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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儿童教育消费已成为当前城镇家庭消费的一项重要内容，校外辅
导班和兴趣班的迅猛扩张，占据了儿童教育消费市场的主要领域。本研究通
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2013 － 2014 基线调查数据的分析，检视了我
国城镇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和儿童校外教育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
庭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投入具有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的双重特征，独生子
女家庭、双亲同住家庭以及更多的亲子陪伴和亲子互动能够促进儿童校外教
育机会的获得，其中女孩的优势更为突出。同时，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阶层
差异也十分明显，中产阶层家庭对子女教育有更高的期待和投入，在校外辅
导班或兴趣班的选择上具有显著的阶层化偏好。这些发现启示我们，在儿童
教育消费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家庭研究与消费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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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同时发生了两场

剧烈的变革，一是家庭革命，二是消费革命。家庭革命使家庭结构发生

了剧烈的变迁，由夫妻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我国城镇家庭

结构的主要形式，①儿童的家庭地位和社会价值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

361



化。消费革命提升了消费者的自主性( 戴慧思、卢汉龙，2003) ，改变了

家庭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同时催生了许多新兴的消费市场和消费

者群体。儿童消费者的崛起就是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相互影响的典范

案例。在这双重革命的进程中，与促进儿童发展和家庭代际流动相关

的儿童教育消费是当前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的重头戏。
教育是代际流动的重要渠道，也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主要途径

( Blau ＆ Duncan，1967; 布尔迪厄、帕斯隆，2002) 。在决定个人生活际

遇上，教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Treiman，1970) 。教育消费除了具

有其他消费的一般特征之外，还有特殊的价值，即它是一种投资性的消

费。因此，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儿童教育消费不只是一项一

般意义上的家庭消费，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投资策略。在当前中

国城镇社会，由于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布不均衡，不同阶层的家庭在

投资儿童教育消费上的竞争不断加剧。从早教、幼教、择校、学区房到

送出国门参加游学、夏令营等，无论是来自富裕阶层还是工薪阶层的家

庭，都被深度卷入其中。学校系统提供的教育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

家长的需要，他们纷纷转向由市场化的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如

“学而思”、“新东方”等培训机构所开办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教育

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已形成规模巨大的儿童教育消费产业，形塑出了

商业色彩浓厚的儿童消费文化。
然而，当代父母尤其是中产阶层父母，对儿童消费文化却有一种普

遍的纠结心态: 他们既对当代儿童消费文化抱着一种警惕的心理，害怕

孩子的成长环境受到消费文化的侵蚀，又不得不对消费文化做出让步，

甚至从中寻求育儿良方、觅得心理安慰。从当前媒介上所呈现的各种

育儿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式父母”的焦虑与渴望，特别是中产

阶层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集体焦虑，隐含着整个社会对阶层流动或阶

层固化的担忧。中产阶层的“地位恐慌”也从自身的消费救赎迫不及

待地转向对子代的教育投资。
由此可见，儿童教育消费是介于家庭空间和公共空间之中的一个

消费热点问题，它不仅体现了儿童作为教育消费者身份的崛起，也承载

着父母的希望，而且因影响到家庭阶层地位的流动而与更宏大的公共

政策产生关联。面对儿童教育消费的持续增长，我们既不能否认大众

消费文化的消极影响，也不能简单地用父母的非理性、竞争性或炫耀性

的消费观念来解释( Wrdahl，2010: 190 ) 。学术界一直在批判消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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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儿童的侵蚀，但“如果消费文化是作为好父母的敌人，那么为什么

还有这么多的父母将敌人邀请到自己家里?”( Pugh，2009: X) 。事实

上，儿童消费文化并非只属于儿童世界，它还为成年人如何做“好父

母”设定了文化边界，并据此来建构父母身份。父母们将儿童消费看

作为孩子们购买幸福或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 Fong，2004: 83 ) 。对许

多父母而言，满足儿童消费需求是维系亲子关系的一条情感纽带，是

“亲子之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创造家庭归属感和幸福感的一种呈现

方式( Pugh，2009; Fong，2004; Ying，2003; Zhao，2006) 。因此，儿童教

育消费不只是儿童与市场之间的单向度关系，还蕴含着儿童、家庭与市

场之间的多元关系。作为家庭消费的一部分，父母通过何种方式让儿

童获得教育消费的机会，反映了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和家庭阶层地位等

方面的特征。同时，作为儿童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将儿童教育消费

置于消费文化的整体视野之中，深入挖掘其兼具家庭工具理性和父母

情感表达的双重属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产阶层父母们内心深处的焦

虑。这就需要我们在市场转型和家庭变迁的背景中，重新审视儿童、家
庭与教育消费市场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与以往学术界侧重于从制度变迁和结构视角考察儿童基础教育不

平等和教育分层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致力于从家庭内部的视角出发，重

点考察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情况。为此，本研究将基于已有的文献，回顾

市场转型过程中儿童教育消费的发展，将其置于儿童消费文化的发展

脉络之中，梳理儿童、家庭与教育消费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从儿

童教育消费的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两个维度，为理解当前城镇家庭的

儿童教育消费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一) 市场转型中的儿童消费者

在我国城市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的双重背景下，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城市独生子女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第一代儿童消费者。
在过去四十年中，随着独生子女的成长，儿童消费市场出现了戏剧性的

扩张。同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这一代城市儿童很少有兄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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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在家庭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他们，获取的消费资源比以往任

何一代人都要好。恰如景军所言，这一代儿童“成长于中国向市场经

济转型的时代，他们的物质生活异常丰富，并沉浸在新兴的消费主义文

化中”( 景军主编，2017: I) 。边燕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天津独生子

女家庭的调查就已发现，一方面，家庭的消费活动偏重于子女一方，孩

子成为家庭消费机器的动力和主轴; 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的人均消费水

平等同于或高于家庭成员的人均消费水平，这是“子女偏重”的消费模

式在消费水平上的表现( 边燕杰，1986: 97) 。
20 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城市独生子女，比第一代独生子女

面临的市场环境更为复杂，儿童消费文化所包含的意义也更为丰富多

元。市场对过去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儿童消费需要和欲望一一做出了回

应，商业化的氛围几乎渗透到儿童生活的每个角落，在他们成长的各个

阶段，几乎所有与之有关的消费需求都可以从市场中得到满足。这些

在市场转型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实际上是我国消费文化叙事的一个中

心。不仅儿童消费成为家庭消费的重点，而且儿童对家庭消费决策也

发挥着越来越大影响。
现如今，第一代和第二代独生子女也已开始为人父母，他们的消费

观念和消费行为影响着自己的子女。21 世纪的儿童消费者正在重复

着他们昨天的故事，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越前两代独生子女的消费

状况，他们所面临的商业环境与西方同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

学者所担忧的商业化对童年的侵蚀( Schor，2005; Cook，2004) ，在我国

城镇 同 样 存 在。童 年 在 现 代 社 会 变 成 了 一 种 昂 贵 的 生 活 方 式

( Wrdahl，2010: 186) ，儿童消费市场的范围早已不再局限于食物、玩

具和童装等方面，而是不断地扩大。令无数城镇父母感到焦虑的教育

消费也被市场所包围，成为这一昂贵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一面，诸如音

乐、美术、舞蹈等各类艺术兴趣培训班和奥数、英语、亲子阅读等课外辅

导班已成为当代儿童教育消费的重点领域。
在教育市场的激励竞争中，教育产品供给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

府，由市场主体配置的教育资源日渐占据儿童校外教育的核心领域，大

量由机构或私人提供的课外辅导班、艺术兴趣班应运而生。那些效仿

和针对主流教育课程的校外付费补习也被称作“影子教育”( shadow
education) ( Stevenson ＆ Baker，1992; Bray，2006; 薛海平，2015 ) ，包括

聘请家教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影子教育”的扩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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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消费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家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教育

支出，而家庭结构的差异又将导致不同家庭儿童教育消费出现差异，进

而扩大不同阶层教育资源获得的不平等。

( 二)“唯一的希望”: 家庭少子化与儿童教育消费

家庭结构是地位获得和代际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之一 ( Hout，
2015) 。由于不同结构形式的家庭在家庭资源、社会资本以及抚育的

角色和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家庭结构将会对孩子的教育发展和社会心

理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 吴愈晓等，2018) 。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过程中，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结构的主导类型，特别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

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核心家庭中的“核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仅

仅是指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的一种“小家庭”的结构形态，还包含

子女数量急剧减少这一特征，即家庭的少子化。① 家庭少子化带来的

一个显著后果是，儿童在家庭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心”。这些变化将

对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唯一的希

望”( Fong，2004) ，独生子女从一出生就成为整个家庭关注的中心和家

庭未来的寄托，家庭生活的重心也开始向独生子女倾斜。这种倾斜在

子女教育消费上表现尤为突出，已有研究指出，生育率的下降深刻影响

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 叶华、吴晓刚，2011 ) 。不同于其他家庭投

资，儿童教育消费是一种家庭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投资( Perrotta，2004:

3) 。父母们把对小孩的投资看作促进孩子获得教育成功的手段，并最

终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这一解释视角着眼

于家庭代际流动，侧重于对孩子成本—效用的工具理性考量，把儿童教

育消费视为一种家庭投资策略，是家庭未来的希望所在。
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有助于我们理解家庭少子化情境中的儿童教育消费。贝克尔最早尝试

将消费者行为理论运用到生育率的分析中，探讨了家庭人口的生育行

为和投资决策，并从微观的家庭选择视角出发，创建了孩子数量质量替

代理论。该理论假定家庭效用最大化是家庭行为的基本准则，认为家

761

论 文 “购买希望”: 城镇家庭中的儿童教育消费

① 20 世纪 8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以来，我国大陆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90 年代

初，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 2. 1 ) 以下，2000 年人口普查时总和生育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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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收入的持续增加不会无限制增加对孩子的需求; 相反，当家庭收入提

高时，父 母 的 最 优 选 择 是 减 少 孩 子 的 数 量，转 而 提 高 孩 子 的 质 量

( Becker，1960) 。在我国，孩子数量的减少一开始并非因为家庭收入

的提高，而是计划生育政策因素使然。既然孩子数量减少是不可避免

的结果，那么如何提高孩子的质量就是关键。贝克尔把孩子的教育支

出看成孩子质量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将

有利于提高孩子的质量( Becker，1960 ) 。无独有偶，同在 1960 年，舒

尔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讲演，建议把对儿童培养过程看

成资本的积累过程，并着重强调了教育投资在提高人力资本形成中的

作用( 舒尔茨，1990) 。中国父母们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热情很好地诠释

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即教育培训方面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可以转化为知识的存量，最终改变个体的

命运。
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很多种方式，如购买“学区房”以获取优

质的学校教育资源。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已

经不能满足城镇父母的需要，越来越多的父母将目光投向市场化的教

育服务机构，他们对“学而思”、“新东方”之类的校外兴趣班和辅导班

趋之若鹜，期待从中获取更多优质教育资源，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进而在教育分层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影子教育”已成为教育竞争

的“第二战场”，在我国以及全球很多国家，“影子教育”的花费已成为

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家庭、学校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其他一些课外活动，①如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兴趣班同样花费

不菲，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父母们愿意为此买单，因为他

们相信这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投资，而缺少这种投资的儿童在学习、社
会地位乃至最终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或好配偶的竞争中将处于劣势

( Fong，2004: 85) 。在学术研究中，课外补习之类的教育消费也引起了

很大的争论，如是否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是否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是
否有益于学校教育，等等( Tsang，2002; 贝磊，2012; 薛海平，2015 ) ，但

有一点不容置疑的是，课外补习还在继续扩张并愈发多样化。
已有不少实证研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影子教育”再生产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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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教育系统中的社会不平等，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的学生在获得教

育资源、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上的差距，并成为城乡和阶层不平等在代

际间维持和传递的一个重要通道( 薛海平，2015; 胡咏梅等，2015 ) 。城

市中产阶级家庭与底层阶级家庭在子代教育投入上的差异，也促使家

庭教育模式出现了阶层分化( 洪岩壁、赵延东，2014 ) 。在教育分层研

究中，西 方 学 者 提 出 的“有 效 维 持 不 平 等”(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理论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并不会因受教育机会

的增加 而 减 弱，而 是 以 某 种“有 效 的”方 式 继 续 加 以 维 持 ( Lucas，
2001) ，这一观点同样为中国的经验数据所支持( 吴愈晓，2013 ) 。所

以，在教育培训机构遍地开花的城镇社会，父母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松;

相反，在全民“抢跑”面前，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不平等依然难以消

弭的情况下，城镇父母的危机感和焦虑感空前地爆发出来。然而，由于

害怕“掉队”，即使大家都痛恨这些兴趣班和辅导班，还是没有人愿意

退出，整个社会由此陷入了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 熊易寒，2016) 。

( 三)“以爱之名”: 亲子关系与儿童教育消费

在现代家庭中，“童年神圣化”已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事实。童年期

的孩子尽管在经济上是“无用”的，但在情感上却是“无价”的( Zelizer，
1994) 。孩子可以给父母带来欢乐、愉悦，是父母心灵的寄托和希望所

在，可以使父母感到生命更有意义( Hoffman ＆ Hoffman，1973 ) 。这种

儿童情感价值的普遍提升可能是全球化现象，但在中国，因“少子化”
趋势的日益突出，儿童在家庭情感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愈加不可动摇，使

亲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① 由于消费不只是一种市场上的购买

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关系性的工作”( relational work) ，在家庭中具有

情感表达的功能，人们可以通过消费等经济活动来创造、维系和协商与

他人的重要关系( Zelizer，2005 ) 。因此，儿童教育消费不仅在量上占

据家庭消费的重要地位，而且在质上为家庭情感特别是亲子关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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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当前家庭关系的主轴究竟是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

认为，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内部关系更为平等，夫妻轴取代亲子轴成为家庭

关系的主轴。但也有研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亲子关系变得越来越平等，亲密关系越来

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亲子轴已经被夫妻轴所取代或者超越，亲子轴和夫妻轴在中国城市

家庭中依然十分重要，至于谁更重要则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现实选择 ( 参见马春华等，

2011: 190) 。本研究更认同后面这一观点。



构与互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的不少研究把家庭当中不断攀升的儿

童消费看作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的表达和心理补偿，以及父母用来维持

亲情、创 造 家 庭 归 属 感 的 一 种 方 式 ( Pugh，2009; Fong，2004; Ying，

2003; Zhao，2006) 。从这一视角来看，儿童教育消费就不纯粹是属于

儿童自身的消费，它牵涉了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载着父母强烈的

情感，是“父母之爱”淋漓尽致的表达。
在我国，许多父母自身很节俭，但在孩子的教育消费支出上，很少

会吝啬。即使一些家庭不够富裕，父母仍然通过抑制其他消费，来满足

孩子的教育消费，努力给他们构造一个教育机会充足的童年。很多父

母希望下一代能够过上他们在童年时所不能享有的生活，拥有他们小

时候所没有的东西( Ying，2003: 376) 。
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父母之爱”是被消费

文化建构出来的。特别是在童年日趋商业化的环境中，儿童消费文化

的轰炸式炒作无疑是最大的幕后推手。不少学者指出，正是消费文化

操纵着儿童和父母的消费走向( Barber，2007; Thomas，2007) 。当代消

费文化的中心已聚焦到儿童和青少年身上，孩子成为连接消费市场与

家庭的新通道，并已成为被“品牌捆绑”的人( Quart，2003) 。学术界对

“童年的商业化”的批评和控 诉 已 经 越 来 越 多 ( Cook，2004; Schor，
2005; Barber，2007) ，其实大多数的家长也认识到了过度商业化对儿童

身心健康的危害。但是，无论怎样批判和抵制，都难以阻挡儿童消费文

化碾过的巨轮。因为，童年的商业化，其原因不仅是消费文化的商业炒

作这一外部因素，更为惊人的是，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到家庭内部，导致

在家庭结构变迁中，亲子关系的重构需要遵从消费文化的法则。杂志、
广告、电视、儿童电影、电子游戏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在其中起到了巨大

的作用，它们成为构建温暖、亲情和爱的新工具，并以亲情连接、温情诉

求拉拢孩子，重构了健康、幸福和成功孩子的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的

育儿观念。不送孩子去辅导班或兴趣班，反而被看成是父母对子女教

育不负责任的表现。“爱他，就送他去上兴趣班”，成为许多父母的信

条。这些事实提醒我们，无论是探讨今日中国儿童教育消费的增长还

是亲子关系的变革，都不能忽略这两者的内在关联，哪怕“父母之爱”
是被建构出来的，在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支配着父母的

消费选择。可以说，有多少“父母之爱”，就有多少兴趣班或辅导班假

此之名以行，“父母之爱”是解读儿童教育消费增长的情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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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父母之爱”还体现了家庭的教养方式，父母在子女身

上投注的情感和时间的差异，是阶层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拉鲁在

《不平等的童年》( 2010) 一书比较了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对

待子女的教养方式。她发现，中产阶级父母通常采用“协作培养”的模

式，会给孩子安排各种课外活动，有更多的陪伴和积极的情感交流; 而

工人阶级父母一般采取“成就自然成长”的模式，很少给孩子组织课外

活动，并倾向于采用专制型的教养方式。两种“不同教养方式的文化

逻辑在广大的社会范围内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 拉鲁，2010:

242)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比工人阶级的孩子在社会

生活中占有更为明显的优势。从这里不难看出不同阶层的亲子关系对

儿童教育消费的重要影响，而更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阶层再生产之上。
中产阶级父母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焦虑和不惜代价的时间、情感和金钱

投入，恐怕也正是源于对这一点的深刻感触。

( 四) 分析框架

上述文献梳理展示了儿童教育消费变化在中国发生的背景和逻

辑: 市场转型的过程伴随着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家庭革命带来了家庭

结构和亲子关系等方面的嬗变，消费革命催生了庞大的教育消费市场

并促进了儿童消费文化的发展。这两场革命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着

儿童消费者。家庭结构的少子化一方面使家庭资源聚集在子代上，儿

童教育消费成为家庭重点投资方向，另一方面又促使亲子关系成为家

庭关系的主轴。亲子关系的主轴化与童年的商业化，使向教育市场购

买服务成为父母之爱和家庭希望的表达。
从家庭的视角来看，儿童教育消费在家庭之中既具有工具理性的

属性，又兼具了情感表达的功能。前者将儿童教育消费同儿童发展乃

至家庭内部的代际流动关联在一起，父母给予儿童教育消费机会的同

时也将家庭的希望和使命与之相系; 后者将儿童教育消费与亲子关系

的建构视为不可分割的纽带，儿童教育消费之中承载着父母强烈的爱

的付出。两种消费都展现了家庭对待儿童的教养方式，也形成了我们

解读儿童教育消费的两种视角。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家庭本身来谈论

儿童教育消费，而是需要将其置于家庭革命与消费革命的双重语境之

中，来理解其中所包含的丰富意涵。上述西方的相关文献开拓了儿童

消费研究的理论视野，而针对中国儿童消费的相关研究( 包含中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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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和英文文献) 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情境下儿童教育消费的独特图

景，两者共同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见图 1) 。

图 1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

写为 CEPS ) 2013 － 2014 基线调查数据对儿童教育消费进行分析。
CEPS 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实施的、具有全国

代表性的大型追踪项目。该项目以初中一年级( 七年级) 和初中三年

级( 九年级) 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

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28 个县级单位( 县、区、市) 作

为调查点，以学校为基础，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进行调

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基线调查共调查了 1. 9 万多名学生，

其绝大多数年龄介于 11 － 14 岁之间，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

我国《未成年保护法》，这一年龄段的学生均属于儿童之列。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由 CEPS 基线调查数据中的学生数据、

家长数据和学校数据合并而成的新数据库。填写家长问卷的受访者包

括孩子的亲生父母、继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和其他亲属，为了更准确

地反映父母对子女教育消费的影响，本研究只保留了由亲生父母、继父

母所填写的家长问卷数据。同时，由于教育不平等的城乡差异早已为

大量研究所证实，本研究将聚焦于考察城镇儿童教育消费状况，以使数

据分析更有针对性和可比性。在样本中，我们只保留了学生在城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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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就读、家庭居住在城镇社区的样本。也就是说，本研究中的城镇是一

个社区空间意义上的概念，而非按户口类型来界定，这主要是考虑到当

前我国城乡人口流动频繁，不少农业户口的儿童也在城镇就学，同样面

临着城镇教育竞争的压力，因此需要把他们也纳入研究。再剔除一些

变量的缺失值之后，本研究共得到 9272 个有效样本。

( 二) 主要变量

1． 因变量

儿童教育消费主要包括校内教育消费和校外教育消费。由于从

2008 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杂费，学校活动费、餐费和住宿费一般都按统一的标准征收，

因而个体之间在校内教育消费方面的差异不大。事实上，在义务教育

阶段，校外教育消费才是儿童教育消费的重点，不同家庭的竞争主要也

在校外，因此，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探讨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的考察对象正是城镇家庭的儿童校外教育消费。在因变量

的选择上，本研究分别通过“校外教育费用”和“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 /
兴趣班”来分析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支出和机会。在家长问卷中，询

问了“本学期，孩子上校外辅导班或学习兴趣班所需要的费用”，此为

连续变量。在学生问卷中，设有“你参加了哪些兴趣班 /课外辅导班?”
这一题，答案包括“没参加、奥数、普通数学、语文 /作文、英语、绘画、书
法、音乐 /乐器、舞蹈、棋类和体育”等类别的课外学习活动 ( 可供多

选) 。据此，本研究首先构建出一个是否参加兴趣班 /辅导班的二分变

量。其次，为了对校外教育消费展开更细致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将参加

兴趣班 /辅导班的类型进一步区分为“课程辅导班”和“艺体兴趣班”两

种，课程辅导班包括对语、数、外等义务教育阶段主要科目的课外辅导，

对儿童的学业成就和向上流动将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艺体兴趣班包括

对绘画、书法、音乐 /乐器、舞蹈、棋类和体育等科目的学习，它更偏重阶

层化的品味和惯习的培养。①

2． 自变量

家庭结构: 本研究从“家庭子女结构”和“家庭居住结构”两方面来

考察家庭结构。首先，家庭子女结构包括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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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感谢匿审专家对这一区分的建议。



行和出生间隔等方面( Steelman et al． ，2002) ，本研究侧重于对子女数

量结构和子女性别结构的考量。在我国城镇，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

育政策，一般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家庭构成城镇家庭结构的主

流。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目前还有不少拥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多

子女家庭，这也使本研究根据子女数量的比较分析成为可能。为了对

不同家庭的儿童教育消费进行比较，本研究根据家庭子女数量将家庭

分为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对子女性别结构的考察则可以进一

步剖析儿童教育消费中的性别化差异。其次，家庭居住结构是根据家

庭主要成员的居住情况，把家庭分为“双亲同住家庭”和“单亲或留守

( 即双亲缺位) 家庭”( 吴愈晓等，2017) 。
亲子关系: 本研究从“亲子陪伴时间”和“亲子情感互动”两个维度

对亲子关系进行测量。首先，“亲子陪伴”是一种共同在场状态，是产

生和培养亲密情感的基础。在 CEPS 家长问卷中，询问了家长“平均每

天直接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此连续变量体现了父母的育儿时间投

入。其次，良好的亲子关系还需要在陪伴的过程中进行正面积极的情

感互动与沟通，因此本研究根据家长问卷中“您是否主动与孩子讨论

以下事情”的回答情况，通过因子分析构建了一个“亲子情感互动”的

变量，它折射出了家长的情感投入和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该题内容

包括“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孩子

的心情、孩子的心事或烦恼”五个选项，答案分别为“1． 从不，2． 偶尔，

3． 经常”，这五个变量的 KMO 值为 0. 8254，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本

研究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得出一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即“亲子情感互动”因子。因子得分越高，说明亲子情感交流

互动越密切，即表明父母投入越多的情感和精力在孩子身上。
3． 控制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本研究从家长问卷中的家长受教育程度、职业

类型和家庭经济状况三个方面来测量，这也是划分阶层类别的三个重

要指标。家长受教育程度分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两类，高等教育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教育。职业类

型分为“白领”和“非白领”两类，白领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

作人员、企业 /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职

业，“非白领”包括技术工人、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商业与服务业的

一般职工、个体户以及失业、下岗和无业等人群。家庭经济状况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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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中等、富裕”三类。一般来说，接受过高等教育、白领职业和中

等及以上收入的人群，即属于核心中产阶层( 李培林、张翼，2008) 。之

所以对这三个变量进行这样的划分，主要是为了综合比较城镇中产阶

层家庭与非中产阶层家庭之间在儿童教育消费投入方面的差异。
此外，本研究也把家长教育期望、学生年级、是否寄宿、学校所在社

区类型和地理位置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基本情况请见表 1。

表 1 变量基本信息 N =9272

分类变量 变量取值 百分比 变量 变量取值 百分比

校外 辅 导 班 /兴
趣班

课程辅导班

艺术兴趣班

家庭居住结构

子女数量结构

子女性别结构

家长是否受高等
教育

参加 61. 65
没参加 38. 35
参加 46. 79
没参加 53. 21
参加 37. 97
没参加 62. 03
双亲同住 74. 48
单亲或双亲缺位 25. 52
独生子女家庭 59. 99
多子女家庭 40. 01
男孩 50. 47
女孩 49. 53
是 30. 59
否 69. 41

家长职业类型

家庭经济状况

年级

是否寄宿

学校社区类型

学校地理位置

白领 26. 88
非白领 73. 12
富裕 7. 81
中等 81. 37
困难 10. 81
九年级 46. 00
七年级 54. 00
是 11. 03
否 88. 98
中心城区 62. 63
非中心城区 37. 37
东部地区 61. 45
中部地区 10. 84
西部地区 27. 71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校 外 教 育 费 用
( 单位: 元)

1883. 039 4809. 482 亲 子 情 感 互 动
因子

－ 9. 55e － 09 1. 0

亲 子 陪 伴 时 间
( 单位: 小时)

3. 224 3. 094 家长教育期望 17. 180 2. 944

( 三) 研究假设

1． 家庭结构假设

由于家庭对孩子将来的生活机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家庭

被看作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在教育机会获得、社会阶层地

位、代际流动、职业获得与收入不平等等各项研究中，家庭出身始终是

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 李春玲，2003; 李煜，2006; 张翼，2010; 吴愈晓，

2013; Hout，2015) ，其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甚至比学校和社区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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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在诸多家庭背景因素中，家庭结构也被认为是机会不平等的

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Grusky，2008) 。家庭结构反映的正是一个人甫一

出世即需面临的无法轻易改变的、结构化的生活环境和背景条件。
在家庭子女结构中，已有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对教育获得有负面的

影响，即一个人的兄弟姐妹越多，其教育获得的机会就越低( Steelman
et al． ，2002; Blake，1981; 叶华、吴晓刚，2011; 王晓磊，2017) 。“资源稀

释模型”( resource dilution model) 对此的解释是，家庭能给予儿童的资

源取决于家庭的资源总量和子女数量，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越多，资源的

稀释程度就越大，分配在每个子女身上的资源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影响

了子女的教育获得( Blake，1981) 。在我国，由于家庭的少子化趋势，独

生子女往往汇聚了更多的家庭资源。有研究指出，无论是日常生活中

的衣食住行，还是孩子的学习、娱乐、志趣和交往，独生子女父母放在孩

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往往超过多子女父母( 风笑天，1994: 30) 。据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1: 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比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的校外教育

消费支出更多。
假设 1. 2: 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比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的校外辅导

班 /兴趣班的参与机会更多。
在当前城镇独生子女家庭占主流的背景下，性别的平等化效应日

趋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性别之间教育不平等的状况

开始缩小。韩怡梅对中国 7 － 16 岁儿童入学和家庭教育开支的研究也

证实了这一点( Hannum，2005) 。而且在教育机会的扩张过程中，女孩

比男孩从中获益更多，有研究指出，这其中的机制在于生育率的下降，

即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使父母没有必要采取重男轻女的教育投资策

略，从而有利于缩小男女间的教育差距( 叶华、吴晓刚，2011: 155) 。新

近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在儿童校外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女生参加“影子

教育”的概率显著高于男生( 薛海平、李静，2016) 。因此，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1. 3: 相对于男孩，女孩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更多。
假设 1. 4: 相对于男孩，女孩的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的参与机会

更多。
作为家庭结构的另一个表征，家庭居住结构中包含着家庭成员构

成情况，而家庭的成员构成对儿童学业发展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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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是否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在对儿童的经济资源

和时间资源的投入上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费孝通曾提出“双系抚育”
的概念，认为父母是抚育孩子的中心人物，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个完

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 费孝通，1998: 116 － 122 ) 。父母

一方或双方缺位会影响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参与和互动 ( 吴愈晓等，

2018) 。比起单亲或双亲缺位家庭，在双亲共同居住的完整家庭中，孩

子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得到父母的关注，生活会更加稳定，更有利于父母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协同。国内的经验研究已经指出，与双亲共同居

住的儿童比单亲或留守家庭的儿童有更好的学业成就和社会心理发展

水平( 吴愈晓等，2017，2018 ) 。国外的研究也早已发现，在 14 岁时没

有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将对孩子的中学学业产生消极影响( Sandefur
et al． ，1992) 。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5: 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的儿童比单亲或双亲缺位的儿童

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更多。
假设 1. 6: 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的儿童，比单亲或双亲缺位的儿童

的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的参与机会更多。
2． 亲子关系假设

现代家庭革命不只是家庭结构的变革，还包括亲子关系的重塑。
亲子关系的变革对家庭内的资源配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家庭结构

的核心化一样，重视子代的亲子关系也将使家庭资源( 包括情感资源

和时间资源) 配置向子代倾斜，从而有利于儿童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
亲子情感互动包含父母和子女之间双向的沟通与交流。从父母的

角度来说，亲子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情感载体，他们把全部的爱和希望都

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 景军，2017)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父母

普遍的心理期望。从孩子的角度来说，良好的亲子关系使儿童能够获

得父母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有利于儿童习得各种基本知识、技能、价值

观。亲子关系的这种双向性特征，使得亲子情感互动在亲子关系的维

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父母之爱”的表达，也是孩子们获取更

多教育资源的基础。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1: 亲子情感互动程度越高，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支出就

越多。
假设 2. 2: 亲子情感互动程度越高，儿童参与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

的机会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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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的维系除了情感投入，还有时间投入，良好的亲子关系离

不开父母的陪伴。从情感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陪伴即关爱，是维持亲

情、创造归属感和家庭幸福感的一种方式 ( Pugh，2009; Fong，2004;

Ying，2003; Zhao，2006) 。尽管陪伴作为亲子之爱的观念有不少消费

文化建构与操纵的痕迹( Quart，2003; Barber，2007; Thomas，2007 ) ，但

它的确已经对父职和母职的建构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在现

代消费社会，陪伴已成为亲子生活中的一项新伦理。网络上有关陪伴

的叙事已经渗透家庭意识形态之中，许多现代父母认为，如果不能陪伴

孩子，那就是不称职的父母，是对孩子成长的不负责任; 如果没有时间

陪伴孩子，再多的工作成就和物质增长也未必能够提升家庭幸福感。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父母在陪伴的过程中，通过教育参与和行为支持，

能够培养儿童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从而对其学业成就产生积极的

影响( 李忠路、邱泽奇，2016)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3: 亲子陪伴的时间越长，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就越多。
假设 2. 4: 亲子陪伴的时间越长，儿童参与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的

机会就越多。

( 四) 分析策略与方法

在验证上述假设的过程中，本研究将具体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

步骤是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第二个步骤

是使用 Tobit 回归模型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进行分析。Tobit 回归

模型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 James Tobin) 提出的，人们

为了纪念托宾对这类模型的贡献，把被解释变量取值有限制、存在选择

行为的这类模型称为 Tobit 模型( Amemiya，1984) 。在本研究中，儿童

校外教育费用的取值范围均大于等于零，其中有一部分家庭在这方面

并没有消费支出，有支出的部分则呈连续分布，因此，该变量属于受限

变量，是典型的审查数据( censored data) 。如果使用一般的 OLS 线性

回归模型将违背同方差假设，而如果简单地将教育消费支出为零的观

测值删掉，则会造成大量的数据损失，很可能得到有偏估计，无法准确

反映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故本文采用 Tobit 模型，利用最大似然估计

方法，使审查数据估计得到一致性结果。第三个步骤是对儿童是否参

与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 二分变量) 进行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为了分

别比较父亲和母亲对儿童教育消费有哪些不同的影响，本研究还将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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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样本和母亲样本分开建模。此外，本研究进一步将校外辅导班 /兴趣

班具体分为课程辅导班和艺体兴趣班进行分析，以考察不同家庭在子

女校外教育中的重点投资策略及其背后的阶层偏好差异。

四、研究发现

(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 1 可见，平均每个家庭用于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为 1883
元，但在不同家庭结构中，存在较大的差别。如图 2 所示，独生子女家

庭的支出比多子女家庭的支出要高很多，其中，独生女孩的费用支出最

高，是独生男孩的 1. 41 倍，多子女家庭中女孩的支出也大大超过男孩，

是男孩的 1. 29 倍。从图 3 来看，与双亲共同居住的儿童，校外教育消

费支出比单亲或双亲缺位的儿童略高一些。

图 2 家庭子女结构与儿童校外教育消费

在校外教育消费中，参加各类辅导班 /兴趣班是其最主要的内容。
如表 1 所示，参加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的儿童已超过六成。事实上，不

少儿童参加了不止 1 个兴趣班或辅导班。从样本应答百分比来看，在

所有类型中，英语是最受欢迎的，其次为普通数学，然后依次为音乐 /乐
器、语文 /作文、绘画、体育、舞蹈和书法等兴趣班。

进一步来看，儿童参不参加以及参加哪些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也是

因家庭而异的。这些选择背后的差异，折射出了父母们的教育理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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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家庭居住结构与儿童校外教育消费

阶层偏好。从表 2 可以发现，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 /兴
趣班的概率最高，接近七成，多子女家庭的儿童参加者不足半数。而不

管是在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女孩参加的比例都高于男孩。
再比较儿童参与课程辅导班和艺体兴趣班的情况，可以发现，不管是独

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参加课程辅导班的比例都高于艺体兴趣

班。当然，不同阶层家庭的选择可能会不一样。

表 2 不同家庭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情况 ( % )

家庭子女数量 性别
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 课程辅导班 艺体兴趣班

参加 没参加 参加 没参加 参加 没参加

独生子女家庭
( N =5562)

合计 69. 65 30. 35 54. 87 45. 13 42. 90 57. 10

男孩 64. 92 35. 08 51. 56 48. 44 36. 32 63. 68

女孩 74. 76 25. 24 58. 45 41. 55 50. 00 50. 00

多子女家庭
( N =3710)

合计 49. 65 50. 35 34. 66 65. 34 30. 59 69. 41

男孩 46. 04 53. 96 32. 03 67. 97 27. 62 72. 38

女孩 53. 02 46. 98 37. 12 62. 88 33. 37 66. 63

( 二) 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的 Tobit 模型分析

在表 3 中，我们建构了四个模型。模型 1 是基准模型，包含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儿童自身特征和学校因素等一些控制变量。数据结果显

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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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那些家庭经济中等及以上、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为白领的，即

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相对于家庭经济困境、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

育和非白领职业的家庭来说，儿童校外教育消费都要更多，由此可见中

产阶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限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状况不再展开分析。
模型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三个家庭结构变量。数据显

示，与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相比，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在校外教育消费支

出上要明显地高出很多，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要低一

些，而差异都非常显著，假设 1. 1 和假设 1. 3 均得到验证。此外，与双

亲共同居住虽然会增加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但并没有统计显著性，

与我们的假设 1. 5 不符合，在下面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模

型中，我们将进一步分析。
模型 3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两个亲子关系的变量。从统计结

果中可以看到，两个变量的影响都非常显著。也就是说，亲子陪伴的时

间越长，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就越多; 亲子情感互动的程度越高，儿

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也越多，假设 2. 1 和假设 2. 3 得到验证。模型 4
也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将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的相关变量都加入模

型。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各个主要自变量除了在作用程度上有一些

变化之外，在统计显著性上与模型 2 和模型 3 没有多大差别。

表 3 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的 Tobit 回归模型

变量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家长是否受高等教育
( 是 = 1)

2162. 54＊＊＊

( 256. 74)
1684. 00＊＊＊

( 260. 44)
1998. 09＊＊＊

( 258. 10)
1603. 05＊＊＊

( 261. 22)

家长职业( 白领 = 1)
779. 95＊＊

( 260. 34)
665. 90*

( 259. 55)
748. 79＊＊

( 259. 89)
653. 10*

( 259. 26)

家庭经济状况( 困难 = 0)

中等
2071. 41＊＊＊

( 355. 67)
1802. 00＊＊＊

( 356. 38)
1938. 27＊＊＊

( 355. 74)
1725. 10＊＊＊

( 356. 44)

富裕
3471. 24＊＊＊

( 479. 31)
3338. 08＊＊＊

( 478. 56)
3336. 33＊＊＊

( 478. 97)
3249. 45＊＊＊

( 478. 47)

家长教育期望
216. 75＊＊＊

( 35. 61)
208. 29＊＊＊

( 35. 60)
184. 46＊＊＊

( 35. 91)
184. 85＊＊＊

( 35. 89)

年级( 九年级 = 1)
2051. 06＊＊＊

( 195. 83)
1966. 25＊＊＊

( 195. 22)
2119. 01＊＊＊

( 195. 79)
2024. 51＊＊＊

( 19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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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变量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是否寄宿( 是 = 1)
－ 3749. 20＊＊＊－

( 381. 94)
－ 3416. 14＊＊＊－

( 383. 25)
－ 3706. 68＊＊＊－

( 381. 65)
－ 3408. 99＊＊＊－

( 383. 11)

学校社区
( 中心城区学校 = 1)

2248. 15＊＊＊

( 231. 19)
2039. 14＊＊＊

( 231. 24)
2174. 47＊＊＊

( 231. 05)
1994. 78＊＊＊

( 231. 17)

学校地理位置( 西部地区 =0)

东部地区
42. 19

( 219. 82)
69. 97

( 219. 10)
48. 33

( 219. 57)
74. 35

( 218. 98)

中部地区
－ 7126. 50＊＊＊－

( 468. 47)
－ 6933. 40＊＊＊－

( 468. 51)
－ 7105. 59＊＊＊－

( 468. 26)
－ 6947. 70＊＊＊－

( 468. 49)

子女数量结构 ( 独生子女家
庭 = 1)

1894. 04＊＊＊

( 220. 22)
1750. 22＊＊＊

( 222. 35)

子女性别结构( 男孩 = 1)
－ 1286. 02＊＊＊－

( 194. 11)
－ 1200. 76＊＊＊－

( 194. 50)

家庭居住结构
( 双亲同住 = 1)

166. 39
( 227. 83)

118. 64
( 227. 88)

亲子陪伴时间
110. 31＊＊＊

( 32. 23)
102. 65＊＊

( 32. 21)

亲子情感互动
566. 33＊＊＊

( 104. 53)
409. 88＊＊＊

( 105. 53)

常数项
－10573. 74＊＊＊

( 747. 52)
－10563. 00＊＊＊

( 769. 83)
－10200. 91＊＊＊

( 761. 20)
－10320. 65＊＊＊

( 785. 81)

Sigma 7922. 18＊＊＊

( 93. 93)
7874. 21＊＊＊

( 93. 24)
7901. 97＊＊＊

( 93. 64)
7861. 84＊＊＊

( 93. 06)

Pseudo Ｒ2 . 0147 . 0160 . 0152 . 0163
样本量 9272 9272 9272 9272

注: (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2)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 三) 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 Logit 模型分析

在表 4 中，模型 5 是考察各个因素对儿童参与校外辅导班或兴趣

班的影响和作用。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

类型和家庭经济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

趣班的概率。相较于家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从事非白领工作和家庭

经济状况困难的儿童，家长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白领工作、家境中等和

家境富裕的儿童，其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均要高很多。也

就是说，中产阶层家庭更加重视儿童校外教育机会的获得。
从家庭子女结构来看，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

趣班的概率是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的 1. 42 倍，验证了假设 1. 2，即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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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拥有更多参与校外教育消

费的机会。性别的影响是显著的。相对于女孩来说，男孩参加校外辅

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更低，只有女孩的 73%，假设 1. 4 得到验证。从

家庭居住结构来看，尽管在表 4 中家庭居住结构对校外教育支出的影

响不显著，但在这里( 模型 5) 这一变量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假设 1. 6
得到验证: 与双亲共同居住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是

单亲或双亲缺位家庭的儿童的 1. 13 倍( Odds Ｒatio = 1. 13) 。可见，完

整的家庭更能促进儿童获得校外教育机会，父母双亲的共同协作显然

具有更突出意义。从亲子关系来看，亲子陪伴时间和亲子情感互动都

有积极的影响，亲子陪伴每增加 1 个小时，儿童参加校外兴趣班和辅导

班的概率就要增加 1. 02 倍; 亲子情感交流因子每增加 1 个单位，儿童

参加校外兴趣班和辅导班的概率要增加 1. 18 倍。可见，亲子关系在儿

童教育获得中的重要性，假设 2. 2 和假设 2. 4 均成立。
在家庭对待儿童教育消费问题上，父亲和母亲之间可能会存在一

定的差异。对模型 6 和模型 7 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在同样控制

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父子情感互动因子和母子情感互动因子的影响都

有显著性。不过，父亲陪伴时间和父亲职业这两个变量对儿童参加校

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影响不显著( 模型 6) ，但母亲陪伴时间和母亲职

业的影响是很显著的( 模型 7) 。相对于母亲为非白领的儿童来说，母

亲为白领的儿童参加的概率要高出 23%。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受

教育程度的影响也都具有显著性: 相对于母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儿

童而言，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概率是

前者的 2 倍; 相对于父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儿童而言，父亲受过高等

教育的儿童参加的概率是前者的 1. 17 倍。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儿童校

外教育活动参与中，母亲这一身份特征( 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的影响是

更为突出的。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即母亲在儿童教育

方面的高度介入，使母职呈现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 杨可，2018) 。
儿童参加什么类型的兴趣班或辅导班，也会因家庭背景而异。模

型 8 和模型 9 分别考察了各个自变量对儿童是否参加课程辅导班和艺

体兴趣班的影响。数据显示，家长职业对课程辅导班没有显著影响，但

对艺体兴趣班的影响却是非常显著的，家长是白领的儿童参加艺体兴

趣班的概率是家长为非白领的儿童的 1. 28 倍。相比家长没有接受过

高等教育的儿童，家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儿童参加课程辅导班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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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出 58%，但是在艺体兴趣班上的概率要高出 68%。家庭经济状况

富裕的儿童比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在参加课程辅导班上的概率要高出

75%，但是在参加艺体兴趣班上的概率要高出 87%。从这些横向比较

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各个阶层都更重视参加核心课程辅导班的背景下，

相对而言，那些家长职业地位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状况更富裕

的家庭，对儿童参加艺体兴趣班的影响力比参加课程辅导班的影响力

更大一些，中产阶层家庭对儿童艺术、体育等方面的重视由此可见一

斑，更加注重学业之外的文化资本积累和阶层品味培养。

表 4 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的 Logit 回归模型

变量名
模型 5
全样本

模型 6
父亲样本

模型 7
母亲样本

模型 8
课程辅导班

模型 9
艺体兴趣班

家长是否受高等教育
( 是 = 1)

. 63＊＊＊

( . 07)
. 51＊＊＊

( . 11)
. 70＊＊＊

( . 09)
. 45＊＊＊

( . 06)
. 52＊＊＊

( . 06)

家长职业( 白领 = 1)
. 15* －

( . 07)

. 1600
( . 10)

. 21*

( . 10)

. 0000
( . 06)

. 24＊＊＊

( . 06)

家庭经济状况( 困难 = 0)

中等
. 31＊＊＊

( . 07)
. 33＊＊

( . 10)
. 23*

( . 11)
. 31＊＊＊

( . 08)
. 20*

( . 08)

富裕
. 72＊＊＊

( . 11)
. 66＊＊＊

( . 16)
. 70＊＊＊

( . 16)
. 56＊＊＊

( . 11)
. 63＊＊＊

( . 11)

家长教育期望
. 05＊＊＊

( . 01)
. 06＊＊＊

( . 01)
. 04＊＊

( . 01)
. 06＊＊＊

( . 01)
. 03＊＊

( . 01)

年级( 九年级 = 1)
－ . 11*

( . 05)

－ . 10
( . 07)

－ . 09
( . 06)

. 10*

( . 05)
－ . 14＊＊

( . 05)

是否寄宿( 是 = 1)
－ . 50＊＊＊

( . 08)
－ . 45＊＊＊

( . 11)
－ . 54＊＊＊

( . 11)
－ . 58＊＊＊

( . 08)
－ . 18*

( . 08)

学校社区
( 中心城区学校 = 1)

. 56＊＊＊

( . 05)
. 65＊＊＊

( . 08)
. 45＊＊＊

( . 07)
. 51＊＊＊

( . 05)
. 35＊＊＊

( . 05)

学校地理位置( 西部地区=0)

东部地区
－ . 22＊＊＊

( . 06)
－ . 25＊＊

( . 08)
－ . 22＊＊

( . 08)
－ . 35＊＊＊

( . 05)
－ . 14＊＊

( . 05)

中部地区
－1. 09＊＊＊

( . 09)
－1. 09＊＊＊

( . 13)
－1. 11＊＊＊

( . 12)
－1. 65＊＊＊

( . 10)
－ . 42＊＊＊

( . 09)

子女数量结构
( 独生子女家庭 = 1)

. 35＊＊＊

( . 05)
. 32＊＊＊

( . 07)
. 34＊＊＊

( . 07)
. 38＊＊＊

( . 05)
. 14＊＊

( . 05)

子女性别结构( 男孩 = 1)
－ . 32＊＊＊

( . 05)
－ . 28＊＊＊

( . 07)
－ . 30＊＊＊

( . 06)
－ . 19＊＊＊

( . 05)
－ . 41＊＊＊

( . 05)

家庭居住结构
( 双亲同住 = 1)

. 12*

( . 05)
. 18*

( . 09)
. 14*

( . 07)
. 13*

( . 05)

. 04
(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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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变量名
模型 5
全样本

模型 6
父亲样本

模型 7
母亲样本

模型 8
课程辅导班

模型 9
艺体兴趣班

亲子陪伴时间
. 02＊＊

( . 01)

. 01
( . 01)

. 03*

( . 01)
. 02＊＊

( . 01)

. 01
( . 01)

亲子情感互动
. 16＊＊＊

( . 02)
. 18＊＊＊

( . 04)
. 12＊＊＊

( . 03)
. 12＊＊＊

( . 02)
. 13＊＊＊

( . 02)

常数项
－1. 03＊＊＊

( . 17)
－1. 41＊＊＊

( . 26)
－. 62*

( . 24)
－1. 85＊＊＊

( . 18)
－1. 36＊＊＊

( . 17)

Pseudo Ｒ2 . 1243 . 1254 . 1143 . 1160 . 0666
样本量 9272 4043 5229 9272 9272

注: (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2)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的双重背景，从家庭的视角出发，

通过对 CEPS 数据的分析，检视了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和儿童教育消费

之间的关联，验证了上文提出的绝大多数研究假设。概括地说，通过对

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家庭结构深刻地影响了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支出和机会。

一方面，家庭子女结构改变了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策略，相对于多子

女家庭的孩子来说，作为家庭唯一希望的独生子女能够获得更多的校

外教育消费支出和参与机会。相对于男孩来说，女孩也能够获得更多

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和机会。另一方面，家庭居住结构虽然对儿童校

外教育费用的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儿童是否参与校外辅导班或兴

趣班的影响却非常显著，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能够更好地促进儿童校

外教育机会的获得。
其次，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有着积极的影响。一

方面，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越长，孩子可以获得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和

机会就越多。另一方面，亲子情感互动与交流越频繁，反映了父母对子

女的情感投入越深，因而也越有利于子女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费。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在这里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母

亲比父亲的投入更多，特别是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母亲，对儿童校外教育

机会的获得具有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母职的“经纪人化”趋势更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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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杨可，2018) 。也正因为如此，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母亲往往表现得

更为焦虑。对儿童来说，参加课外辅导班是一种“影子教育”，但对母

亲来说，就是一种“影子工作”( Illich，1982) 。
再次，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阶层化差异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

问题。本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更为重视，他们不仅

像其他家庭一样热衷于让孩子上各种课程辅导班，而且更倾向于把孩

子送到各类艺体培训班中，以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和艺术修养，这是一

种明显具有阶层化特征的教育消费实践。贝克尔曾指出，要提高孩子

的质量就必须增加对孩子的支出，所谓优质的孩子就是花费更多支出

的孩子( Becker，1960: 211) 。舒尔茨也指出，“儿童资本”是一种特殊

的人力资本，它由夫妻组成的家庭从生育儿女起便开始积累，经过对孩

子的培养教育而不断地增加资本( 舒尔茨，1990: 2) 。这些道理其实早

已为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父母所熟知，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待都非常

高，为培育优质的孩子、积累家庭向上阶层流动的人力资本，不遗余力

地投资孩子教育。而体制内教育资源的匮乏和不均衡分布，使很多中

产家庭转向校外教育消费市场，以寻求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保障孩子

在学业竞争中获得更加优势的地位，这些都在无形中助长了校外教育

消费市场的兴起。
但是，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盛行，不仅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而且也使义务教育阶段减负政策难以起效，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儿童卷

入到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中，造成“校内减负校外增压”的乱象。那

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基础教育制度改革依然无法刹住校外教育消费

市场大肆扩张的步伐? 其中有制度和经济层面的原因，但我们同时还

要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进行剖析: 校外教育消费市场的发展，被塑造

成一种影响巨大的儿童消费文化，迎合了大多数家长的需要，强化了儿

童对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依赖，最终使校外教育服务产品变成了极

富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家庭生活必需品。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尽

管教育主管部门多次发出通知，着力于整顿和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市场、
减轻中小学校学生的学业负担，但是为什么大多数家长们并不领情。
家长们并非不想给孩子一个宽松和快乐的童年，只是教育机会的激烈

竞争在中小学阶段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就显露出来了，为了“美好的将

来”，家长们谁也不敢轻易减轻课外负担，否则无异于自我掉队。尽管

独生子女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和参与机会，但这并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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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多子女家庭的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

支出就会减少。事实上，儿童教育消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渗透到家

庭生活之中，影响着父母对儿童教育消费的持续投入。不管是独生子

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只要还存在着阶层流动的焦虑和冲动，只要试

图通过教育来改变个体命运或家庭地位，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投入就

不会减少; 相反，只会得到父母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本文既无意为日益变味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正名，也并非一味

地批判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而是试图承认它们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

的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的功能。儿童教育消费已成为儿童消费文化中

的重要内容，而儿童消费文化并非是天真无邪的儿童的侵害者，它也给

儿童提供了一个共享的知识库，为儿童间的交流和玩耍提供了一个基

础，他们在消费的同时，也在表达一种和同学、朋友共享一种文化的欲

望，也是对共同体的一种想象( Seiter，1995: 32 ) 。我们在面对当前日

益增长的“宝贝经济”时，看到的是儿童消费已经构成家庭消费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消费却很难套用批判性的消费理论来解释。因

为它对父母和家庭来说是极富意义的行动策略: 它有可能是父母们由

于忙碌而缺乏对儿童陪伴的一种心理补偿( 如给更多的零花钱) ，可能

是一种打着“为儿童”旗号的怀旧消费，也可能是力图通过提升儿童教

育消费来为儿童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还有可能是为了融入某一阶层

群体而对儿童消费文化的遵循。
因此，在父母眼里，校外教育消费活动并非总是凡勃伦意义上的嫉

妒、炫耀和攀比，在家庭少子化的背景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爱、尊
严、希望或某种竞争性的生活意义。艾莉森·帕夫就认为，现代消费创

造了一种“尊严的经济学”( economies of dignity) ，对许多家庭来说，不

断攀升的儿童消费或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种更为体面的生活方式

( Pugh，2009) 。从家庭内部生活的角度而言，儿童的情感价值已超越

其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并成为家庭情感连接的重心所在，不断增长的

儿童教育消费也成为表达父母之爱的一种方式。从家庭外部竞争的角

度来说，独生子女作为家庭的未来和唯一希望，是家庭参与社会竞争的

重要力量，因而成为家庭最好的投资品。购买校外教育服务，就是“购

买希望”。父母们把对孩子的投资看作促进孩子在教育方面获得成功

的一种手段，并最终获得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哪怕这样的投资会

影响到当下父母和孩子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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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在儿童教育消费问题上，我们需要重构家庭研究与消费

研究的内在关联。已有学者指出，在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中，

家庭是难以绕过去的( 吴小英，2015: 17) 。同样，在思考当前不断加剧

的儿童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问题时，我们也应当找回家庭的视角。因

此，当我们用家庭的视角来看待消费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家庭不仅仅

是消费活动的一个分析单位，消费也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的一个组织功

能，家庭消费本身既是家庭变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消费革命的一

块核心阵地，它隐藏着家庭革命与消费革命的双重内涵，是社会转型的

一个基本缩影。透过对儿童教育消费的观察与思考，我们既可以清晰

地看到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可以借此敏锐地洞察

到整个社会的变革是如何投射在家庭消费领域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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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scholars a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odel of employment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labou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bour process，this paper uses case study to study the
labour process on the mobile travel platform． We found that the labour process included
the control of labour from the platform and the task autonomy of labours at the same
time，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labour control． Following this viewpoint，
the paper proposed three kinds of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platform control the
drivers＇ labour and manufacture drivers＇ consent． These mechanisms are: freedom in the
labour process，payment and motivation system，and the star rating mechanism of
labours＇ work．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mechanisms，labours have complicated
consciousness and experience about the platform and their work，including voluntary
identification and passive acceptance． Through data analysis，the paper proved that the
consent with work could turn into excess labour. 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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