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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我国教育开
支在居民家庭支
出所占比重不断

攀升

教育作为重要的人
力资本投资，会对
家庭未来的收入和
社会地位产生重大

影响

教育开支差异的扩
大很有可能成为固
化社会分层、加剧
社会不平等的重要

原因

教育开支在全社会
范围内的不平等程
度也在逐渐增大
（迟巍等，2011）



引言

部分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
上严重不足

信贷约束影响

家庭的财富和收入状况对
教育开支产生重大影响
（Becker & Tomes,1979等） 住房增值产生的财富效应影

响居民消费和投资
（Wang,2012等）

住房财富是居民财富构成中
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引言

影响信贷约束
住房增值产生的财富效应

目前尚没有从信贷约束角度，研究我国居民房产财富
的变动对其教育支出的影响作用的研究。

从而影响城镇家庭教育支出



文献综述

信贷约束与家庭教育开支

信贷约束显著影响教育开
支（Shultz,1993; Tilak, 
2002a &2002b; Belly & 
Lochner,2007;魏 新 & 邱黎
强,1998)

家庭房产增值提升学生进入
大学概率，且更容易进入重
点大学（Loveinheim,2011; 
Loveinheim & Reynolds, 2013)



文献综述

房地产市场对居民行为的影响

住房对家庭的消费、投资
等各方面行为产生重要影
响（Bostic et al. ,2008; 
Browning et al.,2013;黄静 & 
图梅曾，2009）

其他方面，例如自主创业
（Wang,2012)、财富代际转移
（Porter & Park,2013)



理论模型



待检验假设

假说1：总体来看，住房财富和家庭教育支出是正相关的。

假说2：对于住房财富值很低和很高的居民户，住房财富对家庭教育支
出的影响较小；而对于住房财富值处于中等水平的家庭户，住房财富对
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较大。即住房财富和家庭教育支出两者呈现一种S
型关系。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CFPS2010年的调查，只使用了有成员正在接受从幼儿园

到大学教育的那部分城市居民样本。



变量介绍

被解释变量：家庭的年度教育支出，对应问卷问题：“过去一年，

家庭教育支出是多少？”。

解释变量：家庭的住房财富，根据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每套住房

的产权状况、购买时间、购买价格及现价等信息计算得出，若家庭没

有自有产权，则住房财富为0。

工具变量：住房财富增值，家庭拥有的住房总值同购房成本之间的

差值。

控制变量：家庭非住房财产、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户主性别、

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公职人员等。



基本回归



基本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回归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回归

仍然难以克服
内生性问题

许多城市实行
按学区就近入

学政策

重视子女教育的家
庭通常更倾向于提
前购买学区房

学区房具有更强的
刚性，价格涨幅也
会高于普通住房

教育开支和房产财富
的正相关可能来自重
视教育的家庭所购买
的学区房的增值



工具变量回归

在大多数城市，学
区房只影响小学的

入学状况

子女入读中学后，
家庭就不会有激励
新购置学区房

选择子女就读中学
后购买住房的家庭

子样本

1998年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将住房
的获取方式从社会主义的行政分
配方式转变为以市场为主导的住

房开发和消费方式

1998年前房产价格低，
上涨缓慢，很少有家
庭为投资购买住房

1998年前诸如学区房
等可能同时影响房价
和教育开支的教育还

未出台

选择1998年前子样本
能够较为全面的排除
各种可能的内生性问

题的干扰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半线性模型估计



半线性模型估计



结论

通过回归分析和工具变量分析，我们发现，住房财富的增进会显著缓解
信贷约束，增加家庭教育开支，并且其作用要比非住房财富的影响大得
多。

进一步地，借助“半线性回归”，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住
房财富和家庭教育开支之间呈现出一种S型关系。



意义

本文是国内首篇研究住房财富和家庭教育支出关系的文献，对于理解
家庭教育开支的决定因素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其次，本文发现了可能固化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机制：虽然住房财富分
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外因素导致的，但这种意外产生的不平
等却可能通过教育支出的不平等实现代际的传递。

最后，本文揭示了房价上升的一种意外后果，这对于全面评估房地产
市场发展状况、制定相关政策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