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院、科举与人力资本

——来自清代的证据

Group17：朱文韬、龚宛婷、张文皓、刘东



引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神童诗》

Ø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对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Ø考察清代、民国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以书院与科举制度为例



背景与相关文献

Ø 科举

Ø 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

Ø 自上而下包含自殿试、会试、乡试、院

试/府试/县试多个层次

Ø 童生中仅有5%可以考取生员成为下层

士绅，而生员和贡监生则分别只有4%

和1%的比例获得举人称谓，举人中的

20%可以通过会试题名进士

*图片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郝煜老师《中国经济史》课件



背景与相关文献

科举考试积累人力资本带来极其丰厚的回报

相对人数 相对收入

平民 6267 1

下层士绅 21 6

官员、进士、举人 1 223



背景与相关文献

Ø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关系

Ø 随着读书应考的人数不断增加，官学却越来越难以履行教学的职能

Ø 当科举制度在清代走向极致时，书院这一历史悠久的教学组织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

荣时期

Ø 雍正年间，官办书院兴起。书院官学化，成为事实上最主要的教学机构

Ø 清代书院大多都将教学的重点置于八股文教学

Ø 书院的教学“既能满足科举考试选拔‘德行与道艺之实’人才的要求，也能满足士人

通过科举考试进仕的愿望”，是“应试和育才的统一”



实验设计：兴建书院与科举表现（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Ø 乡试成功比率：举人/生员

Ø 乡试&会试综合成功比率：进士/生员

Ø 其中：生员数由学额数(# quota)乘以10得到.

Ø 控制变量：武装冲突、异常天气、宾兴（助学金）

𝒓𝒂𝒕𝒊𝒐_𝑱𝒖𝒓𝒆𝒏𝒊,𝒕 = 𝜷𝒂𝒄𝒂𝒅𝒆𝒎𝒚𝒊,𝒕 + 𝜶𝒁𝒊,𝒕 + 𝝀𝒊 + 𝜸𝒕 + 𝜹𝒑 ∗ 𝜸𝒕 + 𝝐𝒊,𝒕

𝒓𝒂𝒕𝒊𝒐_𝑱𝒊𝒏𝒔𝒉𝒊𝒊,𝒕 = 𝜷𝒂𝒄𝒂𝒅𝒆𝒎𝒚𝒊,𝒕 + 𝜶𝒁𝒊,𝒕 + 𝝀𝒊 + 𝜸𝒕 + 𝜹𝒑 ∗ 𝜸𝒕 + 𝝐𝒊,𝒕



实验设计：兴建书院与高级官员（横截面数据）

Ø OLS基准回归模型

Ø 人力资本的度量： 𝑯𝒖𝒎𝒂𝒏𝑪𝒂𝒑𝒊 = 𝐥𝐧𝒉𝒊𝒈𝒉𝒑𝒄𝒊

Ø 内生性讨论：所有书院&由地方官员建立的书院

𝑯𝒖𝒎𝒂𝒏𝑪𝒂𝒑𝒊 = 𝛃𝐥𝐧𝒂𝒄𝒂𝒅𝒑𝒄𝒊 + 𝜶𝒁𝒊 + 𝝐𝒊
Ø 控制变量

Ø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人口密度、人均土地税

Ø 文化发展水平：语言碎片化程度、当地的大学覆盖率*

Ø 地理差异：北方/南方、是否省会



实证分析：基准回归之科举表现

Ø 兴建书院：正向作用，且显著

Ø 省级固定与时间固定交互项：增加R2

（与分省取士制度有关）

Ø 冲突、异常天气：负向作用，且显著



实证分析：基准回归之科举表现

Ø 兴建书院：正向作用且显著，但系数

小于举人

Ø 省级固定与时间固定交互项：增加R2

（与分省取士制度有关）

Ø 冲突、异常天气：不显著（推测其离

开籍贯地）



实证分析：基准回归之高级官员
兴建书院、人口密度&人均税收、省会等具有显著正影响



实证分析：内生性讨论

Ø 以地方官员兴建的书院的总量作为解释变量

Ø 内生性讨论：根据建立者对书院进行区分

Ø 兴建书院的系数与人口密度、省会、人均土

地税等的系数依然显著



实证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力资本

Ø 选用截止至1927年的籍贯为该府的TOP2学生

的数量和1987-1909年该府的日本留学生的

数量作为解释变量

Ø 考虑不同时代的人力资本：当科举不再成为人

力资本积累的单一途径以后，过去兴建的书院

对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



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积累的实现渠道

Ø 根据当地出产的进士占总进士的比重（整个清

代），将18个省划分为科举不发达地区、科举

一般发达地区与科举发达地区

Ø 引入交叉项：兴建书院*科举发达程度

Ø 清朝人的口号是：建书院、考科举、当大官！

Ø 但当他们的辫子被剃掉以后……

注：未报告区域dummy回归系数



总结
Ø全文梳理

1. 对科举制度及关于书院与科举关系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1) 科举的起源和发展

2) 引经据典：《彝山书院重定章程》《白沙书院学规》

3) 学者观点：兴建书院提升了当地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并促进了以政治精英来衡量的人力资本的积累

2. 提出基准回归模型

3. 实证分析：1）兴建书院对提高考取举人和进士比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2）对进士的正向作用小于举人

3）冲突、异常天气对考取举人数量有负向作用，对考取进士数量影响不显著

4）兴建书院、省会、人均税收等因素对长期人力资本的提高具有显著正影响



研究意义

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之间的关系，以及兴建书院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1）验证了历史学者提出的书院“科举化”但却与科举“和而不同”的观点；

2）通过更换代理变量，探究了书院在不同人力资本度量指标下的影响大小及作用渠道的差异；

3）对于应试目的仍占据重要地位的现代教育而言，本文运用实证策略对历史上的书院教育是如何避免沦为

考试附庸这一事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现代应试教育作出调整，从而更好地实现长期内人力资本的积累。

未来研究方向

1）将书院规模纳入考虑范围；

2）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对书院进行区分；

3）兴建书院到底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古代政治精英之外的人力资本。



Thanks for your pat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