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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are the questions of the paper?

科舉這個橫跨千年 (605–1905)的制度,有沒有可能是妨礙中國現代化的阻力?但科舉對中國的影響
幾乎是全面的,哪裡能找到好的變異呢? 而現代化又有哪些指標可以衡量? 又如果能為科舉找到好
的變異,有沒有可能這些變異本來就和可能的現代化程度有關?

2 What are the author’s answers?

透過各府 (prefecture)童試名額的不同,且幾乎沒有改變,把它除以人口數,來做為科舉在地區上的
變異。想像一個地方本來較容易考上科舉,便較少人會選擇發展新技術。科舉廢除後,不再有名額的
保護傘,這些地方投入現代化的程度應該會相對其他地方變高。 同樣利用府級的現代工廠數與赴日
留學生人數,可以做為現代化的指標,並且能與科舉的地區變異連起來。

3 How did the author get there?

首先,利用 Diòerence-in-Diòerences估計,觀察各府童試名額的人口密度 (取對數)與廢除科舉後
的 dummy,對各地各年現代化程度的交乘效果 (式 4與表 2),發現每多一個標準差的名額密度,與
每年增加 0.23個現代化工廠與多送 0.66個學生赴日留學相關。 作者進一步也做了一些 robustness
check,稍微改變衡量方法 (表 3)或是加入通商口岸或外國工廠等控制變數 (表 4) ,並未影響結果的
方向 。 此外,估計廢除科舉前後每年一個 dummy與名額密度的交乘效果,也發現廢除科舉前的係
數不顯著 (式 7與圖 4)。
然而 Diòerence-in-Diòerences會受到實驗組與對照組間 common trend假設所限制,例如,名

額多的地方可能與中央關係較好,科舉廢除後仍較有任官機會,會造成我們低估科舉廢除後對現代
化效果的估計。 作者進一步利用名額限制區分的來源:明代農業稅必須超過十五萬石, 來作為一個
Fuzzy RegressionDiscontinuityDesign。 在 cut-oò附近,名額密度、新工廠數、留學生數的非參數估
計的確有個小 jump (圖 7)。 此外,其他一些變數在 cut-oò附近沒有 jump,而清朝的地方分類法也
與他相關性不高,嘗試說明這個 IV只能透過名額影響現代化程度 (式 14與表 6)。 最後,利用 2SLS
估計,也的確發現估計更大了 (表 7、8與圖 8),顯示前面的估計可能真的低估了科舉廢除的影響。

4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them?

首先,這個問題一部份能幫助我們理解如 Pomeranz等人的提問: 為什麼中國並未經歷類似西方的
工業革命,造成 18世紀以後東西方的大分流?其次,從 North一路到 Acemoglu等人都提倡制度對
人類活動與創新的重要性,科舉作為對東方影響甚鉅的制度,自然應該會對人的行為有所影響。
最後,科舉的影響應該是多方面的。 如 Bai and Jia (2016)同樣利用童試名額作為府級的變異,發

現名額越多的地方,可能因為科舉廢除後,出路被剝奪了,參與 1911年革命的就越多。 Chen, Kung,
andMa (2017)則利用進士在府級的密度,發現即便加入與印刷中心的河流距離、與紙原料產地的河
流距離等做為工具變數, 進士密度仍與今天的教育年數相關。 如果能有好的被解釋變數, 科舉應該
還能幫我們回答更多問題。



Model Speci�cations

Di�erence-in-Di�erences

i 府在 t 年的現代化程度是 yit ,會受到童試名額密度 qi 與是否廢除科舉 Postt 所影響。 Zi 與 λi 是

府的一些特性與固定效果, ηt 是年份固定效果, δprov則是省固定效果。

yit = β Postt × ln qi + Postt × Ziγ + λi + ηt + δprov ⋅ ηt + εit (4)

1. E(yit ∣ ln qi = 1,Postt = 1) = β + Ziγ + λi + ηt + δprov ⋅ ηt

2. E(yit ∣ ln qi = 0,Postt = 1) = Ziγ + λi + ηt + δprov ⋅ ηt

⇒ β = E(yit ∣ ln qi = 1,Postt = 1) − E(yit ∣ ln qi = 0,Postt = 1)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x̃i 是 cut-oò,兩邊的名額密度不同,則我們可以把兩邊的期望名額密度表示為

E(ln qi ∣ x̃i , Zi) =
⎧⎪⎪⎨⎪⎪⎩

f1(x̃i , Zi) if x̃i ≥ 0
f0(x̃i , Zi) if x̃i < 0

= f0(x̃i , Zi) + Ii ( f1(x̃i , Zi) − f0(x̃i , Zi)) (8)

其中 Ii 是是否跨越 cut-oò的 dummy。 假設 f1與 f0是 x̃i 的多項式,則我們可以估計

ln qi = ψ∗0 Ii +
P
∑
j=1
(ψ00 + ψ0px̃ j

i + ψ∗j x̃
j
i Ii) + Ziψ + νi (12)

其中 x̃ j
i 是 x̃i 的 j階多項式。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先將被解釋變數 Postt × ln qi 對工具變數 Postt × Ii 迴歸,控制包括多項式等所有的控制變數,得到
Postt × ln qi 的 ûtted-value。

Postt × ln qi = ψ∗0 Postt × Ii +
P
∑
j=1
(ψ00 + ψ0px̃ j

i + ψ∗j x̃
j
i Ii) + Postt × Ziψ + λi + ηt + δprov ⋅ ηt + νit

再將現代化程度對 Postt × ln qi 的 ûtted-value迴歸,同時也放入所有的控制變數。

yit = ρ Postt × ln qi + Postt × Ziγ +
P
∑
j=1

Postt × (κ00 + κ0px̃ j
i + κ∗j x̃

j
i Ii) + λi + ηt + δprov ⋅ ηt + 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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