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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
一个比较理论研究

*

� � 魏永峰

� � 内容提要 � 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获得既受制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同时也深深地嵌

入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本文考察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

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如何影响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经验资料取自 2007年在上海调查获得

的城市新移民问卷调查资料。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

业获得发挥重要影响, 但社会资本比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城市

新移民的职业获得没有影响。这些发现表明, 人力资本、社会资源理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

论和结构洞理论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个人职业获得具有不同的解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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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的人比别人的收入更高,

有的晋升更快, 有的占据的职位更重要。为什么

人们在职业获得上存在差异呢? 以人力资本理论

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不

平等是由个体能力的差异所导致的,  个人之被

雇佣、提升以及工资所得都决定于个人的生产能

力 !∀
。简言之,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体职业获得的

关键因素。其基本命题之一就是, 教育作为人力

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具有提高生产力的作用,因

而个人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成正相关

关系
#
。

然而,格拉诺维特对这一解释提出了严厉批

评。在他看来, 经济学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存

在两个错误的理论预设, 一是  社会性孤立 !, 即

假设个体行动者可以孤立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他

人的决定与行为, 以及过去的关系历史之外
∃
; 二

是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开放和竞争的领域, 有

关工作岗位的规定与必需的技术和能力是容易相

配的,可以获得的关于工作和申请者的信息是广

泛分布的。格氏认为这两个假设  太狭窄 ! ( too

narrow ) ,并将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的理论架

构斥之为  低度社会化 ! ( under- socialized)。他

提出了  镶嵌!的理论和范式,认为个人行动实际

上镶嵌在社会及经济关系的网络中,它深深地受

到社会关系的限制
%
。换言之, 人们的行为因其

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而异
&
。

纵观以往有关职业获得的研究, 已然形成了

经济学和社会网两大研究视角,并产生了五个主

要的中层理论解释: 人力资本理论、弱关系理论、

社会资源理论、强关系理论和结构洞理论。然而,

� � * � 基金资助: 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 ( CCS09012), 上海海洋大学 2009 - 2010年度人

文社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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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分歧的视角和争辩的理论背后, 一个疑问

自然浮现出来, 这五种理论中哪一个理论更富有

解释力呢? 以往研究的基本做法是在一个单项研

究中提出一种理论主张,然后运用一份经验资料

检验该理论主张。尽管上述五种理论通过这种研

究方式都获得了经验资料的验证, 却无法回答上

面的疑问。

本研究将运用比较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考

察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个人职业获得现象来比

较人力资本经济学和社会网理论的相对效力。具

体而言,即是把人力资本经济学和社会网络的研

究视角并置在一起, 并把这两个视角下的中层理

论落实在同一个实证问题上, 运用同一份经验资

料对这些理论的实证假设进行检验。由此考察不

同理论的解释逻辑对个人职业获得的解释力,分

析不同理论的适用边界和条件。

一、职业获得的解释:五种机制的比较

在人力资本经济学中, 核心的思想是不同的

人力资本投资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上个人之间在收

入分配上的差别。这是因为,一方面,各种职业之

间在客观上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的职业需要具备

不同的知识、技能、体力水平, 这就需要为此进行

不同数量和质量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

面,人力资本决定个人收入分配这种观点建立在

三个主要的理论基础之上。其一是理性选择原

理。根据这一原理,人是追求某种目标函数最大

化的理性行为主体, 其行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主

体的主观效用或福利最大化。其二是补偿原理。

即是指经济活动中收益与成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对

应关系。人力资本投资量方面的差异需要不同的

收入来加以补偿。根据这一原理, 不同的人力资

本投资行为必然会导致不同的个人收入分配结

果。其三是关于人的能力的异质性与可塑性观

点
∋
。因此, 在劳动力市场上,个人的收入随人力

资本的变化而变化。至此, 可以获得下面的基本

命题:

个人的职业获得受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状

况的影响。

与人力资本经济学相比, 社会网络的观点认

为,个人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

换言之,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人的行为。职业获得

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职业信息的获得。

格拉诺维特的  弱关系 !理论指出, 个人所拥有的

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弱关系在两个方面影响信息和

机会的获取:第一,弱关系由于连接的往往是来自

不同生活圈子的不相似的人, 可以使个人接触到

更多的他人,因此弱关系为自我提供新鲜职业信

息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二,弱关系可以充当沟通不

同群体之间的信息桥, 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

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从这个观点出

发,我们可以提出下面的命题:

个人的职业获得受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弱关

系的影响。

与弱关系理论相对, 强关系理论主张,在中国

社会文化背景下,强人情关系在个人职业获得过

程中占有优势。这是因为:第一, 在中国社会中,

人们之间的各种人情交换往往发生在由强关系连

接的社会网络中。根据布劳 ( B lau)的社会交换理

论,社会交往不像经济交换那样属于即时交换, 社

会交换往往要等到很长的时间后才找到机会偿

还,因此交换行为在交换双方彼此了解和信任的

基础上才可能发生。而强关系可以为人们之间的

社会交换提供某种保护, 降低交换者所面临的不

确定性。所以,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是在一定强

度的人情关系上传递的。第二, 在中国人的社会

交往中,人情比信息更重要
(
。相比于弱关系, 建

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强关系往往成为人们之间传递

人情的网络桥梁。由此,我们提出:

个人的职业获得受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强关

系的影响。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 关系的强弱并不

是问题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关系所摄取的

资源,是否与那些社会资源丰富的人存在关系是

找到好工作的关键。在林南看来, 社会是由附含

不同价值资源量的一组位置组成的结构, 这个结

构按资源的附含量以及资源的可获取性形成了金

字塔形状:位置越高,占据者越少, 位置的资源附

含量越大。身处于这种结构中的个体必然受这种

结构特点的影响:个体的行动以及行动的结果受

这种结构的形构和约制, 随着他所拥有的社会资

源的多少而变化。因此, 拥有不同社会资源的个

体在职业获得过程中就有不同的结构约制和机

会。这些思考引致下面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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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职业获得随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

多少而有规律地变化。

根据结构洞理论, 一个富含结构洞的社会关

系网络意味着在信息获取、时机、举荐和控制等方

面具有优势,这种结构模式的关系网络可以给关

系拥有者带来更多的关系收益和更高的关系回报

率。所以,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关系优势方面,即

结构洞越多,竞争者的关系优势就越大,获取较大

经济回报的概率就越高
)
。总之, 个人的竞争行

为和结果可以根据个人在竞争性的社会结构中的

 结构洞 !来解释。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命

题:

个人的职业获得随个人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中

的结构洞状况的不同而不同。

二、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假设

现在来看以上讨论的这五种机制对城市新移

民的职业获得的经验含义。我们主要研究三方面

问题: ( 1)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职业获得的关

系; ( 2)关系强度与职业获得的关系; ( 3)结构洞

理论与职业获得的关系。

1.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职业获得

人力资本对个人职业获得发挥作用的理论前

提,源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经济秩序的假设, 一个社会越是接近  完全
竞争市场 !, 人力资本对于职业获得的作用越明

显
∗
。而中国目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

渡的过程中,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 其回

报率将不断提高。换言之, 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

深入, 人力资本 (教育和经验 )越来越重要
+
。因

此,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城市新移民的人力资本与其职业获

得成正比。

但是,个人找工作的过程首先需要有关职位

空缺的信息,另外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对代理人

施加影响等等。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研究表明, 社

会关系在传递工作信息、施加影响、提供信用等方

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社会网络决定了个

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过程中可以动用或获取

的信息或影响。因此,根据社会资本理论,我们可

以得出以下具体假设:

假设 2: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资本与其职业获

得成正比。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对个

人职业获得结果的相对贡献,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比社会

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的贡献大。

与之相反,

假设 4: 按照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比人力

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的贡献大。

2. 关系强度与职业获得

弱关系的优势在于可以帮助个人超越其所处

的较小的、界定严格的交往圈子,使其能够和无法

直接接近的那部分社会结构建立联系, 从而通过

弱关系,社会上那些距离自己较远的观念、影响和

信息可以抵达到自己, 而且信息不重复的可能性

也更大。格拉诺维特的经典研究揭示了弱关系有

助于求职者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 在中国的劳

动力市场上,找工作的人往往是通过强关系的帮

助获得想要的工作的。强关系的优势并不只体现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 在双轨制和转型时期,即使在

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展的条件下,强关系仍然起着

人情交换的作用
�� 
。由以上讨论, 我们可以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 5: 同强关系相比, 通过弱关系找到的工

作更好。

与之相反,

假设 6: 同弱关系相比, 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

作更好。

3. 结构洞与职业获得

结构洞理论指出,关系网络的结构模式决定

了关系拥有者从关系网获得的回报率的高低。结

构洞通过三种信息收益 , , , 涉取 ( access), 时机

( tim ing)和举荐 ( referrals) , , , 形成竞争性的优

势。因此,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越丰富,则这种结

构的社会网络就越优越, 个人能够获得的收益就

越大。根据这一理论,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7: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中结构洞

与其职业获得成正比。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张文宏教授主持的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 −城市新移民研究 .的样本资料,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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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于 2007年 4月至 5月。城市新移民的样本采

用受访者推动抽样 ( RDS)方法选取。通过这种方

法共获得了 1150个样本的联系方式、家庭或工作

单位地址,其中有 885名同意接受面谈或电话访

问,拒访率为 23�1%。在成功访问的样本中, 剔

除了拒答或漏答超过问题总数 1 /3的问卷, 获得

有效样本 600份
��!
。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本文所

涉及的研究内容, 我们又剔除了原样本中与本文

相关的关键变量缺失严重的问卷, 最后进入统计

分析的样本为 539份。

(二 )测量

1�因变量
职业收入为被访者个人的现职月收入 (包括

工资、各种奖金、补贴、分红等收入 ) , 以元为单

位。在统计分析时,我们对之取自然对数,使之更

加符合多元线性回归的条件。

2�自变量
人力资本指的是城市新移民的受教育水平。

在回归分析中, 我们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受教育

年数, 这样就可以将其作为间距变量直接纳入模

型。

获取的社会资本指城市新移民所拥有的社会

网络资本,即通过城市新移民的春节  拜年网 !测

得的地位资源总量
��∀
。

关系强弱指被访者在找现职过程中,他和起

关键作用的人的相熟程度、亲密程度以及信任程

度情况。原始问卷提供的选项分为四类:不认识

( = 1)、不太熟 ( = 2)、比较熟 ( = 3)和非常熟 ( =

4) ;谈不上亲密 ( = 1)、不太亲密 ( = 2)、比较亲密

( = 3)和非常亲密 ( = 4) ;谈不上信任 ( = 1)、不太

信任 ( = 2)、比较信任 ( = 3)和非常信任 ( = 4)。

我们将被访者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得分相加获得他

们和关键人之间关系强度的总得分。

结构洞的社会资本指被访者的重要问题  讨

论网!中的社会资本状况。我们通过被访者的重

要问题  讨论网 !成员之间的熟悉情况来测量其
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熟识情况的计分由低

到高分别是:不认识 ( = 4), 不太熟 ( = 3), 比较熟

( = 2), 非常熟 ( = 1)。整个网络的结构洞分值依

据这一计分标准加总获得。

3�控制变量
年龄为被访者在 2007年 4- 5月进行调查时

的实足周岁
��#
。

性别为定类变量。在统计分析时, 男性赋值

为 1,女性赋值为 0。以女性为参照类别。

婚姻状况为定类变量:  未婚! (包括未婚、离

婚后未再婚和丧偶未再婚 )和  已婚 ! ( 已婚、离

婚后再婚和丧偶后再婚 )两类。前者编码为 0; 后

者编码为 1。

政治面貌为定类变量: 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

员。在统计分析时,中共党员编码为 1,非中共党

员编码为 0。

(三 )方法

本文的中心问题是比较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因素对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的影响, 我们用职

业收入代表职业获得。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 �0 + �1X1 + �2X2 + �3X
2
3 + �4X 4 + �5X5 +

�6X6 + �7X7 + �

其中, Y表示职业地位 (职业收入 ) , �0为常

数项, �表示残差, �表示系数。X1表示性别、X 2

表示年龄, X
2
3表示年龄的平方, X4表示政治面

貌, X5表示婚姻状况, X 6表示人力资本, X7表示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资本总量、关系强度、结构洞

的社会资本 )。X1、X 4和 X5为二分变量。

四、结果

(一 )人力资本与职业获得

下表为应用 OLS对城市新移民现职收入回

归的结果。因变量为城市新移民现职的月收入数

值。模型 1所列示的是在未加入其他解释变量的

情况下,个人特征的一些变量与职业收入之间的

关系。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

和政治面目五个自变量可以解释个人月收入总差

异量的 23�5%。在模型 2中, 当加入了个人受教

育年数变量后, R
2
上升到 24�4%, 即增加了 0�9

个百分点。从回归系数来看,个人受教育年数的

系数为正,表明个人受教育的年数每增加一年, 个

人月收入就会增加 2�6% ( e
0�026

= 1�026, P <

0�05), 而且这一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这一分

析结果表明个人受教育年数这一人力资本因素对

个人的职业收入具有正的作用。从而假设 1获得

了验证。

(二 )获取的社会资本与职业获得

在模型 3中, 当控制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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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婚姻状况和政治面目这些变量之后,城市新移

民获取的社会网络资本对其职业收入具有十分显

著的正向影响。获取的社会网络资本每增加一个

单位, 城市新移民的月收入将增加 0�4% ( e
0�004

=

1�004, P< 0�05)。考虑到获取的社会网络资本
是在 1- 100这样一个取值范围, 0�4%是一个相
当大的量, 并且这一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比较模型 3和模型 1的 R
2
值可以发现,在加入了

获取的社会网络资本变量后, R
2
值由 23�5%增加

到 25�7%, 增加了 2�2%。这些结果说明城市新
移民获取的社会网络资本和其职业收入是显著正

相关的。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2的预测。

(三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的相

对影响

比较模型 2和模型 3。模型 2加入了受教育

年数变量之后, R
2
上升到 24�4% ,增加了 0�9个

百分点。但在模型 3中,把受教育年数变量换成

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变量后, 发现 R
2
与模型

1相比增加了 2�2个百分点。这就表明, 在控制

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和政治面目

这五个变量之后,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这个

变量比受教育年数变量所能解释的个人月收入差

表 8�2�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个人职业收入的 OLS估计

自变量
因变量:现职的月收入对数值

( 1) ( 2) ( 3) ( 4)
2

( 5) ( 6)

男性
0. 264

* * *

( 0. 047)

0. 265
* * *

( 0. 046)

0. 255
* * *

( 0. 046)

0. 256
* * *

( 0. 219)

0. 262
* * *

( 0. 047)

0. 326
* * *

( 0. 068)

年龄
0. 252

* * *

( 0. 030)

0. 229
* * *

( 0. 031)

0. 242
* * *

( 0. 030)

0. 222
* * *

( 2. 036)

0. 247
* * *

( 0. 030)

0. 023
* * *

( 0. 008)

年龄的平方
- 0. 003

* * *

( 0. 000)

- 0. 003
* * *

( 0. 000)

- 0. 003
* * *

( 0. 000)

- 0. 003
* * *

( - 1. 782)

- 0. 003
* * *

( 0. 000)
-

已婚
- 0. 142

* *

( 0. 061)

- 0. 141
* *

( 0. 061)

- 0. 150
* *

( 0. 060)

- 0. 149
* *

( - 0. 120)

- 0. 140
* *

( 0. 061)

- 0. 005

( 0. 085)

中共党员
0. 043

( 0. 047)

0. 002

( 0. 050)

0. 011

( 0. 047)

- 0. 024

( - 0. 020)

0. 041

( 0. 047)

0. 005

( 0. 076)

受教育年数 -
0. 026

* *

( 0. 010)
-

0. 023
* *

( 0. 095)
-

0. 044
* * *

( 0. 015)

拥有的社会

资本总量
1

- -
0. 004

* * *

( 0. 001)

0. 004
* * *

( 0. 145)
- -

结构洞的

社会资本
- - - -

0. 002

( 0. 002)
-

与关系人的

关系强度
- - - -

0. 001

( 0. 016)

常数项
3. 737

* * *

( 0. 483)

3. 707
* * *

( 0. 480)

3. 748
* * *

( 0. 476)

3. 720
* * *

( 0. 475)

3. 859
* * *

( 0. 493)

6. 662
* * *

( 0. 350)

R
2 0. 235 0. 244 0. 257 0. 264 0. 237 0. 175

F- Test值 32. 160
* * *

28. 085
* * *

30. 045
* * *

26. 667
* * *

27. 055
* * *

8. 386
* * *

D. F. 5 6 6 7 6 6

样本量 528 528 528 528 528 239

� � 注: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P< 0� 1, * * P< 0�05, * * * P< 0� 01(双尾检验 )。

1为拜年网的社会网络资本的因子转换值。

2模型 4中所列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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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量更多。当把这两个变量同时纳入方程时, 模

型 4的结果显示受教育年数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为 0�095,而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变量的
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145, 显然后者远大于前者。
这与前面的结果完全一致。以上分析结果支持了

假设 5的预测,假设 4的预测没有通过验证。

(四 )结构洞的社会资本与职业获得

模型 5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

方、婚姻状况和政治面目这些变量之后,结构洞的

社会资本系数的估计值非常小, 并且显著地不为

0, 表明结构洞的社会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的职业收

入没有影响。这一结果不支持假设 7。

(五 )关系强度与职业获得

城市新移民与关系人的关系强度对其职业获

得没有任何影响。换言之, 与关系人的关系强度

变量对预测城市新移民职业获得情况没有意义。

模型 6的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政治面目以及受教育年数变量后,与关系人关

系强度变量前面的系数不显著。因此, 假设 5、6

均未获得验证。

五、结论

本文以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获得为分析焦点,

比较和检验了五种不同解释机制 , , , 人力资本、

社会资源、强关系、弱关系和结构洞 , , , 对当前中
国劳动力市场上个人职业获得是如何发挥影响

的。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获得如下结论:

第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个人在劳动

力市场上的收益发挥重要影响。在我们的研究

中,城市新移民的受教育年数对其职业收入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样, 城市新移民获取的社会

网络资本与其职业收入也存在十分显著的关联。

但就二者对城市新移民职业获得的相对影响而

言,社会资本比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在

我们的分析中, 获取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比受教

育年数所能解释的个人月收入差异量更多,并且

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也大

于受教育年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这些意味着社

会资本比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差异的解释力更

大。

第二,先前的研究显示,拥有结构洞越多的竞

争者, 其关系优势就大,获得较大经济回报的机会

就高。然而,在我们的资料中却没有发现所谓的

结构洞的优势。我们的分析结果是结构洞的社会

资本对城市新移民的职业收入没有影响。

这里的原因也许在于, 尽管结构洞理论强调

它不同于关系强度理论, 但结构洞理论仍然主要

强调的是关系所带来的信息收益。例如, 在谈到

结构洞理论相比于弱关系理论的优势时, 伯特认

为弱连带与个人网络所提供的特别信息量是相关

关系,而非决定关系。个人从某个特定关系人那

里获得的信息的价值取决于该关系人在个人网络

中与他人联系的断裂 ( d isconnections)情况; 拥有

结构洞的网络结构的人在信息的涉取、时机或举

荐上处于优势。即使是伯特所突出强调的结构洞

所具有的控制利益, 但所谓的控制优势仍然是指

竞争者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准确或曲解的情况

下,利用一方来反对另一方,并从中得利
��∃
。从这

个意义上说,伯特的结构洞理论和格兰诺维特的

弱关系理论的解释逻辑是一致的,主要是从有价

值的信息的角度来解释关系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

联。但正如许多研究所显示的, 在中国社会里重

要的并不是信息,而是能够得到关系人所提供的

实质性的帮助。这一点也许是结构洞理论在中国

社会情境里难以发挥作用的关键。

第三,强弱关系理论无法预测城市新移民职

业获得的结果。我们的这一发现与林南在美国的

研究结果迥然不同。林南等人的研究显示, 使用

弱关系的人比使用强关系的人的平均收入多出大

约 2500美元。其内在的机制是弱关系使求职者

联系到高地位的关系人, 在这一点上强关系不如

弱关系
��%
。然而, 中国社会中提供实质性帮助的

一般都是强关系,因此即使通过弱关系可以联系

到高地位的关系人也无济于事,因为该关系人是

不会给与自己是弱关系的求职者提供实质性帮助

的。

注释:

∀ 斯威德伯格著, 周长城等译: −经济社会学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15页。

# 张凤林著: −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 商务印

书馆 2006年版,第 50~ 56页。

∃ 格拉诺维特著,罗家德译: −镶嵌 :社会网与经济行

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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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pact on other b idders and the seller. It is found that in first- pr ice auct ions, w eak type b idder has an incent ive
to vo luntarily disclose its type, in order to induce h is opponent to bid less aggressively so as to reduce deg ree

of competit ion, wh ich underm ines seller/ s expected revenue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G iven the possib ility of
strateg ic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b idders, the se ller prefers second- price auct ion scheme. This has gu idance
implica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transfer of state ow ned assets in Ch ina.

Keywords: Strateg ic Information D isc losure, A symmetricAuctions, Revenue Equivalence Theorem

Ex isting P roblem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Teacher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Evidence from Jiangsu and Hubei Provinces ( 33)
Yang J ianfang ( Social Sc iences in China Press, Be ijing 100026)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e survey of compu lsory education teacher in Jiangsu andHube iprovinces in

2007, through the emp irica l study on determ inants o f teacher compensat ion, it is found that teacher compensa�
t ion system has the follow ing problems: ( I) compulsory education teachers/ salaries are not d irectly linked
w ith their perform ance, and o ther benef its provided by schools, school d istricts and the adm in istrative authori�
t ies failed to make up th is system defic iency; ( II) head- teacher compensation did not get ho ld o f due atten�
t ion; ( III) local f iscal capacity has critical impacts on teacher compensat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ome

strateg ies are urged: ( I) decentralize themanagement of teachermerit pay to schoo ls; ( II) allocate a separate
item from the education funds to the head- teacher; ( III) set up compensat ion- bundled teach ing posts to re�
solve teacher shortage in hardsh ip reg ions.

Keywords: TeacherCompensat ion, M erit Pay, H ead- TeacherA llow ance

The Study of the IPO Effect of Small andM edium- sized Enterprises Board
, , , from theV iew of Venture Capital ( 40)

Du Chuanw en ( The Schoo l ofM anagemen,t Zhe jiangU niversity, H angzhou 310027) ,

YeN aijie ( Zhe jiang Provinc ial Departm ent of F inance, H angzhou 310025)
Abstract: Th is paper ana ly zes the current deve lopment o f the IPO of sma ll andmed ium- sized enterpr ises

board from the view o f venture capital so as to test the IPO effec.t Through analyzing cross- sect iona lmultiva�
riate regressionmode,l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 fluentia l elements in IPO effec.t The
resu lt show s that befo re their IPO, enterprises hav ing share- ho ld ing s in venture cap ital perform better in their

pro fitability and debt pay ing ab ility than those enterprises hav ing no share- hold ings in venture cap italw hile
hav ing no dist inct d ifferences from the latter in terms of operat ing capac ity and grow th capability. A fter their
IPO, enterprises hav ing share- hold ings in venture capital perform better in their pro fitability than those enter�
prises having no share- hold ings in venture cap ita lwh ile hav ing no dist inct d ifferences from the latter in terms

of deb t pay ing ab ility, operat ing capac ity and grow th capab ility. IPO effect ex ists on the w ho le w ith in sm all
and med ium- sized enterprises board. H ow ever,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having no share- holdings in
venture cap ita l tumblesmuchmore rap id than that of enterprises having share- ho ldings in ven ture capita.l E l�
ements, such as hav ing share- ho ld ings in venture capital or no,t t ime o f IPO, proport ion o f ra ising cap ita l
during IPO to the overa ll capita,l locat ion of the ma in business, audit ing bod ies, business field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before IPO and so on, have an obv ious influence on the IPO effect of sma ll and med ium- sized
enterprises board.

Keywords: Sm all andM 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Board, Operational Perfo rmance, IPO E ffec,t Venture
Cap ital

Occupational Status A tta inm ent ofNew Urban Imm igrants:
A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Theory ( 47)

W ei Yongfeng ( Co llege ofHumem ities, ShanghaiO ceanU niversity, Shangha i 201306)
Abstract: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in labormarket is dependent on persona l hum an capita;l it

is a lso deeply embedded in soc ial relat ions. Th is study exam ines how fivemechan isms, human cap ita,l socia l
capita,l w eak ties, strong t ies and structural ho les, affect occupat iona l status atta inment o f new urban imm i�
grants. Empirical ev idence is draw n from 539 quest ionna ires on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 inmen t of new ur�
ban imm igrants in Shangha.i The autho r finds both human cap ital and soc ial capita l p lay a sign ificant ro le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 inmen,t and the social cap ita lmakes more contributions than hum an cap ita,l whereas
w eak ties, strong t ies and structura lholes have no effec.t These findings suggest human capita,l soc 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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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 ties, strong ties and structural ho les have different va lidity to interpret the occupationa l status atta inment
in labormarke t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New U rban Imm igrants, O ccupational StatusA ttainm en,t Soc ial Cap ita,l Human Cap ita l

Citizenship and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to Exotic P opulation

, ,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vestigation aboutExotic Population in Hangzhou ( 54)
Wang Chunfu ( Co llege of Pub licAdm inistrat ion, Zhejiang Gongshang U niversity, H angzhou 310018)
Abstract: C it izensh ip is a lso ca lled civil rights. The confirmation o f c itizensh ip and the assurance o f c iv il

rights are the responsib ility of the state. C iv il rights shou ld be equa l to a ll citizens. Socia l rights are important
componen ts o f citizenship, related w ith socia l public serv ices system. R ea lization o f the equa lity of basic serv�
ices is the un iversal confirm ation of cit izensh ip and assurance of c iv il rights. The urban exo tic popu lation is a

kind of phenomenon that appears during the industria lizat ion and the urban ization.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services confirm s the citizenship of exotic population substan tive ly and assures the ir soc ia l tights. H angzhou
government thinks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 lic serv ices betw een exotic and native populat ion as an im�
portant action to bu ild a  C ity of Quality!. A ser ies of actions have been taken to ra ise the supply o f public
services to exot ic popu l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many obstacles for exot ic popu lation to get basic public serv�
ices. Governmen tmust streng then the consciousness o f c iv il righ ts and improve re lated system and po licy to re�
alize equa lizat ion of basic serv 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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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mode of governance in Ch ina is  Strong Government vs. W eak Society!, w hich
is undergo ing transformat ion. W hile Chinese governm ent g iv ing up to talism and mak ing an effo rt to turn into
lim ited governmen,t the deve lopment o f civil society became a key problem. A s thema in actors o f society, so�
cia l o rgan izations have been a focus for concern. HangzhouGovernment put forw ard Socia lComposite Sub jec,t
w hich is an attempt of a new type o f socia l organ izations. Th is ideal and practice approve neither society a�
ga inst government nor the opposite. It proceeds from actua l cond itions in Ch ina that the relat ionsh ip o f govern�
ment and society is amb iguous and socia l organizations rely on government to som e degree. The practice o f So�
cia lComposite Subject tries to promo te soc ial organ izat ions/ in itiat ive through the ir dependence, and fina lly a�
ch ievemutual empow erment betw een governmen t and soc iety. How ever the pow er structure betw een them

doesn/ t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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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 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 t of human plays a very impo rtant ro le inM arx ism sys�

tem. Explaining this theo ry inmethodo logy is not complete ly correct in the long time and the histo ricism exp la�
nation is just a co rrection to i.t The h istoric ism and the class analysis are tw o re lated and differencemethodo lo�
gy included in ph ilosophymethodo logy o f h istorica lmaterialism. H istoric ism as amethodo logy o f exp lanation to

M arx ism theory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 f human ismore pow erfu l and analy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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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 llectedWorks of C ritique ofH istorica lRationality is the important docum ents ofK ant/ s his�

to rica l philosophy and po litica l philosophy. In this literature, Kan t/ s idealism has been clearly ref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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