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
告
人
：

徐
乐
&
张
瑞
祺

【

【

科
举
永
流
传
ĥ

中
国
科
举
制
度
的
持
续
效
应



【

【

目
录

摘
要

壹
科
举
简
介

贰
实
证
模
型

肆
传
播
渠
道

叁
工
具
变
量

伍
外
生
冲
击

陆
结
论



摘要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摘要

研究对象：科举制度对现代人力
资本的持续影响
主要变量：明清时期中国278个
地区的进士密度

外生冲击：文化大革命

工具变量：到最近的松竹产地的
平均水路距离
影响渠道：人力资本的跨期传播
&价值教育的文化

进士密度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



壹科举简介



萌芽 隋唐
发展 宋朝
中断 元朝
高潮 明清
废除 1905

五个阶段
科举发展

科举简介

6

通过乡试 生员

通过会试 举人

通过进考 进士

三个层级

当地官学规模 人

口规模 税负

过去考试成绩

四个因素
影响定额分配科举选拔

三大特点
Ø 向所有人开放：何炳棣:明清45.1%的举人和37.1%的进士来自普通

人
Ø 拒绝腐败可能：复抄一版防止凭借字迹判别考生身份；8人阅卷
Ø 可重复参考加剧了竞争性

成为生员：1-1.5%；再成为举人：6%；再成为进士：17.7%
举人成功率：0.09%；进士成功率：0.016%(万里挑一)



科举简介

进士的头衔与荣誉
免于部分刑罚
史册和当地孔庙留名

巨额收入差距：收入占了整个国家收入的80%       
工资（只占其收入的很小部分）是普通人的16倍！

可观的超额回报

进
士
的
好
处



贰实证模型



实证模型
科举对当代人力资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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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密度*

:基本控制变量

:历史相关变量

:与省份相关变量

:受教育年限*iy

*表示取自然对数

n 2010年i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用来代表当代人力资本
数据来源：2010年人口普查

ikeju :进士密度*
n 明清时期i地区获得进士的人数*,用来代表该区域的科举教育和成绩水平
n 实际数据是1368-1911年间的所有进士数量，应用时将其标准化为i地区

每10000人中进士的数量*
数据来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c
iX :基本控制变量

n 当代经济繁荣程度：2010年夜间灯光；
n 地理因素:到海岸的距离(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的传播)

地形坚固程度(用海拔差异度度量，文化的持续性)
n 省份相关变量：省级进士配额对进士密度的影响(虚拟变量)
数据来源:Global DMSP-OLS&USGS的观测数据



实证模型
科举对当代人力资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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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控制变量

:历史相关变量

:与省份相关变量

*表示取自然对数

h
iX :历史相关变量

维度一：历史经济繁荣程度
n 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比率：1393-1920年的相关数据
n 商业中心：是否为商业中心，虚拟变量
n 农业适宜程度：农作物面积(农业经济下潜在农业生产力)
数据来源:曹树基(2010、2015)，Galor&Ozak(2016)

维度二：基础教育设施
n 书院数量：截止1904年仍旧存在的书院数量
n 藏书楼数量：截止1904年的藏书楼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书院词典，Fan(2013)

维度三：社会和政治影响
n 宗族的强大程度：该地区族谱的数量(宗族财力支持)
n 政治精英的力量：1779-1905年间的省级以上高官数量(影响教育资源分配)
数据来源：中国族谱名录、清籍职官表

其他因素：地区迁移因素，共有1370名进士出生地和考试地不一样



实证模型
n 各变量描述统计

n 控制变量和历史变量与科举成功的关系
l 对于进士密度和
举人密度都显著的：
• 人口密度
• 城镇化比率
• 书院数量
• 宗族势力
• 政治精英力量



实证模型 n 模型回归结果

n 科举与当代人力资本分布对应图
某地区的2010年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和该地区
进士密度和2010年的
夜间灯光和成强正相关
；

1%的进士密度增长，
会带来2010年平均受
教育年限0.058%的增
长

某地区的地区人口密
度、书院数量、藏书楼
数量、政治精英力量有
一定关系，这些变量主
要通过影响科举的成功
进而影响2010年平均
受教育年限



实证模型

稳健性检验

检验一：进士密度的代表性是否恰当
检验方式：用举人和生员代替进士进行回归
检验结果：相对于举人和生员进士密度效果更好

检验二：研究周期只占了科举史的一半
检验方式：加入宋朝进行研究
检验结果：宋朝的关系不显著，明清呈强相关关系

检验三：时间跨度过长，进士数量是个500年的平均数
处理方式：将整个时间跨度划分为50年一个周期进行回归研究



实证模型
明清时期进士、举人和生员的地区分布图



叁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到最近的松竹产地的平均水路距离

参考书决定着科举考试的成败

参考书需要印刷中心印刷

印刷中心地址与印刷原材料松竹的分布有关

n 选择原因

水路运输时代
考量到最近的松竹产地的平均水路距离

（全国只有19个印刷中心但承担了80%的印刷工作）

松竹产地和印刷中心的分布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到最近的松竹产地的平均水路距离

进士密度与印刷书籍数量成强正相关

印刷中心&印刷书籍数量与工具变量成强负相关

n 与主要变量进士密度的相关性

进士密度与工具变量成强负相关

工具变量

印刷中心&印刷书籍数量

进士密度
+
--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到最近的松竹产地的平均水路距离

n 工具变量的性质检验
A.松竹的产地外生分布，由于生长周期长未发现大
规模商种的情况，基本上是原始砍伐

B.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Ø 与经济繁荣程度测度无显著关系
Ø 与其它作物适宜程度和地形坚固无显著关系
Ø 与到商业中心、出口中心和大城市距离无显著关系

C.与现代的经济繁荣的关系
可能的关系:直接影响出版业务的现代发展并带来经济繁荣
实际情况：现代印刷方式不使用上述材料做原料；
上海和天津印刷业的崛起导致原有的19个印刷中心的破产

D.与进士密度的关系
明显的强负相关关系1451-1840年(50年为间隔）



工具变量
加入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
Ø F值表现反映了工具变量较优；
Ø 2SLS的回归结果较之于OLS结果系数更大，更加坚定地支撑了进士

密度和2010年的受教育年限的强正相关关系；
Ø 1%的进士密度的增加（每万人）将会带来201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

的0.082%的增长，换句话说，每万人中增加1个进士大概提升0.7
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肆 传导机制



传导机制

Ø 基因遗传（Becker 1991）
Ø 家庭教育（Doepke and Zilibotti, 2014）
Ø 家庭支出（Guryan, Hurst, and Kearny, 2008）
u 例：前工业时代的中产阶级的教育对于他们的后代成为资本家至

关重要，而且在传输过程中，必须包括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

Ø 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形成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
u 例:1901年科举制的废除无意中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Bai and Jia, 

2016).
Ø 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代代相传。虽然科举制被废除，影响一直在持

续
u 例：考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明，好处之一是：它广泛的传播了对

文化的尊重（Bertrand Russell ，1922）

人力资本

文化因素



u 控制变量：

Ø 家乡控制：灯光水平、农业适应性、到海岸的距离、商业中心、城镇化率等

Ø 个人控制：年龄、性别、民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

注：模型在进行显著性检验的时候已进行异方差修正

数据来源：中国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的1%

n OLS估计

u 因变量：个人的教育年限

u 自变量：进士密度，父系、母系家族祖先进士密度

传导机制!人力资本

p 假设：同一地区同一姓氏的人可能有血缘关系（Clark, 2014）

例子：苏州有90个孔姓进士，目前苏州有34000个姓孔的，然后标准化之后这个数字就是0.0003



Ø 父系祖先的影响较大，父（母）系祖先进士密度
每增加1%，受教育年限就会上升0.041%/0.3年（
.033个百分点/0.25年）

Ø 在控制了父母的人力资本量，财富效应（以收入
和房产衡量）之后 ，进士密度依然显著

Ø 今天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会因为收入差异得到重建

Ø 加入宗族并与父系和母系的变量进行交互之后，
进士对于现在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几乎强了一倍

Ø 在加入各种控制变量之后，进士仍在0.01的水平
上显著

传导机制!人力资本
n 回归结果

人力资本不能解释全部的传导机制



u 控制变量：

Ø 家乡控制：灯光水平、农业适应性、到海岸的距离、商业中心、城镇化率等

Ø 个人控制：家长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年龄、性别和大学专业固定效应

和学生的高考成绩

注：模型在进行显著性检验时已进行异方差修正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北京大学生专题调查(BCSPS)

n 2SLS估计
p 研究主题：文化是否能够代表除人力资本之外的其他影响机制

u 因变量：两个态度变量：

Ø 教育是否是决定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因素

Ø 政府是否应该优先考虑教育支出

u 自变量：进士密度

u 工具变量：到最近的松竹产地的平均水路距离

传导机制!文化因素



得不到表一到表八的结论，因为问卷调查方对被访者的姓氏完全保密

Ø 进士密度仍然对社会重视教育的文
化有积极的影响，祖先进士密度高
的人会认为教育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这些人同样认为政府应该优先考
虑教育支出

p 稳健性检验
Ø 在另一项中国家庭调查(CFPS)中，

被调查者要求填写对自己12岁以下
孩子的期望教育年限

Ø 反馈机制：调查者对家庭教育环境
进行打分

Ø 进士密度显著，且家庭教育环境越
好，受教育年限越长

n 回归结果
传导机制!文化因素



Ø 成功的重要性，家庭和谐、耐心、邻里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进
士密度不相关，仅工作态度有一点关系

Ø 成功的教育是智力、动力和工作态度结合产生的

传导机制!文化因素
n 回归结果



对北京大学生的进一步分析

u 根据文化传播模型（贝克），科举文化的对非认知类的品质应该有影响，例如耐性、自控能力等。
n 2SLS估计

u 控制变量：

Ø 家乡控制：灯光水平、农业适应性、到海岸的距离、商业中心、城镇化率等

Ø 个人控制：家长的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年龄、性别和大学专业固定效应和学生的高考成绩

注：模型在进行显著性检验时已进行异方差修正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北京大学生专题调查(BCSPS)

u 调查主体：BCSPS的4711名北京大学生
u 数据的合理性：这些学生来自于全国各个地方，文化差异较大，只用同一大学、同一专业，相

同年份入学的学生进行比较

u 因变量：缺勤率、追求期末考试的成绩，班级排名和英语六级的成绩，
u 稳健性检验：研究生入学率
u 自变量：家乡的进士密度
u 工具变量：到最近的松竹产地的平均水路距离

传导机制!文化因素



Ø 家乡的进士水平对于非认知类能力有正向影响
Ø 家乡进士水平每上升1%，学生想要上研究生的可能性就增加

6.9%，被实际录取的可能性就增加4.4%。

传导机制!文化因素
对北京大学生的进一步分析

n 回归结果



伍外生冲击



外生冲击

u 假设：科举的文化会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Giuliano andNunn, 2017; Voigtl ander and Voth, 2012) 
例如：科举文化在长江下游的地区的影响较为明显，但中国南部和西南地区就比较弱(Cao, 2000) 

u 文化的传播主要依赖环境的稳定性（Giuliano and Nunn，2017）

C.文化大革命：孔夫子文化进行攻击降低教育的价值：攻击学者，破坏历史文物，大规模斗殴 知
识分子要么被改造，要么被打死
ü 代理变量：屠杀的数量
数据来源：《县府公报》（Andrew Walder 2014)

B.开放通商口岸：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可能在已经建立了通商口岸的州府传播得更为广泛，因此
可能会如此破坏了通商口岸府的传统的儒家价值观
ü 衡量变量：该县历史上是否作为通商口岸

p 负面历史事件对文化传播的影响
A.太平天国运动：破坏集中在历史上科举文化最强盛的地区，长江中下游和江西和安徽的中南部

地区
ü 衡量变量：该县发生过多少场战争

n 2SLS估计



外生冲击

p 太平天国运动对没有对科举文化的传播造成显著影响

Ø 太平天国运动没有专门攻击重视教育的人，只要和平到
来，人们又会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p 通商口岸的开放对科举文化的传播没有显著影响

Ø 即使是在通商口岸的现代化可能会给西方文化传播带来好
处，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家长对于教育的态度

p 文化大革命显著的弱化了科举文化的传播

Ø 就数量上而言，10000人中每多死8人，就会减少进士
水平对于教育年限的影响，这种削弱程度为8.7%

Ø 文化大革命不仅毁坏了教育工具，而且威胁到这些珍视
教育人的生命，从而极大的削弱了由科举文化带来的重
视教育的影响

n 回归结果



基于文化大革命的自然实验

u 因变量：受教育年限
u 自变量：进士密度，父系（母系）祖先进士密度，大屠

杀的数量和政治冲击
u 代理变量：用祖先上的进士水平与不同地区的大屠杀水

平进行交互
u 控制变量：与前几个模型类似

p 文化传播模型：父母会根据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教育
策略，以使得孩子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社会。

n OLS估计

注：模型在显著性检验时已进行异方差修正
数据来源：200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p 样本：1945年，1945~1967年，1967年之后出生的人

外生冲击



基于文化大革命的自然实验

Ø 短期内，为了使孩子免受文化大革
命的迫害，父母教育孩子的重心就
不会放在学习上

Ø 至于文革后期出生的人，政治冲击
对于教育年限几乎没有影响

Ø 精英家庭开始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
调整自己的策略，重新在自己的子
女中强调科举文化的重要性

外生冲击

n 回归结果



基于文化大革命的自然实验

Ø 作者研究政治冲击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回归
系数在处理过出生人群之后才显著。

Ø 在大革命后期的人群的数据显著为负（虽然
只有一点点）

Ø 相对于精英教育家庭而言，这个社会需要花
更长时间才能调整到正常状态，这是一个未
来值得研究的话题

外生冲击

n 回归结果(续)



陆结论



结论

36

进士水平对今天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有正向影响，
用工具变量法（到最近
松竹产地的平均水路距
离）证明了这一点

人力资本优势一旦取得，
会通过许多方式（家庭，
基因）向下传播，作者
在控制了历史和当代人
力资本之后证明了这一
点。

科举考试也促进重视教

育的文化的形成，一直

持续到了今天，进士密

度对人们今天对教育的

重视水平仍然有强烈的

正相关关系

科举文化在被破坏之后
仍然具有强大的反弹力；
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
境中保护自己的孩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拥有
进士祖先的父母倾向于
减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
度



柒评价



评价

Ø 在考察纵向效应时，作者采用与受访
者同府同姓的进士数量／2005年同府
同 姓 人 口 总 数 作 为 解 释 变 量 ， 但 是
2005年同府同姓人口总数可能内生于
人力资本水平

Ø 一项好的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每一项数据的搜集、每一
个回归的完成都需要认真对待，研
究中每一个结论或漏洞都应该提供
充足的论据

Ø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通商口岸、文化
大革命对于延续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中，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仅依
赖于自己的猜想略显单薄，也许可以
增加文献支持

Ø 通过引用大量的文献说明历史制度
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是通过
孕育一种具有长期延续性的文化来
实现，从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人力资
本的延续性方面，避免了主题的泛
化，很好的体现了“一篇文章讨论
一个问题”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