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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的证明过程

证明!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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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引理
#

在竞争性的效用结构与纯粹的公立教育的情形中!给定系统中除了学生
)

!其他学

生的策略都如同引理
%

所述!那么无论学生
)

的策略是什么!根据
*

的定义!其能实现

升学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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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一!任何时间长度不足
!

"的时间都会导致学生
)

无法实现升学!而根据条

件
"

! "

!以
!

"的学习时间实现升学的情形比所有不升学的情形给
)

带来的效用更大'第

二!任何时间长度超过
!

"的时间给
)

带来的效用都不及
!

"

!因为已经实现升学的情况下

额外的学习时间不会带来额外的奖励!只会因为损害闲暇而带来额外的负效用$

假设学生
)

的勤奋偏好不满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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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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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最优学习时间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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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一!不满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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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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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

学习时间的效用超过学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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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时

间实现升学的情形的效用!而后者是升学的情形中效用最高的!所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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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选择升

学'第二!给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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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升学!他不会选择任何超过
,

的学习时间!因为给定不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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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学习时间不会带来额外的奖励!只会因为损害闲暇而带来额外的负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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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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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策略组合就是一个纳什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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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义和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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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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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引理
-

中谈到的曲线为关键曲线$

在竞争性的效用结构与双轨制教育的情形中!给定系统中除了家庭
)

!其他家庭和

学生的策略都如同引理
-

所述$那么无论家庭
)

的策略是什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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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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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升学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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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禀赋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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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勤奋偏好满足引理
-

中的条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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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学生
)

的

学习时间决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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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一!任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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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教育投资都会导致学生
)

无法实现升学!而根据

条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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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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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教育投资实现升学的情形比所有不升学的情形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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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

效用更大'第二!任何大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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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教育投入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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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效用都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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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已经实现升学的情况下额外的家庭教育投入不会带来额外的奖励!只会因为损害消费

而带来额外的负效用$注意到!此时的家庭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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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就是关键曲线上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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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禀赋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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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择任何超过
,

的家庭教育投资!因为给定不升学!额外的家庭教育投资不会带来额

外的奖励!只会因为损害消费而带来额外的负效用$注意到!此时的家庭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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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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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一!任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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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时间都会导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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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实现升学!而根据条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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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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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时间实现升学的情形比所有不升学的情形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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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效用更大'第二!

任何大小超过
!

"的学习时间给学生
)

带来的效用都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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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已经实现升学的情况下

额外的学习时间不会带来额外的奖励!只会因为损害闲暇而带来额外的负效用$注意

到!此时的家庭和学生
)

的决策就是关键曲线上的一点$

假设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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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禀赋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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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勤奋偏好不满足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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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最优学习时间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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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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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法升学'第二!给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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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升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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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选择任何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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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给定其他人的策略都如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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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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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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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检验的具体结果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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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稳健减负指数衡量的教育减负政策对教育产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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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报告的是边际效应'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9

(

,9,%

!

""

9

(

,9,;

!

"

9

(

,9%

$

;



附表
$

!

用稳健减负指数衡量的减负政策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变量
&>

%教育支出& 学习时间
&>

%教育支出&

%

%

& %

-

& %

/

& %

1

& %

;

&

稳健减负指数
,9,%/

),9-=:

""

),9;-;

)=91;%

"""

,9,;:

%

,9,/@

& %

,9%,=

& %

%9<-%

& %

-91%,

& %

,9,@:

&

&>

%家庭收入&

!

?

稳健减负指数
)

,9,/1

"""

%

,9,%-

&

)

,9<;@

"""

,9,/%

"""

%

,9-%<

& %

,9,%%

&

&>

%家庭收入&

,9,,/ ),9-;/

"""

%9%1%

"

)191@=

"""

),9--,

""

%

,9,/;

& %

,9,@<

& %

,9=%,

& %

%9<-1

& %

,9,:@

&

&>

%前期校外教育支出&

!

?

减负指数
) ) ) )

),9,1@

"""

%

,9,,-

&

&>

%前期校外教育支出&

) ) ) )

),9,<:

"""

%

,9,%=

&

就读重点班的情况 %基准组"学校不区分重点班&

学生就读于非重点班
,9,%= ,9,%: ,9%;- ,9-=@ ,9,;:

%

,9,:=

& %

,9,:=

& %

%9=;@

& %

%9=;,

& %

,9,<@

&

学生就读于重点班
,9,=; ,9,=@ -9=,: -9:;1 ,9,@/

%

,9%/@

& %

,9%/@

& %

-9,:1

& %

-9,</

& %

,9%/,

&

目前就读年级 %基准组"小学低年级&

小学高年级
),9%// ),9%/@

%;9@-

""

%;9<,

""

),9,:<

%

,9%<-

& %

,9%<%

& %

=9:@%

& %

=9:;,

& %

,9%<-

&

初中
,9/,% ,9/,/

-,9@%

"""

-,9=;

"""

,9/--

%

,9-/,

& %

,9--@

& %

<9--:

& %

<9%:;

& %

,9-%-

&

观测值个数
@1<@ @1<@ /:// /:// @/;/

8AB

C

D"6EF ,9%=< ,9%=@ ,9,:/ ,9,@; ,9/,@

追踪个体数
;/:/ ;/:/ -@,- -@,- ;/;%

!!

注"家庭收入为滞后一期的值'回归还控制了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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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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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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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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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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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

用分类衡量的教育减负政策对教育产出的影响

变量
234 56'708

%

%

& %

-

& %

/

& %

1

&

经历强减负政策
,9,1-

),9/,1

""

,9,/:

),9/,-

""

%

,9,/%

& %

,9%11

& %

,9%%1

& %

,9;-1

&

&>

%家庭收入&

!

?

经历强减负政策
)

,9,/@

""

%

,9,%=

&

)

,9,/:

""

%

,9,;:

&

&>

%家庭收入&

,9,,%

),9,-,

"

,9,,%

),9,-%

"

%

,9,,@

& %

,9,%-

& %

,9,//

& %

,9,1=

&

=



%续表&

变量
234 56'708

%

%

& %

-

& %

/

& %

1

&

居住于城市地区
,9,,1 ,9,,; ,9,,; ,9,,<

%

,9,-,

& %

,9,-,

& %

,9,<-

& %

,9,<-

&

男性
,9,%< ,9,%< ,9,%@ ,9,%@

%

,9,%<

& %

,9,%<

& %

,9,=-

& %

,9,=-

&

父亲受教育年限
,9,,- ,9,,- ,9,,/ ,9,,/

%

,9,,/

& %

,9,,/

& %

,9,%1

& %

,9,%1

&

母亲受教育年限
),9,,- ),9,,% ),9,,- ),9,,-

%

,9,,/

& %

,9,,/

& %

,9,%/

& %

,9,%/

&

初中就读重点班的情况 %基准组"初中学校不区分重点班&

初中就读于非重点班
),9,-, ),9,-, ),9,%: ),9,%:

%

,9,-,

& %

,9,-,

& %

,9,=@

& %

,9,=@

&

初中就读于重点班
,9%,1

"""

,9%,;

"""

,9%-/

"""

,9%1-

"""

%

,9,--

& %

,9,--

& %

,9%,/

& %

,9%,/

&

观测值个数
--/; --/; --/1 --/1

8AB

C

D"6EF ,9,;, ,9,;/

!!

注"回归还控制了省份和毕业年份固定效应'

56'708

模型报告的是边际效应'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9

(

,9,%

!

""

9

(

,9,;

!

"

9

(

,9%

$

附表
&

!

用分类指标衡量的减负政策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变量
&>

%教育支出& 学习时间
&>

%教育支出&

%

%

& %

-

& %

/

& %

1

& %

;

&

经历强减负政策
),9%1=

)%9:<-

"""

-9-,;

)//9//

"""

,9=;/

%

,9%,:

& %

,9=%=

& %

-9@/;

& %

%,9,=

& %

,9;;%

&

&>

%家庭收入&

!

?

经历强减负政策
)

,9-,%

"""

%

,9,<-

&

)

19-1<

"""

,9-/,

"""

%

%9%;%

&

%

,9,=/

&

&>

%家庭收入&

,9,,- ),9%;%

""

%9%1,

"

)%91;=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前期校外教育支出&

!

?

减负指数
) ) ) )

),91/=

"""

%

,9,-%

&

&>

%前期校外教育支出&

) ) ) )

),9,:<

"""

%

,9,%=

&

就读重点班的情况 %基准组"学校不区分重点班&

学生就读于非重点班
,9,,= ,9,,; ,9%,< ,9/-- ,9,1/

%

,9,:=

& %

,9,:=

& %

%9=;:

& %

%9=1:

& %

,9,:,

&

学生就读于重点班
,9,=% ,9,== -9=%@ -9:,: ,9,@=

%

,9%/@

& %

,9%/@

& %

-9,:/

& %

-9,<,

& %

,9%/,

&

<



%续表&

变量
&>

%教育支出& 学习时间
&>

%教育支出&

%

%

& %

-

& %

/

& %

1

& %

;

&

目前就读年级 %基准组"小学低年级&

小学高年级
),9%/; ),9%1, %;9@-

""

%=9=@

""

),9,<<

%

,9%<-

& %

,9%<-

& %

=9::@

& %

=9:1=

& %

,9%<;

&

初中
,9/,, ,9/,/

-,9@:

"""

-%9<-

"""

,9/1=

%

,9-/,

& %

,9--@

& %

<9--<

& %

<9%:,

& %

,9-%=

&

观测值个数
@1<@ @1<@ /:// /:// @/;/

8AB

C

D"6EF ,9%=: ,9%=@ ,9,:/ ,9,@< ,9/,=

追踪个体数 ;/:/ ;/:/ -@,- -@,- ;/;%

!!

注"家庭收入为滞后一期的值'回归还控制了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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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9,%

!

""

9

(

,9,;

!

"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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