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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 章 利 用 2 0 0 8 届 大 学 生就业 调 查 数据考 察 本 科毕 业 生 起薪 的 专 业 差 异 ,


并 通过分 位数回 归
,
分析 专 业对 教 育回报 作 用 在 不 同 收 入 层 次 上 的 差 异 。

0 1
,
S 回 归 的


结 果发现 , 高 等 教 育 回报 在 专业 之 间 存在 差距
,
工 学 、 经 济 学 和 管 理 学 的 毕 业 生 具 有 较


高 的起 薪 ;
与

“

2 1 1

”

大 学 毕 业 生相 比
,

一

般 大 学 毕 业 生 敉 育 回 报 的 专 业 差 异 程 度 较 大 ?


在 此基 础 上
,
分位数 回 归 的 结 果表 明

,
专 业 对 教育 回 报 的 影 响 在 中 、 低 收 入 分 位 上 更 为


突 出 。 专 业 选择对 毕 业 生 收 入 和 劳 动 市 场 人 才 供 需 结 构 都 具 有 重 要 影 响
,
调 整 专 业 模


式 和 完善
“

转专 业
”

制 度有 利 于 缓 解 专 业 结 构 性矛 盾 和提 升 毕 业 生起薪 水 平 。


关键词 教 育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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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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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 , 高 等教育能够带 来较 高 的经济 问 报 。 但 在 同 样 受过 高 等教 育 的


群体中 , 教育 回报存在差异 , 而差异 的来 源包 括 大学生 专业 选 择 的 差 异 、 学校 质


量的差异和在校学习 成绩 的 差 异 。

1 1 1

其 中
, 针对美 S 、

加 拿大 、 英 国 、 澳 大 利 亚
、


爱尔 兰和德国 等 国 教育 回报问 题的大量研究 发 现 业 对 大学 毕 业生起薪具有


重要影 响 。 具体来说
,
工 程 ( e n

g
i n e e r i n

g ) 、 商 业 (
b u s i n e s s  ) 和 自 然 科 学 ( s c i

-


e n c e ) 的专业具 有较高 的 教育 冋 报
, 而 人 文 艺 术 类 々 业 的 教育 冋 报 较 低 。 就 像


詹姆士 (  E .  J a m e s ) 等 人指 出 的 那样
,

“

尽 管把 孩子 送 入 哈 佛 大学 是一 笔 不错 的


投资 , 但 如果把他送入 当地的 高校学 习 丁
. 程 , 提 商他 的 数学 丨 丨

?

算 能 力 , 让 他获 得


更高 的学分绩点
,
可 能是 更好 的个人投 资 决策

”
1

“
1

。


学 科和专 业在 我 国 高 等 教育 体 系 和 人 才培养 屮 有 着 突 出 重 要 的地 位 。 专


业是
一

种人才培 养 的 建制
,
招 生 和 培 养 基 本都 是按 卞 科 和 专 业 组 织 、 管 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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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说
,
我 国 的 髙等教 育就是建立 在公共基础 之上 的

“

专 业
”

教 育 。 学科 和 专业


制度 为专业人才 的培养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 但 随 着 高等 教 育大 众化 时代 的 到来 ,


由 于 专 业设置和 管理 的计划 色彩
…

, 专业 结 构无法 适应社 会需 求
1

1 ( 1
1

 , 人才 重 复


培养
… 1

和 专业结构性矛盾 问题突 出 。

一 是部分专业供大 于求 而 导致的 失 业 问


题十分严重 , 例 如 2 0 0 8 届 法学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 英语 、 国 际 经济与 贸 易 等就


业难度 最 大的 1 0 个专业 的 未 就业 学生 占 未 就业学生 总 量 的 3 6 % 左右
[ 1 2 ]

 
;

二是


部分毕业 生
“

学非 所用 、 用 非所 学
” [ 1 3 1

, 即 专业 与 工作 不 匹配现象 日 益 突 出 , 由


此导致教育 回报率下 降和教育 回报存在 专 业异 质性 。 然 而 , 国 内 相关研究 中定


性分析较多而定 量分析不 足 , 仅有 陈 良焜 和 杨钋 针对高 职毕业生 就业和收 人 的


专业 差异 做 了 多元 冋 归 统计分析 。

1

1 4
1


本文 以 教育 回报 在 专业之 间 的 异质 性为 当前 高 等教育专业结构性 矛 盾 问


题研究 的 切人点
, 利用 2 0 0 8 届 大学生就业 收 人调查数据 , 重点 分析专业选 择对


大学 毕业 生起薪 的 影 响
, 并 讨论 教 育 冋 报 的 专 业异质性在 不 同 群 体之间 的 差


别
,
以 明 确 专业结构性 矛盾 的相 对影 响 。 同 时 , 本 文也考察 了 大学生 就 业能力


等 因 素对毕业生起薪 的 影 响 。 本 研究 的 结论 有利 于政府和 高等 院校判 断不 同


专业 人才 的 供需 状况 , 了 解 髙 等 教育 的专 业结构 性矛盾 , 采取措施优化教 育资


源 配置和 提升 教育效 果 。


一

、 研 究设计


(

-

) 数据说 明


本文 所采用 的数据来源 于 麦 可 思 (

M
y

C O S
) 公 司 2 0 0 9 年 2 月 底 完成 的

“

中


国 大学毕 业生 求职 与就业 能 力调 查
”

。 调查对象为 2 0 0 8 届 全 国 普通 高等 院校


的 毕业生 , 抽样达 到 4 4 . 4 万人
,
覆盖全 国 3 1 个省 、 市 、 自 治 区 的 3

 ,

0 8 0 所高校或


独 立学 院 。 调 查 回 收有效 问卷 2 1 .  8 万份 ?
,
完 成全部问卷问 题者 占 7 0 % 。 麦 可


思 公司 为笔者 提供了 部分抽样数据 。 本研究 采用 两 阶段 抽样的方法 , 第
一阶段


分 8 大经 济 区域选择 省 、 市 、
自 治 区

, 包括 南部沿 海 地区 的广 东 省和 海南省 、 东


部沿海 地 区 的 上海 市和浙 江 省
、 北部 沿海 地 区 的 山 东 省 和北京市 、 东北 地 区 的


辽宁省 、 长 江中 游地区 的湖南 省
、
黄河 中 游地 区 的陕 西省 和河南省 、 西南地 区 的


贵州 省 和 四 川 省 、 西北 地 区 的甘 肃 省 , 共 1 3 个省 和 直辖市 ; 第 二阶段则 在 这些


省 、 市 、 自 治 区 的 毕业 生 中 随 机抽 出 3 万个 样本 。
?


本 文 主要 考 察 专 业对 毕业 生 起薪 的 影 响 , 为 了 保证研 究 对 象 的 同 质 性和


① 调 査 设 以 电 子 邮件的 方式 向 毕业生 发放答题邀 请喊 、 问 卷 荠 户端链接 和 账户 t
} 。 没 夯收 到 遨 请


的 符题被视为 无效 问 卷 , 非 应届 毕 业生答 卷也 被视为 无效样本 。


② 柚样竹 份 由 笔者确定 , 个体数据的柚 样 由 灰 对 思公 n
) 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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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比性 , 本文 把 大 学毕 业生 限 定 为 普通 高校 本 科 层 次 的学 生 ( 不包 括 专 科 毕


业 生 ) 。 把专 业 被定 义 为高 等 学校 根 据 社会分工 需要 而 划 分的 学业 门 类 。 在


教育 部划 分的普通 高 等 学 校 学科 专 业体 系 中
,
最 高 级别 的 是 学科门 类 ( 学 位


授 予 名 称 ) ,
每个 学科 门 类 下设数量 不 等 的 专 业类

,
专 业 类 再下设具体 的 招 生


专业 。 但本 文 的调 查数据 中 只 有 专 业 和 学 科 门 类 , 其 中 专 业名 称共 3 8 8 个 。


由 于 专 业数 量 过 多 , 部分专业 的 样本数量很 少 。 即 使把 专 业按照 专 业类 进 行


归纳 , 依然 存在部分 专业类 样 本 不 足 的 问 题 。 因 此 ,
本 文 将学科 门 类 作 为专


业 划 分 的 操作性 定 义
,
并 基于此 进行相 关分析 。 数 据 中 学 科 门 类 的 划 分依 据


的 是 《 普 通 髙 等学校 本 科专 业 目 录 》 (
1 9 9 8 年颁布 ) ,

所 以
, 毕 业 生 的专 业 包 括


铒学 、 经 济学 、 法 学 、 教育 学 、 文 学 、 历 史学
、
理学 、 丁 学

、
农学 、

医学和 管理学 1 1


类 但 由 于哲 学专 业毕 业生 的 样 本 量 太 少 , 本研 究 的 分 析 没 有 包 括哲 学 专


业 。 在 这 些 样 本 中 ,
已 就 业 且 有 起 薪 收 人 数 据 的 样 本 量 为 1 7

,
7 5 2

, 其 中


“

2
1 1

”

大 学毕 业生 为 3
,

2 4 4 人 。


就 专业和学校 类型 对毕 业生 起薪 的影 响来 看
,

2 0 0 8 届 大 学 毕 业 生 总 的 月


平 均起 薪水 平 为 2 1 2 6 . 5 6 元
,
起 薪在 不 同 专 业 之 间 存在 差 异 。 其中

,
经 济 学


专业 毕 业生 的 月 平均起 薪最 髙 , 其次 是 工学 和管 理学
,
而 月 平 均 起 薪排 在 后


三位 的 专业依次 是历史 学 、 农 学 和 医 学 。

“

2 1 1

”

大学 毕业 生 的月 平 均 起 薪 比


一般 大 学 ( 即 非
“

2
1 1

”
 一 般本 科 大 学 ,

以 下 简 称
“

 一 般 大 学
”

) 毕 业 生 髙 6 3 2


元 ,
在除 历 史学 之外 的其他专 业

,

“

2 1 1

”

大学 毕 业生 的 月 平均 起薪 都 高 于 一 般


大学 毕 业 生 。


表 1 按专业 和 学校类型 细 分的 月 平均起 薪	 ( 单位 : 元
)


专 业分 类	
一般大 学	

“

2 1 1

”

大学


法学	 1 9 3 8 . 3 5	 2 5 5 4 . 2 0	2 0 4 7 . 7 0


理学	1 9 4 9 . 7 0	2 3 9 2 . 9 8	 2 0 3 6 . 2 2


工 学	2 0 7 9 . 8 5	2 6 8 2 . 2 1	2 1 9 9 . 3 1


经济学	2 1 0 8 . 6 8	 2 8 8 2 . 3 0	2 2 6 0 . 7 8


管理学	 2 0 3 9 . 3 3	 2 7 3 6 . 5 1	 2 1 6 1 . 2 1


教 育学	 1 8 7 9 . 6 3	 2 4 9 4 . 9 0	2 0 4 2 . 2 4


文学	 1 9 9 9 . 0 7	2 6 5 1 . 0 1	 2 1 0 1 . 8 7


历史 学	2 0 0 0 . 0 0	 1 8 0 0 . 0 0	1 9 6 2 . 7 9


农学	 1 7 6 2 . 5 5	2 2 5 1
.

7 6	 1 8 3 9 . 3 8


医学	 1 5 9 6 . 8 5	2 1 5 1 . 8 2	 1 6 4 3 . 3
1


总计	2 0
1
0 . 9 3	2 6 4 3 . 6 9	 2 1 2 6 . 5 6


① 《 普通 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 目 录 》 (
2 0 1 2

) 对 々
?

业 U . 珙做 了 调整 , 学科 门类 增加 了 艺 术 学 , ffi 本 研


究所用数 据的 调查时 间 为 2 0 0 9 年 , 因 此 , 本 文 参考的 是 1 9 9 8 年颁布 的 专业 t l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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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变最选取


以 上数据表 明 , 高 等教育 的 回报 在专业之间 存在差 异 。 本文拟采 用定 量 回


归方法 进行相关分析 , 因 变 量 为起薪的对数 形式 ,
自 变量包 括影 响毕业 生 起薪


的 个体 能力
、
学校 类 型 、 工作特征 、 行业和省 市虚 拟变量 。


大学 生 在校 期 间所 掌 握 的 与 工 作 相 关 的就 业 能力 是 本 文重 点 考虑 的控


制 变量 。 就 业 能 力是指 大学生 获得并维 持工 作 的 能 力
, 包 括与 专 业相 关 的 知


识和技 能 、 通 用 技 能 以 及 个 人品 格 特征 , 如 自 我 效能 感 、 自 信和 自 尊 等 。 其


中 , 沟通 、 计算 、 团 队工作 和解 决问 题的 能力 是公 认的 核心技能 。 为 了 测 量就


业 能力
,
本文建 立 了 就业 能 力指 数 。 就业 能力 指数是 以 大学生毕 业 时所 掌握


的 3 5 项 能 力得 分并 按各 项 能 力 在 工作 中 的 重 要 性加 权计算得到 的 ?
。 就业


实 习 是 连接 学 校 和工 作 单位的 桥 梁 。 通 过 实 习 ,
毕 业 生不 仅能够 锻炼实 际应


用 能力
,
而且 能够增 加工 作 经历

、
经 验和社会 阅 历

,
对 于促 进大学 生就业 和收


人 提升 都具有 重 要 作 用 。 因 此
,
本 研究 将 估 计实 习 经历对 毕 业生 起 薪 的影


响 , 进 一步 区 分 与专 业相 关 的 实 习 经历和 与学 习 专 业 无关 的实习 经历对起 薪


的 相对 作用
,
本 文 以

“

没 有任何实 习 经 历
”

为基 准
,
形 成

“

与专业无关的 实习
”


和
“

与 专业相 关 的实 习
”

两 个 虚 拟 变量 。 此外 , 本 文 引 入性 别 虚 拟 变量 , 以衡


量 毕业 生起 薪 的性 别 差 距 。


名 牌 大学 的毕业生能够在劳动力 市场获得工 资溢价 。 为考察
“

2 1 1

”

大学毕


业 生的 起薪是否 显著高 于一 般大学的毕业生 , 本 文设 置 了
“

2 1 1 大学
”

这个虚 拟


变 量 。 同 时 , 由 于平均 起薪 在 不 同 所有 制 单位之 间 存在 差距 ,
本文 以 国 有企业


为 基准组 , 考察政府 / 科研机构 、 非政府 / 非盈利 组织 、 民 营 / 个体企业和外 资 / 合


资企业等 单位类 型对毕业 生起薪 的影 响 。 本 文 还 引 入 行业 大类和 省份的 虚拟


变 量以控 制影 响起薪的 行业和省份经 济特征 因 素 。


最终保 留 全部变量都无缺失的样本 7
,
4 6 2 个 。 从总样本的专业分布来 看 ,


工 学 、 管理学和文学专业的 毕业生 在全部 样本 中 所 占 的 比例居 前三位 , 而历史


学 和农学 专业毕业生的 比例 居末两位 。 这 与 《
2 0 0 9 年中 国 教育统计年鉴》 的数


据 基本
一致

,
在普通髙 校本 、 专 科学生 中

,
工学 、 管理学 和 文学 专业毕 业生分别


占 3 1 . 1 0 %  , 1 6
. 2 7 % 和 1 8

.
6 8 %

 , 而历史 学 和农学专业 毕 业生 则 仅 占 0
.

5 5 % 和


1
.
9 0 % 。 由 此可见 ,

本文 的 抽样具 有代表性 。


? 具体 的 3 5 项 能力淸单 请参考麦 可思 公 司 调査问 卷或 与 作者联 系
。

在 调查应届 毕 业生 时 , 首 先


请他们 评估各 项能力 在 自 己 工作中 的 重 要性和 自 己 离 校时 各项能 力 的 水平 , 重 要性 的 评价分为 6 个级
’


别 , 能力 的水平分为 7 个级别 ; 然 后按 照重 要性对每项能力 评分所掌擓的 程度进行加权 , 得到每个 毕业生


离校时所 具有 的工作能力水 平 , 并将其换算 成 百分 数 , 工 作 能力 的最 高 水平 是 1 0 0 %
。

根 据重 要性 加权


得 到 的工 作能力 , 不 仅考虑了 工作能力 的基 本要 求及其全面 性 , 同时 也考虑 了 不 同职 业 、 不 同 工作对能力


的相对 要求 , 从 而 比较合理地 和评估 了 高 校 毕业生 的 工作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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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专业 的 自 变最 均值
(

%
)


^
.  就业 、 …丨k  4 专 业

?

2 1 1

?	政府 / 非政 _ /  外资 /


: :  能 力 无 J G 的 相关的 女
外 女性 科研 府 / 彳 卩 盈 个 体 介 资


指数 实 d 1 - >
J	机构 利 纟

I I 织 企 业 企 业


法学	 4 . 6 1	 5 2 . 8 5	 1 4 . 2 4 	 7 4 . 4 2 	2 2 . 0 9 	5 3 . 2 0	3 1
. 9 8	 4 . 0 7 	 2 9 . 3 6 	1 5 .  1 2


现学	9 . 3 4 	 5 1 . 0 1	 1 5 . 4 9 	6 0 . 9 8	2 1 . 3 8 	3 3 . 4 3	 1 4 . 9 2	 2 . 0 1	 4 5 . 4 8	1 9 . 0 8


I : 学	3 5 . 5 1	5 0 . 4 6	 9 . 5 5	6 7 . 7 7 	2 0 . 6 0 	2 3 . 7 7	 6 . 9 8	 0 . 6 0	 4
1

. 8 1	1 8 . 2 6


经济学	6 . 9 6	 4 8 .  1 9	2 4 . 4 7	 4 9 . 5 2 	2 1 . 1 9 	5 5 .  1  1	 8 . 6 7	 0 .  1 9	 3 7 .  1 9 	2 5 . 2 4


竹理学	2 2 . 3 1	4 9 . 5 4	 1 8 . 6 2	 6 1 . 8 6	1 9 . 0 4 	5 3 . 9 3	 8 . 7 1	 1
. 0 8	 4 6 . 7 3	1 9 . 6 4


教押学	 2 . 5 2 	5 0 . 8 0 	5 . 8 5	8 8 . 3 0 2 3
.

4 0 	4 5 . 2 1	2 8 .

1 9	 6 . 3 8	 3 5 . 1  1	 1 3 .

3 0


义 学	1 3 . 3 3	 4 8 . 7 3	 1 1
. 4 6	 7 0 . 6 5	1 7 .

1 9 	6 8 . 7 4 	1 5 . 5 8	 2 . 0 1	 5 0 . 6 5 	1 9 .

1 0


W  史学	 0 . 2 8 	5 5 . 3 3	 9 . 5 2	 8 5 . 7 1	2 3 . 8 1	5 7 . 1 4 	6 1 . 9 0 	9 . 5 2	 1
4 . 2 9	0 . 0 0


农学	 2 . 0 4 	4 8 . 3 8 	 7
. 2 4 	7 5 . 0 0 1 6 .

4 5	 3 8 .  1 6 	1 5 . 7 9 	丨
. 3 2 	6 2 . 5 0	 9 . 8 7


K  学	 3 .

1 0 	5 1
.  1 0 	0 . 8 7	 9 6 . 5 4 9 . 9 6 	5 6 . 2 8 	3 6 . 3 6 	1 0 . 8 2	 2 0 . 7 8	4 . 3 3


总计	 1 0 0 . 0 0  5 0 . 0 3 	 1 3 . 2 3 	6 6 . 8 5	 1 9 . 6 5	4 2 . 8 7 	1 2 . 3 0 	丨 . 6 6 	4 3 . 0 6	 1 8 . 3 2


表 2 显 示
,
大学 生 的 平均 就业能 力 指 数为 5 0 . 0 3 %

,
历 史学 专业毕 业 生的 就


业能力指 数最高 , 其次 是法 学和 医学 专 业毕业 生 , 农学 专 业毕 业 生 的 就业 能 力


指 数最低 。
? 大 部分毕业 生 都有 实 习 经历 , 其 中 6 6 . 8 5 % 的 中业 生 有 过 与 专 业


相 关 的 实习 经历 ;

2 0 % 的 毕业 生没 有 实 习 经历 。 由 于 教 学培 养方 案 的 要 求 ,
医


学 和教育学专 业 的 毕 业生拥 有 与 专 业相 关 实 习 的 比 例 排在 前 两位 。 在全 部样


本 中
,

"

2 1 1  

”

大 学毕 业生 占 1 9 .  6 5 %
 ,
除 了 医 学专 业 的 比 例较低 之外

,
其 他 々 业


“

2 1 1

”

大 学毕业 生 的 比例 都在 2 0 % 左 右 。 女性 占 总 体的 4 2 . 8 7 %
, 但各 专 业 的


性别构成存在较 大差异
, 女生倾 向 于选择文学 专 业 , 而 在传统 上被 认为是

“

男 性 专


业
”

的工学 专业 中 比例最低 。 从毕业生的就业单位 类 型来 看
, 民 背 / 个体所 有制企


业 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体 , 大学生在非政府/ 非盈利组织中 就业 的 比例非 常低 。


(
三

)
研究方法


本文把专 业虚 拟变量纳 入对 数 T
. 资方 程 , 利 用 普通最 小 二 乘法 (

0  L S
) 进行


1

-
1 归 分析

,
在控制 毕业生 就业 能 力 和 T

. 作 特征 变 之 ; T 7  ,
检 验 商 等教 育 冋 报 是


否存在 显著 的 专业差 异 。 考虑 到
“

 2 1 1

”

大学的 毕业 屮 受 G 业结 构 的 影 响 可 能 要


小一些 , 本文 在对总样本进 行 冋
! H 的 同 时 , 分 别对

“

2 1 1

”

大卞 毕 业 生样本 和
一般


人 学 毕业生 样本 进行 冋 归 ,
以检 验 Q 业 对教 育 丨

n
 | 报 的 作 用 在学 校类 型 之 阆 是 否


存在 差异 。 在此基础 上
, 本 文 对毕 业 生起 薪 的 决定 因 素做 了 分位数 冋 归 分 析 ,


这既 是为 了 减 少毕业生 能力 异 质性对 冋 归结 果 的 影响
,
又能 对 O L S 问 归 结 果进


行稳健性检验 。


① 由 于就业 能力 指数 是按照 丨 : 作 中 各 项能力 的 ? 贤件加权 得到 的
,
衡 f

i
t 的 足 中 业 屯 的 能力 满足 工


作 ? 求的 程度
,
所 以不 具有绝 对比较总 义 , 只 具有相对 比较 ?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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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究 结果 与 讨论


(

-

)
回 归 分析结 果


1
. 最 小二乘 冋 归 结果


从 总体样 本 的 回 归结 果 来 看
, 高 等 教育 冋 报 存在 专 业 差异 。 与法 学 专 业


( 基准组 ) 相 比 , 丁学 、 经济 学 、管理学 和 文学 专 业毕 业生 具有较高 的 起薪 。
? 理


学 和历史学 专业 毕业生 冋归 系 数 为正
,
教 育 学 、 农学 和 医 学专业 毕业生 的 回 归


系 数为 负
, 但都没有通 过 显 著性检 验 , 说 明 这 些专业 的 教 育回 报 与法学专业不


存在显 著 的差异 。


学校类型对 起薪有 重要影 响 。 在 已 就 业 的 毕 业生 中
,

“

2 1 1

”

大学 毕业 生 的


平 均起薪 显 著 高于非
“

2 1 1

”

大学 的 毕业 生 。 那 么 , 对 于
“

2 1 1

”

大学 和 一般 大学


的 毕业生来 说 , 专业选 择对谁更 重要 呢 ? 为此 , 本研究 区分了
“

2 1 1

”

大学和
一般


大学样本进行 冋 归 。 从 结果 来看
,

一 般 大学 教育 回 报的专业差异 大于
“

2 1 1

”

大


学 教育 回报的 专 业差异 。 在
“

2 1 1

”

大学 中
,
仅有 管 理学和 文学专 业 的 教 育 回报


在 5 % 的 显著性水平 上高 于法学 专 业的 教育 冋 报 , 而其他专 业 的教 育 回 报与法


学 专业相 比不存在 显 著差异 。 但在一

般性 大学 中 ,
工 学 、 经济学 、 管 理学 和 文学


专业的 教育 冋报 在 1 % 的 显 著水 平 上高 于法 学 专业的教育 回 报 , 历 史学 专业也


在 丨 0 % 的 显 著性水平上高 于法学 的教育 回 报 。


相对 于
一

般大学
, 专业对

“

2 1 1

”

大学毕 业生 的 起薪影 响 较小
,
这一

点符合笔


者的 假设 。 首 先 ,

“

2 1 1

”

大学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信赖 , 毕 业生受市 场需求结


构的 影 响较小 , 专业结 构性矛 盾不 明 显 。 但是
,
对于一般大学来说 , 专业结构性


矛盾可 能表现得突 出
一些

, 只 有那 些 市场 需 求较大或具有办 学 特色 的专业
, 其


毕业生 才能在 就业市场找到 收人较高 和较满意的工作 。 其 次 , 在 目 前的 招生体


制 下 ,

“

2 1 1

”

大学 能够优先 录 取到 能力 较高 的 学生 , 也就 是说
,

“

2 1 1

”

大学 的 毕


业生本 身的能 力 素质普遍较 高
,
所 以 受教育程度和专 业对其起薪的 影响 较小 。


本 文从就 业能力 等 个 体特征 变 量 也 得 到 了
一些 有 意 思 的 结论 。 不管 是


“

2 1 1

”

大 学还是 一般大学 , 就 业能 力 在 1 % 的 显 著性水 平 上 都对毕 业生起 薪具


有正 向 作用 , 这与 笔 者 利 用 山 东 2 0 0 7 届 毕业生 数据 得 到 的结论 是 一致 的
[

1 5
]

。


与专业 无关的 实 习 经历对毕业生起薪没有显 著影响 ( 对一般 大 学毕业 生还 有 负


的作用 ) ,
但 与 专业有 关的 实 习 经历则 有利于 提髙 毕业 生 的起薪 。 此 外

,
在 控 制


了 就业 能力 等因 素之后 , 男 性 毕业 生 的 平 均 起薪 显 著 高 于女 性 毕业 生 , 这 说明


女性 毕业生在 劳动 力 市 场可 能 遭 到 了 不公正 的对 待 。 最 后 , 从 T . 作 特征 来 看
,


① 虚拟变 最基准组的 选择会影响 问 归 系 数 的 方 向 和大 小 , 但 爲 体选 抒 哪个学 科或 专 业 作 为 箪 准


组 , 对 总体的 研究结论没 有实质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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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类型对毕业 生起 薪有 显著 影 响 。 外资 / 合资企业的起薪 高于 国 有企 业


( 基准组 ) ,
而政府 / 科研机构 、

非政府 / 非盈利组 织和 民 营/ 个体企 业 的起薪低于


国有企 业 。


表 3 工 资 方程 O L S 回 归结 果


总体 
一

般大学	
“

2 丨 1

”

大 学


变 世 系 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 数 标准误


女性 - 0 .
1 0 8  

…

 0 . 0 0 9  -

0 .

1 0 1

. "

 0 . 0 1 0 	- 0 .
1 4 0  

…

 0 . 0 2 2


就业能 力 0
.

2 8 1

…

 0 . 0 3
1 0 . 2 8 4  

…

 0 . 0 3 4 	0 . 2 6 1 0 . 0 7 3


与专 业无 关 的 实 习 -

0 . 0 2 2 0 . 0 1 6 -

0 . 0 3
1
 

?

 0 . 0 1 7	 0 . 0 2 6 0 . 0 3 7


与专 业相 关 的实 习 0 . 0 2 3

? ‘

 0 . 0 1 1 0 . 0 1 7 0 . 0 1 3	0 . 0 5 1  

”

 0 . 0 2 6


“

2 1 1

”

大 学 0 . 1 3 8  

…

 0 . 0 1 2


理学 0 . 0 3 2 0 . 0 2 5 0 . 0 4 0 0 . 0 2 8	0 . 0 1 7 0 . 0 5 6


工学 0 . 0 6 8

" .

 0 . 0 2 2 0 . 0 6 9
 

…

 0 . 0 2 5	0 . 0 7 3 0 . 0 5 0


经济学 0 . 0 8 0

. . .

 0 . 0 2 7 0 . 0 9 1  

…

 0 . 0 3 0	0 . 0 4 4 0 . 0 5 9


管理学 0 . 0 8 8
 

…

 0 . 0 2 3 0 . 0 8 4
 

…

 0 . 0 2 5	0 .  1
2

1 

”

 0 . 0 5 1


教 育学 -

0 . 0 3 5 0 . 0 3 5  - 0 . 0 3 5 0 . 0 3 9 	- 0 . 0 2 6 0 . 0 7 6


文 学 0 . 0 8 3
 

…

 0 . 0 2 4 0 . 0 7 6

…

 0 . 0 2 7	0 .

1
3 3

"

 0 . 0 5 5


历史学 0 . 1 2 6 0 . 0 8 5 0 .  1 8 1  

*

 0 . 0 9 7 	-

0 . 0 8 9 0 .

1 8 4


农学 - 0 . 0 1 6 0 . 0 4 0 0 . 0 2 0 0
.
0 4 4 	- 0 . 1 4 5 0 . 1 0 1


医学 -

0 . 0 5 4 0 . 0 3 7  -

0 . 0 5 6 0 . 0 4 1	-

0 . 0 1 8 0 .  1 0 2


政府  /  科研 机构 -

0 . 0 4 0  

? ’

 0 . 0 2 0  -

0 . 0 6 7  

…

0 . 0 2 2	0 . 0 8 2

'

 0 . 0 4 7


非政府  

/
 非盈利 组织 - 0

. 1 9 2
 

…

 0 . 0 3 6  - 0 .
1

8 4
…

0 . 0 3 9 	- 0
. 2 4 8

"

 0 . 0 9 7


民营  

/
 个体 企业 - 0 . 1 1 9

…

 0
. 0 1 2  - 0 . 1 3 7

…

 0 . 0 1 3 	-

0 . 0 4 2 0 . 0 2 7


外资 / 合 资 企业 0 . 0 5 5  

…

0 . 0 1 4 0 . 0 3 1
 

*

 0 . 0 1 6	0 . 1 3 6

…

 0 . 0 3 0


常数项 7 . 5 4 7
“ .

 0 . 0 7 0  7 . 5 3 3
 

…

 0
. 0 8 2	 7 . 6 6 丨

…

 0 . 1 3 7


样本量 7
,

4 6 2 5
,
9 9 6	

1 ,
4 6 6


平方
	

0 . 3 0 8

	

0 . 2 7 5

	

0 . 2 9 4
	


注 :
1 . 工 资方程 中控 制 了行业和省份虚拟变量 ,

但限 于篇幅没 冇 报 告相应变量的 回 归 结果 。


2 .  
—

、

? ’

和
?

分别 表示显著性水平 为 1 %
、
5 % 和 1 0 % 。


2 . 分位 数 回 归结果


上 面 的分析表 明
, 专 业对

"

2 1 1

"

大学毕 业生 的 「. 资 冋 报影 响较小 , 可 能 的原


因 是
“

2 1 1

”

大学 毕业 生 自 身 的 能力 较 髙 。 尽 管 控制 了 与 T . 作相 关 的就 业能 力 ,


但 某些天赋能力 还 是无法观察 和衡量 的 。 考 虑 到能力 与收 人 的 正 向 关 系
,
笔者


有理 由 认为个体 在收 人分布 上 的位置大 致反映 了 其能 力 水 平 的 高 低 。 为此 , 本


研 究利 用分位数 回 归 的方法
,
考察专业对教 育 冋 报的 影 响 是否 在不 同 工 资层 次


上存在差 异 。


总 体来看 , 就专业对教 育 回 报 的影 响 而 言 ,
分位 数 冋 归结果 与 O L S 冋 归结


果类似 :
与法学相 比 ,

工学
、 经济 学 和 管理学 专 业的 毕业 生 能 够获 得 工 资溢 价 。


这说明 O L S 回 归结果是合理有 效 的 。 同 时
, 分位 数 冋 归也得到

一些 更 多有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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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 。 随着工 资收 入水平的上 升
, 专业对教 育 回 报的影 响不 断下 降 。 在收入


水平 的 9 0 分位上
,
只 有经 济 学 和管理学 专业毕 业生获 得 了 显著高 于其他专业


毕业生 的起薪 。 从各专业 的具体情况看 , 工学和 历史学专业只 对平均收入 以 下


的 毕业生 的起 薪有 正 的 作 用 , 而 教 育 学 和 医学 专 业只 对低 收人 (
2 5 分 位及 以


下 ) 毕 业生有 负 面影 响 。 由此 可 见 , 对于高能 力 ( 收人 ) 毕业生来说 , 专业对起薪


的影 响并不 那么 重要 。 在各 专 业 的 高收 人 毕业 生 中 , 他们 的起薪 差距不 明 显
;


但 在低 收人群体 中
,
大 学 生 在 初 次 就业中 所获得 的 起薪在专业之 间 的 差异较


大 。 因 此
,
从经济 回 报 来 看

,
主 要 是 冶 收人 毕 业 生 承 担 了 专业结 构 性矛 盾 的


后果 。


表 4 工 资 方程 的分位数 回 归 结果


2 5 分位	 5 0 分位	7 5 分位	9 0 分位


变量	系 数 标淮误 系 数 标准误 系 数 标准误 系 数 标 准误


^	-

0 . 0 9 3

…

" “

O 0 1 4
-

0 . 0 9 7

" *

O ^ O U

~

-

0 . 1 1 5

…

O O I 6 -

0 . 1 7 2

…

0 0 1 7


躭业能力	 0 . 1 8 5  

…

0 . 0 4 2 0 . 2 7 1  

…

0 .

0 3 5 0 . 3 2 4  

…

0 . 0 4 6 0 . 3 6 2

…

0 . 0 6 2


与 专业无关的实 习
-

0 . 0 2 8 0 . 0 1 9 -

 0 . 0 2 2 0 . 0 1 7 -

 0 . 0 2 2 0 . 0 2 1 -

0 . 0 1 5 0 . 0 3 2


与 专业相关的实 习 0 . 0 3 3

"

 0 . 0 1 5 0 . 0 2 2

"

 0 . 0 1 0 0 . 0 2 8 0 . 0 1 8 0 . 0 2 7 0 . 0 1 9


"

2 1
1

”

 大学	0 . 1 2 6  

…

0 . 0 1 4 0 . 1 2 7  

…

0 . 0 1 3 0 . 1 5 0  

…

0 . 0 1 6 0 . 1 6 2  

…

0 . 0 2 8


理学	 0 . 0 3 8 0 . 0 3 4 0 . 0 4 0 0 . 0 2 6 0 . 0 0 6 0 . 0 3 6 0 . 0 0 8 0 . 0 4 3


工 学	0 . 0 6 9

“

 0 . 0 3 3 0 . 0 6 3

' *

 0 . 0 3 0 0 . 0 3 1 0 . 0 3 3 0 . 0 3 0 0 . 0 3 7


经济 学	 0 . 0 5 0 0 . 0 3 4  0 . 0 8 6
' * *

 0 . 0 2 8 0 . 0 7 8
 

"

 0 . 0 3 8 0 . 0 7 8

"

 0 . 0 3 9


管理学	 0 . 0 7 5

"

 0 . 0 3 2 0 . 0 8 0

* * *

 0 . 0 3 0 0 . 0 7 6  

"

 0 . 0 3 4 0 . 0 7 2
'

 0 . 0 3 7


教育学	-

0 . 0 7 丨

"

0 . 0 2 9 -

0 . 0 2 3 0 . 0 6 6 -

0 . 0 2 4 0 . 0 6 2 -

0 . 0 0 9 0 . 0 7 9


文学	 0 . 0 8 7  

? ? ?

 0 . 0 2 8 0 . 0 8 9  

? * '

 0 . 0 2 5 0 . 0 7 1

'

 0 . 0 3 9 0 . 0 5 8 0 . 0 4 1


历史学	 0 .

1 9 6

"

 0 . 0 9 2 0 .

1 1 8

'

 0 . 0 6 5 0 . 0 2 4 0 . 0 7 6 -

 0 . 0 4 4 0 .

1 3 2


农学	-

0 . 0 3 0 0 . 0 4 6 -

 0 . 0 1 6 0 . 0 5 0 
-

 0 . 0 4 3 0 . 0 8 7 -

0 . 0 1 2 0 . 0 6 4


医 学	-

0 . 0 . 0 7 0 -

0 . 0 3 5 0 . 0 4 9 0
. 0 2 9 0 . 0 6 】

-

0 . 0 0 1 0 . 0 7 4


政府  /  科研机构 - 0 . 0 2 3 0 . 0 2 7 -

 0 . 0 2 7 0 . 0 1 8 -

0 . 0 3 6 0 . 0 2 6  -

0 . 0 3 9 0 . 0 4 3


非政府 / 非盈利组织 -

0 .

丨 5 8

…

0 . 0 4 9 -

 0 .

1 5 6  

…

0 . 0 3 3 -

 0 .

1 8 6  

…

0 . 0 4 4  -

0 .

1 6 0

“

 0 . 0 6 8


民背 /  个体企业 -

0 . 0 9 8  

…

0 . 0 1 7 -

0 .

1 2 1  

…

0 . 0 1 3 -

0 .

1 2 5  

…

0 . 0 1 8 -

0 . 1 5 1  

…

0 . 0 2 4


合资 /  外资企业 0 . 0 9 5  

? ? ?

 0 . 0 2 5 0 . 0 5 6 0 . 0 1 5 0 . 0 3 0 0 . 0 3 0 0 . 0 0 1 0 . 0 2 7


常数项	7 . 2 9 2  

…

0 . 0 6 7 7 . 5 9 3  

…

0 .
1 0 2 7 . 6 9 7  

…

0 .

1 3 0 8 . 1 8 7  

…

0 . 1 5 6


样本量	7
,
4 6 2	7

,
4 6 2	7

,
4 6 2	7

,
4 6 2


拟 / ? 平方
	

0 .

1 7 5 4
	

0 . 1 7 7 3
	

0 .

1 8 4 8

	

0 .

1 8 4 8

	


注 :
1 . 工 资 方程中控制 了 行业 和 省份虚拟变量 ,

但限 于篇 幅没有报告相应变量的 回 归结果 。	
" ~


2 .

…

、

? ?

和
?

分别表示 显 著性水平为 丨 % 、 5 % 和 丨 0 %
。


与 O L S 回归 结果一致
,
就 业能 力对大 学生起薪的影响在 各分位上都具有显


著 的 正作 用 , 但从 0 归 系 数来 看
,
就业 能力 对髙 收 入 毕 业生 的影 响 程 度要大于


低 收入大 学生 。 与此类似 ,

“

2 1 1

"

大学毕业 生 在各个分布层 次 都能得 到 工资溢


价 。 而 与 专业相 关的 实 习 经历 只 对 中 低收 入 毕业 生 有 正 的影 响 。
一 个有意思


的 发现是
,
随着平 均收人 的 上 升

,
大学生性 别 收人 差距加 大 , 从 2 5 分位到 9 0 分


位 , 男 女 大学 生 月 平 均收 人 差距 从 9
.
 3 % 上 升到 1 7

.
 2 %

, 这就是所谓 的 女性在


劳 动 力市 场面 临 的
“

玻璃 天 花板
”

效 应 。 毕 业生 在 非 政府 / 非 盈利组 织和 民 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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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企业的起薪低于 国有 企业 , 但只 有在低 收人 毕业生 中 , 外 资 / 合 资企业 的起


薪 高于 国 有企业 ( 基准组 ) , 而在高 收人大学生 中 , 国有企业和 外资 / 合资企 业 的


起薪不存在 显著 差异 。


(
二

)
结果讨论


上 述冋 归结 果验 证 了 高等 教 育 冋 报存 在 显 . 著 的 专 业 差 异 。 从 经 济 角 度 来


看
,
工学 、 经济学 和 管理学 等专业最 具投资 价值 ,

而农学 和 历史 学等专 业的 教 育


投资则 似乎不合 算 。 但为 什么 依然 有 一 部分学生 会选 择 低 收 人专 业呢 ? 国 外


研究表明 , 预期 的 教育 冋 报或经 济 因 素 并 非 专业 选 择 的 唯 一 考虑 因 素
1

1 6 . 1 7
1

,
能


力特长 ( 如数学计算 能力 ) 和偏 好都 是专 业选择 的 影 响 因 素
“ 8

1

。 我 国 的 髙 等教


育体 制和 办学 模式与 国 外存在差 异 , 大 学生 专 业 选择 影 响 因 素还 需要 具体 分析


和讨论 。


表 5 对 大学 生 专业 选择的影响因 素做 了 描述 。 总体 来看
,
兴趣 和职业 规划


( 共 占 5 1 % ) 等 与个体偏 好相 关 的 因 素 是 影响 大学生 专 业 选择 的首 要 因 素 ;

经


济 因 素
,
即 对就 业机会 和 收入 的 预 期 ( 两 者 之 和 为 4 2 % ) 是影 响 专 业 选 择 的 第


二个重 要因 素
;
逃 避学 习 压 力 ( 选 择

“

学 习 容 易
”

的 专 业 ) 对 专业 选 择的 影 响很


小 。 此外
, 高考调剂 和

“

其他 因 素
”

( 父 母的 影 响 和 同 学 的 建议 等 ) 对大 学 生 的


专业选择 也具有 重 要影 响 。 另 外 , 大学生 选 择所 学 专业 的理 由 在专 业之间 存在


差异 。 大 学生 选择文学
、 法学 、 理学 和 教育 学等 专 业 更 多 的 是 出 于 肖 己 的兴 趣


爱好
, 其次是髙考 调剂

;
大学生 选 择 T . 学

、
经 济 学 、 管 理 学 和 医 学 等 专 业则 更 多


是 因 为该专业就业容 易 。 同 时
,
更 多 的 经济学 令业 毕业 生 认 为 自 己 选择该 令 业


是 因 为预期 收人较高 ; 而大学生就读历 史学 和农 学等 所谓 冷 门 专业 多 是 因 为 高


考调剂 。


表 S 大 学生 选择本专业 的理 由
(

%
)


就业容 易 收人髙 兴趣爱 好 职 业规划 学 >
_ ) 梓 易 商 芩 调 剂 学 术 卢 脊 髙 其他


法 学 1 1 1 4	4 9 1 5	 4	2 4	 8	2 0


理学 1 7 4	4 6 6	 3	2 7	 6	2 2


工学 4 1 1
2	 3 6 1 0	 2	 1 8	 5	1 6


经济 学 3 4 2 6	4 0 2 0	 4	 1 1	 6	1 7


管理学 3 2 9	 3
1
 1 6	 5	2 1	 4	2 4


教 育学 1 4 6	4 5 1 0	 I I	2 6	3	 2 2


文学 2 7 1
0	5 5 1 3	 1 0	1

7	 7	
1 4


历 史学 1 7 8	2 5 8	8	7 5	 8	8


农学 1 5 7	3 3 9	5	4
1
	 3	 2 0


探学 3 0 1 0	 3 4 1 6	 2	 1 5	3	 1 7


总计
	

3 1

	

1
1	 3 9

	

1 2
	

4
	

2 0
	

5
	

1 9


注 :
调 査时选择专 业 的理 由 是多 项选择

,
所 以 每 一行数 字之 和 n

j

■

能 大 于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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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结 果表 明
,
大学生的专 业选 择一方面 可能 是根据 自 己 的 兴趣和能 力 比


较优势做出 的 , 比如在 高 中 阶段 文理分科 之后
,
数理逻 辑能力 强的 学生会 选择


自 然科 学专业 , 而语言 表 达 能 力强 的学生会 选择 人 文社 会科学 。 因 此 , 专业之


间 的教 育 回 报差 异可能是 由 专业 或技 能 的 供需结 构 决定 的 。 但在 另 一 方 面
,
也


有可 能是 能力较 髙 的学生选 择进 人 收人较高 的 专 业 , 而能 力较低 的 学生选 择进


入收人 较低 的专 业
,
比 如 由 于髙 考分数较低

, 只 能 选 择 冷 门 专 业或 因 无 法被 高


收人专 业录取而被调剂 到低收人 专业 。 因 此
, 专 业 之间 教 育 回 报率的差 异可 能


是学生能 力差异 的 体现 。 因 此 , 本文 利用分 位数 回 归方法 , 在 控制 能力 异质性


的情况 下 考察 了 专业对 教育 回报率 的作 用
,
结果发 现在低收人 群体中 专业对毕


业 生 的 起薪 具有 显 著作 用 。


三
、 结论与 建议


在 高 等教育 大众化背景 下 ,
本 文从大学 生专 业选择 差异 的 角 度 考察 了 高等


教育 回 报的 异质性 。 基 于 2 0 0 8 届毕 业生 就业调查 数据
, 本研究发现

, 在控制 了


大学生 就业 能力 与丁
. 作 特征 以 及行业和 省 市虚 拟变 量后 , 专 业对毕 业生 起薪依


然 具有 显著影 响 。 与法学专 业 相 比
,
工 学 、 经济学 和管 理学专 业 的 毕业生具有


较高 的 起薪 。 同 时 , 分
“

2
1

1

”

大学 和 一般大 学 的样 本 回 归发 现
,

一般大学 毕业生


的 教育 回报 的异质 性程 度 更 大 。 在 此基础 上 , 基 于 分位数 回 归 的结果表 明 , 专


业对教 育 回报的作 用在不 同收人分布层 次上存在差异
, 低收入 ( 能力 ) 毕 业生 中


不 同专 业之 间 的 收人差 异较大
;
而 在 高 收 人分位 上 , 专 业对教育 回 报的作 用 下


降 。 总 之
,
本文 的研究结果 支 持 了 我 国 高 等教 育 回报存在 专 业差异 的 假 设 ,

特


别 是在 一般性 大学毕业生和 低收 人大学生 群体 中
, 专业对起薪具有 重要 影响 。


由 于数据和样 本 的 限制 , 本 文对专业的 划分主 要依据学科专业大 类的 宽 泛定


义
,
从而无法考 察教 育 回 报在学科 内 部之间 的差 异

, 这是本研究 的遗憾 。 这样


可能会低估教 育 回 报的 专 业差异 , 而且学科 内 部教育 回 报的异质 性越大 , 低估


程 度会 越严重 。 如 果能够引 入二级学科专业或更为细致的分类 变量 , 教育 回报


在 专业之间 的 异质性问 题会更加 突 出
,
研究结论将更具可 靠性 。 也就说 ,

本文


利 用学科 门类 定义
“

专业
”

存在一定 的局 限 , 但这并不影 响主要研究 结论 。


本 文也分 析 了 影响毕业生起 薪的其他重要 因 素 。 研究发 现 , 大学生在校期


间 所掌握 的 与工作 相关 的 就业能力对起 薪具有 显 著 的正 向 影 响
, 并且影 响程度


随收人 分布层 次的 上升而 上升 。 同时
,
在校期 间 与 专业 相 关 的 实 习 经历有 利于


提 升起薪 水平 , 而与 专 业 无 关 的 实 习 对起薪 几 乎 没有 影 响 。 此外
, 在大学 生初


次就业 中 , 性别 收入差 距非 常 明 显 , 而且 随 着收 入分 布层 次 的 上 升 ,
男 女 大 学生


收 人差距拉大
,
即 女大 学生 在毕业 生就业市场遇 到 了

“

玻璃 天花板
”

效应 。 这 些


结 论的 政策含 义在 于
, 高校 应 该注 重大 学生就业 能 力 的 培养 ,

提髙 实 习 实训 的


效 果 , 有 关方 面需 要采 取措施促进 大学生 就业中 的性别平 等 。




1 0 8	北京大 学教 育评论	 2 0 1 3 年


专业选择不 仅影 响着大 学生 未来的就业前景 和 收人水平 , 而 且对宏 观 的 劳


动力供给结构和 劳动力 市 场绩效 ( 工资 和 失 业率 ) 也具有 重要 的 影 响 。 本 文 发


现
, 大学生专业选择主要受 个人兴 趣及就 业 与 收人 预期 等经济 因 素 的 影 响 , 但


仍有一部分学生
, 特别 是 收人较低的 历 史 学 和农学 等 冷 门专业 的学 生

,
其 专业


选择是高考调剂 的结果 。 这在 一 定程 度上说明我 国 高等 教育专业设置 存 在木


尽合理之处 。 如何调 整专 业设置 和优 化专业结 构 , 提髙 教育质 量 和 效益 , 是 当


前亟需考虑 的 问 题 。 基 于此 ,
本文提出 以 下政策建 议 :


1 . 重新定 义
“

专 业
”

的 内 涵
,
调整教学模式 和组织 模式 。 目 前 , 高校 的 招 生


和教学均 按专 业组织
,
几 个相 近 的 专 业又 组成学 院 ,

而 师资 等 教育 资源 大 抵也


是按专业 ( 系所 ) 和 学院 组织 的 。 除 了政 治 、
语言和 体育 等公共基 础课程 之外

,


大量的课程都是 由 本专业的老 师开设 的
“

专业
”

课
,
这势 必导致 专 业课程 数 目 过


多 、 课程 内容 大量重复 , 这与 培养复合式应 用性人才 的 目 标 和 需求 格格不 入
,
导


致培养 出 来的 毕业生无法满足雇 主 的要求 , 加 剧 了 专 业 的 结构性矛盾 。 有 效的


办法是虚化专 业 , 变专 业教育为 通 识教育 , 让专业仅仅 成 为 一组 课程 体系 。 系


所或学院 主要负 责一组 课程设 置和 教 学工 作 , 而 不 负 责专 门 领 域的 人 才培 养 。


学生修完几 组课程体系就能毕业
,
按主修专 业授 予毕业证书和学 位 。


2 . 建立和完善
“

转专 业
”

制 度
,
提 高 专 业设置 对市 场需 求 的 反 应 速度 和 能


力 。 建立并完善
“

转专 业
”

制度 ,
主 要 基于 以 下 两点 :

一是大 学生 对 自 己 的学 习


兴趣 和能 力 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变 化的 过程 , 只有 接触髙校 的课程之后 才 能确 切


地知道 自 己 是 否对该专业有 兴趣 、 该专 业是否 符合 自 己 的 能 力 特长
, 转换 专 业


可 以做到
“

因 材施教
”

, 否则 会导致 学 生
“

所学非 所愿 , 所学非所 长
”

;

二是 市 场


需 求瞬息 万变
, 市场需求结 构会发生 变化

,
学 校应 坚 持 以 人 为本的 发 展观 , 允许


学 生依据 动态 的就业和 收入预 期信息进行专业 的 二次选择 。 因 此 ,
应该逐 步取


消 学生转专业的 限制
,
提高学 生 的 自 主 程 度

, 这 是实 现 人 才供给 结 构 调 整 与社


会需求 良性互动 的 有效机制 。


参考文 献


[
1

]	 R u m b e r
g

e r
,  R . W .  , &  T h o m a s

,  S .  L . (  1 9 9 3 )
. T h e  e c o n o m i c  r e t u r n s  t o  c o l l e

g
e  m a

j
o r

,


q
u a

l i t
y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c e
 :  A  m u l

t
i l e v e l  a n a l

y
s

i
s  o f  r e c e n

t
 g

r a d u a t e s . E c o n o m i c s  o f  
E d u c a t i o n


R e v i e w
,  1 2 ( 1

)  ,

1
-

1 9 .


[
2

]	A r c i d i a c o n o
,
 P . (

2 0 0 4 )  
. A b i l i t

y  
s o r t i n

g  
a n d  t h e  r e t u r n s  t o  c o

l l
e

g
e  m a

j
o r .  J o u r n a

l  of  

E c o n
?


o m e t r i c s
 ,

1
2 1

(
2

) ,
3 4 3 -

3 7 5 .


[
3

]	F i n n i e
,  R .

,

&  F r e n e t t e
, M . (

2 0 0 3
)

. E a r n i n
g  

d i f f e r e n c e s  b
y  m a

j
o r  f

i
e l d  o f  s

t
u d

y :  E v i
?


d e n c e  f r o m  t h r e e  c o h o r t s  o f  r e c e n t  C a n a d i a n
 g

r a d u a t e s .  E c o n o m i c s  of  

E d u c a t i o n  R e v i e w
,
 2 2


(
2 ) ,

1 7 9 -

1 9 2 .


[
4

]	B r a t t i
,  M .

,
&  M a n c i n i

,
 L .  (

2 0 0 3
 )

.  D i ff e r e n c e s  i n  e a r l
y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e a r n
i
n g s  o f  

U K  m a
l
e


g r a d u a t e s  b
y  

d e g r e e  s u b
j

e c t  
?

?  E v i
d e n c e

 f r o m  t h e  1 9 8 0 -

1 9 9 3  U S R . I Z A  D i s c u s s i o n  P a
p

e r  N o . 8 9 0 .




第 4 期	本 科 毕 业 生 起 薪 的 专 业 差 异分 析	 1 0 9


[
5 ]	C h i a

,
 G .

, &  M i l l e r
,  P .  W . (

2 0 0 8 )
. T e r t i a r

y  p
e r f o r m a n c e

,  f i e
l d  o f  s t u d y  

a n d
 g

r a d u a t e


s t a r
t

i n
g  

s a
l
a r i e s .  A u s t r a

l
i a n  E c o n o m i c  R e v i e w

,  
4 1

(
1

) ,  1
5 -

3 1
.


[
6 ]	 K e l l

y , E . ,
 O

'

C o n n e l l , P . J . ’ &  S m
y

t
h

,
 E . (

2 0 1 0
)

. T h e  e c o n o m i c  r e t u r n s  t o  f i e l d  o f


s t u d y  
a n d  c o m

p
e t e n c i e s  a m o n

g  h i

g h e r  e d u c a t i o n
 g

r a d u a t e s  i n  I r e
l
a n d . E c o n o m i c s  o f  

E d u c a
?


t
i o n  R e v i e w

, 
2 9

(
4

)
, 6 5 0

-

6 5 7 .


[
7 ]	 G O r l i t z

, K .  , &  G r a v e
,  B .  (

2 0 1 2 )  
. W a g e  d

iff e r e n t i a l s  b
y  fi e l d  of  

s t u d
y

-

t h e  c a s e  of  
G e r m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g r a d u a t e s .  R u h r  E c o n o m i c  P a

p
e r  N o . 3 1 6 .


[
8

]	J a m e s
,
 E .

,

A
l
s a

l
a m

,

N .

 ,  C o n a t
y ,

 J . C .

,
&  T o

,

D . (
1 9 8 9

)
. C o l l e

g
e

 q
u a l i t

y  
a n d  f u t u r e


e a r n i n
g s  :

 W h e r e  s h o u
l d  y

o u  s e n d  y
o u r  c h

i
l d  t o  c o l l e

g
e

?  T h e  A m e r i
c a n  E c o n o m

i
c  R e v

i
e w

,

7 9


(
2 )  

,  
2 4 7

-

2 5 2 .


[
9

]	周 光礼 , 吴 越 . 我 国 高校 专业 设置 政策六 十 年 回 顾与 反思——基 于历史 制度主 义 的


分 析 [
J

]
. 高 等工 程教育研究 ,

2 0 0 9
(

5
)

: 6 2
-

7 5 .


[ 1 0 ] 曾 湘泉 . 变 革 中 的就业 环境与 中 国 大学 生就业
[

J
]

. 经济研 究 ,

2 0 0 4
(
6 ) :

	8 7
- 9 5

.


[
1 1

] 刘小强 . 人才培养分化与 大 学生就业关系 的 实证 分析 [ j ]
. 教育研究

,

2 0 1 0 ( 1 2 ) 	 :  2 4
-


3 1 .


[ 1 2
] 王 伯庆 . 2 0 0 9 年 中 国大学生就业与 专业 结构性失 业 状况调 研报告

[
J ]

. 国家教 育行


政 学院 学报 ,
2 0 1 0 (

3
) :  7 3

-

7 9 .


[
1 3

] 刘扬 . 大学 专业与工作 匹配研究 : 基于大学毕业 生 就业调 查 的 实证 分析 [ J ]
. 清华 大


学教育 研究 ,

2 0
1 0 ( 6 ) :  8 2 -

8 8 .


[ U
] 陈 良焜

,
杨 钋 . 我国 高 职毕 业生 内 部就业优势 的经济 计量 分析 U ]

. 北京 大学 教育评


论 ,
2 0 1 0 (

4
)  :  8 5

-

1 0 5 .


[ 1 5
]

卿石松 ,
曾 湘 泉 . 就业能 力 、 实 习 经历 与 高校 毕业生 就业

——

基于 山 东省 2 0 0 7 届 高


校毕业生 的 实 证检验 [ J ]
. 中 国 人 口科 学 ,

2 0 0 9
(

6
) : 1 0 2

-

1 0 8 .


[
1 6

]	M o n t m a r
q

u e t t e
,  C .

 , C a n n i n
g

s
,  K .

 
,
 &  M a h s e r e d

j
i a n

, S . (
2 0 0 2 )

. H o w  d o
 y

o u n
g  p

e o p
l e


c h o o s e  c o l
l
e

g
e  m a

j

o r s
?  E c o n o m i c s  of  

E d u c a t
i
o n  R e v i e w

,  2 1
 (

6 )  , 5 4 3
- 5 5 6 .


[
1 7

]	A r c i d i a c o n o
,  P .

 
,
 H o t z

,  V . J
.

 ,  &  K a n
g

, S .  (
2 0

1 2 )
. M o d e l i n

g  
c o l l e

g
e  m a

j
o r  c h o i c e s  u

-


s i n
g  

e l i c i t e d  m e a s u r e s  o f  e x
p

e c t a t i o n s  a n d  c o u n t e r f a c t u a l s . J o u r n a
l  o f  

E c o n o m e t r i c s
,
 1 6 6


(
I

)  ,
 3 -

1 6 .


[
1 8

]	Z a f a r
,

B . (
2 0 0 9

)
.  C o l

l eg e  m a
j
o r  c h o i c e  a n d  

t
h e

 g e n d e r
 g a

p
.  F e d e r a l  R e s e r v e  B a n k  o f  

N e w


Y o r k
,  S t a f f  R e

p
o r t s

,  3 6 4 .


( 责任 编辑 范皑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