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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管制户籍管制户籍管制户籍管制、、、、信贷约束与农村留守子女教育投资信贷约束与农村留守子女教育投资信贷约束与农村留守子女教育投资信贷约束与农村留守子女教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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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从户籍管制对农村留守子女教育投资入手，将户籍管制放松对家庭经济现状与决策的影响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户籍管制放松促使家庭成员调整时间分配，同时增加了家庭收入；另一部分为管制放松，导致农户对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发生了变动，从而改变教育投资额；之后，在建立家庭两期生产—消费模型的基础上，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结合不同的信贷条件，讨论这两种变动对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得出了一组关于教育投资总额和农户家庭福利变化的结论，并建议了继续研究的方向。 关关关关    键键键键    词词词词  户籍管制  信贷约束   教育型人力资本 JJJJELELELEL 分类分类分类分类：：：：J13J13J13J13，，，，I21I21I21I21，，，，O15 O15 O15 O15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061.3F061.3F061.3F061.3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AAA        文章编号文章编号文章编号文章编号：：：：    

一一一一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是两项建国以来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影响深远的重要制度。为适应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这两项制度在社会管理、资源流动、人口迁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前者，自我国于 1958 年 1 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来，户籍便与中国每个居民的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婚姻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然而，由于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狭小，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增速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促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冲击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户籍制度。1978 年以来，户籍制度经过多次改革进入半开放期。本文关注的，是户籍管制松紧程度变化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随着城市户籍管制的不断放松，农户行为将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户籍管制使得农户调整劳动时间分配，增加城市务工时间，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其次，户籍管制放松改变农户预期，由于教育投资在非农业部门的收益率更高，管制放松增加子女在城市工作的几率，提高了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这两种变化最终引起子女教育投资变动。从前者分析，农户劳动时间的调整影响子女的时间决策，即学习时间变化，本文将子女学习时间的机会成本称为时间型教育投资或教育时间投资；同时，户籍管制放松与农户时间决策的调整增加了当期家庭收入，由此改变了子女受教育期限的选择。子女受教育期限反映教育的直接货币投资，本文将其称为货币型教育投资或教育货币投资；从后者分析，反映为教育投资预期边际收益增加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增加，包括时间型、货币型教育投资。在具体论述决策变动对子女各类教育投资影响时，考虑中国国情，结合不同信贷约束条件进行分析。�本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现有理论的概念进行界定，阐述了国内外对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收益率方面的相关研究，给出已有一些影响教育投资的理论；第三部分建立数理模型，进行决策变量分析；第四部分在前基础上结合信贷条件推导出户籍管制影响农户教育投资的 4个结论；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进一步研究的
��������������������������������������������������������

∗余艳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 � 山东济南� � ������� � � 电子信箱：�������	��
������感谢王金利教授、唐绍欣教授在论文修改中的悉心指导，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本文文责自负。�



� �

方向给出了建议。 
二二二二    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    对于教育投资方面的研究，西方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进行了大量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一般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萨卡罗普洛斯（Psacharopoulos，1994）的计量分析结果指出，全世界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 10.1%，亚洲为 9.6%。国内学术界，侯风云（2007）的研究对该理论进行了证实，她将人力资本、劳动力和固定资产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估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的回归结果表明：从 1978 年—2001 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年环比增长率对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影响远远高于固定资产环比增长率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岳昌君（2004）在明瑟收入函数的基础上对我国城镇职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并且教育对个人收入的直接影响显著；只有受高等教育者跨行业流动的能力才更明显，并通过流动提高个人的收入。陈玉宇、邢春水（2004）对人力资本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作出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计件工资水平，以及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并且使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得以改变。伍山林（2006）指出，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作用（总效应）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前者指单个劳动类型里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后者指教育通过影响劳动类型选择而对收入所起的作用，通过对 1993—2002年各省农村宏观数据的微观化处理，计量结果显示：教育是农民收入稳定而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农村劳动力教育总收入效应不仅上升趋势明显，近年来已接近 10%，而且地区差异显著，中、西部地区远高于东部地区。 目前学术界诸多对农民教育投资影响的文献分析，主要有：曾天山（1998）提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收入水平成为限制农户教育投资的主要障碍，姚洋（2002）等讨论了我国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和家庭土地禀赋对其子女教育的相关影响；奈特（Knight J.）和李实（1996）对我国农村教育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对男孩的教育投资比女孩多 2—3年，且女孩的入学率较低。 户籍作为一项规定公民权利、义务地域属性的制度，必将对家庭迁移成员的个人决策产生影响，较具典型的即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随着户籍管制的不断放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然而其子女享有的义务教育权利只保证在原住地实现。虽然目前教育部已出台政策取消“借读费”、“赞助费”等，但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仍然手续繁杂①；另一方面，城市民工子弟小学的生存也面临严峻考验，基于这些原因，大部分打工农户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乡完成教育，这也已被许多统计数据证实。但由此也引出另一个问题——农村留守子女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投资。但就搜集的许多文献发现，对户籍制度影响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迁移、

��������������������������������������������������������①�不但需要原户籍所在乡政府开具家庭是否有监护人、同意外出借读的证明，然后要凭务工证、暂住证和计划生育证明等，到流入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到公办学校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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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相关领域，对农户教育投资决策的分析也基本集中在家庭收入、政府支出、教育体制等方面，关于户籍管制松紧对农村留守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分析较少，即使涉及也大多停留在表象层次描述，因此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户籍制度对农户的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期望得出一组有意义的结论。 
三三三三        模型建立模型建立模型建立模型建立    （一）模型假设  1、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其经济行为目标为使家庭在整个时期中的效用达到最大化。本文将农户的决策分为两个阶段，即教育投资期与教育收益期。教育投资期，农户通过在农业劳动和进城务工间分配时间取得收入，并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而子女则在农业劳动和学习上进行时间分配；教育收益期农户为纯消费者，由子女在农业劳动与城市务工上分配时间获得家庭全部收入。 2、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的衡量仿照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估计①。 3、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计算中，既包括货币型教育投资支出，即住宿费、相关学习用品的购买费用等；又包括教育投资的时间成本，即子女必须牺牲相当一部分时间完成学业，而并非投入到农业生产取得收入，相当于子女完成教育的机会成本。 4、考虑两期中货币利率和效用的时间价值。 （二）函数与变量  1、农业产出函数 � �� � �

� �

� �� � � �+ ，其中 �为农户家庭拥有的农地面积，本文中排除农地租赁的影响②，因此为固定的外生变量； ��

�� 、 ��

�� 分别为教育投资期农户及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在这里作为劳动投入量的衡量尺度。边际生产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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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户籍松紧程度函数 � � ���θ ⋅ ⋅ ⋅ ，它是个人教育型人力资本值 �� 与其他个人、社会经济因素的函数， ( ]� � � �����θ ⋅ ⋅ ⋅ ∈ ，户籍管制越宽松，该值越大。在中国城镇，城市的户籍管制松紧 � � ���θ ⋅ ⋅ ⋅ 与移民的教育文化水平 �� 呈同方向变动关系，即对教育文化素质越高的移民管制越松。如果迁移者未达到大学教育水平，除非婚姻、投资、购房等特殊原因，否则是很难得到户口的。许多城市对高学历移民的优惠政策就是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一点。除此之外，决定户籍松紧的还有其他个人特征、当地的社会资本存量（包括结构性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等因素。文中以 � �θ � 、 �� �θ � 表示投资期和收益期的户籍松紧程度。 

��������������������������������������������������������①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估计可以采用估算物质资本形成的方法，即以人力资本投资支出的累计值作为人力资本的近似估计。因此，本文模型中同样以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累计衡量子女所积累的教育型人力资本。 ②�事实上在中国，由于政策、经济、社会等原因，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发展缓慢，只有极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存在此类市场，因此本文中忽略其影响，符合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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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务工的期望工资函数 � � ��� � ⋅ ⋅⋅ ，同样为个人教育型人力资本积累值 �� 与其他一组变量的函数，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与以及城市经济的特征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 4、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函数 �� � ��

� �� 	 � 。其中 	为反映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变量，可以用受教育年数或所受教育占全部教育①的比例等来衡量，任一受教育程度均对应一个平均水平的货币投资值，因此本文中该变量亦表示农户对子女的货币型教育投资； ��

�� 为子女受教育过程中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 �� � ��

� �� 	 � 反映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包括货币成本与时间成本。根据假设，该值亦为子女教育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总量。 5、教育投资期、收益期的效用函数 �� �
 � 、 � � �
 � ；  6、模型中涉及的相关变量包括： 
�—农户家庭土地拥有量，为既定值；          �—利息率； 

�� —农户的教育型人力资本积累值，为既定值；ρ  —效用的时间贴现率； 
��

�� —教育投资期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  
�


�� —教育投资期农户的城市务工时间；   
��

�� —教育投资期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  ��

�� —教育投资期子女的学习时间； 
	  —衡量货币型教育投资变量；   

�� 、 �� —教育投资期、收益期的农产品价格； 
��

�� —教育收益期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    
�


�� —教育收益期子女的城市务工时间； 
� 、 � —教育投资期、收益期的当期家庭消费金额；   
�� —在无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家庭在投资期的净储蓄额，可为正值或负值；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分析 

� � � �在给出以上假设与函数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以下农户决策模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ρ= + +                （2.a）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 + ⋅⋅⋅ ⋅ ⋅ ⋅ + +�  s. t.              � � �� 


� � �� � �+ =   (1)； 
� � �� �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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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3）； 
��������������������������������������������������������①�这里以大学本科教育作为完成全部教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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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约束条件（1）、（2）、（3）给出了各期农户与其子女的总时间约束，其中 �

�� 、 �

�� 、 �

��为定值；约束条件（4）表明子女受教育阶段投入到学习上的时间存在下限 �

�� ，因为在校学习时间毕竟是既定的；在约束条件基础上对各决策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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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农户在农业上的边际产出等于城市工资，这在经济学意义上似乎也依据充分。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 ( )� ��

� �

� �� � � �+ 中，由于农户与子女同时在农业生产上投入劳动时间，因此农户的农业边际产出不能忽略子女农业劳动投入的影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获得相等边际报酬的前提是其能够在各产业部门自由流动，而事实上，只有农户的劳动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农户将通过调整自身劳动时间的分配使家庭（农户与子女）的农业劳动边际收入不高于城市工资，而子女只能在农业生产与学习上分配劳动时间，即子女的生产性劳动时间只能投入到农业中；因此，家庭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总劳动力以及农户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城市工资间的关系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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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取决于农户的城市工资与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投入，这将在下面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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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教育收益期子女在农业劳动与城市工作时间分配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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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b) 由上式可知，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城市务工时间亦然）为 �� � ��

� �� 	 � 的函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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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函数。     	：分析农户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选择，即对子女的教育货币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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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子女在教育投资期的最优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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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即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下，子女会投入劳动时间直至农业产出达到最大， 当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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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户籍松紧与教育投资户籍松紧与教育投资户籍松紧与教育投资户籍松紧与教育投资    

� � � � �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将讨论制度变迁导致的户籍松紧程度变化对农户子女教育型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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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解释了 �曲线呈如图的向下倾斜、下凹形状。由于教育投资不存在贴现，因此消费约束线只包括点 � �� � �� � 的左边部分。 若投资期户籍管制放松，家庭收入增加①，在每一个教育投资 �� � ��

� �� 	 � 上投资期的消费额都增加，即每一个 � 值对应的 � 值均增加，在图 1 中显示为�曲线向右平移至�；收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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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思考发现，这种影响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分配调整增加家庭当期的收入状况，以及教育投资预期收益变动。图 1 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描述。坐标轴 � 、 � 分别代表教育投资期与收益期的农户家庭消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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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表示无教育投资情况下的两期收入。曲线�代表户籍管制变化前教育投资的跨期消费约束线，暂不考虑信贷因素，给出 � 上的 � 、 � 关系：
�

�� � � �
�

� � � � 	 �= −  



� �

的户籍松紧程度系数 � �� � ���

� �� 	 �θ � �⋅ ⋅ ⋅� �与投资期户籍松紧程度系数θ同向变动，每一个既定教育投资量的边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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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图中表现为每一个

� 对应的斜率增大，�曲线将向上变动至�′ 处。 （一）当期变化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1、对时间性教育投资的影响 在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分析中，我们首先将时间性教育投资单独分离出来，原因在于已有的大量研究都仅重视货币性投资，而忽略时间性教育投资影响。事实上，这是教育投资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除了基础设施、经费投入等硬条件，教育时间投资等软条件也需要引起更多关注。 虽然上文分析中，农户的劳动时间分配 ��

�� 、 �


�� 表现为户籍管制松紧函数 � � ���θ ⋅⋅ ⋅ 的连续函数，但由于城市务工隐含的风险与沉没成本， � � ���θ ⋅⋅ ⋅ 存在一个农户决策变化临界值。当 � � ���θ θ⋅ ⋅ ⋅ < 时， � ��

� �� �= ，农户仅从事纯农业生产； � � ���θ θ⋅ ⋅ ⋅ ≥ 时， � �



�� > ，农户进城务工；因此，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当期决策存在两种可能的变化：一、原来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农户转而进行兼业性劳动，数学表述为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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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二、管制放松前后农户均进行兼业性劳动，管制放松使其调整劳动时间分配，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不难理解，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减少、城市务工时间增加，下文会给出现详细分析。数学语言的描述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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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对于变动前后始终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农户，管制变动对其教育投资的影响仅体现在预期收益变化上，这种变化同样存在于前两种情况中，并在下文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不将其作为一种独立情况赘述）。我们从这两种变化入手，分别考察其中子女教育时间投资的变化。 第一种情况：农户由从事纯农业生产转变为兼业生产。此时，户籍管制放松前
� � �� ��θ 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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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将使子女投入劳动直至边际产量等于 0。户籍管制放松后，

�� � � � �



� � �� �θ θ⋅⋅ ⋅ ≥ > ，农户将通过调整 ��

�� 使家庭农业边际产出与城市工资持平。结合子女的农业边际产出最小化结论，农户进城务工后，子女将最大化农业劳动时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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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将时间全部用于城市务工， � �


� �� �= 。从下面的图示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动的影响。 

 

�图 2 显示的是户籍管制放松前的情况，农户将全部劳动时间均投入到农业生产，子女在农业生产上投入劳动时间实现总产量最大。图 3 表示户籍管制放松，农户做出进城务工决策，子女减少学习时间至最小值 �
�� 以最大化农业收入。图 3与图 4的差异在于农户劳动时间分配上。图 3中子女的边际产出，即 M点的纵坐标已低于城市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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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 ⋅ ⋅ ⋅ ⋅ ⋅ ，农户将劳动时间全部用于城市务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图 4 中子女边际产出仍高于城市工资，农户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直至边际产出与之持平。 根据上述分析，纯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兼业者意味其身份实现由家庭主要农业劳动力到辅助农业劳动力的转变。城市户籍管制的放松，大量农民从原本的纯农业生产转变为兼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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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农村留守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既有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父母外出打工后大部分留守儿童农户家务负担加重，成绩下降，但体现经济条件的学费、衣食改善①。 第二种情况：户籍管制放松对兼业农户时间型教育投资的影响。已从上种情况中得出结论，一旦农户成为兼业农民，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下，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将增加到最大值，并维持在该水平，户籍管制放松将只影响农户的劳动时间决策，子女的时间型教育投资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可以得到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1111：：：：若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由从事纯农业生产转变为若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由从事纯农业生产转变为若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由从事纯农业生产转变为若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由从事纯农业生产转变为兼业生产兼业生产兼业生产兼业生产，，，，其子女的时间型教育投资将由初始水平降低到最小值其子女的时间型教育投资将由初始水平降低到最小值其子女的时间型教育投资将由初始水平降低到最小值其子女的时间型教育投资将由初始水平降低到最小值；；；；此后户籍管制的继续放松此后户籍管制的继续放松此后户籍管制的继续放松此后户籍管制的继续放松对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不再产生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不再产生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不再产生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不再产生影响，，，，仅改变农户的劳动时间分配仅改变农户的劳动时间分配仅改变农户的劳动时间分配仅改变农户的劳动时间分配。。。。图图图图 5555 对子女学习时间对子女学习时间对子女学习时间对子女学习时间 ��

��与户籍管制函数与户籍管制函数与户籍管制函数与户籍管制函数 � � ���θ ⋅ ⋅ ⋅ 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更为直观的描述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更为直观的描述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更为直观的描述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更为直观的描述。。。。当当当当 )� � � ����θ θ�⋅ ⋅ ⋅ ∈ �
时时时时，，，，子子子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维持在较高水平女的教育时间投资维持在较高水平女的教育时间投资维持在较高水平女的教育时间投资维持在较高水平，，，，一旦户籍管制函数一旦户籍管制函数一旦户籍管制函数一旦户籍管制函数 � � ���θ ⋅ ⋅ ⋅ 超过临界值超过临界值超过临界值超过临界值θ ，，，，子女的教育子女的教育子女的教育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立即降低到最低值时间投资立即降低到最低值时间投资立即降低到最低值时间投资立即降低到最低值 �

�� ，，，，曲线在点曲线在点曲线在点曲线在点 � � ��

��θ 处间断处间断处间断处间断。。。。    2、对货币型教育投资的影响 由户籍管制变化引起的现期条件变化带来的影响，同时还包括当期家庭收入变化对子女货币型教育投资的变动，即分离教育边际收益变化的影响，仅考虑图 1中跨期消费可能性边界由�向右平移至�的过程中，货币型教育投资的变动。 从 前 面 的 （ 2.c ） 式 中 已 得 出 农 户 的 最 佳 教 育 投 资 选 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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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不同信贷约束情况出发，分析农户子女货币型教育投资的变化。  第一种情况：不存在信贷约束。从结论 1中已经得出，户籍管制放松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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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信贷约束，两期消费完全替代，跨期消费替代率恒等于利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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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户将通过增加子女的货币型教育投资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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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保持不变，上式也重新恢复到平衡状态。而在 )� � � ����θ θ�⋅ ⋅ ⋅ ∈ �
与 ( ��θ �

�范围内， ��

��保持不变，则 	 亦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无信贷约束下农户对子女货币型教育投资的增加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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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投资补偿，即补偿由时间型教育投资减少带来的教育投资总量的减少，在此过程中，教育投资总量 �� � ��

� �� 	 � 始终维持在原来水平。 第二种情况：存在完全信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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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 = ⋅⋅⋅ + ⋅⋅⋅ ⋅⋅⋅ ⋅⋅⋅�  完全信贷约束的含义不仅包括农户无法通过信贷市场平滑两期消费，更本质的是它意味着农户的教育投资受到当期收入的约束。 即 � � ′ ≥ （家庭在第一期维持生存所需消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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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教育投资期户籍管制放松，家庭在投资期总收入将增加，教育投资取值的上限增加，客观上放松了教育货币投资约束，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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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农户 ，教育货币投资 	 减少，这完全由于家庭对当期消费的偏好更强。 得到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2222：：：：户籍管制松紧程度影响农户子女的货币型教育投资户籍管制松紧程度影响农户子女的货币型教育投资户籍管制松紧程度影响农户子女的货币型教育投资户籍管制松紧程度影响农户子女的货币型教育投资。。。。在无信贷约束下在无信贷约束下在无信贷约束下在无信贷约束下，，，，货币投货币投货币投货币投资资资资 	 的变动对时间投资的变动对时间投资的变动对时间投资的变动对时间投资 ��

�� 起起起起到补偿作用到补偿作用到补偿作用到补偿作用，，，，以保持以保持以保持以保持 �� � ��

� �� 	 � 不变不变不变不变；；；；在完全信贷约束下在完全信贷约束下在完全信贷约束下在完全信贷约束下，，，，由于由于由于由于
�� � ��

� �� 	 � 的变动依赖于个人偏好的变动依赖于个人偏好的变动依赖于个人偏好的变动依赖于个人偏好，，，，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的变化也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变化也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变化也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变化也存在多种可能性。。。。    （二）边际收益预期变化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1、无信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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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6  6  6  6  效用扩展路径效用扩展路径效用扩展路径效用扩展路径    

同时，完全信贷约束下，农户最终教育投资总量 �� � ��

� �� 	 � 的变动取决于个人偏好。如图 6所示，当农户的效用扩展曲线呈右上方倾斜的①轨迹时，
�� � ��

� �� 	 � 增加，而 ��

�� 必不会增加，因此该过程中 	 将增大。若农户为拟线性效用偏好，效用扩展曲线为水平方向的②轨迹， �� � ��

� �� 	 � 不变，则对于由农业生产转为兼业生产的农户，同样将增加教育货币投资；而对于从业性质不变的农户，教育货币投资 	 不变。若农户对现期消费的偏好较强，效用扩展曲线呈向右下方倾斜的③轨迹，对于由纯农业生产转变为城乡兼业（包括完全城市务工）的农户，无法确定 	 的变化方向；而对于从业类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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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通常，较为宽松的户籍管制将提高教育投资的未来预期收益，增加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但是，决策引起成本与收益同时增加了，农户将对这两者的变化值进行权衡做出选择。同样，下面将探讨户籍管制的放松是否会对农户的教育支出产生确定性的影响。 农户的教育投资收益受收益期城市户籍松紧程度的影响，从而反作用于农户教育投资决策。但事实上，在做出决策的投资期，农户对未来户籍松紧程度是未知的，按照经济人的理性预期方式，他将用过去预期未来，而且制度又往往具有长期稳定性，因此农户在投资期进行决策时将用未来户籍管制程度的预期值 � �

θ 代替 �θ ，而 � �

θ 又极大地受到当前户籍松紧程度θ 的影响，两者保持一致的变动方向。 若教育投资期户籍管制放松， � �

θ 随着θ 的增加而增加，即： � ��� � � � � � � �
� �

� �� �θ θ θ θ⋅⋅ ⋅ > ⋅⋅⋅ ，其中θ 与 �θ 分别表示变化前后户籍松紧程度系数， �θ θ> 。通过（2.c）式中的变量关系讨论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程度 	 的变化。将（2.c）进行等式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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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1） 由于假设了两期中不存在信贷约束，则两期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条件为跨期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利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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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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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 �∂ ⋅⋅⋅ ⋅ ⋅ ⋅ ⋅⋅ ⋅� �∂ ⋅⋅⋅ � � � � �+ ≡ = +
∂ ∂

； 从（2.b）式中已经得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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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 ⋅ ⋅ ⋅ ⋅ ⋅
=
� ，即 ��

�� 为θ�、� 的函数，由于在前面讨论中固定了其他影响因素，因此可将 ��

�� 视为 �� � ��

� �� 	 � 的单变量函数；本部分讨论中，亦考虑了影响θ�、� 的其他变量，因此这里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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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θ θ θ�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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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θ θ= − ⋅⋅⋅ = ⋅⋅⋅ ， 同样    �� � �

� �� � � �� � ��

� �  � 	 � θ= ⋅⋅⋅ ，   �

� �� � � �� � ��

� �  � 	 � θ= ⋅⋅⋅   ； 根据前述，当户籍管制放宽，若保持原来的教育投资量 �� � ��

� �� 	 � 不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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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θ θθθ
� �∂ ⋅⋅ ⋅ ⋅⋅⋅ ⋅⋅⋅� �∂ ⋅⋅⋅∂ ⋅⋅⋅ � � � � �= +

∂ ∂ ∂
 该和式由两部分组成，前者表示教育的边际农业收入，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减少农业劳动时间，使得农业收入下降，因此该值小于 0；后者为教育投资的边际城市收入，该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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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由于城市工作一般为脑力劳动，且国内教育体制基本上是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因此教育的城市边际收入较高。而农业作为体力劳动，认为户籍放松使边际城市收入的增值大于边际农业收入的减少值是合理的。即：户籍管制放松使教育的边际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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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农户将增加教育投资量 �� � ��

� �� 	 �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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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减小保证原等式成立。 由此得到结结结结论论论论 3333：：：：在无信贷约束情况下在无信贷约束情况下在无信贷约束情况下在无信贷约束情况下，，，，教育投资期户籍制度变迁将通过改变农户的预教育投资期户籍制度变迁将通过改变农户的预教育投资期户籍制度变迁将通过改变农户的预教育投资期户籍制度变迁将通过改变农户的预期期期期，，，，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投资期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预期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增加投资期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预期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增加投资期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预期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增加投资期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预期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增加，，，，从而促使农户增加教育投资从而促使农户增加教育投资从而促使农户增加教育投资从而促使农户增加教育投资；；；；反之反之反之反之，，，，投资期户籍管制加紧则会抑制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投资期户籍管制加紧则会抑制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投资期户籍管制加紧则会抑制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投资期户籍管制加紧则会抑制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    2、完全信贷约束 然而，上述分析的无信贷约束假设显然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现状不符①。下面我们假设农户存在完全的信贷约束，即农户在整个投资期都不存在任何储蓄、借贷行为。目标函数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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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 +′ ′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 = ⋅⋅⋅ + ⋅⋅⋅ ⋅⋅⋅ ⋅⋅⋅�   s.t.       � � ′ ≥   ； � � ′ ≥    ；  以及原目标函数（2.a）中的所有约束。 

� 、 � 为家庭在两期维持生存所需的消费额，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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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θ≤ + + ⋅⋅⋅ ⋅ ⋅ ⋅ − ，农户的教育投资存在上限。信贷市场的缺失使农户无法平滑跨期消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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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
= +

′
不恒等于 ( )� �+ ，此时教育边际工资的变化将存在不确定性。 户籍管制放松前后， �� � ��

� �� 	 � 的均衡解均可通过方程 
��������������������������������������������������������①
�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落后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机构体系表现为以单元制的农信社为主体，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不能满足农村日益提高的金融需求；二、农村金融工具种类单一，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农村金融工具主要是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农业保险逐步萎缩，农业类证券发行停滞不前。相关资料可参见：谷慎、李成. 金融制度缺陷：我国农村金融效率低下的根源[J].财经科学，2006,(9),pp98—102.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ρ

′∂ ⋅⋅ ⋅
= = +

′∂
解得；将这两个值进行比较可知管制变化对农户教育投资产生的影响，当然同时考虑农户的教育投资上限。因此这种情况下，教育投资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农户的效用函数，即个体跨期消费偏好。 由此得到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4444：：：：在完全信贷约束下在完全信贷约束下在完全信贷约束下在完全信贷约束下，，，，户籍制度变迁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存在不户籍制度变迁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存在不户籍制度变迁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存在不户籍制度变迁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确定性确定性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取决于农户家庭的跨期消费偏好倾向并且这种不确定性取决于农户家庭的跨期消费偏好倾向并且这种不确定性取决于农户家庭的跨期消费偏好倾向并且这种不确定性取决于农户家庭的跨期消费偏好倾向。。。。    

五五五五、、、、结结结结    论论论论    不断放松的户籍管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然而也带来了农村留守子女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投资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着手，将户籍管制放松对家庭经济现状与决策的影响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户籍管制放松使家庭成员调整时间分配，同时增加家庭收入；另一部分为管制放松使农户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发生了变动；在建立家庭两期生产—消费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信贷条件的差异，讨论这两种变动对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得出一组结论。 模型分析证明：在无信贷约束下，农户若由纯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兼业生产者（包括完全的城市务工者），当期影响将使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较小至最低限，但会用提高子女受教育程度、增加教育货币投资补偿，以保证投资总量不变；预期变化使家庭增加子女的教育投资总量；若农户在管制放松前后从业类型不变，那么当期经济状况变化不影响子女教育投资各组成部分，而预期变动增加子女教育投资。因此，户籍管制放松对这两类农户子女教育型人力资本积累均存在正向影响。 在完全信贷约束下，户籍管制放松对农户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完全依赖于家庭效用函数，即家庭在跨期消费上的偏好强度。但可以得出的确定性结论是，无论是否存在信贷约束，农户的家庭总效用随着管制放松而增进，且无信贷约束下家庭的最终福利状况优于完全信贷约束下的情况。 虽然家庭两期消费偏好使子女教育总投资变动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家庭不同时期消费偏好的影响因素，引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现实中，如果家庭在投资期的收入水平越低，则往往越偏好于现期消费，因此在户籍管制放松下的可能倾向是减少子女的教育投资总额，当然这有待于更深入的检验。更进一步的，本文指出无信贷约束下子女教育投资额完全不受家庭偏好影响，而完全信贷约束下却全部取决于家庭跨期消费偏好，因此可以推测信贷约束越强，户籍管制放松对子女教育投资变动的不确定性部分越大。 本文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未对建立的农户数理模型与推导结论进行检验，作为当前农户经济模型的演变与发展趋势，对农户经济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将农户的微观行为研究与政策层面的宏观研究融合逐渐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因此如果要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可以通过采集微观数据样本，选择合适的函数形式，对上述结论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实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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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①对目标函数(2.a)式，分别对 ��

�� 、 ��

�
� 、	 、 ��

�� 求一阶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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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从数学角度给出的解释是：管制放松后的户籍松紧程度系数 �� � � � � �� �� �θ θ⋅ ⋅⋅ > ⋅⋅ ⋅ ，由此引起决策变量的变动，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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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等式系列自下而上将增加的收入分解为三个部分： 1、决策变量不变，单由户籍管制放松增加的收入； 2、户籍管制放松，农户的劳动时间决策优化增加的收入； 3、在上述基础上，子女的务农时间增加带来的收入。 当然由户籍管制放松带来的家庭收入增加不一定包括所有上述三个部分：对于转为兼业劳动的原纯农业劳动农户，当期收入增加来自 2、3两部分；而对于保持兼业生产的农户，收入的增加来自 1、2 两部分。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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