异等"

图"!分工作年限男女职业社会经济指数分布

而进一步描述分析不同流动模式下的男女的个人人力资本特征’家庭特

征’社会资本情况以及劳动力市场特征 #见表"$%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职

业流动模式间’不同的性别之间%解释变量存有很大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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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分性别!不同职业流动模式下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男!!性 女!!性

合计 向下 未曾 水平 向上 合计 向下 未曾 水平 向上

教育年限 :@;J :@;; :@!: :@;H :@;; :@HJ :@!H ;@;< :@J" :@%:
!"@:J" !"@:H" !H@#H" !"@::" !"@;:" !"@;;" !"@:J" !H@#!" !"@;H" !"@<;"

专业技术职称 #@<# #@<# #@J! #@J< #@<< #@H% #@HH #@"$ #@H# #@H"
!#@<#" !#@<#" !#@<#" !#@<#" !#@<#" !#@J!" !#@J$" !#@JJ" !#@J!" !#@J$"

工作年限 "#@:: %:@$H "H@"# "#@!% ""@H% "#@H$ %:@<% "%@H: %:@;$ "%@<!
!%%@<%"!%%@;!"!%%@#$"!%%@H$"!%%@#""!%%@J!"!%"@%""!%%@#<"!%%@$%"!%#@#J"

父亲职业地位 <$@;$ <$@:! <$@J% <$@HH <;@JH <;@%# <;@"" <$@!! <$@<; <;@:$
!%%@;#"!%"@#!"!%%@#%"!%%@J""!%"@#<"!%"@"#"!%"@JH"!%%@<<"!%"@#<"!%"@<J"

党员身份 #@H# #@H# #@"! #@"J #@H! #@%H #@%" #@%H #@%H #@%!
!#@J!" !#@J!" !#@JJ" !#@JH" !#@J;" !#@HJ" !#@HH" !#@HJ" !#@HH" !#@H$"

配偶职业地位 <<@!J <<@$: <J@:H <J@:H <!@H< !%@;H !"@%J !#@!! !%@$$ !"@J:
!%J@<#"!%J@::"!%H@<#"!%J@!$"!%H@:!"!%%@<<"!%%@$H"!%%@J;"!%%@<""!%%@"!"

孩子数量 %@H; %@H< %@<$ %@HH %@J# %@JH %@J< %@<% %@H: %@H<
!%@#H" !%@#H" !%@#;" !%@#"" !#@::" !%@#J" !%@%#" !%@#H" !%@#J" !#@:H"

日家务劳动时间 ;$@!! ;;@$% ;J@JJ :H@#% ;"@<# "#J@HJ "##@%; "#:@"J "%:@;$ %;$@;$
!:J@J<"!:"@H<"!:J@<!"!:;@HH"!:H@$<"!%"J@%""!%"%@#H"!%"J@"""!%H"@#<"!%%$@#<"

省国企就业比例 <J@$$ <<@<% <<@$H <J@;: <H@%" <J@$< <<@;# <H@!; <<@"% <H@":
!$@$$" !$@%"" !;@%"" !$@<%" !;@<"" !$@$H" !$@#!" !;@H;" !$@H<" !;@H#"

!!资料来源#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年%"月%

注#括号内为变量标准差%

表"给出了不同职业流动模式下的男性和女性的相关解释变量的均值和

标准差%总体上讲$男性的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的拥有等优势比

女性群体明显$尤其是男性的专业技术职称以及党员身份的获得比例远高于

女性$但所承担的家庭劳动要明显少于女性%而分职业流动模式来看$可以

发现$经历职业向上流动的男性的人力资本特征以及社会资本的占有状况都

明显好于经历职业向下&水平流动以及未曾流动的男性’而女性样本不同职业

流动模式间的特征差异则更体现在家务劳动时间以及孩子数量上#发生职业向

上流动的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少于其他女性$生育数量也少于其他女性%

五!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来自实证的解释

本文首先直接对男女的职业流动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H所示 !男女

模型的各前两列"$而后加入工 具 变 量 进 行 估 计 !男 女 模 型 的 各 后 两 列"%为

了凸现不同因素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的影响$表H还报告了性别交叉项的估

计结果 !最后两列"%鉴于 内 生 性 考 虑$文 章 使 用 工 具 变 量 估 计 结 果 进 行 解

释%而从对男女职业流动方程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来看$不同性别的职业流

动方程存在显著的差异%可见$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家庭特征&社会 资 本 因

素以及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对男女职业流动产生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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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男性与女性不同职业流动模式下的多项逻辑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男性样本预测 女性样本预测 性别差异

直接估计 工具变量法 直接估计 工具变量法 交叉项结果

]@+ T@+ ]@+ T@+ ]@+ T@+ ]@+ T@+ &-3>>(,(3)2 T@+
下降流动

教育年限 #@##" #@##" #@### #@##" V#@##;"" #@##H V#@##;"" #@##H V#@#:J"" #@#HH
专业技术职称 V#@##: #@#%" #@#%% #@#%J V#@#%# #@#%$ V#@##; #@#%; V#@%#H #@"#%
工作年限 #@##!"" #@##" #@##J"" #@##" #@##H #@##" #@##H #@##H V#@#HH #@#H#
工作年限" #@###"" #@### #@###"" #@### #@### #@### #@### #@### #@##% #@##%
父亲职业地位 #@### #@### #@### #@### #@### #@##% #@### #@##% V#@##% #@##$
党员身份 V#@#"!"" #@#%" V#@#%! #@#%H #@#"J #@#"" #@#"< #@#"H #@<!!"" #@"%!
配偶职业地位 #@### #@### #@### #@### V#@##%" #@##% V#@##%" #@##% V#@##; #@##!
孩子数量 #@#%" #@##$ #@#"<"" #@##: #@##; #@##: #@##! #@#%# V#@%"< #@%#%
日家务劳动时间 #@### #@### #@##% #@##% #@### #@### #@###"" #@### V#@##" #@##<
省国企就业比例 #@##% #@##% V#@##% #@##% V#@##J"" #@##% V#@##J"" #@##% V#@#H#"" #@#%%
常数项 V"@JH""" #@!$"
预测概率 #@%#J$:H$! #@%#J;#%<< #@"##:""$; #@"##J;%<

Y*0D.*)检验
,’(""$#Q$@%%

E1-R$,’("Q#@J%$!
,’("";#Q%@::

E1-R$,’("Q#@:;%H

水平流动

教育年限 !#@##!"" #@##H #@##!" #@##H #@##H #@##H #@##H #@##H V#@#<;"" #@#"$
专业技术职称 V#@#"< #@#%!V#@#"J #@#"# V#@##$ #@#%; #@#%# #@#"# #@%$" #@%!!
工作年限 #@##% #@##" #@##% #@##H V#@##$"" #@##" V#@#%#"" #@##H V#@#<""" #@#"H
工作年限" #@### #@### #@### #@### #@###"" #@### #@###"" #@### #@##% #@###
父亲职业地位 V#@##% #@##%V#@##% #@##% V#@##% #@##% V#@##% #@##% #@##" #@##!
党员身份 V#@#<!"" #@#%$V#@#<<"" #@#%; V#@##: #@#"" #@##J #@#"J #@<H;"" #@%;<
配偶职业地位 V#@##% #@##%V#@##% #@##% #@### #@##% #@### #@##% #@### #@##<
孩子数量 V#@#%< #@#%%V#@#%J #@#%H V#@##H #@#%# V#@#%< #@#%% #@#%; #@#;:
日家务劳动时间 #@### #@### #@### #@##% #@###"" #@### #@##%"" #@### #@##:"" #@##J
省国企就业比例 #@##% #@##% #@##% #@##% #@##""" #@##% #@##" #@##% V#@##: #@#%#
常数项 V#@"$< #@J:"
预测概率 #@"J%<%H:! #@"J%<;$#" #@"<#"J$%J #@"<#J!<H$

Y*0D.*)检验
,’(""$#Q#@:<

E1-R$,’("Q#@::<<
,’("":#Q;@%<

E1-R$,’("Q#@<%:J

上升流动

教育年限 V#@##J! #@##H V#@##< #@##H V#@##< #@##H V#@##< #@##H V#@#J$" #@#";
专业技术职称 #@#"$ #@#%$ #@#HH" #@#"# V#@#%J #@#%! V#@#%% #@#%$ V#@"#! #@%$#
工作年限 #@#%#""#@##H #@##:""#@##H #@#%;""#@##" #@#%;""#@##H #@#J:""#@#"<
工作年限" #@###""#@### #@###""#@### #@###""#@### #@###""#@### V#@##%""#@###
父亲职业地位 #@##% #@##% #@##% #@##% #@##% #@##% #@##% #@##% #@##H #@##!
党员身份 #@#<!""#@#%: #@#!#""#@#"# #@#J#" #@#"" #@#J"" #@#"" #@"J" #@%;%
配偶职业地位 #@##% #@##% #@##% #@##% #@##% #@##% #@##% #@##% #@### #@##!
孩子数量 V#@#""""#@#%% V#@#%; #@#%H V#@#H;""#@#%# V#@#H:""#@#%% V#@%!#" #@#:"
日家务劳动时间 #@### #@### #@### #@##% V#@###""#@### V#@###" #@### #@##%" #@##J
省国企就业比例 V#@##$""#@##% V#@##;""#@##% V#@##<""#@##% V#@##<""#@##% V#@##H #@#%#
常数项 #@$<$ #@J<$
预测概率 #@"!"$$$:< #@"!";#;JJ #@"#JJ; #@"#!H:

Y*0D.*)检验
,’(""$#Q"@"$

E1-R$,’("Q#@:JH$
,’("";#QH@%;

E1-R$,’("Q#@:""!
样本量 HHH$ H!"# !:<$
ED30C-," #@#<$H #@#<$J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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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本因素对男女职业流动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特征对其两性职业上升流动具有相似 影 响#但

也存在一定差异$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男女职业向

上流动机会的增加均无显著作用#而工作年限的延长会同时增加男女职业向

上流动的概率$这似乎与传统职业流动理论相悖#而事实上#高学历对个人

职业生涯的影响 更 多 体 现 在 初 始 职 业 的 获 得 上#而 非 个 人 职 业 流 动 模 式 上$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个人职业发展 %唯学历&的现象

正在逐渐消减#而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工作年限的增加#专业经验的

积累以及个人能力的提升才是个人职业晋升的主要因素# %人往高处走&#随

着个人工作资历的增加#个人获得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才会显著增加$
相对于职业向上流动#低学历更显著增加女性职业向下流动的 风 险#可

见#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教育程度低下是致使女性下岗失业的主要原因之

一’但对男性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水平的低下并不会显著

增加其遭遇向下流动的风险$这说明#男女在回避职业向下流动的风险的策

略上存在差异(男性可以通过诉诸教育之外的社会经济资源来维持职业稳定#
而女性往往只能依靠个人人力资本的提升来降低风险$

通过人力资本因素对性别交叉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教育水 平 有 效

解释了男女经历职业向下流动)向上流动以及水平流动的差异#这说明#女

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缩小与男性在职业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上的差异$
一方面#用人单位在进行人事晋升决策时#如果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就更

倾向于认为女性放弃或中断职业发展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因此#高学历群体

面临的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要小于低学历群体’另一方面#对女性本身而言#
高人力资本投资也会凸显她们的市场竞争能力#相对弱化家庭劳动优势#从

而更倾向于从事劳动力市场部门工作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
而分析工作年限#则会发现#其他条件不变#工 作 经 验 增 加 一 年#女 性

发生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将增加%@;̂ #比男性高出#@;个百分点$女性之所

以比男性缺乏职业向上流动机会#一定程度是因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经

历要短于男性#即如果女性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年限延长#她们发生职

业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将增加#并且增长幅度要大于男性$而现实中#我国退

休政策中规定女性较男性提前<*%#年退休 !我国男性!#岁退 !离"休#女

干部<<岁退 !离"休#女工人<#岁退 !离"休"$这在影响女性就业权利实

现的同时#还造成女性职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同时#在国有企业裁减人员

时#女性的下岗年龄普遍比男性提前 !J#*<#岁现象"#这也将直接影响女性

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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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资本对两性职业流动的影响

以父亲的职业地位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的职业流动并没有产

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在转型期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开放%代际 流 动 的

加剧%子承父业的现象有所消减$无论男女%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多受到来自

个人后致因素的影响$
以党员身份为代表的个人社会资本变量则是男性职业上升流动的重要因

素%并将维护男性职业稳定性$对女性而言%获得党员身份同样将促进其职

业向上流动%但影响程度不如男性显著$而性别交互项的分析表明%女性党

员资格的缺失是其 与 男 性 在 职 业 向 下 流 动 和 水 平 流 动 方 面 差 异 的 重 要 原 因$
即女性如获得党员资格%将显著缩小与男性在职业下降流动中的差异%将能

更有利于维护职业的稳定性$这也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事实上%男性获得党

员身份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这显著影响了男女职业流动模式的差异$
另一个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社会资本变量是配偶的职业地位$实证结果

表明%配偶的职业地位对男女的职业发展产生不同影响$由于在中国%丈夫

的职业地位普遍高于妻子的职业地位%比妻子拥有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因

此%一般丈夫有条件为妻子的职业发展提供社会和经济支持$实证结果表明%
丈夫职业地位高%可以显著降低妻子发生职业向下流动的风险$可见%对女

性而言%婚姻带来的社会资源能保障其职业的稳定$这证实丈夫对女性职业

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而对男性而言%由于妻子的职业地位普遍低于丈

夫的职业地位%在控制其他家庭特征时%妻子本身的职业发展并不为男性职

业流动提供直接支持$

"三#家庭特征对男女职业流动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

孩子数量也是影响男女职业向上流动机会差异的显著因素$实证结果表

明%生育数量越多%女性照料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越多%男女之间的职业

向上发展的机会差异就会逐渐扩大%而女性生育数量越少%女性发生职业向

上流动的概率将显著增加$从%:$;年始%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变

化对中国女性职业发展的转变有最直接的影响$女性由从前一生中主要的时

间用于生育和抚养子女%变为用很短的时间即可完成生育%从而留出大量的

空余时间%使她们有时间来追求职业发展$
其他条件不变%家务劳动时间的延长将增大女性经历职业下降流动和水

平流动的风险%而将减少女性经历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但家务劳动时间对

男性经历各种模式的职业流动均无显著影响$这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女性

投入在家务劳动的时间精力对女性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在中国城市%
女性的职业生涯发展 较 男 性 更 易 与 家 庭 发 生 冲 突$而 事 实 上%在 &男 主 外’
女主内(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因家庭的考虑放弃职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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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机会#或者发生职业下降流动#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

!四"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型对男女的职业流动的影响也有明显差异

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 济 转 变 而 带 来 的 外 部 冲 击 将 影 响 个 人 职 业 发 展 路 径#
并对两性的职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多元经济体制

的发展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的影响更为复杂$一方面#地区国企职工比例的

下降#将增加男性和女性职业上升的概率$不同成分的经济实体进入劳动力

市场#首先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渠

道$其次#在劳动力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从国有企业流动出来的部分劳动力

可以寻找到更合适的个人职业路径#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但比较男女

两个方程的系数#可以发现就业市场结构的转型对女性职业的促进作用不如

男性#可见#就业单位在吸纳成员进入向上流动渠道时#在人力资本等因素

相等的情况下#女性谋求上升流动还是遇到更大的阻力#即使在更开放的体

系下#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与男性相比#国企部门裁员给 女 性 职

业发展造成的负 面 影 响 更 为 显 著$在 个 人 特 征 及 家 庭 等 特 征 相 等 的 情 况 下#
国有企业职 工 比 例 降 低 一 个 百 分 点#女 性 发 生 职 业 向 下 流 动 的 概 率 将 上 升

#7J个百分点#但对男性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将扩大男女职业向下流动风险差

异#最终导致男女职业地位的明显差异$

六!讨论与总结

本文利用全国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男女职业流动差异存在

的原因#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转型期间#我国职业流动模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

更容易发生职业向下流动的风险#而比男性缺乏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女性

在职业发展上居于劣势$

"@虽然男女教育程度的差异具有一定影响#女性在职业发展上与男性的

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家庭时间配置%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结

构转型等因素$女 性 承 担 过 多 的 家 务 劳 动%缺 乏 社 会 资 源 以 支 持 职 业 发 展%
比男性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并更易受到经济转型过程的负面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间#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为了有效

促进性别平等的职业发展#需要制定有关政策帮助女性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
加强社会网络联系$对家庭而言#转变传统观念#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将进一

步减小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而在转型期间的就业政策中纳入性

别敏感视角#为下岗失业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同时#执

行两性平等的退休政策#为女性职业发展提供平等的政策环境#这些都将缩小

女性与男性在职业流动上的差距#促进两性平等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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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男性样本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日家务劳动时间 系数 标准差 + <$;+;
教育程度 %&<;J"" #&!"J !"&<J #&#%%
工作年限 %&JH""" #&<#" "&;< #&##J
工作年限" #&#%$ #&#%% %&<< #&%""
专业职称"资格 V%<&%<:"" H&H"< VJ&<! #
孩子数量 V:&JH!"" "&#;% VJ&<H #
父亲职业地位 V#&""< #&%HH V%&!: #&#:%
党员身份 V:&!:!"" H&!%: V"&!; #&##$
配偶职业地位 #&HH:"" #&%%$ "&: #&##J
省国企就业比例 %&"J""" #&"## !&"% #
家庭到单位时间 V#&"H""" #&#H< V!&$ #
常数项 V%%&#H" %!&J:J V#&!$ #&<#J

," #&#$%$ 样本量 HH;<

附表!"#!女性样本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日家务劳动时间 系数 标准差 + <$;+;
教育程度 #&!<< #&;<# !#&$$# #&JJ%
工作年限 J&##J"" #&!"$ !&H:# #&###
工作年限" V#&#<%"" #&#%J VH&!J# #&###
专业职称"资格 V%<&;J$"" J&$"" VH&H!# #&##%
孩子数量 %%&"HJ"" "&!$H J&"## #&###
父亲职业地位 V#&H!#"" #&%!% V"&"H# #&#"!
党员身份 V%<&#%J"" <&;:" V"&<<# #&#%%
配偶职业地位 V#&"HH #&%;" V%&";# #&"##
省国企就业比例 #&;$;"" #&"<< H&JJ# #&##%
家庭到单位时间 V#&!"H"" #&#<J V%%&<;# #&###
常数项 %H:&<;%"" "%&<$H !&J$# #&###

," #&%%<: 样本量 H!$%

附表!"$!总体样本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日家务劳动时间 系数 标准差 + <$;+;
性别 %#;&<%"" "&$% J#&% #!!
教育程度 #&;% #&<H %&<H #&%"!
工作年限 "&:""" #&J% $&%< #
工作年限" V#&#""" #&#% V"&< #&#%"
专业职称"资格 V%$&J<"" "&;; V!&#! #
孩子数量 %&%% %&$" #&!< #&<%:
父亲职业地位 V#&H" #&%% VH #&##H
党员身份 V%"&<$"" H&H% VH&$: #
配偶职业地位 #&"""" #&%# "&#$ #&#H;
省国企就业比例 %&#<"" #&%! !&H! #
家庭到单位时间 V#&J#"" #&#H V%"&:" #
常数项 J&<% %H&!% #&HH #&$J%

," #&";<; 样本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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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李春玲!!""#"的职业社会经济指数表格

排列 职!!业 频数
各类职业在每万

人中所占比例

社会经济地位

指数得分

% 大学教师 %J %"@<J :#@##
" 三资企业厂长#经理 H "@<% ;$@::
H 党政机关局长#处长 : $@H! ;$@"#
J 文卫科等事业单位负责人 $ J@!# ;<@"J
< 党政机关办公室主任#领导人秘书助理 %" :@%" ;J@":
! 中#小学校长 $ J@;: ;J@#%
$ 党政机关科长 JH H$@#% ;H@::
; 记者#电台主持人#编辑 : %#@$: ;"@J!
: 司法工作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律师等" J "@:: ;%@%H
%# 事业单位办公室主任#负责人助理 : :@%" ;#@$#
%% 国营企业厂长#经理 %; %"@;; $;@$"
%" 中学教师 J: J:@;< $;@!%
%H 商服业企业部门经理#主管 H: H!@;% $;@H<
%J 私营企业厂长#经理 H J@"; $;@H%
%< 服装模特 % %@J% $$@%!
%! 警察 %J %;@#! $!@:!
%$ 党政机关股长 H% "H@%< $!@:J
%; 党政机关文秘人员!打字员#图书管理员#档案管理员等" : %H@"< $!@$H
%: 党政机关办事员!普通公务员" JJ J"@$# $!@#<
"# 工商税务人员 : ;@%$ $<@:!
"% 公#检#法#司#城管#环卫等执法人员 %J %!@!: $<@<<
"" 事业单位行政人员 %H %$@"" $<@J!
"H 医生 "$ H#@#$ $<@H<
"J 会计师 %% %#@H$ $<@#!
"< 工程师#科研人员 %! %J@J$ $J@<#
"! 私营企业主 <! %%;@@## $J@##
"$ 护士 %; "H@:: $H@H<
"; 技术员 HH HJ@## $H@%$
": 集体企业厂长#经理 %! %:@:< $"@:"
H# 小学教师 <" ;H@#! $"@JJ
H% 事业单位政工#后勤人员 %# ;@#J $"@H$
H" 工矿企业部门经理#主管#车间主任 H# H$@#" $%@$!
HH 经济师#审计师#统计师#营销策划#广告家装工艺设计师 %% %<@#$ $%@<:
HJ 幼儿教师 %% "$@;$ $%@HJ
H< 党政机关财务人员#政工后勤人员 ; :@<$ $%@#<
H! 电影放映员 " %@J: !:@"<
H$ 照相馆摄影师 " %@J" !;@;#
H; 企业办公室主任#经理助理 %! %J@$# !$@<:
H: 企业采购员 J <@;J !!@!!
J# 托儿所#幼儿园#孤儿院保育员 ; %;@#J !!@!<
J% 消防员 % #@!H !<@;$
J" 事业单位文秘人员 : :@J; !<@J<
JH 银行#信用社出纳信贷员 %H "%@%; !J@$H
JJ 电器店店主 J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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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列 职!!业 频数
各类职业在每万

人中所占比例

社会经济地位

指数得分

J< 乡村医生$个体医生$兽医 ": $"@!! !J@#;
J! 事业单位财务人员 : :@#; !H@:%
J$ 歌厅夜总会歌手$9L$伴舞$坐台小姐 % %@"! !H@<H
J; 火车$客运汽车驾驶员 : %"@J" !H@<#
J: 居委会主任 J; J;@#% !H@":
<# 商服业企业班组长"白领# ; ;@<$ !H@";
<% 医疗机构的护理员$保健员 < <@!% !"@:;
<" 公园影剧院体育场服务员园艺工$导游 ; $@!% !"@!<
<H 村干部 J; %J%@"# !"@<:
<J 商务代理"经济人$中介人# %% %;@:; !"@J$
<< 建筑队$工程队$装修队包工头 %" HJ@<J !"@J$
<! 企业政工后勤人员 ; :@HH !"@"<
<$ 娱乐室$游戏室$网吧$录像厅%歌厅店主 %# %"@H< !%@;!
<; 企业行政人员 "< "J@<" !%@H<
<: 商服业企业班组长$柜长"蓝领$半蓝领# %" HJ@$: !%@%:
!# 服装店$鞋店$药店店主 "J !"@H" !%@%H
!% 农业机械专业户 H ;@#" !#@:;
!" 邮递员 J ;@JH !#@:H
!H 小吃店$小餐馆店主 H! %%%@H# !#@;:
!J 大商场服装$化妆品$电器的导购 %H %;@;J !#@;!
!< 机关$企业单位小轿车司机 "$ J#@!# !#@$<
!! 炒股票或以其他证券经营谋生者 J H@%! !#@<J
!$ 推销员 H< !;@"H !#@<J
!; 出租汽车司机 "" ";@"" !#@H!
!: 小旅店$浴池$干洗店$美容店$复印社$电器汽车修理店主 %$ H:@J" !#@##
$# 工矿企业班组长$拉长 %" %!@#$ <:@;J
$% 饭店$酒店$餐厅厨师 %# ";@$J <:@$"
$" 社区工作者"村委会$居委会$集体宿舍物业管理人员# <J %%;@## <:@"%
$H 企业财务人员 H! <H@$J <:@%!
$J 理发师$美容师 $ H<@;" <:@%%
$< 商场$餐厅收银员 ! !@HH <;@;"
$! 建材$五金$农具店主 "$ $%@!% <;@$:
$$ 各类单位的电工 "$ J%@<H <;@$<
$; 保险公司业务员 $ $@%" <;@!:
$: 制药工人 $ "%@%" <;@!:
;# 运输设备操作工"货运汽车轮船驾驶员# %$ HJ@#! <;@<<
;% 邮政电信业务员 ! !@%: <;@J"
;" 化工产品生产工人 $ !@<! <;@HJ
;H 个体家电$机电维修$办公设备维修工 %< J<@#J <$@;J
;J 水电煤气供应及维护人员 %" %%@HH <$@;#
;< 个体汽车$摩托车修理站$加油站老板 : %!@<% <$@!#
;! 火车$汽车$轮船上的乘务员$服务员$售票员 ! %J@$< <$@JH
;$ 企业文秘人员 %! %<@:! <$@%!
;; 工厂企业中的工长$班长$拉长 "H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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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列 职!!业 频数
各类职业在每万

人中所占比例

社会经济地位

指数得分

;: 个体裁缝 "# $<@HH <!@<;
:# 农业工人 %! J"@#! <!@<<
:% 机械动力设备操作工 %% %"@HH <!@<"
:" 检验#计量#试验#分析人员 "H "!@"" <!@J$
:H 机器装配工#机修工#精密仪器制造工 H< J:@"$ <!@J<
:J 企业中的仓库保管员 %: H!@<< <!@H;
:< 运输专业户 H$ %%<@%# <!@H$
:! 电工#电子设备安装工#修理工#装配工 "" J%@#J <!@"!
:$ 食品饮料制作工人#制烟烤烟工人 "# "$@:: <!@"H
:; 其他小店主 %# ":@#! <<@:%
:: 火车站#汽车站渡轮码头的调度员#客运员#检票员#行李员 %J %$@J< <<@;;
%## 锻工#车工#模具工#机床安装操作工 %: "%@"% <<@J;
%#% 仓库保管员#理货员#养护员#储运员#冷藏工 %! %!@$! <<@"#
%#" 纺织#针织#印染工人 "! !:@!; <<@%:
%#H 锅炉房烧开水供暖工 : %%@J% <<@%;
%#J 汽车#摩托车修理工 H ;@#: <<@#:
%#< 保安#门卫 HH !!@<$ <<@#;
%#! 小商店营业员 J; ;!@J" <<@#%
%#$ 家庭或个人小手工业主#小作坊主 $H "#%@!# <J@;!
%#; 废品收购者#农村经济人 < %!@J$ <J@<;
%#: 日杂#副食#粮油#水产#饲料#农药小店主 %": "!J@## <J@<#
%%# 装卸设备操作工 : %J@"! <J@H"
%%% 酒店#饭店#娱乐业领班及宾馆#酒店服务员 : H:@<$ <J@"!
%%" 发廊#美容院#浴室小工 H H@J" <J@%<
%%H 小发廊店主 %$ $#@%% <H@;$
%%J 军工厂兵工厂工人 % #@;# <H@$$
%%< 个体木#竹加工小手工业者 %< <"@H$ <H@!J
%%! 个体生活日用品维修 %; HJ@:" <H@J<
%%$ 清洁工勤杂工 H" !$@J: <H@J"
%%; 民间艺人 % H@J" <H@H<
%%: 印刷工人!排字制版印刷装订" $ %#@#$ <H@H%
%"# 养路工#修路工#翻沙工#管道工 < ;@:# <H@#:
%"% 打零工!体力活$城镇户口" %! %"@#$ <H@#!

%"" 玻璃陶瓷搪瓷制品工人#文教工艺品 生 产 工 人#日 用 杂

品生产工人

! H%@<$ <H@#<

%"H 造纸和纸制品制作工人 $ !@$! <"@:"
%"J 油漆工 ! ;@<: <"@$<
%"< 机动三轮车夫!摩的" %" %$@:$ <"@!<
%"! 金属冶炼和处理工人!钢铁工人" %; ";@:H <"@H<
%"$ 个体屠夫 < %#@<J <"@"<
%"; 室内外装修工人 < !@!< <%@;"
%": 单位食堂的厨师和炊事员 %H H!@!! <%@;#
%H# 裁剪#缝纫#制衣工人#制鞋工人#皮革制品工人 : ""@$< <%@$:
%H% 不下井矿工#钻井工#采盐工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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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列 职!!业 频数
各类职业在每万

人中所占比例

社会经济地位

指数得分

%H" 木料加工"家具#及竹$麻$藤$棕$草制 品 制 作 工 人 和 石

料切割工人

$ "H@J! <%@<J

%HH 个体手工织布$织毛衣 ; H;@!% <%@J!
%HJ 小旅社和招待所服务员 J H@#: <%@":
%H< 管焊工$冷作工$金属构件安装工 %! H#@"# <%@"#
%H! 街头小贩 $# %!:@:# <%@"#
%H$ 个体泥瓦匠和泥石匠 %J J<@#: <#@:$
%H; 农副产品小贩"菜市场小摊贩# <; %J<@<# <#@:"
%H: 建筑工人"土木工$瓦工$泥水工# "" JJ@!< <#@$"
%J# 看门$打更$看车$开电梯的人 "< H"@"% <#@J!
%J% 饭馆$餐厅服务员 ! HH@#< <#@"H
%J" 打零工"体力活%农村户口# %! !%@H% J:@$;
%JH 各类制品的手工包装工人 $ %"@#H J:@!#
%JJ 个体电工$乡村电工 $ %!@!; J;@:<
%J< 建筑小工 "! %%H@## J;@$!
%J! 煤炭$煤气$自来水生产工人 ; "J@J! J;@J#
%J$ 橡胶和塑料制品工人 < %$@HJ J;@""
%J; 养殖专业户$种植专业户 %#; H<:@## J$@<$
%J: 洗衣工$弹棉花的人 J J@#J J$@#:
%<# 下井采矿工$采煤工 %# %$@:H J!@;H
%<% 农民 %H#< J<%"@## J!@<"
%<" 个体手工匠人 "# $J@#$ J<@:<
%<H 建筑材料生产工人 %J J%@%: J<@:H
%<J 装卸工$搬运工 ": !"@!J JJ@;;
%<< 渔民 H $@HJ J"@;J
%<! 相面$算命 % <@#$ J"@$!
%<$ 个体铁匠$锁匠 < %#@#< H:@#!
%<; 保姆$钟点工 $ HJ@#! HH@<<
%<: 人力三轮车夫"拉客$运货# : %:@"J H%@!$
%!# 农村雇工 ! "H@:$ ":@:J
%!% 捡破烂$收废品 " %@<% %#@#J

附表!!对李春玲!"##$"的职业社会经济指数调整表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调整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大学教师 "J% :#@##
党政机关各级领导人员 %# ;$@"#
事业单位负责人 J# ;H@#:
新闻出版$文化工作人员 "$# ;"@J!
法律专业人员 "H# ;%@%H
文学艺术工作人员 "<# $$@%!
警察 H"% $!@:!
中小学教师 "J" $<@JH
医师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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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调整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企业负责人 <# $J@!;
工程技术人员 %"# $J@<#
护理人员 %<" $H@H<
其他技术人员 ":# $H@%$
幼儿教师 "JH $%@HJ
行政办公人员 H%# !:@<%
电影放映员 ;%# !:@"<
经济业务人员 "%# !;@J#
其他教学人员 "J: !!@!<
金融业务人员 ""# !J@$H
飞机船舶技术人员 %J# !H@<#
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 H" !H@":
医疗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J!# !"@:;
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 H" !"@<:
社会中介服务人员 J$% !"@J$
司机 ;!# !#@<$
中#西餐烹饪人员 JH% <:@$"
邮政和电信业务人员 HH# <:@J"
物业管理服务人员 J$" <:@#J
其他餐厅服务人员 JH: <;@;"
电力设备安装#运行#检修及供电人员 !$# <;@$<
药品生产人员 $<# <;@!:
化工产品生产人员 !H# <;@HJ
饭店#旅游及健身娱乐场所服务人员 JJ# <$@%:
运输服务人员 J<# <!@;!
商品销售人员 J%# <!@<!
种植业生产人员 <%# <!@<<
林业生产人员 <"# <!@<<
畜牧业生产人员 <H# <!@<<
其他农#林#牧#渔生产人员 <:# <!@<<
检验#计量人员 ;;# <!@J$
机电产品装配人员 !<# <!@J$
仓储人员 J"# <!@H;
电子元件器件工人 !;# <!@"!
粮食加工人员 $H# <!@"H
烟草生产加工人员 $J# <!@"H
其他安全保卫和消防人员 H"" <<@J#
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有关人员 ;!# <<@"#
纺织#针织#印染人员 $%# <<@%:
居民生活服务人员 J$H <<@%:
机械设备修理人员 !!# <<@#:
其他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务人员 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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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名称 职业代码 调整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机械制造加工人员 !J# <H@<"
印刷人员 ;"# <H@H%
玻璃$陶瓷$搪瓷制品工人 $:# <H@#<
文教$工艺品生产工人 ;J# <H@#<
木料加工$人造板生产$木制品制作人员 $!# <"@:$
制浆$造纸和纸制品生产加工人员 $$# <"@:"
金属冶炼$轧制人员 !"# <"@H<
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 J:# <"@";
勘探及矿物开采人员 !%# <"@""
裁剪$缝纫和皮革$毛皮制品加工制作人员 $"# <%@$:
餐厅服务员 JH" <#@"H
建筑工程施工人员 ;<# <#@%:
包装人员 ;:% J:@!#
简单体力劳动人员 ;:" J;@;;
橡胶和塑料制品工人 !:# J;@""
工艺美术品制作人员 ;H# J<@:<
建筑材料生产工人 $;# J<@:H
渔业生产人员 <J# J"@;J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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