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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利用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研究 1949～2000 年 50 年来婚姻教

育配对程度变迁和模式的变化 ,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教育匹配的同质性上升迅

速 ,其主要原因在于“跨层”婚配的难度的上升和对角线模式的强化。这暗示着在社

会结构激烈变动分化的转型社会 ,在市场不确定性的压力下 ,择偶模式发生了同质性

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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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最近 20 年 ,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从婚姻地位配对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开放度 ,婚姻匹配度

成为衡量社会开放度的新指标 (Ultee 等 ,1990) 。

然而 ,婚姻匹配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半个世纪前 ,已有学者从种族、年龄、宗教、教

育、职业、父亲职业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 ( Hunt ,1940 ;Burgess 等 ,1943) 。其中 ,社会阶层的

同质性匹配最为学者们关注。研究结果显示 ,夫妻间在社会地位上存在相当大的相似性 ,婚姻

匹配的主流形态是 :双方拥有相似的社会身份、或同属相同的社会群体。这种门当户对式或般

配的婚姻 ,学者们称之为同类婚或内婚。反之 ,跨越社会等级、社会群体壁垒的婚姻为异质婚。

与传统社会注重以家庭 (族)背景的门当户对不同 ,现代婚姻的匹配要素以婚姻双方的自

身条件为主。在各种经济社会指标中 ,双方的教育配对尤为重要。其原因在于 ,在现代社会 ,

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层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它代表着社会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乃至社会结构中的

地位和资源 ,影响着家庭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机会 (Blau 等 ,1967) 。从研究的操作策略角度 ,在

众多社会地位的指标中 ,教育水平比社会声望、收入等其他指标更稳定、更易测量且具有更高

的信度。这也是大部分婚姻地位匹配研究以教育为指标的原因。

对于婚姻的教育匹配变迁趋势 ,已有文献主要是依据一国历时性变迁或跨国的比较来描

述趋势、分析原因。其基本结论是教育的同质性将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倒 U 型 ( Smit s 等 ,

1998) 。国内的择偶研究大多从婚姻家庭的角度切入 ,研究主题是择偶的标准、过程及其影响

因素 ,大多局限于对现状和变迁的简单描述与分析 (徐安琪 ,2000) 。

一些研究虽结合女性社会流动的视角 ,以婚姻市场理论分析了两性的择偶模式 ,但也限于

资料而无法对长期以来变化趋势予以分析 (李煜、徐安琪 ,2004) 。张翼 (2003) 对阶层内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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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 ,限于样本容量 ,只能粗略地划分“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时期和 1992 年前后 4

个时期 ,相关分析的方法也不能对择偶模式的具体变迁予以深入分析。本文拟利用 2000 年

1 ‰人口普查长卷资料 ,分年度展示 1949～2000 年 50 年来婚姻的教育匹配程度及其模式的变

迁态势。

二、教育匹配的转型期强化假设

西方学者的倒 U 型理论 ,其核心是认为浪漫爱情将削弱婚姻双方社会地位的匹配度 ,忽

略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择偶行为的影响。回顾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 ,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倒 U

形拐点的形成是同步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随着社会财富的累积 ,社会保障制度不断

健全 ,社会福利在范围和程度上亦不断提高。对于其社会成员而言 ,通过择偶提高或确保社会

经济地位的动机不如工业化前期那么强烈 ,跨阶层地位的婚姻增加 ,择偶标准中经济因素的重

要性下降 ,也体现为婚姻教育匹配的下降。倒 U 型理论正是建立在对这些国家的观察之上。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社会状况 ,存在一个与这些国家完全不

同的特征 ,那就是一方面国家对社会的行政控制明显的弱化 ,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社会成员的地

域和地位流动。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私人空间 ,择偶过程不再受政治因素影响、而成为个人

的选择 ,爱情在择偶过程中的作用上升。另一方面 ,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迁 ,收入差距扩大 ,

“铁饭碗”被打破。社会成员在市场化进程中获得个体自主性的同时 ,承受着不断扩大的社会

差异和市场不确定性。有研究表明 ,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下 ,社会结构将走向封闭 ,阶层间的“壁

垒”得到强化 ( Gerber 等 ,2004) 。因此有理由预期在择偶过程中 ,为了应对这样一个高度不确

定的市场和社会环境 ,为未来的家庭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好的生活机会 ,婚姻双方将更慎

重地考察对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事业发展潜力。对此 ,教育无疑是其中最好的指标之一。

当择偶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上升时 ,导致婚姻双方教育同质性提高。假设两种极端的情

况 :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只想娶 (嫁) 教育比自己高的人 ,结果是没有人可以成婚。因为夫妻

间教育有高低的话 ,必然有一方的教育是低于自己的。次优的选择是全部都娶 (嫁) 教育相同

的人 ,这时在教育匹配的意义上全部是同类婚 ,婚姻双方的教育同质性达到最高点。在另外一

个社会 ,教育根本不是择偶的考虑因素 ,婚姻双方的教育配对是随机的 ,这时夫妻间教育的关

联性为零 ,教育同质性达到最低点。现实的社会处于这两者之间 ,因为传统文化中男高女低的

婚配模式 ,存在大量的梯度匹配 ,这也令教育同质性指标不可能达到完全同类婚的最高点 ,但

教育匹配的同质性程度仍将随着教育在择偶中地位的上升而上升。本文的研究假设是 ,在市场

化改革之后 ,因为择偶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上升 ,教育匹配的同质性将比改革前有显著上升。

三、数据、模型与分析结果

(一) 统计模型的选择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描绘教育匹配变化的整体趋势和特征变化 ,笔者使用基于对数线性

及其扩展模型的流动表分析技术剥离教育扩张对婚姻配对的影响 ,揭示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 ,

婚姻双方教育匹配同质性的变迁及其原因。

根据已有的大量研究成果 ( Kalmijn ,1998) ,婚姻双方的教育匹配模式呈现同质性、女性向

上婚和婚姻梯度 3 个特征。同质性是指婚姻双方教育水平的相似性。在统计指标上表现为在

教育年限上夫妻间高度相关 ,差不多一半左右的夫妻他们的文化程度是相同的 ,在建模中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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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角线效应、跨层难度来概括。对角线效应是指相同文化程度的夫妻在总体中的概率 ,跨层难

度则是同类婚与女性向上婚配的概率比。从两性配对的对称性角度看 ,男性的各种地位指标

总体上高于女性 ,这是女性向上婚特征的体现。婚姻梯度理论是对婚姻同质性和向上婚特征

的具体修正 :其含义是 ,在同质性和向上婚压力的共同作用下 ,夫比妻高一个层级的“梯度婚”

是仅次于“同类婚”(夫妻教育完全相同)的主要婚配类型。

(二) 原始数据的描述统计

2000 年 1 ‰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共有在婚样本 661 717 人。为简化分析 ,研究对象仅限于

婚姻双方均为初婚的样本。通过资料整理 ,得到拥有完整初婚情况记录的有效样本共 292 004

对 (夫妻) 。本研究中的教育程度分 5 级 ,婚姻双方教育匹配的频数列联表 (见表 1) 。

　　表 1 清晰地呈现

了婚姻教育匹配的 3

个主要特征 : ( 1) 教育

程度相同的夫妻的共

157 782 对 , 占总数的

54 % ,说明教育同类婚

是教育匹配的主要类

型。(2) 妻子文化程度

低于丈夫的向上婚共

107 767 对(37 %) ,远高

表 1 　婚姻双方教育匹配频数列联表

妻子受教育程度
丈夫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合计

小学以下 22391 23891 10452 2141 118 58993

小学 3369 49094 40306 7428 441 100638

初中 947 10695 64930 16753 1582 94907

高中 114 1204 8471 17532 4655 31976

大专及以上 3 25 272 1355 3835 5490

合计 26824 84909 124431 45209 10631 292004

于向下婚 (女高于男) 的 26 455 对 ,后者仅占 9 %。(3) 在向上婚中有 79 %属于梯度匹配 (丈夫

比妻子高一级) ,共 85 605 对 ,也占到样本总数的 30 %。同类婚和梯度匹配合计达 84 % ,是教

育匹配的主要形态。

(三) 模型和结果

1. 50 年来婚姻的教育匹配度的变迁

为了展示婚姻的教育匹配历年来的变动态势 ,本文按初婚年份重新计算表 1 的数据 ,因为

样本中 1949 年以前结婚的人数稀少而将其合并。这样共得到 1949～2000 年分年度的 52 张

5 ×5 的教育匹配表。因为各年份样本量大小不一 ,样本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 ,这导致

其他年份的参数重要性在模型拟合时会被低估。所以将 52 个分表重新加权 ,令每个年份的样

本量大小均一 ,而总样本量不变。这就是本文统计分析所使用的原始数据。

为了得到对教育匹配度变迁的可靠估计 ,这里用两种不同模型分别计算婚姻双方教育间

的关联度 (见表 2) ①。模型 1a 和 1b 使用谢宇 ( Xie ,1992) 提出的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 ,其公

式为 :

log ( Fij k ) =λ+λi
R

+λC
j +λL

k +λRL
ik +λCL

jk + <kψij

其中 , Fij k为预测频数 ,前 6 个λ项控制边缘分布。R 和 C 分别代表行 ( i) 与列 ( j) , L 表示

层面效应 ,即本文中的各年份 ( k) 。ψij 拟合教育匹配列联表的平均效应 ,<k 拟合 k 年来教育匹

配度的变迁。因为可能有大量个案属于同类婚 ,堆积在对角线上 ,所以增加模型 1b 控制对角

线效应。模型 1a 与模型 1b 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控制了对角线效应 ,但令对角线效应历年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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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变化的残余部分纳入层面效应估计。这不但可以提高模型的拟合度 ,而且对关联性可以

有更精确的评估。

模型 2a 和 2b 采用不同的建模方式 ,以古德曼 ( Goodman ,1979) 对数可积 RC 效应模型来

估计教育关联度 ,公式为 :

log ( Fij k ) =λ+λi
R

+λC
j + ∑<kνj u i

其中 ,3 个λ项仍然是控制边缘分布 ,而且此处令行列效应νj u i 项历年相等 ,所有变迁皆

归入 <k 项。故此 ,两种模型的 <k 项层面效应均代表着历年夫妻间教育的匹配度水平。<的数

值越大 ,说明教育的关联度越大 ,婚姻双方教育的同质性越大。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被估计的

参数 <已经剔除了教育水平结构变迁的作用 ,是教育匹配的净关联度 ,反映着社会经济变迁下

择偶模式的改变。模型 2b 同模型 1b 一样进一步控制对角线效应。

表 2 　关联度模型选择过程

模型 模型描述 　 　　 L 2 自由度 BIC 拟合度 ( %)

1a 分年度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 1840 765 - 7786 98. 1

1b 模型 1 + 对角线效应 (历年不变) 1519 760 - 8044 98. 5

2a 分年度对数可积 RC 模型 (令 R、C 效应历年不变) 11414 774 1673 93. 6

2b 模型 2 + 对角线效应 (历年不变) 1761 769 - 7915 98. 2

　　注 :L 2 是对数似然率卡方统计量 ,对应的自由度在表格第二列。这是传统的模型拟合比较的指标。因为本文

使用普查数据 ,样本量巨大 ,而 L 2 受样本量影响较大 ,所以选用 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为模型选择的

依据 (两个模型比较 ,BIC 越小 ,说明该模型既有相当的解释力又相对消耗较少的自由度 ,是更优的模型。见

Raftery ,1995) 。拟合度说明模型预测的准确率 ,如 98. 1 %的拟合度代表预测值与观察值有 1. 9 %的个案预测失败。

从模型选择的角度来看 ,比较两对模型 ,增加对角线效应的两个 b 模型在 BIC 和拟合度上

均得到了更满意的结果 ,故使用 b 模型为计算参数的基础模型。图 1 分别是基于模型 1b 和 2b 所

估计历年 <参数的结果。其中的散点为估计的值 ,其相对大小代表着教育匹配的净关联度。数值

越大 ,说明婚姻双方在教育上的匹配性越高。对各散点进行罗维思平滑处理 ,得到图 1 中的曲线。

两种模型估计的结果基本相同 ,夫妻间教育的匹配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化大革命”

前呈略有下降之势 ,但总体上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总体水平不高 ,可能因为那些年代样本量不大

受随机效应影响的缘故 ,散点波动较大。到 70 年代 ,散点已经比较稳定 ,趋势也明晰起来。“文

图 1 　1949～2000 年关联度 <k 散点和平滑曲线图

化大革命”以后 ,教育匹配度在

略有下降之后 , 在 80 年代迅

速上升 ,整个 90 年代稳定在高

位小幅波动中①。据此 ,两种

不同的历时性模型可以得出相

同的结论 :教育的匹配度在 80

年代迅速上升 ,并在 90 年代一

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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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0 年匹配度的估计值大大小于 1999 年 ,导致平滑曲线掉头向下 ,这是表明 2000 年教育匹配度发生了

明显变化 ;还是因为正逢调查年 ,没有包括普查后结婚的个案 ;或者是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 ,有待新普查

资料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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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育匹配的模式变迁

以上的分析表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婚姻的教育匹配有增强的趋势 ,而且整个 90 年代

均处于 1949 年以来最强的状态之下。下面的分析将从 4 个方面考察教育匹配强化的具体表

现。在此 ,我们把婚姻匹配关联度分解为对角线效应、跨层难度、向上婚程度和择偶梯度 4 种

匹配模式。通过对这 4 种模式 50 年来强弱程度的变化分析 ,描述婚姻配对的变迁。

　　为了将这 4 种效应纳入模型 ,图 2 分别给出

了设计矩阵。下面分别对 4 种效应进行简单描

述 : (1)对角线效应 ,是指择偶双方的文化程度处

于同一层次 ,如果历年来这类匹配的情况增多 ,

系数上升 ,哪种“同类婚”的数量在增加。(2) 跨

层难度 ,这里以均一矩阵 ( Hout ,1983 : 52～54)

来测量平均跨一层的难度。如果难度系数增加 ,

说明跨越教育层级的婚姻越困难。以上两个效

应都是在测量教育匹配的同质性水平。对角线

效应的增强或是跨层难度的提高 ,都将直接提高

婚姻匹配的同质性程度。(3) 向上婚程度 ,因为

女性通常会“上嫁”,模型使用非对称矩阵来测量

图 2 　教育匹配关系矩阵图示

　　注 :罗马数字 I到 V 分别表示从“小学以下”到

“大专及以上”依次五类文化程度。横行和竖列分

别为男方和女方文化程度。

各年份女性“上嫁”的程度是否增加。(4) 择偶梯度 ,这是女性“上嫁”的一个特例 ,即女性“上

嫁”但只能上升一级而不能跳级“上嫁”。

与上一部分不同 ,这里的建模策略不是用一个简单的系数概括 50 年来的变化 ,而是将变

迁的情况分解给 4 个矩阵 ,分别估算 4 个矩阵在每个年度的系数 ,以此描述这 4 种效应的历时

性变迁。这一模型也被称为类回归分析 ( Goodman 等 ,1998) 。其计算公式为 :

log ( Fij k ) =λ+λi
R

+λC
j +λL

k +λRL
ik +λCL

jk +ψij +βmk X mi j

其中 ,6 个λ项控制行 ( i) 、列 ( j) 、年 ( k) 的边缘分布 ,ψij 拟合教育匹配列联表的平均效应 ,

βmk X mij 拟合 k 年来各效应的变迁状况。其中 , X ij 是图 2 的矩阵 ( m 为 1～4) ,而βmk为第 m 个矩

阵在 k 年时的估计值。

表 3 报告了建模及其比较的结果。模型 1 (基准模型) 是将所有 4 种效应均放入模型同时

估计 ,BIC 为 - 6229 ,拟合度 98. 45 % ,模型拟合良好。模型 2 的 4 个子模型分别删去了 4 个效

应的一个 ,以鉴别何种存在较大的历时性变化。显著性检验 ( P) 表明这四个效应在年度间的

变动都是显著的。而具体何种效应的变动更大 ,是从模型 2 与模型 1 的拟合差 (ΔL 2 ) 来看 :

ΔL2 越大 ,说明这一效应在各年度间波动越大。统计指标表明 , 50 年间波动最大的效应是跨

层难度 (ΔL2 = 242. 8) ,

其次 是 对 角 线 效 应

(165. 58) ,向上婚程度

和择偶梯度波动显著但

幅度相对小些。

图 3 根据表 3 模型

1 的估计值绘制了 50

年来 4 种效应的波动情

表 3 　类回归分析的模型比较

模型 模型描述 L 2 自由度 ΔL 2 Δdf P

1 基准模型 1471. 87 612

2a 基准模型 减去 对角线效应 1637. 45 663 165. 58 51 0. 000

2b 基准模型 减去 跨层难度矩阵 1714. 67 663 242. 80 51 0. 000

2c 基准模型 减去 向上婚矩阵 1576. 99 663 105. 12 51 0. 000

2d 基准模型 减去 择偶梯度矩阵 1568. 22 663 96. 35 51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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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各年的数值估计以 1976 年为参照年份 ,大于 0 说明该年的对应效应大于 1976 年 ,小于 0

则反之。以对角线效应为例 ,效应估计值βk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 (包括了 1949 年前的个案)是

较高的 ,说明那时候对角线效应较强 ,择偶匹配发生在同样文化程度 (同类婚) 的概率比率较

高。在此之后 ,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同类婚的概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但进入改革开

放时期后 ,其效应逐渐稳步增强 ,整体上呈现的是一个 V 字形。对于同样对强化匹配同质性

有重要影响的“跨层难度”,其波动态势与对角线效应类似 ,只不过其上升的起点位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上升的幅度更加大 ,优比的波动范围大致是从 0 上升到 4。梯度择偶是向上婚的一

个特例 ,所以这两者效应需要结合起来一起看。从图 3 可知 ,上升婚程度总体上持续下降 ,同

时梯度择偶则呈相反持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女性向上嫁的空间越来越小 ,越来越集中在上

嫁一层的梯度婚姻中 ,跳跃式向上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图 3 　类回归分析各效应βmk 50 年来的波动估计值(基于表 3 模型 1)

　　通过对 50 年来教育匹

配度的变迁和配对模式的分

析 ,可以看出 ,首先 ,在般配

程度方面 , 1949 年以后教育

匹配的同质性略有下降 ,“文

化大革命”时期总体处于较

低水平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迅

速上升 ,90 年代一直处于高

位波动状况 ;其次 ,般配程度

的变化可以分解、归因为匹

配模式变化的结果 ,表现在 ,

教育匹配在进入改革开放后

越来越多地集中于“相同教

育程度”的对角线模式和“上

嫁一层”的梯度模式。同时 ,无论是女性“向上嫁”还是“跨层”的难度都在上升 ,这些因素共同

导致了 80 年代以来婚姻配对同质性的上升。此外 ,在对角线效应、跨层难度、向上婚程度和择

偶梯度 4 个影响因素中 , 80 年代以来对同质性上升贡献最大的是“跨层”的难度的上升 ,其次

是对角线模式的强化 ,这两个因素是同质性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小结与讨论

中国 50 年来的社会变迁 ,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打破

了传统婚姻制度 ;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择偶过程和婚姻安排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直到

改革开放时期 ,择偶行为才重新回归其个体自主选择的本来意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

社会中现代性的增长、社会流动性的上升、爱情在婚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 ,这一切似乎都预示

着在婚姻对象的选择过程中 ,情感性、心理性的因素越来越重要 ,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应该

有所下降。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社会的社会激烈分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现实 ,提出了与既有理

论相反的转型期强化理论 ,并以婚姻双方的教育匹配为指标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

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 ,婚姻双方教育的匹配度在 1949 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保持在一个较

低的水平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迅速上升 ,并在 90 年代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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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跨越教育层级的配对越来越少 ,婚姻更多地集中在双方教育程

度相同的同类配对和传统的梯度匹配上。这些匹配模式的变迁意味着 :婚姻配对的同质性在

改革时期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呈明显上升趋势 ,择偶模式发生了同质性回潮和增强。

本研究显示 ,市场转型下婚姻双方的“般配”程度在提高 ,这暗示在社会结构激烈变动分化

的转型社会 ,社会的开放性可能并非如市场化理论预期的那样上升 ;相反 ,在市场不确定性的

压力下 ,社会阶层的建构过程承受更多的固定化压力 ,社会开放性因此甚至呈现下降的态势。

经济体制转型对于社会开放性的不同领域 ,如代际流动、职业流动、婚姻配对等 ,其影响的

范围和程度可能不尽相同。本文仅从教育匹配这一角度并不能得出全面、可靠的结论。但经

济转型的两个重要社会后果 ,社会结构的高度分化和市场体制下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将对

个体的行为和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无疑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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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t he situation t hat enterprises’burdens of social security are overweight ,to improve t he social security level ,t 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must be st rengt hened. The government ought to play more active roles in t he respect s of financial support ,fundraising ,

and legislation.

Accessibility to Healthcare Resources and Farmers’Health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Miao Yanqing ·47 ·

Based on a household survey in 46 villages of Jiangsu ,Shandong , He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t he paper describes healt h sta2
t us and demands on healt hcare in rural areas ,analyzes t he effect of healt hcare resources accessibility on healt h stat us using t he

Logit model . It concludes t hat access to healt hcare resourc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healt h level . The st rengt hening of rural preven2
tive care and improvement of village2level medical expertise are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 Income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 he

improvement of t he healt h status for lower income households.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SES on the Mortality Risk of China’s Oldest Old S hen Ke ·56 ·

Based on t he four2wave dataset s f rom Chinese Longitudinal Survey on Healt hy Longevity ,conducted in 1998 ,2000 ,2002 and

2005 ,respectively ,t his paper studies t he impact of t he child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on t he mortality risk of t he oldest old.

By conducting st 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we find t hat t 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SES is partly mediated by adult hood SES ,

but not by healt h behavior . In addition ,after cont rolling for adult hood SES and healt h behavior ,fat her’s occupation still has a sig2
nificant independent influence on t he mortality risk.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Graduates’Employability Skills S ong Guox ue ·64 ·

Based on customized generic model met hod ,t his paper formulates t he measurement index of employability skills as t he base for

investigating university graduates. The study employs factor analysis to const ruct t he dimensions of employability skills and to con2
firm t he validity of measurement after t he investigation of graduates ,t hrough which t he signs of main dimensions could be analyzed.

Besides t hat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 MANOVA)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 ANOVA) are conducted to test t he signifi2
cance of t he differences among graduates.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re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employability skills among

t hose graduates. However ,in terms of t he specific items ,discrepancies of ot her skills are not visible except specialized skills. This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employability skill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raduates.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194922000 L i Yu ·73 ·

Using 2000 census data ,t he article analyses t he t rends and pattern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hina f rom 1949 to

2000.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 association between spouse’s educational levels was stable or slightly decreased in early years ,but in2
creased dramatically in t he 1980s. Those changes in educational homogeny were due to t he significant increases of t he uniform asso2
ciation and t he diagonal effect . Based on t hese findings ,t he aut hor present s an unconventional argument t hat t he st rengt hened edu2
cational homogamy was a result of socio2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emerging market risk during t he social t ransformation. This

indicates t he boundary between social groups might become st ronger in t he last decades of 20t h century.

Causes , Effec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Sex Ratio Unbalance at Birth in 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 Region

Yang J unchang 　W ang X i long ·80 ·

This paper describes characteristics of t he sex ratio unbalance at birt h in Guangxi ,analyses t he main factors and influences of

t he unbalance ,and addresses countermeasures to it . The paper argues t hat t he serious unbalance of sex ratio at birt h in Guangxi is

a latent danger of population security ,for t his may highly negatively affect socio2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ty regions and

t he mutu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nationalities ,even endangering t he social stability of nationality regions and t he f rontier

security of t he count ry.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take positive and active countermeasures on t he matter in order to normalize

t he sex ratio at birt h.

Rethinking about T. R. Malthus W ang Cuntong ·86 ·

The book A n Essay on t he Princi ple of Population aut hored by T. R. Malt hus is one of t he most famous and debatable maste2
rpieces in t 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This article applies t he mat hematical demography met hods to argue t hat t he geomet rical ratio

and arit hmetical ratio are correct and reasonable ,and discussed t 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interpretation to his t heories. The arti2
cle calls for giving t his book comprehensive re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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