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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唯贤”的制度悖论∗

———以明代科举为例

柯荣住　 洪　 伟　 郑恩营

提要：本文总结了人才选拔的三个重要制度目标，即公平性、匿名性与

有效性，并以这三者间的矛盾和取舍为框架梳理有关任人唯贤的文献与历

史实践。 基于我国科举制巅峰时期（明代中期）的制度细节和对中国传记

数据库中 １２７５２ 名进士信息的量化分析，本文揭示了集中式人才选拔制度

在其设计与执行过程中的悖论，即难以同时协调上述三个目标之间的冲突。
研究发现，任人唯贤作为一种社会选拔制度，既受制于选拔者的能力与私

利，又受制于区域或个体间的起点不公平。
关键词：任人唯贤　 科举　 制度悖论　 明代中期　 定量分析

一、导　 言

“任人唯贤”（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亦称贤能主义）是指以个体才能而非家庭出身为

基础分配职位或资源的选拔制度（Ｓｃｕｌｌｙ，２０１４）。 任人唯贤是无数先贤的共同

追求。 墨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有能则举之，无
能则下之”的主张（方勇译注，２００７：５２）。 孔子也强调贤能对为政者的重要性，
认为为政之道“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张燕婴译注，２００６：１８６）。 更重要的

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为教育与政治精英的选拔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

依据。
在理念层面，任人唯贤有三个优点。 一是提升社会效率。 这里隐含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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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职位与才能之间具有“互补性”，按照才能高低匹配职位可以比随机配置创造

更多的社会价值。 这个假定是由社会系统所决定的，也是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

规范。 二是产生激励与示范效应，使高能力者更努力，进而产生更高的社会价

值。 虽然这可能会削弱低能力者的努力效果，但对于整体而言益处更大。 三是

提高社会流动性。 如果根据家庭等先赋因素分配职位，有才能但出身不好的个

体难以获得机会，容易导致阶层固化。
然而，在实施层面，要实现任人唯贤却并非易事。 以传统中国的政治精英选

拔为例，从世禄制到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实践转型，为强调人才选拔中的自致

因素奠定了基础。 科举考试于隋朝应运而生，统治者允许符合基本要求的男性

参加由国家组织的选拔性笔试。 经唐宋等朝代演变，这一选拔机制逐渐成为选

拔政治精英的主要渠道，并在明代达到顶峰，于清末被废除。 后科举时代的考试

制度仍是现代社会人才选拔的重要形式。 人才选拔制度与人才的定义、社会价

值取向以及国家意志有关。 我国的高考以及公务员考试均沿袭了科举中任人唯

贤的相关理念和某些实施细则，成为人才选拔的核心环节。 刘精明（２０１４）通过

分析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发现，学生主要是依靠个人能力进入高校，这符合任

人唯贤的理念。
与任人唯贤制度相伴的是对以考试作为资源分配方式的批判。 如李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何莫邪（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Ｈａｒｂｓｍｅｉｅｒ）认为，科举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

国的发生（Ｎｅｅｄｈａｍ ＆ Ｈａｒｂｓｍｅｉｅｒ，１９９８）。 近年对高考的反思先后推动了三个方

面的改革尝试（郭振有，２００５；李春玲，２０１４；梁晨等，２０１７；吴晓刚，２０１６；谢爱磊等，
２０１８）：考核内容更多样、考核形式更灵活，并且高校招生权限更大。 然而，与之相

伴的招生腐败又引发了新的问题。 对任人唯贤的探究并非中国独有，英国社会学

家迈克尔·杨（Ｍｉｃｈａｅｌ Ｙｏｕｎｇ）最早在英语中提及贤能主义一词，是为了批评单一

的考试模式会对个体及社会产生负面影响（Ｙｏｕｎｇ，１９５８）。 有鉴于此，当代西方社

会推行素质教育，强调如领导力等主观性较强的才能定义（卡拉贝尔，２０１４），但这

也导致精英大学招生丑闻频发，引发人们对贤能主义的反思（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２１）。
那么，实现任人唯贤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什么样的制度设计能在更大程度

上实现贤能主义？ 本文旨在剖析任人唯贤制度目标之间及其实施过程中的悖

论，即“不可能定理”。 贤能主义旨在实现三个目标：一是公平性，指在进入选拔

前的起点公平。 起点公平并非消除先赋因素的差异，而是强调在政策层面为个

体提供更公平的教育和发展机会。 二是匿名性，指在选拔过程中不参照任何个

人特征，平等地对待所有人。 三是有效性（狭义），指制度目标的实现程度，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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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结果与制度目标的一致程度。 从理念来看，这三个制度目标互相支撑：若不在

选拔过程中强调匿名性，则公平性也难以保证；若没有公平性与匿名性的保证，
任何选拔目标都有可能被扭曲；若有效性得不到保证，则不能持续获得社会认

可，人才选拔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社会是个复杂系统，任人唯贤制度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其三个

制度目标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悖论：提高选拔的有效性需要对人才进行全面考核，
但在严格遵循匿名性下是难以实现的；若因此降低对匿名性的要求，则需赋予选拔

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难以保证公平性和有效性；此外，全面考核还会增加个

体的投入，进而放大起点不公平，不利于来自弱势家庭的被选拔者。
为厘清这三个目标间的悖论和取舍，本文以明代中期的科举为例，利用历史

档案进行量化分析。 一方面挖掘微观数据折射出的制度实施细节，另一方面也

尝试跳出特定的历史场景，将贤能主义放到更为普遍的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
从实证的角度看，科举是体现贤能主义制度悖论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它经由国

家严密设计，全方位实施，深刻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是一项资源投入巨大、颇具有

效性的人才选拔制度；另一方面，在实施过程中它又面临种种掣肘，是一个典型

的难以兼顾公平性、匿名性和有效性的案例。
本文期望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 第一，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对明代中期的

科举进行实证研究，剖析贤能主义制度如何嵌入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 第二，
通过检验科举考试中社会关系和才能的相对作用，明晰任人唯贤制度的有效性

程度，以及匿名性、公平性对人才选拔的影响。 第三，以史为鉴，探讨对人才选拔

制度设计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试图说明：任何具体的选拔制度都有其局限性。
在类似科举的集中选拔模式下，公平性、匿名性和有效性三者存在内在矛盾，政
策制定者需要根据主要矛盾做出适当的取舍。

二、任人唯贤：制度运行的微观基础及其悖论

鉴于以往文献缺乏将任人唯贤作为制度的研究，在此，我们汇总有关教育、
求职、升迁等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提炼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及实施细节。 因西方

学术界对此的实证研究积累较多，本文以英文文献为主总结了相关的机制和机

理，同时结合国内的现状，梳理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框架。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理论（Ｍｅｙｅｒ ＆ 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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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成为制度研究的重要理论，它强调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探讨由文

化、规范和法律等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组织趋同行为。 后续研究侧重于制度运行

的微观基础及其影响 （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１９８８； Ｈａｌｌｅｔｔ ＆ Ｖｅｎｔｒｅｓｃａ， ２００６； Ｐｏｗｅｌｌ ＆
Ｃｏｌｙｖａｓ，２００８），关注社会行动者在一定时空权力背景下如何有选择地制定和执

行制度，为抽象的制度与微观运行机制提供了衔接。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作为一个独立的英语词汇，最早出现在杨 １９５８ 年出版的《贤

能主义的兴起：１８７０—２０３３》（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１８７０ － ２０３３）一书中。 在书

中，杨批判了英国的教育改革，认为以单一的分数评价学生会导致异化。 与其初

衷相悖的是，贤能主义一词迅速成为一个制度神话，２００１ 年杨还在《卫报》上针

对当时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发言再次阐述过度追求单一评价标准的危害（Ｙｏｕｎｇ，
２００１）。 近年来西方社会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促进了对贤能主义的实证研究和

哲学思辨（Ｓａｎｄｅｌ，２０２０；Ｍａｒｋｏｖｉｔｓ，２０１９）。 从理念上看，贤能主义极富吸引力，但
就实践层面的难度来看，丹尼尔斯（Ｄａｎｉｅｌｓ，１９７８）和斯库利（Ｓｃｕｌｌｙ，２０１４）总结

出三个难点（简称 ＤＳ 框架）：（１）对于社会认可的才能应该有清晰、明确的界定，
其考核标准应该相对客观透明。 （２）社会应该为个体学习、展现才能提供相对

公平的机会。 （３）对才能的奖励应该与其贡献相称。 这三点与上文所述的“不
可能定理”密切相关。 限于 ＤＳ 框架背景的局限性，本文将结合他们的论述，以
公平性、匿名性和有效性为要点梳理相关的文献。

（一）起点公平

针对起点公平，ＤＳ 框架下的定义之争和机会平等是两块基石。 所谓才能的

定义之争，也即让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选拔标准是什么。 才能的具象化是社会

建构的，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对才能的定义反映了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权力关

系。 不同的定义对先赋因素差异有着加剧或弥合的作用，对促进社会流动的作

用不同，并最终影响对贤能主义理念的认可程度（卡拉贝尔，２０１４）。
以科举的变迁为例，从唐代的二十多个科目到明代对儒家经典的强调，考试

内容变得更单一、范围更狭窄、形式更固定、答案更标准化，导致人们对科举能否

选拔出治理国家的人才持怀疑态度（Ｈｏ，１９６４）。 但若考试内容过于广泛，资源

匮乏的考生缺乏了解和准备的机会，会加剧既有的不平等；同时，若在评阅阶段

评判标准的主观性大，对考官的能力和品性要求过高，操作性则不足。 无独有

偶，近年来我国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各种尝试背后也隐含了对才能定义的合法性

之争：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所考察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既有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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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不同群体因立场不同，所倡导的改革方向也有较大差异。
西方社会尽管没有科举传统，但对如何定义才能也极富争议。 以卡拉贝尔

（２０１４）的经典研究为例，他剖析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所大学录取标准的

百年变迁史，发现才能定义的变更是传统精英审时度势下的妥协。 更主观的才

能定义（如强调领导力）有助于提高学校录取委员会的自由裁量权，在社会更加

开放的前提下继续倾向于录取来自传统精英家庭的学生。 该标准虽然不再强调

考试成绩，但其具有的灵活多样性让人无所适从，这在实际运行中反而削弱了人

尽其才的可能性，①实际上成为阶层再生产的隐秘武器。
毋庸置疑，不同的才能定义下机会平等的实现程度存在差异。 对于主观性

较强的才能定义，来自资源匮乏家庭的学生既无法理解模棱两可的才能标准，也
缺乏机会去发展、展示社会认可的才能（Ｇｏｌｄｅｎ，２００７；Ｈｏｘｂｙ ＆ Ａｖｅｒｙ，２０１３），进
而影响到他们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可汗，２０１６）。 即便对精英大学的学生而

言，能否展现此类才能也会影响其求职结果（Ｒｉｖｅｒａ，２０１５）。

（二）匿名性基础

匿名性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手段，也反映了对公平的认可程度。 然而在很多

情况下，非匿名几乎是必然的选项。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选拔者很难真正了解

候选人。 解决该问题的一个途径是寻求第三方的私人信息，那么伴随而来的往

往是非匿名性。 如在欧美社会盛行的推荐信制度，其有效传递私人信息的前提

是评估人需阅读推荐信，与其他材料相印证并形成对候选人的全面评估。 如果

无法保证评估人的能力和品性，那么贤能主义的实施可能流于形式。
因数据及伦理要求，已有研究很难验证匿名性是否削弱了教育领域的系统

性歧视，但在劳动力市场的实证研究领域，相关发现不胜枚举（Ａｓｌｕｎｄ ＆ Ｓｋａｎｓ，
２０１２）。 以戈尔丁（Ｃｌａｕｄｉａ Ｇｏｌｄｉｎ）和劳斯（Ｃｅｃｉｌｉａ Ｒｏｕｓｅ）对某交响乐团雇用音

乐家时的盲评为例，当隐去简历信息且在考场中拉上一个帘子隔开求职者与打

分者时，女性求职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更大（Ｇｏｌｄｉｎ ＆ Ｒｏｕｓｅ，２０００）。 匿名性规则

在优惠政策（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下遇到了新挑战。 优惠政策多以群体身份为基础

展开（Ｚｗａｒｔ，２００５），在具体执行时需要对候选人所属的群体身份进行归类。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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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做法虽然对他们的个人信息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但强化了群体身份的信息，导
致了另一维度上的不公平。

（三）有效性

本文取有效性的狭义定义，即目标与结果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除了实施过

程不尽如人意外，令目标与结果之间出现偏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目标过于理

想化，缺乏可操作性。 制度涉及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博弈，尤其是激励问题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１９７９）。 决策制定者未必有信息优势，在制定目标时需预判社会行

动者的反应：过于理想化的目标可能扭曲行为，适得其反。 制度的有效性往往是

追求次优而无法做到最优时实现的；若不切实际地把最优作为目标，那么很可能

连次优都达不到。
次优的目标并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对行动者加以激励，

使其利益与制度目标一致。 这也意味着需要关注制度实施的微观基础。 以学校

招生为例，如果考官腐败，全方位考察的申请考核制可能更低效。 美国大学对才

能的定义主观性较强，自由裁量权更大，徇私舞弊的手段更隐秘。 申请制是否比

高考更有效？ 答案目前尚不确定。 但近年来有关职位招聘的实证研究发现，简
单、清晰、客观的量化标准更有效（Ｅｓｔｒａｄａ，２０１９；Ｈｏｆｆ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综上所述，贤能主义的三个制度目标之间存在悖论。 要做到起点公平和有

效，在考核过程中则无法做到完全匿名。 而要做到匿名和有效，就难以保证起点

公平。 要追求匿名和起点公平，只能让候选人自我提名或选择一个同质性目标，
这等于放弃了选拔，也就因此失去了有效性。 当然，对这三个目标无需在所有节

点都等量齐观，基于整体考量，在人才选拔的不同节点可以有所侧重。 例如，在
高考阶段可能更需要侧重匿名性和起点公平，而研究生招生阶段相对更需要侧

重有效性；在地方和部委公务员的招聘过程中也有类似的差别化设计。 目标错

位及侧重点不当容易引发对贤能主义的质疑。

三、明代中期科举的制度设计

本节回到明代中期科举的制度设计，主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本文不对科

举制度的演进溯源，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相关的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Ｋｒａｃｋｅ，
１９５３；何炳棣，１９６４；Ｈａｒｔｗｅｌｌ，１９８２；Ｃｈａｆｆｅｅ，１９８５；康文林，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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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具可操作性的才能定义

科举制度纵贯中国历史一千三百多年，到明代中期已经高度制度化，尤其是

在考察内容方面。 明代科举侧重考查考生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掌握程度，并
且对四书五经的理解以朱熹的注释为标准，不鼓励个人发挥；对考生应答的文体

和格式也有具体的要求。① 从选拔考试的有效性看，这些变化为考生提供了更

清晰、明确的标准，有助于弥合家庭资源上的差距；同时，在评阅阶段，因评判标

准更加透明、统一，限制了考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更容易维护公平。 从这个意义

上讲，才能定义的合法性需要在全面考察与公平性之间折中，而明代科举的制度

设计在这个维度上做出更倾向于后者的选择。

（二）对起点公平的重视

明代科举为才能培养提供了更公平的机会。 除家庭和社会积极助学外，官
学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１３６９ 年，明朝政府规定每个县及以上行政单位

要建一所官学，以笔试成绩选拔当地学生，且报名时严格审核生源地资格。 只有

官学学生才能报名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 据郭培贵（２０１４）统计，明初有

１４３５ 个行政单位，同期有 １３１８ 所官学。 官学学生享有学费减免、奖学金支持、
赋税减免、免除徭役等福利，有助于弥合家庭资源差异带来的起点不公平。

明代科举在程序上更为规范、严密。 科举由三场独立的考试组成，第一场是

农历八月在 １４ 个省的省会举行的乡试。② 明代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考生必须

在本省参加乡试，竞争有限的通过名额。 通过乡试的考生赴京参加翌年二月的

会试，这个时间差为偏远地区的考生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会试通过后则需

留在北京参加三月的殿试，殿试不淘汰考生，但会重新排名，名次会影响进入官

场的速度和起点。 此外，考生远赴京城备考所需的费用也有官方和民间的资助，
如各地集资在北京建会馆，为考生提供食宿（何炳棣，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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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四书五经的内容与真实的治国才能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但是通过测试对四书五经

的掌握程度，未必不能选出有真实水平的人才。 根据艾尔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 Ｅｌｍａｎ）的描述，四书五经

共约 ４０ 万字，假定一个人从７ 岁发蒙，到 ２０ 岁参加科举（１４００—１５８０ 年间年龄最小的进士仅１３ 岁），
那么大约每天要背诵 ８５ 个字（Ｅｌｍａｎ，２０００）。 这要求有相当强的意志力与记忆力才可以做得到。 而

记忆力与智商和学习能力往往呈正相关，意志力也与工作态度以及决策能力相关。 所以只要能选出

高智商与高意志力的人，即便考试内容与能力没有直接关系，选拔方式仍具有合理性。
明代有 １５ 个省。 由于云南和贵州两省人口较少，乡试时两省联合举行，直到 １５３７ 年两省才单独组织

乡试。 本文使用两省的合并信息。 此外，由于篇幅和数据所限，本文没有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乡试上，
因为通过乡试但在随后的会试中失败的考生可以重复参加会试，而不必再经历整个过程。 但现有数

据没有标注考生通过乡试的时间，故而无法对考生的乡试成绩进行客观、系统的比较。



（三）地区配额制下的匿名性

明代科举延续了宋代以来实施的弥封制，但在匿名性上更加严格。 以会试

为例，组织者以考号替代考生名字，隐去所有个人信息；为防止考官通过笔迹识

别考生，会雇佣 ２００ ～ ３００ 名专业抄写员将所有考卷誊写一遍。 艾尔曼（Ｅｌｍａｎ，
２０１３：２２７）对此总结道：考场内的过程暂时抹去了考生的姓名、家庭和社会地位。
每一个人都被假定为是未知的，因而在考官眼中是平等的。

如此严格的匿名措施却因地区发展问题而有所妥协。 为避免地区间在科举

考试中的优劣过于悬殊，明代开始在会试阶段设置地区配额制。① 配额制起源

于 １３９７ 年的南北卷一案，于 １４２７ 年正式实施，是当代人才选拔优惠政策的先

驱。 相关研究可参见田方萌对配额制的综述，以及莱斯利等对优惠政策后果的

总结（田方萌，２０１７；Ｌｅｓｌ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虽然其初衷是矫正地区间的不平等问

题，但在执行过程中难免要标注考生的地区来源，以确保录取结果符合配额规

定。② 这一地域信息的披露为考官在阅卷过程中庇护同省考生制造了机会，这
也是本文定量分析的重点。

（四）科举中的社会关系

对任人唯贤最大的挑战莫过于社会关系。 本文重点分析与科举有关的两类

社会关系：一是来自同省的考生与考官之间的同乡关系，二是考官与考生父亲间

的同年关系（同一年中进士）。
基于地缘的同乡关系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Ｏｐ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同

乡关系因地区配额制在明代科举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自

由迁移，即使进士遵循回避原则去家乡外做官，退休之际也需告老还乡；他们与

家乡的联系既是心理上的，也是利益导向的。 由于配额制使会试评卷时最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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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明代华南地区（占总名额的 ５５％ ）包括浙江、江西、福建、南直隶（首府为应天）、广东、湖广等省；华北

地区（占总名额的 ３５％ ）包括北直隶（首府为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华中地区（占总名额

的 １０％ ）包括广西、四川、云贵（云南、贵州）等省。 基于进士籍贯的数据可判断，这一政策的确得到了

严格执行。
现有史料对此细节记载不详，无法确定在卷面上标注的是三个地区之一还是 １４ 个省之一。 研究明代

科举的专家郭培贵（２０１４）认为至少地区信息是标注的，但也不能否定在此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得知省

份信息，毕竟每个地区只有 ３ ～ ６ 个省份。 艾尔曼（Ｅｌｍａｎ，２０１３：２７）则提出考官可能知道省份信息，
他使用“官僚体制漏洞”来描述配额现象。 但不管是区域信息披露还是省份信息披露，对主要结论都

没有实质性影响。 为了行文方便，这里用同省关系来测量定量分析中的同乡关系。 在稳健性检验中，
也用同一地区作为关系的指标，结论没有改变。 为使行文顺畅，以下提到地区配额制时通称省份信

息、同省等。



能看到考生来源省份信息，无法精确到更细的方面，本文将同省作为老乡关系的

边界。 １４００—１５８０ 年的 ４６ 次科举平均取士 ２８８ 人，即 １０ 年（约 ３ 次科举）每个

省平均约有 ６０ 名进士活跃于官场。 对进士们来说，同省老乡是有效的身份认

同，在此基础上提携彼此，形成了官场的非正式圈子。
科举制度下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同年关系，也称年谊。 明代有 １３１８ 所官

学，平均每所官学通过科举的考生数量极少，现代意义上的校友关系在此并不适

用。 考生需要背井离乡到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 史学家卜正民（Ｂｒｏｏｋ，２０１０：
１５０）将共同参考的过程概括为高度社会化的经历：“如果你通过了，那些和你一

起通过的就成了你的同道中人，彼此交往，呼风唤雨，成为一生一世的朋友。”因
此当考官与考生父亲是同年进士时，可能会偏袒该考生，将其排名前提。 但由于

会试严格的匿名程序，考官无从得知考生的个人信息，无法以同年关系为基础来

徇私。 而殿试阅卷并不匿名（Ｅｌｍａｎ，２０１３：５６），考官因此有机会获知考生个人

信息，为基于同年关系的庇护提供了机会。

四、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和关键变量

本文数据的主要来源是哈佛大学维护的中国传记数据库（ＣＢＤＢ）。 原始数

据包括 ５１ 次科举考试通过的 １４１１６ 名考生信息，但其中有 ５ 次科举关于考生的

信息缺失较多。 本文将重点放在记录相对完整的 １４００—１５８０ 年间的 ４６ 场科举

考试，其间共产生了 １２７５２ 名进士。 此外，本文额外匹配了史料记载的考官信息

（郭培贵，２０１４），生成同省关系和同年关系这两个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
对考生才能的测量是一个难题。 现代社会一般用标准化考试或者智商测试

来测量认知能力，但明代没有类似的标准化测试。 对此本文采用折中的办法，对
考生中进士时的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对之反向排序，以此来衡量才能。 这样

做的理由有两点：首先，考生决定何时参加科举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事前

对自我才能的判定；其次，考生能否在某一年龄考中进士在事后也反映了此前试

错的次数，侧面反映其才能。 明代科举不限年龄，只要符合资格即可重复参加三

年一度的科举，直到考中进士为止。 如果条件允许，所有具有资格的考生都希望

早一点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越早考中对职业生涯越有利。 但越早参试，准备的时

间越短，考中的概率也就越低；且一旦中了进士，则不再允许参加以后的科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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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位考生只有一次中进士的机会，对应的年龄也是唯一、固定的。
因变量是考生的会试和殿试排名。 原则上，我们需要分析中榜和落榜考生，

由于缺乏落榜考生的资料，本文使用中榜考生的相对排名作为因变量。 从理论

上说，科举是对所有考生排名，落榜考生的排名一定低于最后一名中榜考生，只
是为了简便起见，对落榜考生不再进行实际的排序。 中榜考生的排名逻辑在适

当的理论框架下可以推论到中榜与落榜的区别。 当然，这其中涉及的数据删截

问题无法完全消除，本文的发现应慎重推论到其他场景。
此外，本节就可获取的历史资料做了细致的分析，在参考文献以及专家意见

的基础上梳理每个变量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表 １ 汇总了所有变量及背景信息。

　 表 １ 变量和描述统计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乡试排名 乡试排名 １２５５２ ４３. ２８４ ３４. ５９０ １ ２９５

会试排名 会试排名 １２６４２ １５３. ０１１ ９６. ５６６ １ ４００

殿试排名 殿试排名 １２７５２ １５２. ３８５ ９６. ０９０ １ ４０３
才能（倒序的标准化

进士年龄） ａ
对考生中进士时的实际年龄做
处理

１２６８７ ０. ５６７ ０. １２０ ０ １

父 亲 的 官 职 级 别
（１ ～ ５）

１ ～ ３ 品 ＝ ５，４ ～ ７ 品 ＝ ４，８ ～ ９ 品
＝ ３，不入流 ＝ ２，无官职 ＝ １

１２７５２ １. ８３４ １. ２４５ １ ５

会试中的同乡关系ｂ 来自同一省份的主 （ 副） 考官
数量

１２７５２ ０. ２２３ ０. ４４４ ０ ２

会试中的同年关系
与考生父亲同年通过科举考试的
主考官人数

１２７５２ ０. ０１１ ０. １１ ０ ２

殿试中的同乡关系ｃ 来自同一省份的阅卷官考官的
数量

１２７５２ １. ３５７ １. ４４３ ０ ７

殿试中的同年关系
与考生父亲在同年通过科举考试
的阅卷官数量

１２７５２ ０. ０７０ ０. ３９４ ０ ５

教育资源（１ ～ ５）
国子监 ＝ ５，府学 ＝ ４，州学 ＝ ３，县
学 ＝ ２，无信息 ＝ １

１２６６８ ３. ９６８ １. ３３６ １ ５

家庭财富ｄ 妻妾的数量 １２７５２ １. １６８ ０. ４２５ ０ ５

长子
考生是否家中的长子（是 ＝ １，否
＝ ０）

１２７５２ ０. ３６７ ０. ４８２ ０ １

科目

　 《春秋》 ｅ 五种考试科目之一 １２７５２ ０. ０８７ ０. ２８１ ０ １

　 《礼记》 五种考试科目之一 １２７５２ ０. ０７７ ０. ２６６ ０ １

　 《诗经》 五种考试科目之一 １２７５２ ０. ３４５ ０. ４７５ ０ １

　 《尚书》 五种考试科目之一 １２７５２ ０. ２３７ ０. ４２５ ０ １

　 《周易》 五种考试科目之一 １２７５２ ０. ２４９ ０. ４３３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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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身份

　 官籍 四种户籍类型之一 １２７５２ ０. ０４８ ０. ２１２ ０ １

　 匠籍 四种户籍类型之一 １２７５２ ０. ０５０ ０. ２１７ ０ １

　 军籍 四种户籍类型之一 １２７５２ ０. ２９１ ０. ４５２ ０ １

　 民籍 四种户籍类型之一 １２７５２ ０. ６０１ ０. ４９０ ０ １

　 　 注：ａ. 才能 ＝ ［（５９ － 中进士时年龄） ／ （５９ － １３）］。 ５９ 是本研究数据中年龄最大值，１３ 是最小值。ｂ. 以
会试主考官的信息为基础。ｃ. 以殿试阅卷官的信息为基础。ｄ. 考虑到明代女性并不从事直接的生产经
营活动，无法为家庭带来直接的财富，考生拥有的妻妾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其家庭的富裕程度，至少
能够养得起额外的人口。 其他历史学家（Ｓｏｍｍｅｒ，２０１５）也对此有相关说明。ｅ. 明代科举规定会试考察五
经，即《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和《礼记》，并要求“士子各占一经”。 考生不必精通五种经书，只需
专习一经即可。 之所以可以只专一经，是因为科举发展到明代，对五经的注释和阐述已经颇为繁杂，若
不加区分要求掌握五经，会增加考生学习和财务上的负担，不利于公平、有效地选拔人才。 科举在原则
上对经的选择没有限制，但在实际中，因地区传承、历史积淀等因素影响，某一地区的考生可能偏好某一
经。 因此考生对五经的选择也是考官在匿名评审中可以推论考生地区来源的一个佐证信息。

（二）方法

本文使用为离散排序偏好设计的次序 Ｌｏｇｉｔ（ ｒａｎｋ⁃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ｃ，ＲＯＬ）方法

（Ｂｅｇｇ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１；Ｈａｕｓｍａｎ ＆ Ｒｕｕｄ，１９８７）估计各种因素对科举成绩的影响。
假设在第 ｉ 个人在第 ｊ 次考试中的得分为：

Ｙｉ，ｊ ＝ Ｘ′ｉ，ｊβ ＋ εｉ，ｊ ／ ｑ ｊ （式 １）

其中，Ｘ ｉ，ｊ是一组观察到的变量，β 是系数，εｉ，ｊ是误差项。 假设误差项服从极值分

布，ｑ ｊ 代表了第 ｊ 次考试的方差差异性，体现了不同考试在排名准确度上的差

异。 设 ｒ ｊ ＝ （ ｒ１，ｊ，…，ｒｋ ｊ，ｊ） ′为第 ｊ 次考试观察到的排名，其中 Ｋ ｊ 为获得排名的科

举考试考生总数。 如果考生总数与排名数相同，那么可以应用标准 ＲＯＬ 模型得

到观察到的排行榜 ｒ ｊ 的似然函数。 即使这两个数字在某次考试中不同，或者在

不同的考试中考生总数或排名不同，但最大似然估计仍然适用，因为似然函数不

要求每次中榜考生人数相同。 ＲＯＬ 模型的另一优势是“无关选择独立性”，即当

其中某个排名缺失时不影响其余的排名（详见 Ｆ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基于这些优点，
用上述 ＲＯＬ 模型来估计系数 β 是适用的。 同时，由于不同考试年度的考官不

同，本文用 ｑ ｊ 来控制这些差异。 因数据所限，明代史料缺乏落榜考生的信息，这
会带来数据删截问题。 虽然在 ＲＯＬ 方法下基于考中的样本做出的估计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外推，但不可否认，这可能会对估计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只能尽量

减小删截问题所带来的在录取边界上的断崖式差异，这也是 ＲＯＬ 方法的一个潜

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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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ＲＯＬ 方法进行的典型研究中，经验数据的形式是个体对提供的所有

可用选择进行排名。 科举考试的排名与 ＲＯＬ 文献中数据的结构有相似之处，①

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大多数使用 ＲＯＬ 方法的研究都只涉及对少数几个选

项的排序，在科举考试的场景下，排名的数量很大（最大值为 ４０３），这可能给模

型估计带来严重的计算负担，而 ＲＯＬ 方法的优势是因为其似然函数有显式形式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ｆｏｒｍ），不需要通过模拟来逼近。 此外，针对如此长的排名是否能准确

区分考生间差异的顾虑，本文使用类似于福克等（Ｆ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的方法进行稳

健性检验，没有发现系统性的问题。 这也说明在巨大的资源投入下，科举的排名

准确性还是较高的。 为了说明本文的结论并不依赖于 ＲＯＬ 模型下随机扰动分

布的特殊假定，我们参考蒋勤和龚启圣（Ｊｉａｎｇ ＆ Ｋｕｎｇ，２０２１）的做法，本文也以标

准化考试排名为因变量，运行线性最小二乘（ＯＬＳ）估计。 线性模型因为把序数

变量变成基数变量，可能会产生偏差，但它的优点是计算简单并且允许更为灵活

的误差分布，与 ＲＯＬ 模型的估算形成互补。

（三）实证结果

实证研究的结果说明了贤能主义在明代科举的实现程度。 才能、社会关系

和阅卷过程的匿名性都会对会试考试成员产生影响（详见表 ２）。

　 表 ２ 社会关系及匿名评审对会试考试成绩的影响 Ｎ ＝ １２３５１
方法（变量名称） ＲＯＬ（会试排名） ＯＬＳ（标准化成绩）

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社会关系

　 会试同乡关系
　 ０. １５５∗∗∗ 　 ０. ０６５∗∗∗ 　 ０. １１７∗ 　 ３. ９９７∗∗∗ 　 １. ２７４∗∗ 　 １. ３８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２） （０. ５８３） （０. ６２６） （０. ６３４）

　 会试同年关系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９ ０. １４２ ０. ８８１ １. ３５３ １. ３６８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１６９） （２. ３３０） （２. ３００） （２.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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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ＯＬ 的经典应用场景是若干消费者对几个产品进行排序（如式 １ 所示），所有消费者 Ｉ 可能都知道所

有的产品 Ｊ，每个人在排序时信息相同而只是偏好不同。 这一经典的应用场景可以推广到更为现实

的场景：消费者只看到自己选择的商品（并排序），但对别人的选择只有概率意义上的认知。 在本文

中，考官对考生的评判比较类似于这种场景。 在每一次的科考中，考官是选拔者，他未必能看到其他

年份的考生，但是他会有一些对考生特质和品性的偏好，然后根据考卷中或者其他信息（如是否老

乡）推断出考生的特质并对考生进行评分，再根据评分进行排序。 评分背后的决定因素如式 １ 所刻

画。 当然，读者可能会关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这 ４６ 次考试的考官会有某些稳定的偏好？ 这正是

本文的贡献所在。 通过结合 １２７５２ 名考生的信息和 ４６ 次考官的信息，本文解码出历时 １８０ 年的科考

背后隐藏的决定因素（即使考官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标准）。



续表 ２

方法（变量名称） ＲＯＬ（会试排名） 　 　 　 　 　 　 ＯＬＳ（标准化成绩）

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才能
　 ０. ３７９∗∗∗ 　 ０. ４６８∗∗∗ 　 ０. ９０２∗∗∗ １２. ９３∗∗∗ １５. ２５∗∗∗ １４. １７６∗∗∗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３） （０. ２５２） （２. ２６１） （２. ２４２） （２. ２９６）

控制变量

教育资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７０∗∗∗ 　 ０. ５１１∗∗ 　 ０. ８０１∗∗∗ 　 ０. ８１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０） （０. ２０１） （０. ２０１） （０. ２１０）

标准化乡试排名
　 ０. ２３６∗∗∗ 　 ０. ３５９∗∗∗ 　 ０. ８４６∗∗∗ 　 ８. ７８２∗∗∗ １２. １０∗∗∗ １３. １５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４） （０. １５４） （１. １１８） （１. １７２） （１. ２０５）

父亲官职级别
（１ ～ ５）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１０７ 　 ０. ５８２∗∗∗ 　 ０. ４２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８） （０. ２１２） （０. ２１２） （０. ２１４）

长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０ － ０. ０２９１ 　 １. １１６∗∗ １. ０１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５） （０. ５３３） （０. ５３４） （０. ５３５）

家庭财富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５３　 － ０. ５１２　 － ０. ０５１０　 － ０. ４３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９） （０. ６０９） （０. ６０２） （０. ６０６）

科目（《春秋》为参照组）

　 《礼记》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２ － ０. ３６８　 － ０. ３５９　 － ０. ３８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１０６） （１. ２６２） （１. ２４６） （１. ２４６）

　 《诗经》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 ０. ３３４　 － ０. １１６　 － ０. ４２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８０） （０. ９６５） （０. ９５３） （０. ９５４）

　 《尚书》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１∗∗ 　 ０. １６８∗ １. ０２８ １. １８２ １. １５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８７） （１. ００６） （０. ９９４） （０. ９９４）

　 《周易》
－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２６　 － ０. ８４１　 － ０. ９３９　 － １. ４２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８２） （１. ００１） （０. ９８８） （０. ９９２）

户籍（民籍为参照组）

　 官籍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８ － １. ０６１　 ０. ５５７ ０. ８２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５） （０. １０４） （１. ２３３） （１. ２３８） （１. ２４０）

　 匠籍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４∗ ０. １１９ １. ９５６ 　 ２. ０８２∗ 　 ２. ０６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３） （０. １０２） （１. １９３） （１. １８３） （１. １８５）

　 军籍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４　 － １. ０１６∗ ０. ４６０ ０. ５４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０） （０. ５８１） （０. ５９０） （０. ５９２）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常数项
３５. ２０∗∗∗ ３１. ９７∗∗∗ 　 ３９. ３１６∗∗∗

（２. ２７４） （２. ３５１） （３. ０２５）

组别数量 ４６ ４６ ４６

对数似然率 － ５７８５０. ５５０ － ５７８３７. １３２ － ５７２４４. ４２０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２）∗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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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才能对会试排名起到正向作用。 教育资源、乡试成绩也对会试成绩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与才能正相关）。 整体上来看，会试选拔的

结果符合任人唯贤的理念。
其次，社会关系依然影响了考试结果。 表 ２ 中模型 ３ 显示，会试中同乡关系

的系数为 ０. １１７（Ｐ ＜ ０. １），意味着来自与考官同一省份的考生比其他考生获得

好名次的概率更高。 尽管 ＲＯＬ 模型的系数不像线性模型中的回归系数那样可

以直接解读为对因变量的作用，但是通过式 １ 可知，考试成绩仍然是这些因素的

线性函数，从而可以直观地解读，也可以比较社会关系与才能等因素对评分的相

对影响。 在控制省份等因素后，一个同乡考官的作用可以使分数提高 ０. １１７，相
当于一个标准年龄作用的 １３. ０％ ，也即 ５. ９７ 年。 对此直接的解释是，会试中一

个老乡考官的作用大致相当于经历两次科举积累的才能效果。 ＯＬＳ 模型回归的

结果与 ＲＯＬ 模型高度相似（表 ２ 中模型 ６）。 此外，控制考试年份固定效应虽然

改变了估计的系数大小，但并不影响同乡关系与才能效应的系数比值。 比较模

型 ２ 和模型 ３，同乡效应都为年龄效应的 １３％左右。
最后，匿名性能抑制社会关系的作用。 如前所述，会试匿名而殿试不匿名，

因此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同年关系和家庭背景变量不会影响会试排名。① 表 ３
的结果表明（模型 ２），同年关系对殿试排名有正向关系，且效应（系数 ＝ ０. ０９７，
Ｐ ＜ ０. ０５）是同乡关系（系数 ＝ ０. ０１８，Ｐ ＜ ０. ０１）的 ６ 倍多。

这两种关系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相对效应上，还有助于进一步厘清这两种关

系对科举成绩的因果效应。 会试和殿试相隔一个月，对于平均年龄为 ３２ 岁且受

教育时间超过 ２０ 年的进士来说，其才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变化。 而

这期间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会试匿名而殿试不匿名，并且会试因地区配额制而披

露考生的地区来源信息，这使得会试中的同乡关系可能产生系统性的偏袒，而同

年关系却不起作用。 作为对比，因殿试能够定位个人信息，在同乡关系效应也存

在的前提下，同年关系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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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年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父亲必须是进士，因此人们可能会担心同年效应是父亲教育程度的一个副

产品。 对此问题可以作如下回应：首先，虽然回归中没有纳入父亲是否进士这一变量，但是考虑到

明代的官员大部分由进士担任，尤其是中后期，考取进士成为进入官僚体系的唯一途径，所以控制

父亲的官职也大致上相当于控制了父亲的科举功名。 在回归中同时加入父亲官职和进士这两个条

件后，父亲是否进士不管在会试还是在殿试中作用都不显著，限于篇幅，在正文中没有报告。 其

次，即便父亲是进士，他与考官存在同年关系也是小概率事件。 所以同年的作用更多是社会关系

而非父亲本身的教育程度在起作用，尤其是在控制了父亲的官职之后。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个

同年的先决性问题。



　 表 ３ 社会关系及匿名评审对殿试考试成绩的影响 Ｎ ＝ １２４２２
方法（变量） ＲＯＬ（殿试排名） ＯＬＳ（标准化成绩）

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社会关系

　 殿试同乡关系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６６３∗∗∗ 　 ０. ５９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２０７） （０. ２１１）

　 殿试同年关系
　 ０. ０８９∗∗ ０. ０９７∗∗ 　 １. ８５０∗∗∗ 　 １. ５９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６） （０. ６８０） （０. ７３９）

　 会试同乡关系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４ ０. ９９３ １. ３９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５） （０. ６４９） （０. ６３６）

　 会试同年关系
－ ０. ０２８　 ０. １１９ ２. ０４５ ４. １７７∗

（０. ０９２） （０. ０８２） （２. ５０３） （２. ３０４）

才能
　 ０. ３２７∗∗ 　 ０. ３５３∗∗ 　 ０. ３４６∗∗ １５. ５５７∗∗∗ 　 １５. ５９６∗∗∗ １５. ６２７∗∗∗

（０. １３６） （０. １４４） （０. １４０） （２. ３０１） （２. ３０３） （２. ３０４）
控制变量

教育资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０∗∗ 　 ０. ９７３∗∗∗ 　 ０. ９７９∗∗∗ 　 ０. ９６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２１１） （０. ２１１） （０. ２１１）

标准化乡试排名
　 ０. ２８５∗∗∗ 　 ０. ３０１∗∗∗ 　 ０. ３０３∗∗∗ １１. ３５１∗∗∗ 　 １１. ４１０∗∗∗ １１. ４８７∗∗∗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７） （１. ２０８） （１. ２０９） （１. ２０９）

父亲官职级别
（１ ～ 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５∗∗∗ 　 １. ６３７∗∗∗ 　 １. ６３１∗∗∗ 　 １. ７６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３） （０. ２１５）

长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９∗ １. ２９４∗∗ 　 １. ２９０∗∗ １. ３０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７）

家庭财富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５１∗∗ － １. ６８８∗∗∗ － １. ６８１∗∗∗ － １. ６７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５） （０. ６０８） （０. ６０８） （０. ６０８）
科目（《春秋》为参照组）

　 《礼记》
－ ０. ０７６　 － ０. ０７９　 － ０. ０７９∗ － ０. ９７７　 － ０. ９５５　 － ０. ９８８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７） （１. ２５０） （１. ２５０） （１. ２５０）

　 《诗经》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２６　 － ０. １３１　 － ０. １２９　 － ０. １６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０） （０. ９５８） （０. ９５８） （０. ９５８）

　 《尚书》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１. ５７３ １. ５９５ １. ５５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１）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周易》
－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４２　 － ０. １２７　 － ０. １７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２） （０. ９９５） （０. ９９５） （０. ９９５）

户籍（民籍为参照组）

　 官籍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０ １. ４００ １. ３９９ １. ３３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０） （１. ２４６） （１. ２４６） （１. ２４６）

　 匠籍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２∗ ０. ７０８ ０. ６９７ ０. ７０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１. １９０） （１. １９０） （１. １９１）

　 军籍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６ ０. ７６６ ０. ７６９ ０. ７６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５９３） （０. ５９３） （０.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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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方法（变量） ＲＯＬ（殿试排名）　 　 　 　 　 　 ＯＬＳ（标准化成绩）

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３１. ３８７∗∗∗ ３０. ９３１∗∗∗ ３１. ６６８∗∗∗

（３. ０４１） （３. ０５９） （３. ０４０）

组别数量 ４６ ４６ ４６

对数似然率 － ５７８００. ８８３ － ５７８３７. １３２ － ５７８０９. ６６０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差。 （２）∗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双尾检验）。

匿名性对公平的保障还可以从一些控制变量的效应中窥见一斑。 例如，父
亲的官职级别对会试排名没有显著影响，①但对殿试排名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虽然殿试不采取淘汰制，但其排名决定了谁能进入官僚体系的快速通道（如进

入翰林院），这个效应足以颠覆一个考生通过多年努力而带来的才能上的优势，
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流动。 虽然父亲的官职级别既可解释为社会资本，也可

被理解为某种默会知识或文化资本，但回归结果表明默会知识的传递可能不是

父亲官职级别发生作用的机制，而更可能的原因是社会资本，即殿试考官认识考

生的父亲。② 类似地，以妻妾数量衡量的家庭财富指标不影响会试排名，但对殿

试排名有负向影响。③ 其余控制变量对会试及殿试排名的影响趋势一致。 从省

份来看，表现最好的是浙江，其次是江西。 如果不控制省份的固定效应，同乡关

系的系数要高出一倍（参见表 ２ 中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比较）。 另外，各模型中乡

试、会试排名对后续考试排名都有正面影响，说明科举能在一定程度上逐层选拔

人才。
综上，明代科举体现了本文提出的贤能主义的制度悖论。 由于采取相对统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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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们根据史实，也尝试对父亲的任职进行其他分类。 一种分类是以是否任官为哑变量作简单分类。
另一种分类是建构一个连续变量，取值 １ ～ ２０（明代官职品秩为九，每一品秩又分正职和副职，同时还

有不在品秩上的公职人员，以及从未有官职的；我们给正一品赋值为２０，副九品为３，不入流为２，从未

在系统内任职的为 １），考察不同官职品秩的影响。 不同的分类并未改变分析结果。
蒋勤和龚启圣（Ｊｉａｎｇ ＆ Ｋｕｎｇ，２０２１）用清代的科举数据剖析了父亲官职及科举成就对儿子考试结果的

影响。 他们未提及匿名性问题，但强调了殿试考察内容有所不同，因此默会知识更重要。 默会知识固

然有一定的作用，但一般而言，平均年龄 ３２ 岁的进士在漫长的备考过程中对殿试考察内容、预期的风

格以及历届考题及范文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相对而言，通过父辈个人经历所传递的默会知识不是

唯一解锁殿试备考的途径。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与中国历史上的抑商传统有关。 但限于资料的可获取性，对此我们无法展开更严

谨的讨论。



一的选拔标准且在会试阶段实施了严格的匿名性，科举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任人唯贤的选拔作用。 但基于地区平衡考虑的配额制以及在殿试环节的非匿

名程序（类似于面试）也为不同的社会关系发挥影响开启了方便之门。 这样复

杂的制度设计或许折射了更深层次的国家治理逻辑，即通过会试广纳贤才，但通

过殿试进一步选拔符合皇权利益的考生，以反哺政治忠诚，系统性地提高来自官

僚家庭考生的排名，为他们提供进入官场的快速通道。

五、结论与启示

若以促进社会流动、以考试呈现的才能作为人才选拔标准等方面来评价，科
举是相当成功的举措。 但如前所述，在制度层面，科举在公平性、匿名性与有效

性之间存在悖论。 在明代，为了保证有效和公平，决策者在匿名性上做了很多努

力，但这突显了既有的地区间不平等；为此实施的地区配额导致地区信息披露，
也意味着在匿名性上让步，继而为老乡关系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最终降低了有

效性和公平性。 类似的悖论在大范围选拔制度的顶层设计中难以避免。 明代科

举提供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制度案例，它的初衷与实际结果仿佛“百密”与“一
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才选拔制度在复杂社会系统中所面临的约束。

以史为鉴，对科举制度的剖析也对当今的人才选拔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以

高考为例，一个普遍观点是应试教育过于强调重复做题，忽视了对创造性的培

养。 但如果在选拔中加入过多素质教育的内容，则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机会更

少。 目前素质教育的考核方式尚不明确、透明，如何在选拔过程中保证公平也是

一个难题（杨东平，２００４）。 ２００４ 年，《新闻调查》的一期节目《命运的琴弦》就揭

露了艺术招生中的腐败问题。 如果赋予学校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实施和监督成

本可能会更高，实际选拔结果不一定更好（吴晓刚、李忠路，２０１７）。
要评价任人唯贤制度的实现程度，就需要将其放置到社会系统中来审视。

任人唯贤仍然是值得追求的制度，但对于在何种场合需要选拔制度、以什么样的

方式选拔、对竞争程度的干预需要一个综合评估。 选拔的成本不仅包括实施过

程中所需要的有形资源，还包括因选拔而产生的行为扭曲及其社会代价。 如费

西金（２０１５）所言，如果一个社会过于依赖某次大考来衡量个人的才能并分配机

会，那完全的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应该为其成员充分发

挥个体潜能创造机会，即“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在一个多元社会，如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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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制度存在内在悖论，就应有事后补救的措施。 反之，如果过于重视一次选拔结

果，最终会使其成为不能承受之重，进退失据，宽严皆误。
本文剖析了人才选拔制度本身的悖论，提出三个目标最多只能取其二。 针

对此困境，本文无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全局系统观，
审时度势，根据主要矛盾在三个制度目标之间做出权衡。 如在选拔制度的不同

节点，可以选择性地侧重于某个制度目标，进而使得整个选拔体系能相互呼应，
尽可能降低三个制度目标无法全部实现所带来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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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ｓｂｙ，Ｆ. Ｊ. ，Ａ. Ｉｙｅｒ ＆ Ｓ. Ｓｉｎｃｈａｒｏｅｎ ２００６，“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５７（１）．

Ｄａｎｉｅｌｓ，Ｎ. １９７８，“Ｍｅｒｉｔ ａｎｄ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７（３） ．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Ｐ. １９８８，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 Ｉｎ Ｌ. Ｇ. Ｚｕｃｋｅｒ （ ｅｄ.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ｅｎｓａｃｏｌａ：Ｂａｌｌｉｎ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Ｐ. Ｊ. ＆ Ｗ. Ｗ. 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Ｃａｇ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８（２） ．

Ｅｌｍａｎ，Ｂ. Ａ. ２０００，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１３，Ｃｉｖｉ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ｓｔｒａｄａ，Ｒ. ２０１９，“ Ｒｕｌ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Ｈｉｒｉｎｇ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７（２） ．

Ｆｏｋ，Ｄ. ，Ｒ. Ｐａａｐ ＆ Ｂ.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２０１２，“Ａ Ｒａｎｋ⁃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７（５）．

Ｇｏｌｄｅｎ，Ｄ. ２００７，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Ｂｕｙｓ Ｉｔｓ Ｗａｙ ｉｎｔｏ Ｅｌｉ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 Ｗｈｏ

Ｇｅｔｓ Ｌｅｆｔ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Ｇ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ＬＬＣ．

Ｇｏｌｄｉｎ，Ｃ. ＆ Ｃ. Ｒｏｕｓｅ ２０００， “ 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 Ｂｌｉｎｄ ’ Ａｕ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ｕｓｉｃｉａｎ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０（４） ．

Ｈａｌｌｅｔｔ，Ｔ. ＆ Ｍ. Ｊ. Ｖｅｎｔｒｅｓｃａ ２００６，“ Ｉｎｈａｂｉ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５（２） ．

Ｈａｒｔｗｅｌｌ，Ｒ. Ｍ. １９８２，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７５０ － １５５０.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２（２）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 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ＣＢＤＢ ）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ｑ.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ｃｂｄｂ） ．

Ｈａｕｓｍａｎ，Ｊ. Ａ. ＆ Ｐ. Ａ. Ｒｕｕｄ １９８７，“ 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Ｒａｎｋ⁃ｏｒｄｅｒｅｄ Ｄａｔａ.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３４（１ － ２）．

Ｈｏ，Ｐ. Ｔ. １９６４，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１３６８ － １９１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Ｉｎｃ．

Ｈｏｆｆｍａｎ，Ｍ. ，Ｌ. Ｂ. Ｋａｈｎ ＆ Ｄ. Ｌｉ ２０１８，“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ｒｉｎｇ.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３３（２） ．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Ｂ. １９７９，“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Ｔｈｅ Ｂｅ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１） ．

Ｈｏｘｂｙ，Ｃ. Ｍ. ＆ Ｃ. Ａｖｅｒｙ ２０１３，“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ｎｅ⁃Ｏｆｆｓ’：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ｐｒｉｎｇ） ．

Ｊｉａｎｇ，Ｑ. ＆ Ｊ. Ｋ. Ｓ. Ｋｕｎｇ ２０２１， “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 Ｌａｄｄｅｒ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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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ｃｅｓ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４７（５） ．

Ｋｒａｃｋｅ，Ｅ. Ａ. １９５３，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ｎｇ Ｃｈｉｎａ，９６０ － １０６７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ｐｏ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ｓｌｉｅ，Ｌ. Ｍ. ，Ｄ. Ｍ. Ｍａｙｅｒ ＆ Ｄ. Ａ. Ｋｒａｖｉｔｚ ２０１４，“Ｔｈｅ Ｓｔｉｇｍａ ｏｆ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５７

（４） ．

Ｍａｒｋｏｖｉｔｓ，Ｄ. ２０１９，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 Ｔｒａｐ： 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ｙｔｈ Ｆｅｅｄ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ａｎｄ Ｄｅｖｏｕｒｓ ｔｈｅ Ｅｌｉ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Ｍｅｙｅｒ，Ｊ. Ｗ. ＆ Ｂ. Ｒｏｗａｎ １９７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８３（２）．

Ｎｅｅｄｈａｍ，Ｊ. ＆ Ｃ. Ｈａｒｂｓｍｅｉｅｒ １９９８，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ｍｅ ７，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１，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ｐｐｅｒ，Ｓ. ，Ｎ. Ｖｉｃｔｏｒ ＆ Ｂ. Ｓｔｅｆａｎ ２０１５， “Ｈｏｍｏｐｈ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４．

Ｐｏｗｅｌｌ，Ｗ. Ｗ. ＆ Ｊ. Ａ. Ｃｏｌｙｖａｓ ２００８，“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 Ｉｎ 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Ｃ. Ｏｌｉｖｅｒ，

Ｒ. Ｓｕｄｄａｂｙ ＆ Ｋ. Ｓａｈｌｉ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Ｒｉｖｅｒａ，Ｌ. Ａ. ２０１５，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Ｈｏｗ Ｅｌｉ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ｅｔ Ｅｌｉｔｅ Ｊｏｂ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ａｎｄｅｌ，Ｍ. Ｊ. ２０２０，Ｔｈｅ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ｏｆ Ｍｅｒｉｔ ：Ｗｈａｔ'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ＵＫ．

Ｓｏｍｍｅｒ， Ｍ. ２０１５， Ｐｏｌｙ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Ｗｉｆｅ⁃Ｓ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ｉｎａ ：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ｃｕｌｌｙ，Ｍ. ２０１４，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 Ｈｏｂｏｋｅｎ，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Ｗｉｌｅｙ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ａｙｌｏｒ，Ｋ. ２０２１，“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ａｉｄ ｔｏ Ｏｐ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Ｄｏｏｒｓ. Ｎｏｗ Ｔｈｅｙ'ｒｅ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Ｐｒｉｓｏｎ Ｔｉｍ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０３ ／ ｕｓ ／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ｓｃａｎｄａｌ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ｈｔｍｌ） ．

Ｙｏｕｎｇ，Ｍ. １９５８，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１８７０ － ２０３３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 ２００１，“Ｄ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Ｃｏ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Ｆｏｕ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Ａｇｏ Ｗｉｓｈｅｓ Ｔｏｎｙ Ｂｌａｉｒ Ｗｏｕｌｄ

Ｓｔｅｐ Ｕｓｉｎｇ Ｉ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０１ ／ ｊｕｎ ／ ２９ ／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Ｚｗａｒｔ，Ｆ. Ｄ. ２００５，“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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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任人唯贤”的制度悖论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Ｅｄｕ⁃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Ｂａｒｒｏ⁃Ｌｅ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Ｇｉｎｉ.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ｄｕ⁃Ｇｉｎｉ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 Ｒｏｎｇｚｈｕ，Ｈｏｎｇ Ｗｅｉ ＆ Ｚｈｅｎｇ Ｅｎｙｉｎｇ　 ９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ｎｏｎｙｍｉｔｙ，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ｉｔｓ ｐｅａｋ （ ｍｉｄ⁃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１２７５２ ｊｉｎｓｈｉ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 ｔｒ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ｉｔ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 ａ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ｙ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Ｌｉｕ Ｙａｑｉｕ　 １１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ｏ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ｕｔ ｉｎ ｆａｃｔ，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ｙｓ ｇｒｅａｔ ｐａｔ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ｂｕｉｌｔ ｕｐ ｆｒｏｍ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ｓ，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ｖｅｎ ｉｇｎ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ｓ， ｂｕ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８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