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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
"##"

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

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收入

水平具有显著并稳健的正向效应%本文进一步验证了贸易开放对收

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来看#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

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贸易开放对外资企业职工收入的

影响大于对其他企业类型职工收入的影响&贸易开放对资本报酬者

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报酬者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

内的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放程度不均衡#一些地区和

居民被排除在开放利益之外造成的%

关键词
!

贸易开放#居民收入#收入分配

一!前
!!

言

贸易主要从两个角度影响居民收入#一是对参与国整体收入水平的影响#

二是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对收入水平而言#无论是古典学说的比较优势论$

新古典学说的资源禀赋论#还是当代的规模经济理论#都证明自由贸易可以

使参与国消费更多产品#提高其福利水平和收入水平%也正因此#

aY7

才会

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行自由化%对于收入差距而言#根据国际贸易中

的斯托尔帕 萨缪尔森 !

THT

"定理#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

动力的收入增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将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

益者#贸易开放将缩小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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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却十分令人失望%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

家#许多贫困并没有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而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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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入不平等和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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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D#

年代以来#对不发达国家来说#贸易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收入分配更

不平等%

R(//&;+'(':R(';+'

!

!CCC

"研究发现#贸易改革拉大了墨西哥收

入差距%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在贸易改革之前#墨西哥的关税保护偏向于劳

动密集型产业#被保护的部门存在寻租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从政府

的保护政策中额外多获得收入%在取消关税保护后#这些部门利润相对减少#

工人收入结构中这种收入趋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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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

个

拉美国家在
"#

世纪
D#

年代末
C#

年代初的相关数据#同样验证了贸易开放会

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动态效应会加

速技术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导致绝大多数行业增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0 贸易开放是否真能如理论所预期#能够增加我

国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可以增进我国充裕要素(((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

水平0 如果贸易自由化并未带来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收入的增加#那么是什么

因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0 贸易自由化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0 实际

上#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我国劳动者的相对收入并没有如
THT

定理所说#

出现显著上升%劳动者收入占
=>?

的比例反而趋于下降 !白重恩和钱震杰#

"##C(

#

"##C8

&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岭#

"##C

&罗长远和张军#

"##C

"&不

同技能劳动者相对收入的变动也并未表现出熟练劳动相对收入趋于下降#非

熟练劳动相对收入趋于上升的特点 !滕瑜和朱晶#

"#!!

"#且各行业间收入差

距逐渐拉大 !陈怡#

"##C

"%如果贸易开放加剧了这些现象的产生#那么就不

符合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结论%

但由于数据所限#研究贸易对我国收入分配及差距影响问题的成果并不

丰富#且主要集中在对于总体不平等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导

致了我国不平等的增加%例如#赵莹 !

"##G

"首先通过建立简单的模型讨论

了 )技术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之后的经验分析中#把教

育$失业率$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战略等变量同时引入模型#结果显示我

国的贸易开放倾向于扩大个人收入差距%戴枫 !

"##A

"通过汇总前人研究不

平等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
=/('

<

1/

因果检验#发现贸易自由化水平是收入

不平等的
=/('

<

1/

原因%王少瑾 !

"##E

"采用我国
!CC@

(

"##@

年的省级面板

数据#就收入不平等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进出口的增加

导致了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

由于数据所限#关于贸易对我国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影响的文献也十

分缺乏%

e.(':X&

!

"##D

"利用中国
!A##

个企业的微观经济数据研究了经济

开放对技能需求的影响%他们发现贸易开放同时具备斯托尔伯 萨缪尔森效应

和技术进步效应#并且技术进步效应占据了上风#说明了贸易开放会扩大中

国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N%(+

!

"##!

"则认为即使贸易自由化

没有带来过高的技术#由于其对劳动力流动成本的补偿性工资#技能劳动力

的相对工资也可能提高%滕瑜和朱晶 !

"#!!

"也从中间产品贸易的角度#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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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平均工资表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事非科技

活动人员的平均工资代替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对我国工业部门熟练和非熟

练劳动力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最终产品#贸易对熟

练劳动力相对工资具有负向影响#中间产品贸易对工业行业熟练劳动力的相

对工资具有正向影响%随着我国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中间产品贸易占总体

贸易比重的增加会扩大我国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关于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文献更为缺乏%肖文和周明海 !

"#!#

"

认为#贸易模式的转变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因%在进出口高度相关的珠

三角加工贸易时代#进口渗透率促进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而在出口型加工贸

易的长三角时代#进口渗透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下降#这是企业降低原料

和劳动成本的结果%周申和杨红彦 !

"#!!

"分析了国际贸易$技术进步等因

素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显示在
!CCC

(

"##C

年期间#我

国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同时#国际贸易

具有较为显著地提高我国工业部门行业劳动份额的效应#而技术进步则存在

显著降低工业行业劳动份额的效应%

以上大多数论文采用了分地区面板数据或者分行业面板数据#并且引入

贸易开放$

Q>V

$失业率$人力资本等宏观因素%但是这些指标无法解释劳动

力内部的教育分布#并且分省或者分行业数据不能采集劳动者个体的特点#

如工作经验或性别%而劳动经济学家 !

O&'*1/

#

!CE@

&

a&22&;

#

!CDF

"已强调

了这些特点的重要性%除了劳动力技能的差距外#

$+,81;

#

>./('0+'(':

=+8&22+'

!

"##D

"还强调了非人力禀赋和职业特征的差异#对于后一点#分省

或者分行业数据同样无法解决%幸运的是#

?(&22(*(/

!

"##F

"和
R1/&'

<

(':

?+'*10

!

"#!#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们在研究市场潜力和工资差

距的过程中#通过将工资方程和个人数据相结合#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将在后文进一步详细介绍"%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微观层面

的数据允许我们能够控制技能成分$其他个人特征和企业所有制特征对个人

收入的影响%此外#某一个人收入的微小变动对于贸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利用微观层面数据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减轻方程的内生性问题 !

R1/&'

<

(':?+'*10

#

"#!#

"%鉴于此#本论文借用他们的方法#运用中国家庭住户收

入调查
"##"

年 !

$RV?

"所调查的
FDGA

户城镇家庭和
"#FG"

位城镇个人的调

查数据#通过将贸易开放引入收入方程#检验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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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

!!

利用
O&'*1/

!

!CE@

"经典的个体劳动收入方程#并且借鉴
?(&22(*(/

!

"##F

"和
R1/&'

<

(':?+'*10

!

"#!#

"的方法#本文使用对数模型估计个体劳

动收入决定方程#那么#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影响的计量模型为

2'0

),

&%"

!

2'+

9

1'

,

""

2'!

,

"1

$

),

"

4

),

#

其中#

)

表示个人&

,

表示城市&

0

),

代表
*

城市中个人
)

的收入&

+

9

1'

,

代表
,

城市的贸易开放程度&

!

,

代表城市变量#具体包括城市人均
=>?

$城市人力

资本和城市生活成本&

$

),

为个体变量#具体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工作经

验$性别 !男性为
!

#女性为
#

"$婚姻状况 !结婚为
!

#其他为
#

"$是否是党

员 !中国共产党党员为
!

#其他为
#

"和受教育年限等个人变量&

4

),

为误差项%

贸易开放度 !

+

9

1'

,

"的衡量采用各城市对外贸易总量3各城市
=>?

总

量%)城市人力资本*是指调查中每个城市个体调查样本受教育年限的平均

值%在
$RV?

!

"##"

"调查中#有一项为 )按照您家的实际情况#您全家每月

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大约多少元*#本论文对每个城市个人的最低生活水

平加总后进行平均#定义为 )城市生活成本*%

在调查数据中#

A@"E

名个人未报告目前的收入#

"G@

名个人报告的收入

为
#

%为确保结论不受选择偏差的影响#本文使用
R1*K,('

程序检验是否报

告非零收入的可能性是外生 !

R1*K,('

#

!CEF

"#结论显示数据并不存在自选

择问题%另外#在相同省份和产业内的各种个体#观察到的和未观察到的特

点可能是相关的#即存在聚类误差的问题#本文使用
W+

<

1/;

!

!CCG

"方法#

纠正省份和产业内的个人间误差的相关性%

!二"内生性及其处理

虽然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大大降低了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的内生性#

但是仍然可能因为存在某些遗漏变量而导致内生性%例如珠三角工人的收入

状况远不如长三角#并且差异显著%究其原因#除了两地工人的人力资本差

异之外#还有由企业结构等因素造成的制度性差异%珠三角企业处理劳资关

系的基本模式是 )市场型*#而长三角则是 )人情型*和 )法治型*%这是两

地基本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差异 !万向东等#

"##F

&刘林平等#

"#!!

"%由于不

同地区的制度安排同样可能影响当地的贸易开放#但这种制度因素无法有效

度量#如此就可能产生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此外#各城市对于贸易量统

计口径可能存在的差异#也会产生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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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内生性通常的方法是寻找一个与贸易开放变量关系密切但独立于个

体收入水平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本文取各城

市到海岸线的最小距离的倒数即国外市场接近度作为工具变量%这主要基于

以下两方面考虑'

首先#国外市场接近度与各城市的贸易密切相关%海运是对外贸易运输

的主要形式#从节约运输成本的角度看#各城市越接近海岸线就意味着越接

近国外市场 !黄玖立和李坤望#

"##F

"#其贸易开放度越高%其次#无论根据

历史还是现实#我们均无法断定地理因素本身决定了个人收入差异%例如#

在唐宋以前#中原地区居民的收入高于沿海地区的收入%在
"#!#

年#内蒙古

地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EFCD

元#明显高于海南地区的城镇人均可支

配收入
!AF"G

元%

!三"数据说明

! 调查中的
!"

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分别为'安徽$北京$甘肃$广东$河南$湖北$江苏$辽宁$山西$四

川$云南$重庆%

!!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
"##"

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 !

$RV?

"#该调查分城镇$农村$农村 城镇移

民三大类共
!#

个子数据库%本文使用的是城镇个人收入$消费和就业数据库

与城镇家庭收入$消费和就业数据库%本文将这两个子数据库合并以获得个

人及其所在家庭的相关信息%该调查覆盖了
!"

个省份!

!直辖市$自治区"$

E#

个城市$

FDGA

户城镇家庭和
"#FG"

位城镇个人%基于该数据集#本文可以

定量考察贸易和其他因素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

$RV?

数据提供了城

市代码 !

*&0

3

*+:1

"#该城市代码为调查所在区域的行政区划代码%但对于北

京和重庆两个城市#

$RV?

数据提供的是个体所在区的行政区划代码#考虑到

对于各类生产要素来说#其在城市内部的流动是相对自由的%因此将分析限

定为区并不合适#本文将北京和重庆各个区合并为一个整体考虑%城市人均

=>?

数据的来源有两个#地级市的人均
=>?

数据来自
"##G

年 .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县级市的人均
=>?

数据来自 .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城市

贸易额的来源是各地
"##"

年$

"##G

年统计公报%采用统计公报提供的贸易数

据的原因是由于地级市和县级市的贸易数据均没有统计年鉴可查%因此#我

们查阅了
$RV?

数据所涉及的各城市
"##"

年的统计公报#以当年统计公报

上所提供的贸易数据为准%有些城市没有
"##"

年公报#但提供了
"##G

年

公报#本文就用
"##G

年公报提供的贸易数据和贸易增长率折算为
"##"

年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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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国男性退休年龄为
F#

周岁#女性为
AA

周岁%

G 工作经验指的是被调查者开始工作至
"##"

年底的工作时间#对于缺失经验的个体#使用)经验
[

年龄

_

教育
_F

*代替%

@ 通常的去除离群值的方法是以缺失值替代#但
L(/'100(':X1b&;

!

!CC@

"所介绍的方法是'所有离群值

均以仅次于!大于或小于"其的非离群值替代%

!!

本文选择男性年龄在
!F

(

F#

周岁#女性年龄在
!F

(

AA

周岁"且劳动收入

大于
#

的个体#经过去除主要变量 !包括劳动收入$性别$年龄$工作经

验G

$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城市控制变量等"的缺失值#获得

样本数为
D"@C

个#这些劳动者的基本特点均不存在遗漏%对于离群值的处理

采用
L(/'100(':X1b&;

!

!CC@

"的方法%

@每年的居民收入变量#被定义为基

本工资$奖金$补贴 !住房$医疗$儿童保育和地区补贴"和其他工资 !加

班工资和特殊情况下工资"的总和%

表
!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

!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收入
D"@C

!

C5""EF

!

#5FACA G5DE!" !#5F"D!

城市贸易开放度
D"@C _@5!AFF !5@FF@ _E5"#DF _!5A@GA

城市人均
=>? D"@C !5#!@E #5F"#! _!5G@G# "5AE@F

城市人力资本
D"@C "5"EC! #5#D"# !5CCCD "5@"@C

城市生活成本
D"@C E5#F"F #5GEGD F5GEAE D5ECEE

性别
D"@C #5AAFD #5@CFD # !

年龄
D"@C @#5AEA# C5#A"@ !F F#

年龄的平方
D"@C !E"D5"F@# E!E5#DAC "AF GF##

是否党员
D"@C #5"EDF #5@@DG # !

受教育年限
D"@C !!5A#"@ "5CA@C # "G

工作经验
D"@C "#5@G#F C5EG"" # @G

是否结婚
D"@C #5DEAE #5G"CC # !

!!

注'收入$贸易开放度$城市人均
=>?

$城市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成本变量取了对数#年龄$年龄的平

方$是否党员$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和是否结婚变量没有取对数#统计结果保留四位有效小数%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一"贸易开放与收入水平

!!

!5

基准规范分析

表
"

报告了基准收入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关于收入基本决定因

素 !性别$年龄$是否是党员$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和是否结婚"的研究

结果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相似#即'男性比女性收入高#性别收入差距明显&

年龄与收入待遇呈倒 )

c

*形曲线特征#即收入随年龄先增加后减少&党员收

入待遇比非党员收入待遇要高 !

X&

#

"##G

"&受教育年限越长$工作经验越多#



第
!

期 李
!

磊等'贸易开放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
G!A

!!

收入待遇越高&结婚后#收入比婚前高%

表
"

!

贸易开放对收入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普通最小二乘
两阶段最小

二乘

变量 !

!

" !

"

" !

G

" !

@

" !

A

" !

F

" !

E

"

城市贸易开放度
#5!!G@

"""

#5!"F!

"""

#5#E!E

"""

#5#FFA

"""

#5#E##

"""

#5!!"F

"""

!

#5#!#"

" !

#5##CA

" !

#5##E"

" !

#5##E#

" !

#5##E#

" !

#5#G"!

"

性别
#5!F!"

"""

#5!E!A

"""

#5!AFC

"""

#5!FFA

"""

#5!AAA

"""

#5!G@D

"""

#5!G@!

"""

!

#5#!FF

" !

#5#!AA

" !

#5#!@"

" !

#5#!GC

" !

#5#!GG

" !

#5#!G#

" !

#5#!"C

"

年龄
#5#GFF

"""

#5#@GA

"""

#5#@EC

"""

#5#@GD

"""

#5#@AF

"""

#5#@AA

"""

#5#@F!

"""

!

#5##D#

" !

#5##D#

" !

#5##EE

" !

#5##EG

" !

#5##EG

" !

#5##E"

" !

#5##EG

"

年龄的平方
_#5###@

"""

_#5###A

"""

_#5###F

"""

_#5###A

"""

_#5###F

"""

_#5###F

"""

_#5###F

"""

!

#5###!

" !

#5###!

" !

#5###!

" !

#5###!

" !

#5###!

" !

#5###!

" !

#5###!

"

是否是党员
#5!@CD

"""

#5!FC@

"""

#5!@@#

"""

#5!GA"

"""

#5!"GD

"""

#5#DEG

"""

#5#DC!

"""

!

#5#!FG

" !

#5#!AG

" !

#5#!@A

" !

#5#!@#

" !

#5#!GA

" !

#5#!G@

" !

#5#!GE

"

受教育年限
#5#E#@

"""

#5#F@#

"""

#5#@A@

"""

#5#@EE

"""

#5#@GC

"""

#5#G"G

"""

#5#G#C

"""

!

#5##@@

" !

#5##GF

" !

#5##G@

" !

#5##GG

" !

#5##G@

" !

#5##G"

" !

#5##G@

"

工作经验
#5#!A#

"""

#5#!""

"""

#5#!!#

"""

#5##CD

"""

#5##CA

"""

#5##DC

"""

#5##DE

"""

!

#5##!A

" !

#5##!@

" !

#5##!@

" !

#5##!@

" !

#5##!@

" !

#5##!G

" !

#5##!G

"

是否结婚
#5#@@A #5!!DG

"""

#5!!DC

"""

#5!"D!

"""

#5!"DC

"""

#5!!EE

"""

#5!"AE

"""

!

#5#G@C

" !

#5#G!F

" !

#5#G#A

" !

#5#"C#

" !

#5#"DE

" !

#5#"D"

" !

#5#"CG

"

常数项
E5"!AG

"""

E5F"C#

"""

E5DEFE

"""

E5ADGE

"""

E5F@!A

"""

E5C#FA

"""

D5!"""

"""

!

#5!EDF

" !

#5!F!D

" !

#5!E"A

" !

#5!E#@

" !

#5!E"E

" !

#5!D#F

" !

#5"GDE

"

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企业所有权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产业固定效应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D"@C D"@C D"@C D"@C D"@C D"@C D"@C

2

"

#5"#"@ #5"FG# #5G"AG #5GF"# #5GD@E #5@#F@ #5@#G#

!!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

#

""

#

"""分别代表
!#B

#

AB

和
!B

的显著性水平%

将贸易开放作为独立变量加入方程 !

"

"#导致
2

"提高了
F

个百分点#其

他变量的估计系数的变动如下'性别$年龄$是否是党员以及是否结婚的系

数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而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的系数则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可见#贸易开放对解释收入水平的变动有一定作用#但仍需进一步验证%

考虑到各省份在政策$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等方面有着显著不同#且产业特

征$公司所有权和职业类别等对收入也会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逐步加入虚

拟变量的办法来消除这些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方程 !

G

"中加入产业固定效

应#方程 !

@

"加入省份固定效应#方程 !

A

"引入企业所有权的固定效应#

方程 !

F

"继续引入劳动者职业类别的固定效应#本文发现引入固定效应后#

贸易开放对个人收入水平仍然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最后方程 !

E

"中利用各

城市到海岸线的最小距离的倒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

估计%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的系数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表明如果不

考虑内生性的话#会较大程度低估贸易开放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估计教育的回报率为
GB

到
EB

#略高于
$%1'

#

>1H

,./

<

1/(':Q+./'&1/

!

"##A

"估计的
"B

到
AB

的范围#这是由于本文采用的数



G!F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据为
$RV?

!

"##"

"数据#

$%1'.+67j

!

"##A

"采用的是
$RV?

!

!CCA

"数据#

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教育回报率有了一定程度的升高%不过我国的

教育回报率仍然大大低于
!#5!B

的世界平均水平和
C5FB

的亚洲平均水平#

且低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5"B

到
!!5EB

的水平 !

?;(*%(/+

9

+.2+;

#

!CC@

"%

"5

贸易开放$城市控制变量和其他因素

R(';+'

!

"##G

"提出并区分了三种聚集效应影响收入的机制#分别为'

非人力要素禀赋 !

'+'H%.,('S(*0+/1':+b,1'0;

"$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

!

&'*/1(;&'

<

/10./';1Z01/'(20+S&/,;

"和人力资本外部化 !

%.,('*(

9

&0(21ZH

01/'(2&0&1;

"%关于第一种机制#非人力要素禀赋 !如制度$习俗和公共机构

等"的差别更有可能在省级和产业层面发生#无须控制城市间的差异 !

R1H

/&'

<

(':?+'*10

#

"#!#

"%企业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人力资本外部化是地区聚

集的两个主要的动态竞争力效应%一方面#更大和更密集的地区聚集#在企

业和工人间产生更多的知识外溢#导致企业规模报酬递增和工人生产力的提

高#因而劳动者具有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地区聚集导致大量劳动者面临

更激烈的竞争#且竞争对市场价格施加向下的压力#劳动者间的竞争效应和

较低的市场价格水平驱使工人收入下降%因此#收入暴露在这两种相互矛盾

的力量中%本文在借鉴了
R1/&'

<

(':?+'*10

!

"#!#

"的研究基础之上#选择

城市人均
=>?

$城市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成本代表城市的聚集程度%通常情

况下#城市的经济越发达#人力资本存量越多#城市的生活成本越高#该城

市的聚集效应体现得越明显%表
G

报告了引入城市变量 !城市人均
=>?

$城

市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成本"后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城市人均
=>?

$城市

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水平均对收入水平有正向效应%城市人均
=>?

度量的是

该城市的发展水平#发展水平越高#人民收入水平也就越高#个人获得高收

入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城市人力资本这一指标的系数为正#验证了人力资本

对收入水平存在正的外部性%生活成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导致了贸易

开放系数的减小#说明了若不考虑生活成本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将在较大

程度上高估贸易开放对收入的正向影响%在方程 !

!!

"中#将三种城市变量

同时加入方程%结果显示'贸易开放的系数依然在
!B

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

著%方程 !

!"

"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城市贸易开放度的系数有

了较明显的提高#城市人均
=>?

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城市生活成本仍然显著

为正%以上结果说明'!

!

"城市人均
=>?

$城市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成本等

三种城市变量对收入水平有正向效应#特别是城市生活成本#能够解释居民

收入增长的较大部分&!

"

"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G

"内

生性导致低估了城市贸易开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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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贸易开放对收入的影响'加入城市变量

普通最小二乘 两阶段最小二乘

变量 !

D

" !

C

" !

!#

" !

!!

" !

!"

"

城市贸易开放度
#5#F"F

"""

#5#F@E

"""

#5#F#@

"""

#5#@D!

"""

#5#FF@

""

!

#5##EE

" !

#5##D#

" !

#5##FE

" !

#5##DG

" !

#5#G!E

"

城市人均
=>?

#5#@G#

"""

#5#@AE

"""

#5#G@A

!

#5#!AC

" !

#5#!AC

" !

#5#"!!

"

城市人力资本
#5"!DC

"

#5!C#@ #5#EE@

!

#5!G!D

" !

#5!GEA

" !

#5"ACF

"

城市生活成本
#5!A!@

"""

#5!@E!

"""

#5!GCF

"""

!

#5#"A@

" !

#5#"FG

" !

#5#"E!

"

个人特征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E5D@#E

"""

E5GCDF

"""

F5D@!@

"""

F5GACE

"""

F5EADC

"""

!

#5!D#"

" !

#5GF!#

" !

#5"FAC

" !

#5GFFA

" !

#5ECC!

"

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所有权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产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D"@C D"@C D"@C D"@C D"@C

2

"

#5@#E" #5@#FE #5@!## #5@!!# #5@!#F

!!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

#

""

#

"""分别代表
!#B

#

AB

和
!B

的显著性水平%

!二"贸易开放与收入差距

!5

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

根据斯托尔帕 萨缪尔森定理#发展中国家更容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商

品 !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更密集"#非熟练劳动力将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

益者#在这些国家贸易改革本质上是有利于穷人的%但事情果真如此吗0 本

文将全体样本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两类#如果这个人是初中以

上文化程度#那么此人被视为高技能劳动力&否则#这个人被划归为低技能

劳动力%估计结果如表
@

所示%在方程 !

!G

"和 !

!@

"的比较中#低技能劳

动者的贸易开放系数大于高技能劳动者的贸易开放系数#两者的系数分别为

#5#E"@

和
#5#FCF

#且均在
!B

统计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示贸易开放对低技

能劳动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促进作用#似乎表明贸易开放缩

小了技能收入差距%但加入控制变量后#计量结果却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

表
@

!

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

普通最小二乘 两阶段最小二乘

变量 !

!G

"低技能 !

!@

"高技能 !

!A

"低技能 !

!F

"高技能 !

!E

"低技能 !

!D

"高技能

城市贸易开放度
#5#E"@

"""

#5#FCF

"""

#5#G#G

""

#5#AE"

"""

#5#@"A

#5#DAC

"""

!

#5#!G"

" !

#5##DG

" !

#5#!@A

" !

#5##CD

" !

#5#A"!

" !

#5#G!F

"

城市人均
=>?

#5#FGF

""

#5#GED

""

#5#AFF #5#!CC

!

#5#"A"

" !

#5#!DG

" !

#5#GA#

" !

#5#""E

"

城市人力资本
#5DED#

"""

_#5!"EE

#5D#D@

""

_#5G#D!

!

#5"GAD

" !

#5!@C#

" !

#5@!#!

" !

#5"A!C

"



G!D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续表"

普通最小二乘 两阶段最小二乘

变量 !

!G

"低技能 !

!@

"高技能 !

!A

"低技能 !

!F

"高技能 !

!E

"低技能 !

!D

"高技能

城市生活成本
#5!#EE

""

#5!ACA

"""

#5!##"

"

#5!@CE

"""

!

#5#@EG

" !

#5#"CA

" !

#5#A!E

" !

#5#"CC

"

个人特征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D5GACC

"""

E5ECGE

"""

A5A"FE

"""

F5C!@"

"""

A5ECGC

"""

E5AGFG

"""

!

#5GA#G

" !

#5"!A#

" !

#5FEDE

" !

#5@"@C

" !

!5GCAG

" !

#5ED"@

"

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所有权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产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AE F#C" "!AE F#C" "!AE F#C"

2

"

#5GA#" #5GCE" #5GAC@ #5@#"! #5GAC" #5@#!#

!!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

#

""

#

"""分别代表
!#B

#

AB

和
!B

的显著性水平%

在方程 !

!A

"和 !

!F

"中#本文引入城市人均
=>?

$城市人力资本和城

市生活成本三个控制变量%可以看到一旦控制了这三者#低技能劳动者贸易

开放系数明显低于高技能劳动者贸易开放系数#技能收入差距不是在缩小而

是在扩大%这说明尽管对所有劳动者来说#随着贸易开放的增加#收入在增

加#但低技能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可以更多解释为经济发展$技能水平逐步提

高和城市平均生活成本增加的影响#而对高技能劳动者而言#贸易开放度的

上升导致了收入更快地增加%在方程 !

!E

"和 !

!D

"中#本文同样利用各城

市到海岸线最小距离的倒数作为工具变量#进一步控制内生性%发现控制了

内生性之后#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影响的差距进一步拉

大%综合来看#贸易开放的确拉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差距%造

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0 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进行解释%

从理论角度#

THT

定理要求要素数量不变#但中国尚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

经济转换的阶段#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持续从农业部门向

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使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量持续上升&

THT

定理要求

要素无摩擦$瞬时流动#而中国要素流动的成本尤其是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

的成本非常高#户籍制度的存在成为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障碍#由户籍制

度引起的城乡劳动力在医疗$保险$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也阻碍了劳动力

的自由流动%

从现实角度#第一个原因是贸易产品复杂度逐步增加%贸易开放所实现

的技能型技术进步更多地体现在中间产品种类数增加方面%技能密集型部门

与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中间产品的相对种类数的提高#从而拉大了收入不

平衡程度 !殷德生和唐海燕#

"##F

"%第二个原因是劳动力需求变化%高技能

劳动力需求与进口的资本品是互补的#技能收入差距拉大归因于出口引致的

劳动力需求变化#进口机器$设备和技术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第

三个原因是寻租行为的减少%关税保护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被保护的部

门存在寻租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从政府的保护政策中额外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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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在取消关税保护后#这些部门利润相对减少#劳动力收入结构中这种

收入趋于消失 !

W+88&';

#

!CCF

"%第四个原因是有偏的学习效应%贸易开放提

高后#企业和劳动者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

因此#和生产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相比#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

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这种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

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进一步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收入

差异 !潘士远#

"##E

"%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城市人力资本对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影响

的差异#城市人力资本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影响显著为正#不过对高技能劳动

者的影响为负#不显著%这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随着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

的提高#那么高技能劳动者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相对的低技能劳动者就会

缺乏#因此城市人力资本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而对高技能

劳动者收入产生负向影响 !虽然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为了检验本文的结论是否稳健#本文对划分高$低技能的标准进行调整%

本文进一步将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设定为高技能劳动力#而将未受过高等教

育的居民设定为低技能劳动力%结论如表
A

所示%方程 !

!C

"(!

""

"是普通

最小二乘的估计结果#方程 !

"G

"(!

"@

"是两阶段最小二乘的估计结果%稳

健性检验的结论同样表明#贸易开放对于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者的影响存在

着显著差异#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者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低技能劳动者

的促进作用#贸易开放拉大了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表
A

!

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普通最小二乘 两阶段最小二乘

变量 !

!C

"低技能 !

"#

"高技能 !

"!

"低技能 !

""

"高技能 !

"G

"低技能 !

"@

"高技能

城市贸易开放度
#5#E#!

"""

#5#EA"

"""

#5#@#D

"""

#5#FFD

"""

#5#ACC

"

#5#D@@

"

!

#5##DA

" !

#5#!#C

" !

#5#!#A

" !

#5#!!A

" !

#5#GF#

" !

#5#@@@

"

城市人均
=>?

#5#@AF

""

#5#@#C

""

#5#GGC #5#G#"

!

#5#"#!

" !

#5#"#G

" !

#5#"A"

" !

#5#G#!

"

城市人力资本
#5GCCC

""

_#5"!CE #5"D@E _#5GGGE

!

#5!EF"

" !

#5"##A

" !

#5"CF"

" !

#5GD##

"

城市生活成本
#5!AE"

"""

#5!@G"

"""

#5!@DF

"""

#5!GEG

"""

!

#5#G#F

" !

#5#GEF

" !

#5#G"F

" !

#5#GEA

"

个人特征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D5""!"

"""

E5E#"C

"""

F5!#!"

"""

E5!C!A

"""

F5A"#C

"""

E5AE@"

"""

!

#5"G!!

" !

#5"EFA

" !

#5@FCD

" !

#5AD!"

" !

#5C!FE

" !

!5!A!!

"

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所有权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产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AA!G "EGF AA!G "EGF AA!G "EGF

2

"

#5GA!@ #5GC@E #5GAEE #5GCCG #5GAE" #5GCDD

!!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

#

""

#

"""分别代表
!#B

#

AB

和
!B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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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贸易开放对不同企业所有权的影响

根据经验#我们会预期不同所有制类型的收入水平会有差异'私人企业

应当在收入上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且贸易开放对其的冲击应当比国有企业更

大%为了验证贸易开放对不同的企业类型中劳动者收入影响的差异#我们引

入贸易开放度和企业所有权交互项%

如表
F

中方程 !

"A

"(!

"D

"所示#在没有控制城市变量时#贸易开放对

于外资企业员工收入影响最大#接下来是城镇私营企业 !包括合伙企业"$城

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其他股份制企业 !包括股份合作制企

业"$城镇个体企业$ !地方"国有独资企业%而国家控股企业$ !中央$省"

国有独资企业系数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排序变化不大%从现实情况看#

这种企业等级排序和中国经济结构的运作相一致%

表
F

!

贸易开放对不同所有权企业从业人员收入的影响

变量 !

"A

" !

"F

" !

"E

" !

"D

"

!中央$省"国有独资
^

贸易开放
#5##E" #5##!# _#5##GC _#5##"#

!

#5#!#D

" !

#5#!#F

" !

#5#!#E

" !

#5#!#F

"

!地方"国有独资
^

贸易开放
#5#FAA

"""

#5#F#A

"""

#5#AGA

"""

#5#@C"

"""

!

#5##CD

" !

#5##CE

" !

#5#!#!

" !

#5#!##

"

城镇集体所有制
^

贸易开放
#5#EE"

"""

#5#FC"

"""

#5#FG!

"""

#5#AC#

"""

!

#5#!@E

" !

#5#!@F

" !

#5#!@E

" !

#5#!@C

"

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

^

贸易开放
#5!!""

"""

#5!#E#

"""

#5#CEE

"""

#5#C!G

"""

!

#5#"G"

" !

#5#"GG

" !

#5#"G@

" !

#5#"G"

"

城镇个体企业
^

贸易开放
#5#FE"

"""

#5#AA!

"""

#5#@E@

"""

#5#@#!

""

!

#5#!E"

" !

#5#!E@

" !

#5#!E@

" !

#5#!EA

"

外资企业
^

贸易开放
#5!DFF

"""

#5!D#F

"""

#5!EAC

"""

#5!E!A

"""

!

#5#@GC

" !

#5#@G!

" !

#5#@"F

" !

#5#@"F

"

国家控股企业
^

贸易开放
#5#!C# #5#!D" #5#!!# #5##E"

!

#5#!D@

" !

#5#!DF

" !

#5#!DD

" !

#5#!DC

"

其他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
#5#E!C

"""

#5#FEE

"""

#5#ADA

"""

#5#AGC

"""

业"

^

贸易开放 !

#5#!GF

" !

#5#!GD

" !

#5#!@#

" !

#5#!@#

"

其他所有制企业
^

贸易开放
#5#EA!

"""

#5#E!!

""

#5#F@C

""

#5#AEE

""

!

#5#"EC

" !

#5#"EE

" !

#5#"D#

" !

#5#"DA

"

城市人均
=>?

#5#FGF

"""

#5#FAG

"""

#5#F#F

"""

!

#5#!@@

" !

#5#!@@

" !

#5#!@@

"

城市人力资本
#5@##"

"""

#5"DE"

""

!

#5!""!

" !

#5!"AE

"

城市生活成本
#5!@D"

"""

!

#5#"D#

"

个人特征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E5F#A@

"""

E5AAD#

"""

F5FE"C

"""

A5C"A@

"""

!

#5!DGA

" !

#5!D@"

" !

#5GGA"

" !

#5GF""

"

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产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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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

"A

" !

"F

" !

"E

" !

"D

"

观测值
D"@C D"@C D"@C D"@C

2

"

#5@#ED #5@#CD #5@!#D #5@!@G

!!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

#

""

#

"""分别代表
!#B

#

AB

和
!B

的显著性水平%中外合资企业!包

括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合并为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对贸易开放比其他企业类型反应更强烈#这是因为

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很多是出口导向型企业#且这些企业绩效工资较高#工

资弹性较大#因此受贸易开放影响较大&贸易开放对国有性质企业影响较小#

这是由国有企业性质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根据中央行政计划运作#且人浮于

事 !

X&'

#

$(&(':X&

#

"##!

"%在国有性质企业中#贸易开放对收入的较低影

响可以由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剩余和工资刚性来解释#当需求上升时#他们可

以求助于国有企业中的半失业劳动力#这项调整属于企业内部调整#无需增

加新的就业劳动力或支付高加班工资 !

]'&

<

%0(':T+'

<

#

"##A

"%

当本文把生活成本引入回归后#几乎所有贸易开放与企业所有权系数都

在下降#同样说明在这些企业中#收入增加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保持劳动力

购买力不变而导致的%

G5

贸易开放对不同职业类别从业人员的影响

虽然迄今为止经济学界已有大量对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但是对贸易开

放影响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研究极少%这主要源自于统计数据获得困难#

难以严格区分两类报酬%不过根据
$RV?

调查数据的特点#本文将不同职业

类别分别与贸易开放度相乘#希望能获得这类收入差距的部分信息%

$RV?

调

查数据将所有城镇居民的职业分为
!#

类%

A可以认为私营企业主属于资本收入

者%

F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门负责人#办事人员#商业和

服务业人员#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属于劳动收入者%机关$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E和个体户主D较难将其划分为具体类型%

A

$RV?

数据的职业分类如下'

!J

私营企业主!经理"&

"J

个体户主&

GJ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J

机关$企事

业单位负责人&

AJ

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门负责人&

FJ

办事人员&

EJ

技术工人&

DJ

非技术工人&

CJ

商业和服

务业人员&

!#J

农民&

!!J

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由于第
!#

类农民并不属于城镇居民#因此本文在数据

中已经剔除%

F 当然不排除其收入中有来自个人劳动的部分%

E 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由于职位的不同#既可能是资本收入者#也可能是劳动收入者%例如在一个企

业中#董事长属于资本收入者#经理属于劳动收入者%而在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单位负责人属于劳动收

入者%

D 个体户主由于经营规模较小#既可能存在资本收入#也可能存在劳动收入%

!!

如表
E

中 !

G"

"所示'加入控制变量后#城市贸易开放度对所有不同职

业类别的从业人员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对私营企业主 !经理"影

响最大#远大于对其他职业类别从业人员的影响#其他的依次是商业和服务

业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办事人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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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户主#非技术工人#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门负责人#技术工人#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可见#总体上说#贸易开放对资本报酬者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报酬

者的影响#其原因是显然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当前劳资力量的不对等和劳

动力市场的资方相对垄断#资本报酬者更能从贸易开放中得到好处&二是由

于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对生产进行配置的能力#增加

了其对劳动力的谈判能力#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会导

致收入差距拉大 !

]/.

<

,('

#

"###

"%

表
E

!

贸易开放对不同职业类别从业人员收入的影响

变量 !

"C

" !

G#

" !

G!

" !

G"

"

私营企业主!经理"

^

贸易开放
#5"F!#

"""

#5"A!D

"""

#5"@#"

"""

#5""DF

"""

!

#5#FED

" !

#5#FDD

" !

#5#FCA

" !

#5#FC@

"

个体户主
^

贸易开放
#5#DG"

"""

#5#E!!

""

#5#F@G

""

#5#AAF

""

!

#5#"F@

" !

#5#"EE

" !

#5#"EF

" !

#5#"EA

"

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

贸易开放
#5#EFG

"""

#5#FC@

"""

#5#F"A

"""

#5#AAE

"""

!

#5#!!"

" !

#5#!"#

" !

#5#!"E

" !

#5#!"!

"

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门负责人
^

贸易
#5#FE!

"""

#5#AE@

""

#5#@DC

""

#5#@GG

"

开放 !

#5#"!C

" !

#5#""A

" !

#5#"G#

" !

#5#""F

"

办事人员
^

贸易开放
#5#EFD

"""

#5#FCC

"""

#5#F"F

"""

#5#AFD

"""

!

#5#!@A

" !

#5#!AE

" !

#5#!F@

" !

#5#!AC

"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

贸易开放
#5#AAC

"""

#5#@DE

"""

#5#@!"

"""

#5#GGE

"""

!

#5#!##

" !

#5#!#A

" !

#5#!!A

" !

#5#!!!

"

技术工人
^

贸易开放
#5#AC#

"""

#5#A!D

"""

#5#@@F

"""

#5#GEC

"""

!

#5#!#A

" !

#5#!#@

" !

#5#!!G

" !

#5#!!!

"

非技术工人
^

贸易开放
#5#FDA

"""

#5#F!@

"""

#5#A@#

"""

#5#@D!

"""

!

#5#!@F

" !

#5#!@"

" !

#5#!@C

" !

#5#!@C

"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

贸易开放
#5#C"F

"""

#5#DAG

"""

#5#EEF

"""

#5#FC"

"""

!

#5#!AA

" !

#5#!A!

" !

#5#!AG

" !

#5#!AF

"

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

贸易开放
#5#EDC

"""

#5#E!A

""

#5#F@A

""

#5#F#C

""

!

#5#"DG

" !

#5#"D"

" !

#5#"D@

" !

#5#"D"

"

城市人均
=>?

#5#@"F

"""

#5#@FD

"""

#5#@A"

"""

!

#5#!F"

" !

#5#!FG

" !

#5#!F"

"

城市人力资本
#5"FC@

""

#5!DGA

!

#5!G"D

" !

#5!GEG

"

城市生活成本
#5!@F@

"""

!

#5#"F@

"

个人特征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E5AF!E

"""

E5AG"#

"""

F5CGAD

"""

F5!@!G

"""

!

#5!DF!

" !

#5!DAF

" !

#5G@D@

" !

#5GADD

"

企业所有权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产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观测值
D"@C D"@C D"@C D"@C

2

"

#5@#ED #5@#DF #5@#C# #5@!"@

!!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

#

""

#

"""分别代表
!#B

#

AB

和
!B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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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

四!结
!!

论

本文运用微观调查数据#检验我国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

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和

结婚状况等基本的收入决定要素#并逐步引入产业$省份$企业所有权和职

业类别的固定效应后#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并稳健的正向效应#但

影响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除了体现在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影响#还体现

在对不同企业类型劳动者和不同职业类型劳动者的影响%具体来看#贸易开

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对外资企业和私营企

业职工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其他企业类型职工收入的影响&贸易开放对资本报

酬者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报酬者的影响%

C

?1//

3

(':72(//1(

<

(

!

"##F

"也认为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同期所采取

的其他政策%如果一国政府能够在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增加对穷人的技术培训#向其提供更多的生产型

资产#那么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会被大大抵消%

!!

鉴于此#第一#针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价值低#对收入的拉动作

用有限的特点#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增加这些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劳

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价值%第二#企业应当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人

力资本投入#可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学习和技术培训#并通过绩效考核机制鼓

励企业员工创新%第三#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善社会

人力资本结构&继续努力发展高等教育#扩大高等教育受教育的规模与范

围%

C第四#政府应当从宏观上对区域发展进行有效的引导#实现区域间的优

势互补#消除区域壁垒和市场分割#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市场#使产品和要素

能够自由流动%第五#针对贸易开放对我国的低技能劳动者收入促进作用较

低的特点#政府应根据当地的贸易开放程度#划定最低工资#适当调整劳动

报酬者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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