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稿

学
术
观
察

?
﹃
五
四
﹄
百
年
纪
念
︵
一
︶

马
克
思
主
义
与
中
国
道
路

?
﹃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研
究
专
题

教
育
学
/

心
理
学
论
坛

经
济
前
沿

?
劳
动
报
酬
与
劳
动
关
系

2019 年第 3 期

No．3，2019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JOUＲNAL OF SOUTH CHINA NOＲMAL UNIVEＲ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年 5 月
May 2019

长得好看有多重要?
———外貌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及机制分析

曾湘泉，胡文馨

【摘 要】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4) 数据，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外貌对个人收入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外貌对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 相较于女性，男性的“美貌溢价”
更明显; 对于不同年龄、学历和收入层的人群而言，外貌的影响效果存在异质性，并且在控制身高和

BMI 指数之后，外貌对收入的影响仍具有稳健性。从影响机制来看，一方面，外貌歧视的存在直接

影响个人收入; 另一方面，外貌通过影响语言表达、待人接物等非认知能力，间接地对收入产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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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古人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然而，现

实生活并非如此，很多情况下，“以貌取人”现象时有

发生。早期的经济学者认为，性别、学历、年龄和工作

经验等是劳动力市场中影响个体收入的重要因素

( Mincer，1974; 李实和丁赛，2003) ①，而外表特征与

个体收入并不相关 ( Loh，1993 ) ②。Hamermesh ＆
Biddle( 1994) 创造性地发现，外貌姣好者的收入比

相貌平平者高 3%—5%，而外貌丑陋者的收入比相

貌平平者低 5%—10%。③ 这一研究成为“美貌经济

学”的开山之作。此后，经济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

外貌特征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劳动力市场

存在“美貌溢价”现象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其他学者

的验证和补充( Mobius ＆ Ｒosenblat，2006; Lundborg
et al，2009; Scholz ＆ Sicinski，2015) ④。

外貌从社会、心理和经济等多方面影响着一个

人的社会交往、职业获得和收入损益( 郭继强等，

2017) ⑤，其中外貌对个人劳动力表现的影响尤受关

注。结合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验来看，相貌姣好的

求职者更易获得企业的青睐。根据 Kuhn ＆ Shen
( 2011) 对我国 2008—2010 年近 105 万个招聘职位

的统计分析，超过 9%的职位对求职者外貌有明确

的要求，尤其在偏低技能的职业中，有外貌要求的

比例高达 15%⑥。从收入损益来看，劳动力市场存

在一定程度的“美貌溢价”( Hamermesh ＆ Biddle，

1994) ，即 外 貌 越 漂 亮，收 入 水 平 越 高⑦。Quinn
( 1978) 指出，相对于相貌平平者，外貌姣好者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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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6 期。
E． S． Loh．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Physical Appearanc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93，74( 2) : 42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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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相对较高。① Frieze 等( 1991) 分性别探讨

了美国 MBA 学生毕业十年后的收入，发现外貌出

众的男性初始工资和后续工资都相对较高; 而对于

女性，外貌不影响其初始工资，但对后续工资有明

显影响。②

关于为何会存在“美貌溢价”，不同学者主要从

“歧视”和“信号”两个视角进行解释。早期研究无

法完全从劳动者特征差异的角度解释工资差距，一

部分学者将相貌对收入的影响归因于“歧视”( Caw-
ley，2004; Case et al，2009) ③，认为工资差异是由于

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外貌歧视现象，外貌本身决定了

个人的工资。基于“歧视”视角，Hamermesh ＆ Bid-
dle( 1994) 开创性细分了外貌对收入可能存在的三

种影响路径: 职业拥挤、雇主歧视与生产力路径，打

破了传统经济学中简单将美貌溢价归因于“外貌歧

视”的 观 点，提 出“美 貌 是 一 种 生 产 力”的 重 要

论断④。
另一部分学者则从“信号”视角探讨了“美貌溢

价”现象，认为外貌与个人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之

间存在相关性，由此导致了不同外貌特征者工资有

别。郭继强( 2017) 指出外貌作为人际技能的信号，

反映了人际交往和沟通协调能力，使雇主在某种程

度上通过观察相貌来甄选具有人际技能的员工⑤。
Lundborg 等( 2009) 认为外貌特征反映了个体健康

程度及认知能力差异，进而影响了个体收入水平⑥。
Scholz ＆ Sicinski( 2015) 则认为外貌与个体健康程

度及认知能力关联不大，他使用美国时间序列探讨

了男性高中时期相貌与中年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

良好的外貌与性格外倾性、情绪稳定性等非认知能

力高度相关⑦。Sean 等( 2012) 探讨了美国房地产

中介的外貌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美貌通过

增强智力水平、努力程度和组织能力等生产力相关

特征，增加了房地产中介收入⑧。美貌除了反映更

高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以外，同时也能增强个

人 自 信 心 与 吸 引 力，这 使 得 貌 美 者 收 入 更 高

( Hamermesh，2011) ⑨。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外貌对收入影响的“歧

视”路径与“信号”路径是同时存在的。Mobius ＆
Ｒosenblat( 2006) 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探究了外貌

影响收入的三条传导路径: 一是自信心路径，美貌

会增强个体自信心，较强的自信心会提升个体收

入; 二是雇主歧视路径，雇主会误以为貌美者能力

更强，从而给予其高工资; 三是语言表达路径，貌美

者有机会锻炼出更强的沟通交流和社交技能，进而

使其收入更高。瑏瑠 Judge 等( 2009) 认为外貌带来的

收入差距并不仅仅是由歧视造成的，他使用美国的

时间序列数据探讨了外貌影响收入的传导机制，发

现外貌不仅能直接影响收入，而且会通过增加教育

程度和自我认同感，进而间接增加个体收入。瑏瑡 刘

一鹏( 2016) 利用 CFPS 数据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

上外貌对收入的影响机制，认为在外貌对收入的影

响很大一部分能用歧视解释，但也有一部分来自外

貌带 来 的 生 产 率 差 异。瑏瑢 在 此 基 础 上，费 舒 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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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利用分解方法估计了外貌歧视与人力资源

禀赋差异对美貌溢价的贡献程度，认为在外貌带来

的收入差距中，63．09%由外貌歧视所致，36．07%由

人力资本等禀赋差异所致①。
尽管国内已有文献研究了外貌与收入之间的

关系，但具体结论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并且关于外

貌对收入的影响机制讨论较少。鉴于此，本文利用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4) 数据，以外貌特征、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劳动力

市场中“美貌溢价”的原因及结果。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实证策略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4 年数据

( CFPS) 。CFPS 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

社会跟踪调查项目，始于 2008 年，到目前为止已经

进行了六次。该项目收集了受访者的人口特征、经
济活动和健康水平等信息。这套数据的一个重要

特点是: 每次调查都有访员为受访者进行外貌的客

观评估，并依据客观评价进行外貌评分。因此，这

组数据为研究外貌和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

比较精确的资料。2014 年共有 37 147 名成人接受

了访问，样本覆盖了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为避免是否参与或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样

本选择问题，本研究最终选取了年龄为 16—65 岁

的就业者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正在上学、失业或

退出劳动市场、从事农业生产和军人等样本，最后

得到有效样本 7 816 个。
( 二)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 工作收入。主要利用就业者的小

时工资率的自然对数值来反映。其中，小时工资率

的数值是根据 CFPS2014 中年收入与周工作小时数

的数据计算得出，具体计算公式为: 小时工资率=年

收入 / ( 周工作小时数) ×52。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本研究剔除了 1%和 99%分位水平上的收入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CFPS 收入数据中仅包括非自雇收

入数据，不包含自雇收入数据。相较于其他相关文

献剔除自雇收入的做法( 张晓云等，2018) ②，本研

究采用数据匹配的方法，利用家庭问卷中家庭自雇

总收入除以参与自雇劳动的人数，进而得到个人自

雇收入的数据，以此探讨外貌对于受雇和自雇就业

者收入的影响效应。
核心解释变量: 外貌。CFPS2014 的外貌度量

采用 1—7 的评分量表，1 代表外貌丑陋，7 代表外

貌姣好。
主要控制变量: 结合收入影响因素的明瑟方程

( Mincer，1973) ，以及参考已有关于外貌的相关文

献，本文在基准模型中主要控制了以下变量: ( 1) 个

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户

口、是否是党员、健康状况; ( 2) 工作特征变量，包括

个人的工作状态、所在的职业类型和所属的行业类

型; ( 3) 省份地区的哑变量，以此控制地区间差异。
此外，在稳健性分析中还加入了身高、BMI 指数等

变量来检验美貌溢价的存在; 在影响机制的分析

中，还加入了自信心、语言表达能力和待人接物水

平等变量来探讨美貌溢价的影响渠道。
( 三) 实证策略

首先，使用基准模型对全样本进行回归，验证

我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美貌溢价”现象，并对男

性、女性样本进行分样本回归，探讨“美貌溢价”是

否存在性别差异。基准模型设定如式( 1) 所示:

lnwagei =α+β1beautyi+Γ Xi+μi ( 1)

其中，lnwage 为个体小时工资率的自然对数

值; beauty 为个体外貌，以外貌评分 1—7 的方式进

行度量; X 为影响个体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个体特征变量、工作特征变量和省份地区哑变量; μ
为随机干扰项。

其次，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外貌和学历的交叉

项，以及外貌和年龄的交叉项，探讨“美貌溢价”在

不同学历和不同年龄人群中的异质性。模型设定

如式( 2) 和式( 3) 所示。
lnwagei =α+β1beautyi×edui+Γ Xi+μi ( 2)

lnwagei =α+β1beautyi×agei+Γ Xi+μi ( 3)

再次，通过调整主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探讨在加入身高、BMI 指数分析与调整不同收入水

平后，“美貌溢价”结果的稳健性。
最后，通过分析外貌与自信心、认知能力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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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的关系，探究“美貌溢价”存在的来源及影

响机制。
( 四) 描述性分析

表 1 中描述性统计显示，男性平均小时工资为

17．16 元，女性平均小时工资为 12．99 元，女性的平

均小时工资明显低于男性，但从标准差来看，女性

小时工资的分布较男性更为集中。从外貌得分来

看，女 性 外 貌 的 均 分 为 5．85，男 性 外 貌 的 均 分 为

5．76，女性外貌的平均得分要高于男性。在受教育

年限方面，女性就业者的平均教育水平要高于男

性，女性受教育年限为 10．15 年，男性为 9． 75 年。
党员比例方面，男性党员的比例远高于女性，男

性党员比例为 11．9%，女性党员仅为 5．4%。从外形

特征来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170．7厘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维度 变量 全样本 男性 女性
收入水平 小时工资率 15．50( 26．83) 17．16( 30．16) 12．99( 20．60)

外貌 外貌 5．80( 1．02) 5．76( 1．04) 5．85( 1．00)

个人特征 年龄 38．08( 11．03) 39．58( 11．70) 35．81( 9．50)

性别 0．60( 0．49) / /
民族 0．95( 0．23) 0．95( 0．22) 0．943( 0．23)

受教育年限 9．91( 4．20) 9．75( 4．12) 10．15( 4．31)

婚姻状况 0．82( 0．38) 0．82( 0．38) 0．82( 0．39)

户口 0．42( 0．49) 0．41( 0．49) 0．44( 0．50)

是否是党员 0．09( 0．29) 0．12( 0．32) 0．05( 0．23)

健康状况 3．35( 1．08) 3．40( 1．09) 3．27( 1．06)

身高 166．50( 7．66) 170．73( 7．01) 160．12( 4．93)

体重 128．38( 23．26) 137．91( 21．70) 113．70( 17．15)
BMI 23．06( 3．34) 23．64( 3．32) 22．20( 3．18)

自信心 4．14( 0．90) 4．15( 0．91) 4．12( 0．89)

智力水平 5．78( 1．04) 5．77( 1．04) 5．79( 1．05)

语言表达能力 5．70( 1．10) 5．70( 1．11) 5．71( 1．09)

待人接物水平 5．80( 1．05) 5．79( 1．04) 5．80( 1．06)

工作特征 非自雇工作 0．88( 0．33) 0．87( 0．33) 0．87( 0．33)

观测值 7 816 4 695 3 121

注: 数据出自 CFPS2014，其中，男性年龄范围为 16—65 岁，女性年

龄范围为 16—55 岁; 民族分为汉族与非汉族; 受教育年限方面，文

盲 /半文盲为 0 年，小学为 6 年，初中为 9 年，高中 /中专为 12 年，大

专为 15 年，大学本科为 16 年，硕士及以上为 19 年; 婚姻状况分为已

婚和未婚; 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健康状况分为 5 级: 不

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非常健康; 工作状态分为自雇与非自

雇; BMI 指数旨在衡量个体身材状况，BMI = 体重( 公斤) /身高( 厘

米) 2 ; 自信心用 CFPS2014 数据中“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衡量，

采用 1—5 的评分量表，其中 1 代表很差，5 代表很好; 智力水平、语

言表达能力、待人接物水平均采用 1—7 的评分量表，其中 1 代表很

差，7 代表很好。

米与 160．1 厘米，BMI 指数分别为 23．64 与 22．20。

而在语言表达能力和待人接物水平方面，女性评分

略高于男性。

三、外貌对收入的影响作用

( 一) 外貌对收入影响的基准模型

本节探讨“美貌溢价”的存在性，即外貌能否显

著提高个体收入。首先，本文将样本限定在所有目

前正在工作中，并且外貌和收入等重要信息均没有

缺失的观测值。样本共 7 816 人，其中男性 4 695

人，女性 3 121 人。表 2 汇报了基准模型的回归结

果。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

后，外貌评分每增加 1 分，个体收入增加 3．1%。这

表明外貌对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存在“美貌溢

价”现象。从分性别的回归结果来看，“美貌溢价”

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外

貌对收入的影响系数虽然均为正值，但外貌在男性

样本中是显著的，而在女性样本中是不显著的。男

性外貌评分每增加 1 分，个体收入增加 3．7%，而女

性外貌与收入之间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

相较于女性，男性美貌的收入效应更明显，这一结

论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 郭继强等，2017) 。①

为什么在女性样本中美貌的收入效应更小?

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社会分工的差异导致女性劳

动参与率远低于男性( 马忠东等，2010) ②，女性的

就业决策更多取决于家庭照料与工作参与之间的

选择，而美貌程度会影响女性就业选择的结果，相

较于外貌评分较低的女性，评分较高的女性会更多

地参与到工作中( Hamermesh，2011) ③。此外，从比

较男性和女性样本中各变量的系数结果来看，对女

性收入高低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有教育年限、户

口、健康状况和职业等传统人力资本因素和工作特

征因素，表明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中，提高女性的人

力资本，降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性别隔离，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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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郭继强、费舒澜、林平:《越漂亮，收入越高吗? ———兼论相

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载《经济学( 季刊) 》2017 年

第 1 期。
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 1982～
2050 年》，载《中国人口科学》2010 年第 1 期。
D． S． Hamermesh． Beauty Pay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
sity Press，2011: 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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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女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表 2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 1) 全样本 ( 2) 男性样本 ( 3) 女性样本

外貌
0．031＊＊＊

( 0．009)

0．037＊＊＊

( 0．011)

0．019

( 0．015)

年龄
0．049＊＊＊

( 0．007)

0．044＊＊＊

( 0．009)

0．059＊＊＊

( 0．014)

年龄的平方
－0．065＊＊＊

( 0．008)

－0．059＊＊＊

( 0．010)

－0．075＊＊＊

( 0．019)

性别
0．306＊＊＊

( 0．021)
/ /

民族
0．020

( 0．042)

0．112＊＊

( 0．056)

－0．104*

( 0．063)

教育年限
0．033＊＊＊

( 0．003)

0．030＊＊＊

( 0．004)

0．036＊＊＊

( 0．046)

婚姻状况
0．039

( 0．027)

0．102＊＊＊

( 0．036)

－0．048

( 0．042)

户口
0．111＊＊＊

( 0．023)

0．096＊＊＊

( 0．030)

0．112＊＊＊

( 0．034)

党员
0．093＊＊＊

( 0．032)

0．121＊＊＊

( 0．038)

0．054

( 0．059)

健康状况
0．032＊＊＊

( 0．009)

0．024＊＊

( 0．011)

0．038＊＊＊

( 0．014)

非自雇工作
0．150＊＊＊

( 0．038)

0．242＊＊＊

( 0．049)

0．019

( 0．060)

职业: 以生产人员为参照组

管理人员 0．255＊＊＊

( 0．043)

0．235＊＊＊

( 0．050)

0．345＊＊＊

( 0．085)
技术人员 0．286＊＊＊

( 0．042)

0．227＊＊＊

( 0．058)

0．420＊＊＊

( 0．069)
办事人员 0．066*

( 0．034)

－0．002

( 0．042)

0．250＊＊＊

( 0．067)

服务人员 0．008

( 0．029)

－0．015

( 0．038)

0．112＊＊＊

( 0．054)

行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864 1．097 1．025
F 值 35．54 17．81 17．37
Ｒ2 0．202 0．175 0．222
观测值 7 816 4 695 3 121

注: 表中报告了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分

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 二) 外貌对收入影响效果的异质性

前文中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群体来考虑，然

而，在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与不同收入人群中，外貌

对收入的影响可能不同。为探讨“美貌溢价”在不

同年龄和不同学历人群中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在基

准模型中加入外貌和学历的交叉项、外貌和年龄的

交叉项，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 4) 的结果表

明，对于大专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均存在显著的

“美貌溢价”，这与基准模型中女性“美貌溢价”不显

著的结论不同。简言之，相较于低学历女性，大专

及以上学历的女性中美貌具有显著正向的收入效

应。不同于“人丑就要多读书”的“自嘲式”感慨，本

文验证了“人美更要多读书”这一实用性论断。
模型( 5) 的结果表明，相较于 35 岁及以上的男

性来说，“美貌溢价”对年轻男性的作用更明显。而

对于女性来说，“美貌溢价”对年轻女性( 35 岁以

下) 和年长女性( 35 岁及以上) 的影响无明显差异。
综合考虑学历因素和年龄因素，模型( 6) 的结果表

明，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年龄为 35 岁及以上、学

历为大专及以上的个体中均存在显著的“美貌溢

价”。比较模型( 4) ( 5) ( 6) 的结果可知，在“美貌溢

价”的异质性效果中，学历优势比年龄优势更为

重要。
前文中 OLS 结果反映了外貌对收入影响的平

均效应。如果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外表特征对收入

的影响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呢? 为探讨“美貌溢价”
在不同收入人群中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参考已有文

献，采用分位数回归重新估计了男性和女性收入方

程( Johar ＆ Katayama，2012) ①，回归结果如表 4 所

示。表 4 中分别列出了男性和女性样本中的外貌

对收入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上，虽然男女的

“美貌溢价”在数值上均为正值，但“美貌溢价”对男

性是显著的，而女性样本则不显著。随着收入水平

的上升，外貌对男性收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相较

于较低和中等收入水平男性，高收入水平男性中

“美貌溢价”更明显。在 90%分位数水平上，男性外

貌评分每增加 1 分，收入增加 5．4%，由此表明，对于

高收入群体的男性而言，“美貌溢价”的效应会更

高。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收入较高的精英阶层男士

更加自律以及更加注重身体的锻炼，外貌评分自然

也会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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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 Joha，H． Katayama． Quantile Ｒegression Analysis of Body
Mass and Wages． Health Economics，2012，21( 5) : 59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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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外貌对不同年龄和不同学历人群收入的影响

变量
( 4) ( 5) ( 6)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外貌 0．034＊＊＊( 0．011) 0．156( 0．015) 0．048＊＊＊( 0．013) 0．025* ( 0．016) 0．035＊＊＊( 0．011) 0．013( 0．015)

外貌×大专及以上 0．026＊＊＊( 0．007) 0．022＊＊＊( 0．008)

外貌×35 岁及以上 －0．015＊＊( 0．009) －0．010( 0．010)

外貌×大专及以上×35 岁及以上 0．029＊＊＊( 0．008) 0．053＊＊＊( 0．009)

Ｒ2 0．177 0．224 0．175 0．222 0．177 0．229

观测值 4 695 3 121 4 695 3 121 4 695 3 121

注: 表中报告了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表 4 收入水平的分位数回归

变量
分位数

OLS
10% 25% 50% 75% 90%

外貌( 男性样本) 0．005( 0．026) 0．032＊＊( 0．016) 0．035＊＊＊( 0．112) 0．037＊＊( 0．016) 0．054＊＊( 0．025) 0．037＊＊＊( 0．011)

外貌( 女性样本) 0．001( 0．030) 0．001( 0．015) 0．010( 0．013) 0．023( 0．016) 0．028( 0．034) 0．019( 0．015)

注: 表中报告了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四、进一步讨论

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现象，经济学者

大多关注性别和户籍歧视( 葛玉好和曾湘泉，2011;

卿石松和郑加梅，2013; 章莉等，2014) ①，仅有少量

研究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外貌歧视问题。高文书

( 2009) 对身高的收入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并未

关注到 外 貌 这 一 主 观 评 价 的 作 用。② 郭 继 强 等

( 2017) 论证了“相貌与收入之间呈高跟鞋曲线”的命

题，即漂亮总体上有助于提升收入，但最漂亮那一类

人的漂亮溢价没有次美者高。③ 这是国内首篇研究

外貌与收入关系的实证性文献。此后，国内经济学者

逐渐开始关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美貌溢价”问题及

其背 后 的 影 响 机 制 ( 费 舒 澜，2016; 刘 一 鹏 等，

2016) ④。
然而，国内关于外貌对收入影响的研究存在缺

憾。一是仅考虑外貌无法反应个体外表特征的全

貌。从研究外表特征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文献中

来看，个体身高与身材是影响个体收入的重要特征

变量 ( Heineck，2008; Harper，2010; 江 求 川 和 张 克

中，2013) ⑤，而遗漏身高与身材因素会导致回归结

果出现偏误。二是外貌对收入的影响机制讨论不

充分。国内文献大部分将美貌工资差异分解为劳

动力市场歧视部分和劳动力能力差异部分，但并未

验证引起劳动力能力差异的原因是认知能力差异、
非认知能力差异，抑或其他原因。因此，相关研究

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 一) 身材特征变量对收入的影响

1．加入身高、BMI 指数的探讨

本研究也检验了加入身高和 BMI 指数后，外貌

对男女收入的影响作用( 回归分析结果备索) 。回

归结果表明，加入身高变量后，男性外貌系数 从

0．037下降到0．035，女性外貌系数仍旧不显著。身

高对男性收入和女性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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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葛玉好、曾湘泉:《市场歧视对城镇地区性别工资差距的影

响》，载《经济研究》2011 年第 6 期; 卿石松、郑加梅:《专业

选择还 是 性 别 歧 视? ———男 女 大 学 生 起 薪 差 距 成 因 解

析》，载《经济学( 季刊) 》2013 年第 3 期; 章莉、李实、A． D．
J． William、V． S． Ｒhonda:《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收入的

户籍歧视，载《管理世界》2014 年第 11 期。
高文书:《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身高与工资报酬———对 12 城

市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2009 年第

3 期。
郭继强、费舒澜、林平:《越漂亮，收入越高吗? ———兼论相

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载《经济学( 季刊) 》2017 年第

1 期。
费舒澜:《美貌者进入了高收入职业吗?》，载《劳动经济研

究》2016 年第 6 期; 刘一鹏、郑元、张川川: 《长得好有高收

入?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貌歧视问题研究》，载《经济

评论》2016 年第 5 期。
G． Heineck． A Note on the Height－wage Differential in the UK－
cross － sectional Evidence from the BHPS． Economics Letters，
2008，98( 3) : 288—293; B． Harper． Beauty，Stature and the
Labour Market: A British Cohort Study． Oxford Bulletin of Eco-
nomics ＆ Statistics，2010，62( s1) : 771—800; 江求川、张克

中:《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美貌经济学”: 身材重要吗?》，

载《经济学( 季刊) 》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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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影响更大。加入 BMI 指数变量后的回归结

果显示男性外貌系数下降至为 0．036，女性外貌系

数仍不显著。回归结果也表明，体重仅对男性收

入有显著影响，对女性收入无显著影响。体重过

轻男性比正常体重男性小时工资低 13．7%，体重

过重男性比正常体重男性小时工资高 5．4%。同

时加入身高和 BMI 指数后的回归结果表明，男性

外貌系数0．034，女性外貌系数仍旧不显著。身高

和 BMI 指数对男女收入的影响与前述单独加入身

高或 BMI 指数情况时的结果一致。

2．加入身高和 BMI 指数的分位数回归

与表 4 相比，表 5 的基本结果没有明显变化。
男性外貌基本在所有收入水平上有显著正向影响，

并且随着收入分位数的提高，男性外貌的系数呈上

升趋势，即收入水平越高的男性，外貌的收入效应

越大。男性 BMI 对收入的影响要明显高于身高对

收入的影响。以体重正常作为基准组进行分析，体

重偏胖对男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体重偏轻对

男性收入水平有负向影响，并且随收入分位数的升

高，负向影响越来越小。

表 5 加入身高和 BMI 指数的分位数回归(男性)

变量
分位数

OLS
10% 25% 50% 75% 90%

外貌和身高对收入的影响

外貌 0．004( 0．026) 0．030＊＊( 0．015) 0．034＊＊＊( 0．010) 0．038＊＊＊( 0．013) 0．051＊＊( 0．022) 0．035＊＊＊( 0．011)
身高 0．005( 0．006) 0．005* ( 0．004) 0．003* ( 0．002) 0．004* ( 0．003) 0．004( 0．004) 0．005* ( 0．002)

外貌和 BMI 对收入的影响
外貌 －0．006( 0．029) 0．032＊＊＊( 0．011) 0．033＊＊＊( 0．010) 0．035＊＊＊( 0．013) 0．049＊＊( 0．020) 0．036＊＊＊( 0．011)
偏轻 －0．295* ( 0．200) －0．174* ( 0．121) －0．155* ( 0．086) －0．094* ( 0．083) －0．007( 0．015) －0．137* ( 0．075)
偏重 0．055( 0．040) 0．044＊＊( 0．024) 0．042＊＊( 0．030) 0．040* ( 0．021) 0．062* ( 0．038) 0．054＊＊( 0024)

外貌、身高和 BMI 对收入的影响
外貌 －0．011( 0．020) 0．027＊＊( 0．012) 0．034＊＊＊( 0．010) 0．038＊＊＊( 0．014) 0．041＊＊( 0．020) 0．034＊＊＊( 0．011)
身高 0．004( 0．004) 0．006＊＊( 0．002) 0．004* ( 0．003) 0．005* ( 0．028) 0．006* ( 0．003) 0．005＊＊＊( 0．002)
偏轻 －0．322＊＊( 0．145) －0．182＊＊( 0．093) －0．139＊＊( 0．067) －0．067* ( 0．097) 0．038( 0．200) －0．134* ( 0．074)
偏重 0．056( 0．052) 0．047* ( 0．026) 0．045* ( 0．026) 0．045* ( 0．026) 0．076( 0．050) 0．054＊＊( 0．024)

注: 表中报告了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与表 4 相比，表 6 的基本结果也没有变化。
女性身高系数在中等收入水平上都显著为正，在

其他收入水平上都不显著，说明仅在中等收入水

平上，身高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女性

外貌和体重在所有收入水平都不显著，说明不论处

于何种收入水平的女性，外貌与体重都不能显著影

响其收入。

表 6 加入身高和 BMI 指数的分位数回归(女性)

变量
分位数

OLS
10% 25% 50% 75% 90%

外貌和身高对收入的影响
外貌 －0．009( 0．030) 0．002( 0．017) 0．006( 0．016) 0．024( 0．016) 0．026( 0．029) 0．019( 0．015)

身高 0．009( 0．006) 0．006* ( 0．004) 0．007＊＊( 0．003) 0．008＊＊＊( 0．003) 0．006( 0．005) 0．007＊＊( 0．003)
外貌和 BMI 对收入的影响

外貌 0．004( 0．041) 0．006( 0．021) 0．014( 0．013) 0．022( 0．014) 0．027( 0．030) 0．020( 0．015)

偏轻 0．066( 0．097) －0．100( 0．078) －0．088( 0．061) －0．011( 0．049) －0．038( 0．085) －0．038( 0．048)

偏重 －0．086( 0．065) －0．061( 0．043) －0．053( 0．033) 0．005( 0．036) 0．003( 0．042) －0．027( 0．035)

外貌、身高和 BMI 对收入的影响
外貌 －0．015( 0．034) 0．034( 0．024) 0．004( 0．014) 0．025＊＊( 0．013) 0．028( 0．025) 0．019( 0．015)

身高 0．007( 0．005) 0．007( 0．005) 0．006＊＊( 0．003) 0．007* ( 0．038) 0．005( 0．005) 0．007＊＊( 0．003)
偏轻 0．060( 0．123) －0．106＊＊( 0．042) －0．057( 0．042) 0．004( 0．042) －0．027( 0．053) －0．036( 0．048)

偏重 －0．074( 0．067) －0．060( 0．039) －0．059＊＊( 0．025) 0．017( 0．042) 0．005( 0．047) －0．024( 0．035)

注: 表中报告了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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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貌溢价”的影响机制分析

单纯依靠外貌能否取得高收入? 答案是否定

的。那为什么会存在“美貌溢价”? 不同于传统经济

学者将外貌对收入的影响归因于劳动力市场中的

“外貌歧视”，本文认为，“美貌溢价”的存在可能源于

个体自信心、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差异。如果其

原因为自信心、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差异，在控

制自信心、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变量后，相貌对个

体收入的影响将变小。因此，为探讨“美貌溢价”的

根源，本文利用中介变量模型，通过控制自信心、认知

能力非认知能力等变量，检验“美貌溢价”的存在是

否因为貌美者同时拥有更高的自信心、认知能力和非

认知能力，进而使貌美者获得高工资。本文的自信心

根据 CFPS2014 数据中的“对自己未来自信程度”进

行衡量，认知能力根据 CFPS2014 数据中的“智力水

平”进行衡量，非认知能力根据 CFPS2014 数据中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待人接物水平”进行衡量。外貌

对收入的影响路径如图 1 所示。
表 7 检验了外貌对各个中介变量的影响效果。

第 1 列将自信心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外貌对男女

自信心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相较于外貌平平

者，貌美者自信心更强，由此散发的个人气场更有

吸引力，更有利于增加貌美者的就业机会与晋升概

率，进而提高其收入。第 2 列将智力水平作为因变

量，回归结果表明长得漂亮的人智力水平更高，而

智力水平高的人更易获取高学历、掌握高技能，这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收入水平。第 3 列将语言

表达能力作为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相较于外貌

平平者，貌美者语言表达能力更强，更有利于获得

晋升或加薪的机会，进而收入水平更高。第 4 列将

待人接物水平作为因变量，分析了外貌对待人接物

水平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相较于外貌平平者，

貌美者待人接物水平更高，更有利于其社会资本的

积累，进而提高了貌美者的收入水平。

图 1 外貌对收入的影响路径

表 7 外貌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

变量
( 1) 自信心 ( 2) 智力水平 ( 3) 语言表达能力 ( 4) 待人接物水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外貌 0．020＊＊＊

( 0．006)

0．015＊＊

( 0．008)

0．273＊＊＊

( 0．002)

0．287＊＊＊

( 0．003)

0．250＊＊＊

( 0．003)

0．266＊＊＊

( 0．004)

0．275＊＊＊

( 0．002)

0．290＊＊＊

( 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2 0．487 0．423 0．368 0．387 0．286 0．321 0．329 0．353

观测值 4695 3121 4695 3121 4695 3121 4695 3121

注: 模型( 1) ( 2) ( 3) 均使用 ologit 模型，表中分别汇报了外貌对自信心最高 = 5、智力水平最高 = 7、语言表达能力最高 = 7、待人接物水平最

高= 7的边际效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的 1%、5%、10%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识别外貌对收入的影响机制，本文在

基准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检验外貌对收入的影响

渠道。表 8 中第 1 列为基本模型结果，在控制个体

特征、工作特征和省份哑变量后，男性外貌系数显

著为 0．037，女性则不显著。第 2 列至第 6 列为加入

中介变量后的影响效果。回归结果表明，外貌通过

影响语言表达、待人接物等非认知能力从而影响男

性生产率，进而影响男性收入，而女性的相应回归

结果依旧不显著。具体来看，加入语言表达能力

后，男性外貌系数由显著正向变为不显著，而语言

表达能力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貌并不是影响男

性收入的真正原因，而是通过出众的语言表达能

力，提升了貌美男性的综合气质，从而增加了貌美

男性的收入。另一方面，待人接物水平对男性收入

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已有文献结论相符，即男性

宜人性越高，收入越低。究其原因，可能由于宜人

性高的男性，在面临晋升或加薪等竞争行为时更容

易妥协，导致错失提高收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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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外貌对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男性样本

外貌 0．037＊＊＊( 0．011) 0．035＊＊＊( 0．011) 0．030＊＊( 0．018) 0．018( 0．015) 0．053＊＊＊( 0．018) 0．010( 0．020)

自信心 0．036＊＊＊( 0．014) 0．035＊＊＊( 0．014)

智力水平 0．059＊＊( 0．018) 0．077＊＊＊( 0．021)

语言表达 0．027＊＊( 0．014) 0．020* ( 0．016)

待人接物 －0．021* ( 0．0170) －0．064＊＊＊( 0．020)

女性样本

外貌 0．019( 0．015) 0．020( 0．015) 0．034( 0．024) 0．018( 0．021) 0．018( 0．225) 0．027( 0．026)

自信心 0．029( 0．017) 0．029( 0．017)

智力水平 －0．017( 0．024) －0．025( 0．029)

语言表达 0．002( 0．0190 0．007( 0．022)

待人接物 0．001( 0．214) 0．010( 0．025)

注: 表中报告了边际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4) 数据

分析了外貌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结果表明: 第一，外貌对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存

在“美貌溢价”现象。外貌评分每增加 1 分，个体收

入增加 3．1%。第二，外貌对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

的性别差异，相较于女性，男性的“美貌溢价”更明

显。男性 外 貌 评 分 每 增 加 1 分，个 体 收 入 增 加

3．7%。第三，“美貌溢价”在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和

不同收入人群中存在异质性。从不同年龄来看，相

较于 35 岁及以上的男性来说，“美貌溢价”对年轻

的男性作用更明显，女性情况则不显著。从不同学

历来看，相较于低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男性和

女性外貌均具有显著正向的收入效应。从不同收

入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外貌对男性收入的

影响越来越明显，女性的情况依然不显著。第四，

“美貌溢价”的结果具有稳健性，解释变量中加入身

高与 BMI 指数后，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结果一致。
第五，外貌对于收入的影响通过两种途径传导: 一

是由于外貌歧视的存在，外貌直接影响个人收入;

二是外貌可以通过影响语言表达、待人接物等非认

知能力，进而对收入产生影响。
关于“美貌溢价”的价值观解读，并非说明在提

升个体收入时，“颜值”重要而学历不重要。相反，

外貌姣好仅能在求职初期占得先机，而学历和工作

经验等硬实力的积累，更有利于就业者后期的职位

晋升和收入提高。同时，古 语 云“腹 有 诗 书 气 自

华”，并不仅仅指外貌，更多是指言谈举止、待人接

物和修养学识等综合气质，这些均可通过后天的努

力而提升。因此，虽然“看脸的时代”是一个普遍社

会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就业市场中完全“以貌

取人”。与外貌相比，学识、事业心和执行力等内在

竞争力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更为重要。
本文只是初步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外貌对

于收入的影响作用，部分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数据测量方面，外貌评价具有主观性，访员审美的

差异可能带来外貌评分的度量误差。同时，小时工

资的测算有待讨论，由于非标准就业者的周工作时

间并不固定，按照年收入和周工作时间计算的小时

工资，可能存在一定的测量偏误。数据调查方面，

本文使用的 CFPS 数据为住户调查，虽然在问卷中

涉及了外貌特征与收入的相关问题，但不能较好地

识别工作场所中外貌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作用。未

来建议引入工作场所方面的调查数据，并加入企业

性质、职业类型和职位级别等影响收入的因素，进

一步控制模型中遗漏变量的情况。
( 作者简介: 曾湘泉，湖南湘乡人，中国人民大

学劳动与人事学院教授; 胡文馨，通讯作者，内蒙古

巴彦淖尔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与人事学院博士研

究生。)

【责任编辑: 于尚艳; 责任校对: 于尚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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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of capital logic; and examining the boundaries，limits，and scope of capital logic，the freedom criterion of genus from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urpasses the capital domination of world development patterns．

Key word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apital logic; the criterion of history; the criterion of value; the criterion of genus

Stimulate Ｒesilience: The Path Choice of Teacher Empowerment ( by TIAN Guo-xiu，LI Dong-hui)
Abstract: The teacher empowerment movement that emer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edu-

cational reform． And up to now，it hasn't been fully implemented． The research field of teacher resilience grew up gradually in the 1990s for re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eacher burnout and teacher demission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comparison，both teacher resilience and teacher empowerment insist
the view of relationship theory，propose the interactivi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and initiate the practice strategy of resource coupling． Therefore，
realizing teacher empowerment through stimulating resilience is a path choice: proposing the interactivi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n ideas，harmoni-
z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tective factors on contents，and pushing the navigation and negotiation on strategies．

Key words: resilience; teacher resilience; empowerment; path choic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Fluency: From the Fluency Theory to the PIA Model
( by HE Xian-you，CHEN Ya-jue，YANG Dan-ni，HE De-xian)

Abstract: Whether the fluency of processing aesthetic objects has an impact on the aesthetic reaction is controversial． The fluency theory of aesthetic
advocates that fluency directly leads to positive emotions，and positive emotions are the decisiv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esthetic judgment． The Pleasure-In-
terest Model of Aesthetic Liking advocates that processing motivation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processing，and leads to different aesthetic reactions． We clari-
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uency and different aesthetic responses，and analyzed the roles of different aesthetic response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process-
ing，which was conduciv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model of aesthetic processing．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aesthetic needs and different aes-
thetic objects，and combine the methods of neural aesthetic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esthetic processing．

Key words: the fluency theory of aesthetic pleasure; the Pleasure-Interest Model of Aesthetic Liking; fluency; the level of processing

How Important Beauty Is? ———The Impact of Physical Appearance on Income and Its Mechanism
( by ZENG Xiang-quan，HU Wen-xi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ppearance on personal income and its mechanism in Chinese labor market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 CFPS2014) ． The results show that appear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male income，while i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female income． Meanwhile，beauty premium reveals heterogeneity among people at different ages，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in differ-
ent income levels，that is to say，beauty premium is more obvious among young men，high educated women or men，and middle and high income men．
And with controlling the height and BMI，the impact of appearance on personal income is still steady． In addition，appearance not only affects personal in-
come directly by market discrimination，but also affects personal income indirectly through influencing individual non-cognitive abilities such as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Key words: appearance; level of income; non-cognitive ability; quantile regression

Surmount Highly-divided Labor System: A New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he Ｒ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of
Migrant Ｒural Workers ( by HUANG Yan，ZHU Xiao-lei)
Abstract: Ｒural migrants working in the cities has been an ongoing phenomenon in China ever since the late 1980s． This large-scale labor migration

has been shap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highly-divided production system，the consistent migrant labor supply，the dormitory labor system，and the house-
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owever，in recent years，more and more migrant workers began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accompanied by the phenomena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labor shortage． Driven by a variety of factors，including the adjustment of local policies and the price increase in labor，energy，and
land，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oastal China have accelerated their paces in relocating to inland China． This continuing relocation has gradually cre-
ated a new organization style of foreign factories and local workers． Comparing to the old style of labor organization in the coast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orkers' production lives and their social lives are now integrated instead of being separate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henomenon of factory inland relocation
in China，and offers a discussion of the labor management，the productive process，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the labor reproduction and the la-
bor resistance practice during this process． Through the discussion，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dustry's inland reloc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rotec-
tion of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hina，and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Meanwhile，it will also facilitate achieving the
organic solidarity of the rural society，as described by Fei Hsiao-tung，and hence to certain extent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decay that has taken
place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

Key words: highly-divided labor system; migrant rural worker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dustrial transfer

Spatial-Temporal Evol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Guangzhou
( by CAI Xiao-mei，LIU Mei-xin，WEN Yu-xin)

Abstract: Globalization drives large-scale flow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immigrant city，Guangzhou has attracted numerous for-
eigners． Based 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verbal analysis，this article built the pull-resistance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tination to reveal the
space-time evolution of foreigners in Guangzhou and further expla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behind it．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Since
1989，the number of foreigners entering guangzhou has risen steadily，but more than 90 percent stay less than three months． Secondly，Asian and Europe-
an countries contribute the most to the immigration，forming a migration paradigm of developed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Japan，Korea and America． Third-
ly，foreigners in Guangzhou prefer Tianhe District，Yuexiu District，Baiyun District and Panyu District． Lastly，the number of permanent foreign residents
grows fast，and the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have the most diverse immigra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changes，
national and local policies and social-cultural events have become the internal forces to comprehensively influenc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foreign
immigrants entering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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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Change and Governance Path under the Delocalization Environment of Network ( by XIAO Yang-yu)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quietly chang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a，and cyberspace has become a

pole of China's social order． Because the attributes of cyberspace and physical social space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the traditional physics and social gov-
ernance approach is eclipsed in the face of cyberspace，and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network has become delocalized． The delocalization of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Internet provides a hotbed for crimes，and the criminal form of our country shows the trend of network delocalization． With the one-dimensional and
short-term special strict regulation measures under the traditional single entity，it is impossible to re-incorporate the network delocalized crime into the reg-
ulatory field． The regulation of the delocalized crime in the network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ve methodolog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di-
mensional and systematic delocalized regulatory feil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tate，which is participated by multiple subjects．

Key words: delocalized environment in the cyberspace; criminal change; regulatory path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