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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卜^筷
 芬^^

教育與所得分配

鄭壬申

 壹、前言

 就經濟學的觀點，人力資源發展是充裕的經濟發展必須累積投入的人力資本;就社

 會學觀點，人力資源發展是個人或團體生活更為美滿的途徑;就政治學觀點，人力資源

 發展是擴大國民參與政治代表權的一種方法。這三者雖然各有其不同且標，但是都同意

 人力資源發展，最基本的方法是教育。(註一)

 教育是一種人力資本( Human   Capi ta^ )，它和物質資本一樣，在經擠成長過

 程中，可以提高與改善所得分配的效果。各國資料證明，在其他條件相當下，受教育愈

 多，所得分配也愈多。為了縮短國民所得分配差距，透過教育力量來改變國民所擁有的

 人力資本儲存量(Human  Capital   Stock)是最有效且可行的方法之一。(註二)

 貳、影響個人向于^孚的因素

 一所作"臺灣所得分配之研究"中，讓我們先明瞭就我們直覺上認為影響個

 人所得的五個因素，教育水準、'年齡、性別、工作地點、工作性質等，茲分別簡述如下

 (註三^

 二教育水準:

 教育水準依我國的教育體制分成基礎教育C小學及以T^、初級教育(國中)、高

 級教育(高中、高職)、專科教育(三專、二專、五專)，大學及以上等五級。基礎教

 育的薪資報酬最低，故以該教育水準的薪資所得為基礎定為一，而求其他教育水準之相

 對薪資率。由表一的統計數字可將教育對個人薪資所得的影響力歸納成兩點，第一是受

 教育水準愈高，獲得高薪資的可能性愈大;第二是教育程度與薪資的差異性有逐漸縮小

 的傾向。

 壬年齡:

 由衷一可知，除了民國53年以外，年齡與個人薪資間的關係，是隨著年齡的升高，

 學識與經驗的累積，其薪資也逐漸提高。但到了60歲以上則因年老體衰，以致薪資所得

 又降低。就時間趨勢言，年齡與薪資的差異也逐漸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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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拍

城
市

 f^．^	寸I八	工	工	r^4	^-．^	卜．上
 1.60	工．79	1.62	1．35	工．32	1.29	工．2^
 2.28	2.87	2.45	2.08	2.20	工．83	工．79

 工	軍公教	了．25	5.00	3.5^	了．54	2.08	2.82	2.6^1
 十句三	專業技術	8．^5	5.50	4.73	3.76	了．^2	4.28	了．83
 件	服務	2.03	2.56	2.22	2．工工	上．4^	3.25	2．8^
 質	一商	了．73	5.22	4.4^	了．7^	2．3^	2．30	2.07
 U另	勞力	工．78	2．72	工，92	1.92	工．^6	2.09	工．88
 	其他	二二	二二	二	口二	口上	曰	二

? 124

表一個人工資差異表

 	年份	目	T	卜	卜	曰	凡	彷F
 教	卜基礎教育	口一	口二	口L	口乙	T	口	曰
 	初級教育	1.97	工．77	工．68	工．64	工．4^	工．23	工．工了
 育	高級教育	2.62	2.45	2.27	2.26	1．8^	工．77	工．54
 止另	專科教育	2.86	了．06	3.26	2.67	2．^7	工．98	工．85
 	呻"	3.86	4.06	了．^0	了．28	2．7^	2.60	2.30
 匡	25歲以下	T	T	T	T	T	「三	T
 齡	25 ~ 45	2.^3	2．^7	2．39	2．^7	2.05	1.97	1.84
 	45 ~ 60	2.34	2.77	2.75	2.42	2.52	2.22	2.05
 且	60以上	2.46	2.09	2.34	2.26	2．23	2.22	工．83

 匝回	男/女	2.35	三	．266^	．226一	臣	三	匣@、

工
作
地
點
別



 毛性別:

 性別的差異使得男性勞動者之薪資比女性為高，但幸好這種差異性正逐漸縮小。

 四工作地點:

 一般言之，都市化程度高的地方，其移轉成本以及生活成本也毆高些，因而薪資也

 較高。所以工作地點之薪資差異是隨都市化的程度而異，但這種差異又隨時間的過去而

 逐漸縮小。

 年工作性質:

 由表一得知，專業技術工作者的薪資所得最高。就時間趨勢言，各種工作性質間之

 差異性則有縮小之趨勢。

 除上面五項因素是影響個人所得差異的原因，尚有經驗、父母的社經背景、個人能

 力、種族等因素，現分述如下:

 不經驗:

 米塞( Ja Cob  Minc^^ )認為工作年數的遞增固然可以使所得增加，但增加的

 幅度卻因教育層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註四)

 十父母的社經背景:

 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愈高，以及家族的收入愈多，致使其子女的教育環境較佳，因而

 影響其日後的所得收入。

 八個人能力:

 個人能力包括智力與進取心，個人的聰明才智，和積極進取向上的心志，將有助於

 提高個人所得。

 次種族差異:

 此一差異在美國甚為顯著，在勞動市場中，同一教育水準的白人與非白人的平均所

 得大有不同。

 綜上所述影響個人薪資所得的因素中，大抵皆與教育有關，故W^^f le研究認為教

 育對所得的影響應有75%至80%之程度。(註五)

 冬、4可言胃力于^旱分西己

 經濟學家在研究所得分配的問題時，通常可分兩方面加以研究，一是功能性所得分

 配，另一為個人所得分配。現分述如下:

 二功能性所得分配:

 功能性所得分配乃指各種不同的生產因素，在生產過程中所獲得的所得在GN P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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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的比例為何? C如勞力、資本等在GNP申所佔的比例。) (註六)傳統的經濟學者

 認為生產問題只是技術問題，不是經濟問題，功能性所得分蛇問題才重要，為傳統經濟

 理論所特別重視，注重各生產要素在其生產過程中所表現的功能，而獲此所得，故稱為

 功能性所得。

 壬個人所得分配:

 以家庭或個人所收到的總所得為對象，而不管這些所得係就業薪資或其他來源，如

 利息、利潤、饋贈或遺產。一個家庭擁有所得要素愈多，品質愈高，其所得也就愈高。

 丟辛、孝欠育與向于4旱的關係

 傳統的看法，教育是一種花錢的事業，是一種消費。其實，這種教育觀念必須改變

 ，因為個人接受教育，有助於其未來生產所得的增加，是一種長期的投資。

 英國教育經濟學者包萊克(Mark   B^aug )研究英、美、墨西哥、印度等國人民

 的教育與所得關係，發現三種事實，可以證明教育的收益，他指出:

 二若不考慮教育程度，則個人一生所得，隨年齡升高，四十五歲達到高肇，以後或有

 下降之勢。

 壬個人所受教育愈長，起薪愈高，工作所得的升高面愈陡。

 毛個人所受教．育愈長，到達最高所得額的時間愈遲，退休時的所得亦愈高。(註七)

 布勞和鄧肯( B^^u   and Ducan)發現美國受教育愈多的人愈容易獲得好聲望的

 工作，亦即教育程度高者較多從事專業或技術工作，教育程度低者可能較多從事低薪非

 技術工作。(見表二^

 表二:美國一九七二年三月25-64歲男性白人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之關係

 碌	癩	匱	蟀	蟀	和	蚌	靡	喃q	臣"	目	卜"。一
 P	卜	戶	卜--	四．O	甲	西	刁屯	匡	匣	曰	弋刀0O^D口一
 月桑	卜	七	戶-	八二門	卜	屯	四．一	二仁七 ^	臣-"--	回	臣""一
 匣牽	甲	臣下二"	卜--""	戶/"	卜	卜	1二一^一	"甲	二-	石日	呻品
 匣	巨	臣	匡	四叮二	臣	三	匣	日	三	曰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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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勞和鄧肯根據美國人口普查資料亦發現受教育愈高者其所得亦愈高，顯示教育可

 增進一個人賺錢的能力。(見表三)     。

 葛士林「 D。E，Gor Se l ine ^以一群其有相同血統的印第安人為研究對象，將他

 們分為高教育組和低教育組，此種設計在避免遺傳、機會等因素之影響，而只考慮住處

 (都市或鄉村)、運氣、能力和其他因素的差異。他分別比較高低兩教育者的學校成績

 、智力、年齡、職業變遷、住處、父母社會地位和其他因素，其結果顯示二系即罰沒有顯

 著差別。但是根據葛士林的另一發現，他作高教育組與低教育組二組間「所得」的比較

 ，其結論是高教育組有較高的所得，低教育組只獲得較低的所得，證實教育與所得有正

 相關。(註A ^

 教育的直接效益，對個人而言，是終生可得較高收入;如依七十六年調查資料顯示

 ，台北市民平均每人基本年所得以受教育研究所程度者493,5^^元為最高，大學教育程

 度者為374.341元次之，專科程度者為289,664元再次之，而以自修、補習或不識字者

 ̂^^.^^^元為最低;僅為研究所程度者之42.8^ %。(註九)以我國七六年臺灣地區人

 力運用調查資料。所建立的年齡一所得圖，由圖一可了解到教育與所得之間有很密切關

 係。

 表三:美國一九七二年教育程度不同者平均與終生所得之變異(單位:美元)

 教育程度	八年以下	年人一	九一十一年	^f^ ^年．	"^^"大學，一一三年	困""
 一九七一年之平均所得	五七一四	七方人七	力0""	一0"八二九	一二、三三九	一五^b/V人三
 推估男性之終生所得	一九六、^0^	二五A^^^^	二九四^1^^^	三五0冷^^^	三	三二八^尺^0^^
 1．所得與教育有高度相關;就每一年齡結構層，高教育者的所得高於低教育者。

 2，所得線隨年齡增長而提高，直到一個單一高室，然後逐漸平坦或下降至退休為止。

 3．高教育程度者的年齡一所得圖形較低教育程度者為陡。

 4．教育程度愈高者，其所得到達高攀的年齡愈晚。(註^tO)

 綜上所述，教育仍是影響所得的最重要變項。尤以教育所培養的理性能力和認知能

 力對所得的間接影響超過了學校教育的直接影響，這顯示出教育的影響主要來自其良好

 教育對學生能力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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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仍九所得
 。。『""""

-19     25?29     35?39    45?49     55?59      65 +
20?24     30?34     40--44     50?54     60?64

 。不說字十國/J\ 0側^^l (合初^%^ ^商中職X再科v大學

 圖一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各級教育程度就業者年齡一所得圖，民國七六年

 教育與所得的關係，根據近年來研究發現其中聯結者為二人類資本所得機能」收入

 可被視為教育投資的結果，而人類資本所得機能根據實驗和經驗判斷已被發展成投資的

 分配。我們可從下列公式看出教育與所得的關係:

 Y^ ^^^ + r OCo   =  Yo(^+ r^K。) (註十一)

 式中Y。為無投資所得

 Y，為投資後的所得(第一年)

 C。為初期訓練所需費用

 r。為投資報酬率

 K。= C^/Y。為初期潛在所得的比率

 由上式公式歸納演算可得到一個結果，那就是教育和所得的正比例關係。

 伍、教育機會與所得分配

 教育機會的提供對所得分配具有積極性的意義，因為發展教育已經成為一項不可或

 缺的達成社會公平的有效工具，因此教育機會的不均等與所得分配的不均等，兩者關係

 密不可分。我們可以說，不平等的教育往往造成不均等的所得之長久存在，而更平等的

 教育投資將有助於減少所得分配之不均等。政府利用移轉支出的重分配方法，短期內可

 以達成減低貧困的程度，而教育則為消除貧困的重要配置方法。例如，提高貧窮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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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質與量，將可使其未來所得提高。在短期內，增加對貧窮者教育資源的投入，對長期

 間貧困的消除將有所貢獻。所以透過教育資源的配置，可能使實質國民所得的分配發生

 變動。(註十二)

 學者認為基於個人努力所導致的所得不均，主要歸因於受教育機會的大小，教育乃

 為獲得所得的基礎。我國的教育制度，憑自由競爭，無歧視或特別尊重卜餓汲，這對所得

 分配之均勻亦有貢獻。(註十三)

必二占註
 """--一

 教育機會均等，在政府積極的推動下，已收到相當顯著的成效，實施結果，不僅提

 高了全體國民的素質，更有助於所得均等及社會公平的實現。因此，近世紀以來，各國

 提倡教育機會均等，使全體國民在同一類學校內接受若千年的國民基本教育，教育機會

 均等不僅有助於社會公平的實踐，也能夠達成所得重分配的效果。然財富的取得及累積

 要靠個人的知識、技能及能力大小而定，消極性的補助僅能濟一時之窮，但不能致富。

 改進之道，惟有從積極性的分配著手，也就是設法使貧窮者自己擁有謀生的能力，進一

 步使生活獲得改善，消除貧窮與疾病，縮短貧富差距，如從這個觀點來看，則教育對所

 得分配的影響，是母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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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主

 註一:彭台臨，人力發展的理論與實施，三民書局，民國七十八年，頁39 0

 註Z^ : K F^^kis Jo^^an^ et al^Futures in Sc^^^^ Finance D

Working Toward;A Common Gaa^. Bloomington, Indiana,

Phi Delta Kappa In^, 1975^P.60?

 註三:邊裕淵，台灣所得分配之研究，民國六十A年，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

 ，頁90;~ 92 0

 註四:蓋浙生，教育經濟學，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一年四月，頁^6^ Q

 註五:高希均，教育經濟學論文集，聯經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頁^46 0

 註六: B.R.^^^ Swi S^^^ oU. Ch^^wi;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ducat i On,P.255 0

 註七:李建興，社會變遷與教育發展，幼獅書局，民國七十八年六月，頁27^29 0

 註A ^ Donald E. Gorgeline, T^^ Effect Of Schooling upon

Income, Bloomington, Indina, Graduate Council Of

Indiana University, 1932^ Chapter IV. P^4^.

 註九:台北市家庭收支與所得分配調查研究報告，台北市政府，民國七十六年，頁31 o

 註十:同註一，頁^46 ^ 148 0

 註十一;同註六，頁260 o

 註十二:殷文俊等譯( B^rnard p^ Herber原著，現代財政學，中國經濟月刊社

 發行，民國六十四年，頁5 32?

 註十三:郭婉容，台灣所得分配之過去與展望，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一台灣經濟發展

 方向及策略研討會報告初稿，民國六十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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