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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视域下的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研究

———基于武汉市J乡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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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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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武汉市J乡５６４户农村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系统检

视了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由父辈传递给子辈的具体而微过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贫

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对

子辈的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贫困家庭的子辈通过复制父辈的人力资

本存量,进而复制父辈贫困,导致贫困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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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网络和媒体中频频出现的“富二代”、“穷二代”等概念体现了社会对代际流动性的关

注和阶层固化的担忧.子辈对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的继承是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不断上

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穷二代”群体的持续存在,引发了政府对于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关注.２０１５年

４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指出要阻止贫困现象

代际传递;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新一届中央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这表明,党和政府已将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作为扶贫战

略的新目标,中国扶贫事业由关注贫困本身进入到关注贫困代际传递的新阶段.全面、深入地研究农

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对促进社会流动、提升社会公平、实现精准扶贫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对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起步较早.Ragner通过考察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根源,提出

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Karen归纳出影响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主要为:人口与健康因

素、政治性因素、社会与文化性因素、经济因素、生活环境因素五个方面[１].“布劳－邓肯模型”以家庭

为分析单位,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提供了量化分析框架,模型分析指出,若父母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对

子女成年后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影响大,则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大.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步展开了

对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研究:考察的群体包括新生代农民工[２]、贫困女性[３]、少数民族族群[４]、城市低

保家庭[５]等;探讨的视角包括生命历程[６]、资产建设[７]、社会资本[８]等.
关于人力资本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三个层次展开:第一,单独以人力资本为研

究视角,探讨贫困代际传递.Becker等将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考察贫困代际传递,认为父母的收

入水平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子女收入[９];吴莹莹认为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健康

状况和生活态度[１０];何婕妤基于CHNS数据,测算教育、健康、职业三个因素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

效应,发现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相比中等收入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更小[１１].第二,将人力资本与其

他形式资本并列,综合考察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过程.王志章等考察影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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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采用量化分析方法发现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

因素[１２];张望从能力视角分析指出,家庭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能

力与抵御疾病和风险能力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决定因素[１３].第三,从人力资本的某个要素出发,
考察其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教育方面,孙江涛发现贫困家庭的子辈接受教育受阻导致其就业受

阻、婚姻受阻,继而在父辈贫困的情况下,子辈依旧难以摆脱贫困[５];张义祯建立代际教育流动量表,
认为父代受教育程度低则子代家庭条件往往较差,阻碍子代教育获得上的向上流动,甚至形成“教育

贫困”的内卷化现象[１４];王瑾分析了中国贫困群体构成,提出通过教育和医疗保障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１５].健康方面,有学者分析了营养健康与代际传递,认为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较为严重,
父辈健康水平对子辈健康影响显著[１６].思想观念方面,奥斯卡刘易斯等人从文化视角提出“贫困

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已形成一种贫困文化,贫困现象的持续加强和循环发生是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

学到了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吴克报考察了贫困文化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发现父母的价值观

念会加强贫困代际传递[１７];郭利芳等则基于文化理论视角,认为生育观、教育观、家支观①等是导致农

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１８].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如下局限:第一,研究方法上,贫困代际

传递的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较多,而量化实证研究较少,且现有量化研究多以大数据为基础,缺乏专

门针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具体而微数据的支撑;第二,在人力资本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中,缺
乏对人力资本的科学计量,即人力资本测量指标的构建缺乏精确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

入.故此,本文尝试以农村贫困家庭为分析单位,在对人力资本概念进行精确界定及操作化的基础

上,运用回归分析系统检视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过程,以此探讨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贫

困代际传递的影响.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最早将人力资本引入贫困研究的是舒尔茨,他认为贫困的根本原因并非“穷人大量增殖”,而在于

人力资本的缺乏.贫困代际传递是从社会学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出来的,由美国

经济学家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贫困代际传递就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
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

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１９].“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众多,本文拟以

人力资本为切入点,探讨农村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由父辈传递给子辈的具体而微过程.可以认为,贫
困代际传递的产生是由于人力资本产生了代际传递,即子辈由于复制了父辈的人力资本进而复制了

父辈的贫困.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人力资本是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素.
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并由劳动者的知识、

技能、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自舒尔茨对现代人力资本概念进行界定以后,关于人力资本概

念的研究越来越丰富.Becker认为教育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形成人力

资本.李建民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

等质量因素之和”[２０].李玲认为,“人力资本就是指通过后天投入而凝结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

值并能带来未来收益和凭以参与收益分享的知识、经验、技术、能力、工作程度、协作力、健康及其质量

因素的总和”[２１].可见,传统的人力资本范畴虽然宽泛,但涵盖“知识、技能、健康”三个要素已基本成

为学界的共识.近些年,思想观念、意志力等要素也逐渐被纳入到人力资本定义的要素之中[２２Ｇ２３].本

文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健康和思想观念等质

量因素的总和”[２４],并由此将人力资本操作化为知识、技能、健康和思想观念四个维度.本文的研究

对象为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客观事实.故若能证实在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人力资

本存量对子辈的人力资本存量有正向影响,则可证实人力资本是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

８２

① 家支是彝人以父系血缘为纽带,采取父子联名的谱系方式,形成内部严禁结婚的家族联合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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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故对原假设的检验可以转化为对以下四个假设的检验:
假设１: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２: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３: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４: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１．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２０１６年７－９月在湖北省武汉市J乡进行的问卷调查.该乡下辖２５
个行政村,１９４个村民小组,共１１７４５户家庭,２０１５年人均年收入为１５７７２元,低于武汉市２０１５年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①.改革开放以来,该乡农业经济发展迅速,村民生活水平较以往有很大程度的

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绝对贫困基本消除,相对贫困问题较为突出.故此,本研究采用蔡昉关于相

对贫困的定义,“把收入分布中的中位数(或平均收入值)的一半作为贫困线,来测算贫困人口”[２５],即
以人均年收入的５０％(７８８６元)作为贫困标准.依据研究主题,问卷调查以家庭中的父辈和子辈为

调查对象展开.父辈即为父母辈,以家庭中父亲为代表;子辈即为子女辈,以家庭中儿子为代表.选

取父亲与儿子均在村的贫困家庭进行入户调查,最终获得５６４份有效问卷.所有回收的问卷经审核

后编码录入,并使用SPSS１９．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回归分析.

２．样本特征

表１　样本的基本特征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收入/元 ６７１５．５７ １９８７．４４
　家庭总人口数 ４．８６ １．１６
　家庭劳动力人口数 ３．７０ ０．８７
父辈特征

　父辈年龄 ５１．３２ ６．０３
　父辈收入/元 ７６２６．０２ ２１３３．５６
子辈特征

　子辈年龄 ２７．６７ ５．００
　子辈收入/元 ８１０２．２０ ２０１５．２５

由表１可知,样本家庭２０１５年人均年收入的均值

为６７１５．５７元,低于当地的相对贫困标准(７８８６元),
说明样本的代表性较强;家庭总人口数的均值为４．８６,
劳动力人口数为３．７０,较符合当地１~２个子女的核心

家庭居多的状况;从年龄上看,父辈平均年龄为５１．３２
岁,子辈平均年龄为２７．６７岁,均处于劳动年龄以内;从
收入来看,样本家庭的父辈收入略低于子辈收入.

３．变量设置及描述

(１)知识存量.知识存量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

重要因素,在代际传递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知识存

量可由文化资本体现.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身体化的形式,是体现在人们身

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第二种是客体化的形式,体现在文化物品中(例如书籍、词典、机器

等);第三种是制度化的形式,体现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２６] .阅读

频率、阅读偏好、每次阅读时间反映个人长期以来较为稳定和内在化的阅读习惯,体现了个人的性情

倾向,能够测量身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个人拥有的文化用品数量和藏书量能够反映客观化形式的文

化资本;文化程度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度化形式文化资本的高低.由此,本文将知识存量按照文化

资本的三种形式进行操作化———将“身体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操作化为“阅读频率”、“阅读偏好”和“阅
读时间”三个指标;将“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操作化为“文化用品数量”和“藏书量”指标;将“制度化

形式”的文化资本操作化为“文化程度”指标.
(２)技能存量.技能是指人们通过练习而获得的动作方式和动作系统,是一种主要表现为动作执

行的个体经验[２０].技能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之一,相对于正规教育而言,它更具有生产性和灵活性,是
个人所拥有的能直接用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人力资本[２７].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在缺乏高等

教育机会但具备一定程度的初等教育学历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够让他们迅速

９２

① 武汉市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１７７２２元.http://www．whtj．gov．cn/details．aspx?id＝２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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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还能为他们获取高工资提供人力资本条件[２８].因此有无技能以及拥有何种技能

对收入影响重大;而获得技能的途径和技能认证证书则成为从事某些职业的“敲门砖”,直接与收入挂

钩.据此本文将技能存量操作化为“是否拥有技能”、“拥有技能类型”、“获得技能的途径”和“是否取

得技能认证”四个指标.
(３)健康存量.健康是指“一种完整的肉体、心理和社会良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伤残”.

即个人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均处于良好的状态.健康是人力资本的基础,人力资本功能的发挥

必然会受到个人体能和精力等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状况、就医费用能从客观上反映生理健康;精神

状况和焦虑程度体现了心理健康;而社会交往反映了社会健康[２９].因此,本文将健康存量操作化为

“身体状况”、“就医费用”、“精神状况”、“焦虑程度”和“社会交往”五个指标.
(４)思想观念存量.思想观念是指人们对某一特定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或者基本看法.思想观

念影响社会阶层再生产.保罗威利斯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时指出,“个人身份认

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文化习得的那些观念意识和主观归属;相反,文化形式本身得

以形成、维持和系统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上该文化形式的成员对劳动力的独特判断以及集

体模式的有效性”[３０],即个人思想观念影响身份认同,能够“厘清”自身群体和他者群体的界限,使工

人阶级完成阶级再生产.保罗关于工人阶级再生产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贫困人口.贫困人群的思想观

念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显著.孙远太将贫困观念在中国农村的具体表现归结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
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
崇拜鬼神的文化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３１].据此,本文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将思想观念存量操作化

为“消极屈从的贫困观”、“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读书无用的教育观”和“温饱第

一的消费观”五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根据调查对象对这些观念的态度,设置“非常赞同”、“比
较赞同”、“一般”、“比较不赞同”、“非常不赞同”五个指标,分别赋值１－５分,测量其思想观念存量

得分.
为了能够更直观地反映人力资本存量在各个维度上的总体情况,本文通过赋值和计算总分的

方法将各指标最终合并成“父辈知识存量”、“父辈技能存量”、“父辈健康存量”、“父辈思想观念存

量”４个自变量以及“子辈知识存量”、“子辈技能存量”、“子辈健康存量”、“子辈思想观念存量”４个

因变量.

　　三、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状况分析

　　１．模型建构

本文的因变量为子辈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健康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均是定距变量.因此,运
用一般最小二乘法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影响子辈各人力资本存量的因素.依次以子辈知

识存量(y１)、子辈技能存量(y２)、子辈健康存量(y３)和子辈思想观念存量(y４)为因变量构建４个回

归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y＝β０＋β１x１＋β２x２＋＋βnxn＋ε
上式中,xn表示第n 个可能影响子辈各人力资本存量的自变量;β０为常数项;β１、βn为第n 个自

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反映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ε为随机误差.各变量描述统计

分析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２.

２．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农村贫困家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
利用强制进入策略分别对４个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见表３.方程１考察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

知识存量的影响,方程２考察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的影响,方程３考察父辈人力资本存

量对子辈健康存量的影响,方程４则考察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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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结果

父辈知识
存量(x１)

父辈技能
存量(x２)

父辈健康
存量(x３)

父辈思想观
念存量(x４)

子辈知识
存量(y１)

子辈技能
存量(y２)

子辈健康
存量(y３)

子辈思想观
念存量(y４)

父辈知识存量(x１) １
父辈技能存量(x２) ０．２７２∗∗∗ １
父辈健康存量(x３) ０．３０７∗∗∗ ０．４７８∗∗∗ １
父辈思想观念存量(x４) ０．２８７∗∗∗ ０．２６９∗∗∗ ０．１７７∗∗∗ １
子辈知识存量(y１) ０．１８６∗∗∗ ０．１１９∗∗∗ ０．１４６∗∗∗ ０．２８５∗∗∗ １
子辈技能存量(y２) ０．２７９∗∗∗ ０．３７６∗∗∗ ０．３０９∗∗∗ ０．１２７∗∗∗ ０．４２８∗∗∗ １
子辈健康存量(y３) ０．３７８∗∗∗ ０．２９９∗∗∗ ０．２９６∗∗∗ ０．３６３∗∗∗ ０．３５９∗∗∗ ０．３６８∗∗∗ １
子辈思想观念存量(y４)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７∗∗∗ ０．１５９∗∗∗ ０．４９６∗∗∗ ０．２８２∗∗∗ ０．３４７∗∗∗ ０．４６７∗∗∗ １
均值 ７．４８２ ３．６６６ １０．８９３ １６．０６７ １１．９９２ ５．０４３ １２．０５６ １６．９６１
标准差 ４．１９６ ２．５５９ ３．２７８ ４．２７９ ６．２０４ ３．２８７ ２．８０６ ４．４９１

　注:∗∗∗ 代表在１％的统计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３　贫困家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人力资本存量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方程１ 方程２ 方程３ 方程４
子辈知识存量(y１) 子辈技能存量(y２) 子辈健康存量(y３) 子辈思想观念存量(y４)

父辈知识存量(x１) ０．３６６∗∗∗ ０．２１１∗∗∗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２∗∗∗

父辈技能存量(x２) ０．１４９∗∗∗ ０．４５７∗∗∗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１
父辈健康存量(x３) ０．２４９∗∗∗ ０．２６４∗∗∗ ０．５７１∗∗∗ ０．０８０
父辈思想观念存量(x４) ０．２３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５ ０．７０４∗∗∗

调整R 方 ０．３８０ ０．４０８ ０．２９１ ０．３８８
F 值 ５２．２４４ ４９．１２８ ５２．８６２ ３３．７９６
P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１．∗∗ 、∗∗∗ 分别代表在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２．表中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各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４个回归模型的F 统计量所对应的P 值均为０．０００,在设定的５％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即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显著,皆可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方程１至方程４的调整R 方

分别为０．３８０、０．４０８、０．２９１和０．３８８,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较强.
(１)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方程１显示了贫困家庭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

辈知识存量的影响.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健康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均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对子辈知识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在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知识存量、技能

存量、健康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越低,子辈的知识存量越低.
父辈知识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０．３６６,在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各

要素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中系数最大,表明父辈知识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原因

是父辈的知识存量越低,表明文化资本存量越低,则父辈难以拥有好的学习习惯(身体化形式的文化

资本)、丰富的文化用品(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和较高的文化程度(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布迪

厄认为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而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

资本或社会资本[３２],教育通过再生产文化资本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布结构实现了社会等级再生

产[３３].在贫困家庭中,父辈别无选择地将自身的教育劣势传递到后代———一方面受限于自身文化程

度,他无法对子辈进行有效的学业指导;另一方面,文化资本存量低则难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

本,无法为子辈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阻碍子辈迅速有效地积累知识存量.父辈技能存量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随着科技发展与生产专业化,劳动力所具备的技能水平已成为

其生产效率与价值的基础.父辈的技能存量低,表明其所拥有的技能价值低,难以走出农村、积攒经

验和见识.父辈的经验和见识越深刻,越会注重对子辈的教育投资,因而子辈也越能获得更高的知识

存量;相反,父辈因生存技能限制固守于农村,则可能忽略对子辈的教育投资,导致子辈知识存量低

下.父辈健康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健康存量决定着劳动者可以花费在所有

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上的全部时间[３４],虽不直接产生经济收入,却是其他类型人力资本发挥作用

的基础.父辈健康存量低,不仅使自身劳动效率低、有效劳动时间减少,还会减少子辈的学习时间以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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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对其进行照顾,子辈因父辈患病而辍学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父辈健康存量显著影响子辈知识存

量.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是,父辈思想观念存量低,可
能对 “读书无用论”的教育观较赞同,使其不但对学校教育没有强烈认同感,反而会产生一种反智主

义的对抗,这种对抗的态度令子辈对学校学习产生不屑的心态,妨碍其知识存量积累.
由此,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１得到验证.
(２)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的影响.方程２显示了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技能存

量的影响.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子辈技能

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越低,子辈的技

能存量越低.但父辈思想观念存量没有通过１０％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父辈思想观念存量

对子辈技能存量影响不显著.
父辈知识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是,技能体现了个人获取收入的能

力,而受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和范围[１５],父辈的知识存量越低,则获取收入的能力

越差,对技能越难以产生深刻的理解,易忽视子辈的技能学习和技能培训.父辈技能存量在１％的统

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回归系数为０．４５７,在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各要素中系数最大,表明父辈

技能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原因为,父辈技能存量越低,表明其拥有的技能价值越

低,“务农”的可能性越大,则更难以为子辈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或加强与非农就业相关的职业教

育和技能培训[３４].父辈健康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父辈健康存量一

定程度上与家庭财富挂钩,健康存量低的父辈更容易陷入贫困;而技能培训所需费用较高,健康存量

较低的父辈无力为子辈的技能投入更多的培训费用、增加子辈技能存量.与前三者不同的是,虽然父

辈思想观念存量与子辈技能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２),但在控制了父辈自身的知识存

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的影响效应后,其对子辈技能存量的预测效应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父辈

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不存在独特的预测效应.结合父辈的思想观念存量与自身的知识存

量、技能存量、健康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推测,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可能是通过影响自身

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产生间接影响.
因此,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２得到验证.
(３)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的影响.方程３显示了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健康存

量的影响.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在５％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子辈健康

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越低,子辈的健

康存量越低.但父辈思想观念存量没有通过１０％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父辈思想观念存量

对子辈健康存量影响不显著.
父辈知识存量在５％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是,父辈知识存量能够体现其对健

康和保健知识的了解程度,知识存量低的父辈因营养保健知识不充分,无法为子辈提供全面的营养品

和舒适的成长环境,不利于子辈在成长过程中积累健康存量.父辈技能存量在５％的统计水平上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技能体现了劳动者对不同劳动工具运用,与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具有直接的联系.
父辈技能存量高则意味着其拥有更高的劳动效率,完成同样工作总量所需的劳动时间更短,因此有更

多时间对子辈的健康进行照料;但在贫困家庭中,父辈技能存量低因而劳动效率低、劳动时间长,则子

辈很容易因疏忽照料而营养不良甚至身患疾病,健康存量低.父辈健康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回归系数为０．５７１,在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各要素中系数最大,表明父辈健康存量

对子辈健康存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原因是父辈的健康存量低,一方面通过基因和遗传因素,其子辈也

更可能体质较弱,拥有较低的健康存量;另一方面,父辈健康存量低,难以正常外出工作获得必要家庭

收入,则有可能强迫子辈在较小的年纪出卖劳动力,影响生长发育.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健康存

量影响不显著,但结合父辈的思想观念存量与自身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健康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

相关关系,可以推测,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可能是通过影响自身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对子辈

健康存量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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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３得到验证.
(４)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的影响.方程４显示了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思

想观念存量的影响.父辈知识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子辈

思想观念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知识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越低,子辈

的思想观念存量越低.但父辈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没有通过１０％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即父辈

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影响不显著.
父辈知识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父辈的知识存量高表明遭遇问题或变故

时的解决方法更多,能够使子辈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但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知识存量较低,由于

缺乏必要知识储备,应对风险能力较差,易引发子辈的挫败感和无助感,故父辈知识存量对子辈思想

观念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

数为０．７０４,在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各要素中系数最大,表明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的

影响程度最大.这是因为,一个坚固的核心家庭,其家庭成员间可产生强烈的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关

系,使子辈从父辈那里继承价值观、态度和习俗[１９].奥斯卡刘易斯认为,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

们有着独特的文化观念,这种亚文化会通过“圈内”交往而持续加强,最终被制度化,使得贫困人口维

持着贫困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

传递.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之人的人格,使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

出贫困.在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的思想观念存量低会使得家庭中形成一种贫困文化,子辈从父辈那

里习得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包括冷漠、屈从和宿命论,贫困现象会持续加强和循环.父辈技能

存量和健康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影响不显著,但表２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辈的知识存量、技
能存量、健康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故可推测,父辈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可能是通

过影响自身知识存量和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技能存量产生间接影响.
由此,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４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

示:父辈人力资本存量对子辈人力资本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在农村贫困家庭中,父辈人力资

本存量越低,则子辈人力资本存量越低.这表明,贫困家庭的父辈将人力资本存量传递给子辈,使子

辈继承父辈人力资本存量,进而重复父辈的贫困境遇.因而人力资本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因

素,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父辈人力资本中,知识存量对子辈知识存量的影响最为深刻,健康存量、思想观念存量和技能存

量也分别对子辈知识存量有显著影响;父辈人力资本对子辈技能存量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父辈技能

存量,其次分别为知识存量和健康存量,而思想观念存量只是间接影响子辈技能存量;父辈人力资本

中健康存量对子辈健康存量的影响最为显著,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次之,思想观念存量对子辈健康存

量影响不显著,但也存在间接影响;父辈思想观念存量和知识存量对子辈思想观念存量产生直接影

响,父辈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则通过思想观念存量和知识存量间接影响了子辈思想观念存量.简言

之,父辈人力资本各个存量的共同作用导致子辈在人力资本存量上整体性的弱势积累,继而使子辈复

制了父辈贫困.如是之故,提高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是改善家庭贫困状况、阻止贫困代

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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