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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2003~2017年的数据，采用扩展的

明瑟(Miner)工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中国不同民族的收入水平和教育回报率及其演变趋势，研究发现：

1) 不同民族总体受教育水平均有所提升，且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提升速度快于汉族，与汉族受教育水平

的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2) 同期不同民族的收入水平都在提升，但收入增速和人均收入水平仍存在差异。

3) 不同民族的教育回报率均为正，并且少数民族教育回报率总体高于汉族，即提高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

是增加其个人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4) 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可能是导致不同民族存在收入差距的

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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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base from 2003 to 2017 from the China 
Survey and Data Cente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extended Miner’s wage 
equat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ncome level and education rate of return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China and their evolution trend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education level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minorities has been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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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d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education gap between minorities and Han 
nationality is narrowing. 2)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income increased among different natio-
nalities, but the growth rate and per capita income level remained gap. 3) The rate of return on 
education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s positive, and the rate of return on education of minorities i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Han nationality, that i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f minorities 
is the key to increase their personal income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4) Regional disparity and 
urban-rural disparity may b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income gap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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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是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一观点长期为人们接受。中国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农村地区，这导致民族间的收入差距可能被忽略。2020 年，中国实现全面脱

贫。据统计，在全部“摘帽”的 832 个贫困片区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县有 421 个，占整个贫困地区的

51%1。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众多，且不断增加，已由 1990 年的 9100 万增至 2020 年的 1.25 亿 2。“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教育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其进行投资可以提高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提高劳动

生产率，进而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因此，促进不同民族教育发展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手段之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施行了诸多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促进民族的教育发展，如双语教育政策、“两

免一补”、高考加分、普通高校民族班以及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等。这些政策的最终目的是

通过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的人力资本，最终提高其收入水平。 
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不同民族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二者在这两方面差距的演变趋势。在此

基础上，采用扩展的明瑟(Miner)工资方程模型，对不同民族的教育回报率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探明不同

民族的收入差距是否通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得到有效调节，以及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个人收入水平。

最后提出促进个人收入增加，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议启示。 

2. 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我国不同民族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不算特别多，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单独研究不

同民族的教育回报率。刀福东(2007) [1]以云南一个傣族村寨为例对傣族教育回报率估计发现，傣族农村

教育回报率非常低；孙百才(2009) [2]对不同民族的教育回报率比较发现，少数民族的教育回报率高于汉

族，其中，藏族的教育回报率与汉族相当，回族的教育回报率则远高于汉族，此外，各民族内部教育回

报率的性别差异明显；戴平生(2011) [3]利用 CGSS2005 年的数据对少数民族个人教育回报率进行了估算

发现，2004 年城乡居民综合教育回报率为 15.81%，与汉族基本持平，说明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对少

数民族个人教育回报率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孟大虎(2012) [4]利用 1995、2002 和 2007 年中国家庭

收入调查(CHIP)的城镇地区样本对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少数民族教育回报率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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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2017 年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监测情况》。 
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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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方超、黄斌(2020) [5]利用 1999、2007、2013
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研究高校扩招政策对少数民族大学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发现，少数民族

劳动力的整体教育回报率由扩招前的 7.8%，上升到了扩招后的 9.4%，高于同期汉族劳动力的整体教育收

益率。第二，对民族地区的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分析。杨荣海、张洪(2012) [6]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居民

的个人教育回报率分析发现，城乡差距和性别差异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影响；王

国洪(2020) [7]对我国民族地区居民教育的回报率估计发现，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但

总体来看，我国民族地区个体教育回报率较高，为 9.41%，而且，个体年龄与收入之间呈倒 U 型关系，

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我国不同民族居民教育回报率的比较研究较少，且已有的文献研究时期也较早。

因此，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3~2017 年的数据，采用扩展的明瑟(Miner)工资方程模型，

对不同民族的教育回报率、以及城乡、区域、家庭收入等其他影响个人收入水平因素进行比较研究。 

3. 数据、变量和模型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简称“CGSS”)数据库。自 2003 年起，该中心每年一次，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 10000 多户家庭进行连

续性横截面调查，每年数据在 1 万个左右。该数据集中包含了个体收入、教育程度、民族、城乡、政治面

貌等数据，这为本文分析教育是否有助于改善民族间的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本文使用的是 2003~2017 年

所有已公布年份的调查数据。通过个人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政治面貌、户籍、地区、家庭

生活水平等指标筛选后，共计获得 52,388 个样本，其中，汉族样本 48,832 个和少数民族样本 3556 个。样

本结构基本符合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分布的实际。 

3.2. 变量选取 

研究选择的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如下(具体设定见表 1)： 
① 被解释变量：月收入的对数(Lnwage)。由于 CGSS 数据库里关于收入的调查数据为年收入，故本

文用年收入除以 12 得到月收入水平，再取其对数。 
② 核心解释变量：受教育年限(edu)。 
③ 控制变量：工作经验(exp)、工作经验的平方(exp2)、性别(gender)、政治面貌(politic)、户籍(hk)、

家庭生活水平(f_class)和地区(area)。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assignment 
表 1. 变量描述及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月收入(wage) 全年总收入/12(元) 

月收入的对数(Lnwage) 月收入的自然对数 

受教育年限(edu) 未受过任何教育 = 1；扫盲班或自修 = 3；小学 = 6；初中 = 9；高中 = 12；
大专 = 15；本科 = 16；研究生及以上 = 19 

工作经验(exp) 年龄 − 受教育年限 − 6 

工作经验的平方(exp2) 年龄 − 受教育年限 − 6 的平方 

性别(gender) 女 = 0；男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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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政治面貌(politic) 非党员 = 0；党员 = 1 (共产党党员) 

户籍(hk) 农村户口 = 0；城镇户口 = 1 

家庭生活水平(f_class) 下层 = 0；中下层 = 1；中层 = 2；中上层 = 3；上层 = 4 

地区(area) 西部地区 = 0；中部地区 = 1；东部地区 = 2 

3.3. 模型设计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不同导致劳动者收入差异。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进而提升

个人人力资本(Schultz, 1961) [8]。这是个人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

Mincer (1974) [9]提出，经验也是一种人力资本，经验和教育一样都是促进个人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并

构建明瑟收入方程模型。该模型是研究教育回报率的经典模型。为了更准确地测量不同民族的教育回报

率，本研究扩展了明瑟收入方程，将性别、家庭、户籍、地区和政治面貌等社会因素纳入方程。模型具

体形式如下： 

0 1 1i i i iLnwage edu A Xβ β ε= + + +                                (1) 

上式中， iLnwage 代表月收入的对数； iedu 代表受教育年限； iX 是其他决定工资收入的自变量，包括工

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性别、政治面貌、户籍、家庭生活水平和地区等， 1A 则是其系数； 1β 代表教

育回报率， iε 是扰动项，分别代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数据，则可估计其教育回报率。 

4. 研究结果及分析 

4.1. 不同民族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现状及演变趋势 

研究时段内，不同民族的收入均在增加(见图 1)。2017 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平均收入为 3310.50 元/
月，是 2003 的 4.55 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25.36% (附录表 A3)。同年汉族人口平均收入为 4184.48 元

/月，是 2003 年的 4.96 倍(附录表 A2)。少数民族人均收入水平较汉族低 874.35 元，也比全样本人口月平

均收入低 816.63 元(附录表 A1)。因同期收入增长速度略低于汉族(年均 28.31%)，少数民族与汉族收入差

距相应由 2003 年的 115.77 元/月，扩大至 2017 年的 874.35 元/月。 
 

 
Figure 1. Evolution of average monthly incom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2003~2017) 
图 1. 不同民族平均月收入演变(2003~2017 年) 
 

如图 2 所示，同期不同民族总体受教育水平提升，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略低于汉族，但差距总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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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态势。2017 年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10.59 年和 11.01 年，分别较 2005 年延

长了 2.99 年和 1.77 年(附录表 A2、附录表 A3)。但少数民族平均受教育年限较后者低 0.42 年，也较全样

本平均值低 0.39 年(附录表 A1)。研究时段内，少数民族平均受教育程度与汉族的差距波动较大，最高为

2005 年的 1.64 年，但 2008 年后这一差距逐渐缩小，2017 年降至 0.42 年。 
 

 
Figure 2. Evolution of the average years of schooling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2003~2017) 
图 2. 不同民族平均受教育年限演变(2003~2017 年) 
 

就不同民族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差距的变化趋势而言，不同民族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总体呈逐

渐缩小的趋势，但是其平均月收入的差距却有所增大(图 3)。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提升少数

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的目标基本得以实现。 
 

 
Figure 3. Evolution of income and education gap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2003~2017) 
图 3. 不同民族收入及受教育水平差距的演变(2003~2017 年) 

4.2. 不同民族教育回报率回归结果及分析 

运用扩展明瑟工资方程模型(式(1))分别对不同民族的数据逐年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2 和表 3。具体分

析如下： 
第一，回归结果显示，少数民族教育回报率为正，但波动较大。如表 2 所示，研究时段内所有年份，

教育对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受教育水平提高，增加了少数民族个人收入。2003 年教育的收入回报

率最高，为 10.90%，即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可以使个人收入提高 10.90个百分点；2012年最低，为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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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少数民族教育回报率逐渐增加，2017 年达到 8.43%。 
第二，汉族教育回报率也为正，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与少数民族情况类似，研究年份教育对汉族

个人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003 年汉族教育回报率最高为 8.55%，即受教育时间每延长一年，使汉族

个人收入增加 8.55 个百分点。此后，汉族教育回报率波动下降，2015 年达到 5.34%的最低值。 
第三，少数民族教育回报率总体高于汉族。对比研究发现，除 2008 年和 2012 年，研究时段内其它

年份，少数民族教育回报率都高于后者(图 4)。并且少数民族教育回报率自 2012 后持续上升，汉族教育

回报率自 2010 后逐步降低，虽然 2017 年有所回升，但仍较少数民族低 1.74%。这表明，受教育年限每

延长一年，少数民族个人收入提高更多。 
因此，促进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提高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不仅提高了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较之于汉

族，受教育程度提升使少数民族个人收入提高的幅度更大，即少数民族教育回报率更高。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education return of minorities (2003~2017) 
表 2. 少数民族教育回报率回归结果(2003~2017 年) 

变量 2003 2005 2006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2017 

edu 
0.1090*** 0.0988*** 0.0919*** 0.0561*** 0.0930*** 0.0555*** 0.0653*** 0.0805*** 0.0843*** 

(0.0251) (0.0153) (0.022) (0.0178) (0.0154) (0.0161) (0.0183) (0.0183) (0.0191) 

exp 
−0.0185 0.0131 −0.0143 −0.0230 0.0077 0.0106 0.0066 0.0023 0.0208* 

(0.0183) (0.0104) (0.0167) (0.0142) (0.0106) (0.0095) (0.0118) (0.0127) (0.0117) 

exp2 
0.0004 −0.0002 0.00006 0.0002 −0.0002 −0.0003* −0.0003* −0.00008 −0.0006*** 

(0.0003) (0.0002) (0.0003) (0.0002) (0.0002) (0.0001) (0.0002) (0.0002) (0.0002) 

gender 
0.2480** 0.0580 0.1840* 0.2520** 0.3520*** 0.3770*** 0.3820*** 0.2390** 0.3540*** 

(0.1150) (0.0916) (0.1060) (0.0985) (0.0771) (0.0767) (0.0880) (0.1050) (0.0990) 

politic 
0.2530** 0.1740 0.1010 0.0873 0.2760*** 0.1740* 0.0310 0.0439 0.2230* 

(0.1240) (0.1220) (0.1730) (0.2120) (0.1070) (0.1050) (0.1440) (0.1360) (0.1210) 

f_class 
0.3300*** 0.1920*** 0.1960*** 0.3800*** 0.4170*** 0.3510*** 0.3660*** 0.2670*** 0.3840*** 

(0.0787) (0.0490) (0.0551) (0.0739) (0.0551) (0.0601) (0.066) (0.0873) (0.0689) 

hk 
1.1980* 0.6230*** 0.6120*** 0.7030*** 0.4960*** 0.6620*** 0.5750*** 0.6740*** 0.4420*** 

(0.7080) (0.1230) (0.1170) (0.1150) (0.0963) (0.0944) (0.108) (0.1360) (0.1290) 

area 
0.0751 0.1860*** −0.0153 0.4410*** 0.2560*** 0.2810*** 0.2620*** 0.2990*** 0.4390*** 

(0.0700) (0.0542) (0.0773) (0.0556) (0.0479) (0.0458) (0.0567) (0.0654) (0.0599) 

cons 
3.4380*** 4.1980*** 4.9800*** 5.0140*** 4.4940*** 5.0010*** 5.3290*** 5.4980*** 5.1780*** 

(0.8580) (0.1970) (0.2880) (0.3010) (0.2350) (0.2510) (0.2860) (0.3620) (0.3020) 

N 214 367 220 293 500 519 436 346 405 

R2 0.373 0.496 0.376 0.511 0.411 0.376 0.406 0.436 0.496 

F值 19.04 57.25 18.26 50.53 45.81 45.65 31.78 39.33 49.26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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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education return of Han nationality (2003~2017) 
表 3. 汉族教育回报率回归结果(2003~2017 年) 

变量 2003 2005 2006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2017 

edu 
0.0855*** 0.0768*** 0.0694*** 0.073*** 0.0793*** 0.0727*** 0.0624*** 0.0534*** 0.0669*** 

(0.0050) (0.0037) (0.0061) (0.0057) (0.0050) (0.0044) (0.0049) (0.0044) (0.0048) 

exp 
0.0026 0.0049** 0.0138*** 0.0048 0.0072** 0.0004 0.0036 0.0029 0.0076*** 

(0.0040) (0.0025) (0.0048) (0.0036) (0.0030) (0.0030) (0.0029) (0.0030) (0.0027) 

exp2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03 −0.0001*** −0.0002*** −0.0003*** −0.0001*** 

(0.00006) (0.00004) (0.0001) (0.0001) (0.00004) (0.00004) (0.00004) (0.00004) (0.00004) 

gender 
0.2080*** 0.3080*** 0.4120*** 0.4090*** 0.3420*** 0.3250*** 0.3620*** 0.3310*** 0.3040*** 

(0.0248) (0.0210) (0.0259) (0.0272) (0.0230) (0.0222) (0.0218) (0.025) (0.0224) 

politic 
0.1100*** 0.1160*** 0.0162 0.0884** 0.0861*** 0.0903*** 0.0616* 0.0537 0.1010*** 

(0.0291) (0.0286) (0.0348) (0.0368) (0.0297) (0.0279) (0.0320) (0.0334) (0.0290) 

f_class 
0.3000*** 0.2210*** 0.2090*** 0.3830*** 0.3550*** 0.3070*** 0.3450*** 0.3350*** 0.3420*** 

(0.0155) (0.0122) (0.0155) (0.0204) (0.0162) (0.0157) (0.0181) (0.0189) (0.0166) 

hk 
−0.0433 0.7810*** 0.7550*** 0.6860*** 0.5170*** 0.4440*** 0.4610*** 0.4840*** 0.5210*** 

(0.0685) (0.0271) (0.0335) (0.0335) (0.0297) (0.0276) (0.0287) (0.0307) (0.0294) 

area 
0.2160*** 0.2220*** 0.1910*** 0.2810*** 0.2330*** 0.2820*** 0.2650*** 0.2610*** 0.3190*** 

(0.0161) (0.0126) (0.0162) (0.0173) (0.0159) (0.0147) (0.015) (0.0178) (0.0156) 

cons 
4.7680*** 4.2680*** 4.8850*** 4.5740*** 5.0740*** 5.3790*** 5.5510*** 5.9040*** 5.9840*** 

(0.0995) (0.0551) (0.101) (0.0904) (0.0787) (0.0756) (0.0783) (0.086) (0.0765) 

N 3719 6408 3858 3900 5246 5738 5403 4904 5848 

R2 0.305 0.463 0.394 0.460 0.420 0.396 0.410 0.374 0.438 

F值 183.35 691.73 344.85 413.22 430.49 423.79 430.13 315.80 454.60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Figure 4. Comparison of education return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2003~2017) 
图 4. 不同民族教育回报率对比(2003~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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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影响不同民族收入水平的其他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人力资本除了教育还包括工作经验。此外，家庭背景、社会等方面得因素亦会影响个人

收入。由表 2 和表 3 的回归结果可知： 
第一，户籍、区域、家庭生活水平以及性别对不同民族居民的收入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回归结果显

示，这四个因素几乎全都通过了所有年份的统计显著性检验(个别年份除外)。家庭生活水平较高、城镇户

口和东部地区的居民获得收入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城镇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有利于个人能力的培养以及教育和就业机会的获得。而随着人员流动性的增加，户籍对收入的影响 2010
年之后整体上有所下降。不同民族的性别收入差异显著，男性往往获得更高收入。 

第二，相对而言，工作经验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不甚明显。只有 2017 年不同民族的回归结果中工作经

验与个人收入呈现出显著的“倒 U 型”关系，即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收入先增加后降低。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1) 研究时段内，不同民族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提升速度快于汉族。

这表明我国一系列促进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政策目标基本实现。 
2) 同期不同民族居民的收入水平一直在提高，教育回报率均为正，并且少数民族教育回报率总体高

于汉族。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居民个人收入，但受教育年限每延长一年，少数民族获得的收入

更多。提高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是增加其个人、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 
3) 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可能是导致不同民族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在子女教育

方面投资较少，无法为其提供就业支持，进而不利于子女及家庭未来收入增加。 

5.2. 建议启示 

为了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启示： 
1)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教育优惠政策。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众多教育优惠政策来缩小受教育水

平的差异，积极建设和发展民族地区的学校和教育、把教育资源向这些地区倾斜等方式的效果更加显著。

因此，继续加强落实合理有效的教育优惠政策，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和质量，最终达到提高个人收入，缩

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2) 进一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地区差距也是导致不同民族存在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且

地区差异的存在还可能会减弱教育对民族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和我国实行的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

效用。因此，不仅要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投资环境，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等吸引投资。

此外，还应借鉴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提升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促进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3)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少数民族居民的收入水平。完善对农村低收入家

庭的补贴政策以及相应的教育优惠政策，加大支援力度；同时，也要紧跟乡村振兴，加快农村建设，调

整农村经济和产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收入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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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Table A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of the full sample (2003~2017) 
表 A1. 全样本变量描述统计(2003~2017 年) 

变量 2003 2005 2006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2017 

月收入 
836.51 825.44 809.14 1347.8 2021.4 2154.7 2480 3455.1 4127.1 

1052.8 1175 1268.1 2820 8369.2 2706.6 3331.8 16588 15491 

受教育年限 
10.58 9.15 9.77 9.85 10.51 10.6 10.63 10.88 10.98 

3.463 4.199 2.82 3.204 3.214 3.261 3.248 3.832 3.427 

工作经验 
27.48 28.7 29.03 27.23 28.75 29.81 29.27 30.57 31.21 

13.939 16.565 12.251 14.246 14.921 15.672 15.74 16.699 16.947 

性别 
0.51 0.49 0.47 0.54 0.53 0.56 0.56 0.52 0.52 

0.5 0.5 0.499 0.499 0.499 0.496 0.497 0.5 0.5 

政治面貌 
0.21 0.13 0.12 0.13 0.17 0.16 0.14 0.14 0.15 

0.408 0.333 0.326 0.333 0.371 0.367 0.343 0.346 0.358 

户籍 
0.94 0.62 0.6 0.58 0.58 0.57 0.55 0.53 0.56 

0.237 0.486 0.491 0.493 0.494 0.495 0.498 0.499 0.497 

家庭生活水平 
1.21 1.4 0.96 1.54 1.67 1.7 1.75 1.74 1.64 

0.888 0.92 0.916 0.737 0.751 0.708 0.654 0.699 0.726 

地区 
1.24 1.25 1.17 1.11 1.21 1.22 1.25 1.27 1.32 

0.8 0.819 0.798 0.799 0.786 0.798 0.791 0.764 0.782 

样本量 4452 6995 4478 4331 6287 6674 6329 5859 6983 

注：第一行为平均值，第二行为标准。 
 
Table A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of Han nationality (2003~2017) 
表 A2. 汉族变量描述统计(2003~2017 年) 

变量 2003 2005 2006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2017 

月收入 
843.09 838.09 823.9 1385.3 2079.2 2216 2518.1 3523.9 4184.8 

1058.5 1196 1292.2 2905.6 8726.6 2769.2 3349.9 17102 15899 

受教育年限 
10.59 9.24 9.81 9.92 10.57 10.66 10.69 10.92 11.01 

3.463 4.136 2.824 3.198 3.21 3.259 3.238 3.82 3.42 

工作经验 
27.51 28.74 29.07 27.22 28.92 29.89 29.39 30.6 31.33 

13.951 16.59 12.287 14.279 14.97 15.659 15.755 16.692 16.96 

性别 
0.51 0.49 0.47 0.54 0.53 0.56 0.55 0.52 0.52 

0.5 0.5 0.499 0.498 0.499 0.496 0.497 0.5 0.5 

政治面貌 
0.21 0.13 0.12 0.13 0.17 0.16 0.14 0.14 0.15 

0.409 0.335 0.327 0.338 0.373 0.369 0.343 0.345 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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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户籍 
0.94 0.63 0.61 0.59 0.59 0.58 0.56 0.54 0.56 

0.24 0.484 0.489 0.491 0.492 0.493 0.497 0.499 0.496 

家庭生活水平 
1.21 1.4 0.97 1.56 1.66 1.7 1.76 1.74 1.64 

0.884 0.917 0.916 0.734 0.754 0.708 0.647 0.696 0.724 

地区 
1.28 1.28 1.2 1.16 1.26 1.28 1.29 1.3 1.35 

0.78 0.805 0.794 0.779 0.764 0.774 0.774 0.744 0.763 

样本量 4199 6625 4235 4032 5751 6131 5862 5475 6522 

注：第一行为平均值，第二行为标准。 
 
Table A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of minorities (2003~2017) 
表 A3. 少数民族变量描述统计(2003~2017 年) 

变量 2003 2005 2006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2017 

月收入 
727.32 598.91 552.03 842.72 1401.9 1463.2 2002.5 2473.6 3310.5 

948.18 662.02 682.24 1034.4 2020.4 1714.2 3058.2 5202.8 7617.5 

受教育年限 
10.42 7.6 9.13 8.92 9.84 9.89 9.94 10.26 10.59 

3.48 4.967 2.675 3.141 3.183 3.208 3.29 3.952 3.504 

工作经验 
26.92 27.95 28.34 27.39 26.91 28.97 27.79 30.13 29.52 

13.74 16.103 11.612 13.825 14.27 15.801 15.481 16.818 16.686 

性别 
0.46 0.47 0.49 0.49 0.53 0.56 0.58 0.54 0.5 

0.499 0.5 0.501 0.501 0.499 0.497 0.494 0.499 0.501 

政治面貌 
0.19 0.08 0.1 0.07 0.15 0.15 0.13 0.15 0.16 

0.393 0.277 0.304 0.262 0.353 0.353 0.342 0.359 0.363 

户籍 
0.96 0.49 0.45 0.43 0.44 0.44 0.43 0.41 0.46 

0.195 0.501 0.499 0.497 0.497 0.496 0.495 0.493 0.499 

家庭生活水平 
1.12 1.37 0.87 1.34 1.73 1.71 1.7 1.64 1.66 

0.941 0.968 0.92 0.759 0.712 0.714 0.731 0.735 0.753 

地区 
0.58 0.65 0.67 0.43 0.62 0.56 0.71 0.74 0.8 

0.835 0.836 0.696 0.758 0.779 0.756 0.803 0.843 0.868 

样本量 253 370 243 299 536 543 467 384 461 

注：第一行为平均值，第二行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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