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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年的_YT数据库#本文首先研究的是男女部

门选择分散程 度 !以L0,*)分 散 指 数 来 表 示"和 工 资 差 距 的 趋 势&结 果 发 现#
前者的趋势是先平稳’后 下 降’再 上 升#后 者 的 趋 势 是 先 平 稳’后 上 升’再 下

降&本文还利用SAA432-)分解方法研究了部门选择影响工资性别差距的具体程

度#结果表明#除了 中 间 的 某 些 年 份 !%::"%%::!年"#部 门 选 择 对 工 资 性 别

差距的影响并 不 大#即 使 在 那 些 特 殊 的 年 份#影 响 程 度 也 不 会 超 过"#̂ &因

此#缩小性别之间工资差距的关键是降低两者在部门内的工资差异&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通讯地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电话$!#%#"<"$!H!;:(
+=.*(4$?350’*-%:$;!%!H@,-.&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香港研究资助局联合科研资助基

金对此课题的资助#感谢赵耀辉’姚洋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劳动组所有同学的

评论#他们是李嘉’廖志鹏’赵洪春’戴天然’练唯诚’盛抒扬和许敏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修 改 也 提 出

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谢过&

!!关键词! 工资性别差距#SAA432-)分解#指数基准#选择偏差

一!引!!言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一项重要内容&男女平等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多个方面#
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男女在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地位是否相等#其中很大一部

分内容是研究他们的工资决定机制是否相同&导致男女工资差距的因素有很

多#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技能差别和技能回报率差别两个方面&技能差别指的

是男女在教育水平’经验年限等方面的差别#技能回报率差别指的是在教育

回报率’经验回报率等方面的差别&后者造成的工资差距一般被视为女性在

劳动力市场上所受到的歧视&
有些研究者提出#男女在各部门就业分布的不同也会影响工资的性别差

距#这个因素对中国来说#重要性可能会更大&中国是一个由传统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就业机制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以前国家统一安排就业逐渐转变为双向自主就业&毫

无疑问#这种转变会改变男女在各个部门的就业分布&但就业分布的改变到

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工资的性别差距？影响的方向和趋势是否同发达国家的

情况类似？与技能差别’技能回报率差别相比#它的相对重要性怎 样？诸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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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的问题都将成为该领域今后研究的重点#
在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经济学者经常讨论劳动力市场

分割和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问题#男女在各部门就业分布的不同也是一种形

式的劳动力市 场 分 割$并 且 工 资 还 是 衡 量 资 源 配 置 效 率 的 一 个 维 度$因 此$
研究男女部门就业分布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具体的

层面上理解劳动力市场分割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问题#
本文选用SAA432-)分解方法研究男女部门就业分布对他们工资差距的影

响$这种方 法 的 优 点 是$既 能 解 决 指 数 基 准 问 题 !()C3a)0.R31A1-R43."$
又能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 !D343,2(-)R(*DA1-R43."$它们是该 领 域 研 究 的 两

大难题#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数据

描述和关于男女部门就业分布和工资差异的一些基本统计分析&第四部分介

绍文章中用到的工资分解方法&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是总结#

% N4*0*)Cd*’)!%::!"对该领域的文献作了很好的综述#
" 对工资差距进行分解指的是对男性和女性两者工资分布或者分布的某个特征!如均值"进行逐因素对

比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收入不平等的许多分解方法$都可用于研究性别工资差距问题#
H M*a*,*=N4()C31分解可以 参 考 M*a*,*!%:$H"’N4()C31!%:$H"$N1-U)分 解 可 以 参 考 N1-U)32*4@
!%:;#"#
J 分位数分解可以参考 ]*,’*C-*)C]*2*!"##<"$9]E分解可以参考90’)32*4@!%::H"$NI\分解可

以参考N-01?0(?)-)32*4@!"##%"$非参数分解可以参考&’*5*)CY-)-13!%::;"#

二!文 献 回 顾

国外研究工资性别差距的文章非常多%$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基于平均工资进行的研究$一类是基于整个工资分布进行的研究#无论是

哪一类研究$都要涉及一个如何对工资差距进行分解的问题#" 第一类研究经

常用到的分 解 方 法 有%M*a*,*=N4()C31分 解’N1-U)分 解 等#H 第 二 类 研 究 经

常用到的分解方法有%9]E分解’分位数分解’NI\分解和非参数分解等#J

不同的分解方法$其研究的侧重点和适用范围会有所不同#
相对而言$研究中国工资性别差距的文章要少得多$尤其是基于 微 观 数

据的实证研究#/(*)!%::!"使用M*a*,*分解方法研究 中 国 工 资 性 别 差 距$
他发现市场歧视与技能方面的因素并存$还发现性别工资差距很小$并把此

现象归因于女性的就业率较高以及中国计划经济下平均主义的延续#K0D2*>D=
D-)*)C\(!"###"也是用M*a*,*分解方法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女性相对

于男性的工资比率由%:;;年的;J@Ĵ 下降到%::<年的;"@<̂ $并且指出这

种差距主要是由教育回报率的不同而引起的(((男性的教育回报率 较 高$女

性的教育回报率较低#\(0$]3)?*)Cc’*)?!"###"利用上海和济南的两个

数据库$发现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到私人企业性别工资差距不断加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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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主要是由 技 能 方 面 的 原 因 造 成 的"而 不 是 由 歧 视 造 成 的#由 国 有 企 业$
集体企业到私人企业"歧视所能解释的部分越来越小%王美艳 &"##<’使用

N1-U)分解研究过同样的问题"她使用的数据库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五城市 &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的劳动 力 调 查 数 据"她

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工资差距主要是由部门内的工资差距引起的"而由于

部门选择所 导 致 的 工 资 差 距 很 小%与 本 文 联 系 最 为 密 切 的 一 篇 文 章 是\(0"

c’*)?"c’*-*)Cd0)?&"##<’"该篇文章使用9]E分解方法研究中国工资性

别差距的长 期 变 化"用 到 的 数 据 库 跟 本 文 一 样"也 是 _YT&_1R*)Y-0D3=
’-4CT01O35’数据库"该数据库会在 后 文 进 行 详 细 的 介 绍%他 们 发 现"男 女

在可观测技能方面的差距在缩小"这种缩小有利于减少工资差距"但对不可

观测技能回报的上升"以及女性不可观测技能相对于男性的下降抵消了前面

的正面效应%

< (指数基准)问题和选择偏差问题"请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的相关论述%

!!从以上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除王美艳 &"##<’以外"其余的研究都没

有分析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 差 距 的 影 响%王 美 艳 &"##<’没 有 解 决 指 数 基 准

问题和选择偏差问题<"本文的研究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使分析的结果更加

令人信服%本文对该领域做出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不仅仅在某个横截面上做

分析"而且使用%:;;*"##%年共%J年的数据 进 行 时 序 分 析"这 样 可 以 让 我

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就业分布影响工资性别差距的动态趋势%

三!数据描述及一些基本统计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库是_YT&_1R*)Y-0D3’-4CT01O35’%:;;*"##%年的

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由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负责调查的"其主要目的是研究

城市居民收入和就业问题%该调查涵盖的个人基本信息有!年龄$性 别$受

教育程度$工资等"涵盖的家庭基本信息有!家庭成员的个数$消费$储蓄$
资产以及住房环境等%相对于其 他 的 数 据 库 而 言"该 调 查 包 含 (刚 参 加 工 作

的年份)这样一个变量"它使得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界定工作经验%
从文章第四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要使用SAA432-)分解方法估计部门选

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需要做两大类的回归***男性和女性在各 个 部 门

的工资决定方程以及男性和女性的部门选择方程%要做这两大类回归"一般

使用的变量有个人的受教育年限$个人的经验$参加工作时的年龄$省际变

量等%_YT数据库只有受教育程度变量"没有受教育年限变量"我们根据我

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把受教育程度变量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变量"其中本科的受

教育年限为%!年"专科为%J年"技校和高中为%"年"初中为:年"小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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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个人经验变量主要是按照刚参加工作年份的信息构造$对那些没有该信

息的观测值$我们用潜在经验 !年龄V受教育年限V!"表示#参加工作时的

年龄定义为当前年龄减去经验年限#
针对本文的研究而言$_YT数据库的一个缺陷是没有对部门给出一个稳

定的定义$各个代码所代表的含义在不同年份之间是不一致的$详细的情况

请参见表%#为了使部门的定义在各年份之 间 保 持 一 致$我 们 对%:;;%%::%
年以及%::$%"##%年的 有 关 部 门 进 行 了 重 新 定 义$使 之 与%::"%%::!年 的

定义相同#具体的做法是&把%:;;%%::%年的 ’矿业和木材采运业()’制造

业(定义为 ’普通工业($把%::$%"##%年的 ’采掘业() ’制造业(定义为

’普通工业($把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
定义为 ’房地产管理)公共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

表!!!"##!$%%!年&’(数据库的部门定义

代码 %:;;%%::%年定义 %::"%%::!年定义 %::$%"##%年定义

% 农林牧渔 农林牧渔 农林牧渔

" 矿业和木材采运业 普通工业 采掘业

H 制造业 地质勘探和普查业 制造业

J 地质勘探和普查业 建筑业 电力)煤 气 及 水 的 生 产 和 供

应业

< 建筑业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 建筑业

!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 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

仓储

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

$ 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业 房地产管理)公共事业)居民服

务和咨询服务业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 住宅管理)公 用 事 业 管 理 和 居

民服务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教 育)文 化 艺 术 和 广 播 电 视

事业

金融保险业

%# 文化艺术事业和教育事业 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事业 房地产业

%% 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事业 金融保险业 社会服务业

%" 金融保险业 国 家 机 关)党 政 机 关 和 社 会

团体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

%H 国 家 机 关)党 政 机 关 和 社 会

团体

其他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

视事业

%J 其他 无 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事业

%< 无 无 国家 机 关)党 政 机 关 和 社 会

团体

%! 无 无 其他

!!说明&_YT数据库关于部门的定义在年际之间 不 一 致#为 解 决 这 个 问 题$我 们 按 照%::"%%::!年

的标准对其他年份的部门进行 重 新 定 义$具 体 做 法 是&把%:;;%%::%年 的’矿 业 和 木 材 采 运 业()’制 造

业(定义为’普通工业($把%::$%"##%年的’采掘业()’制造业(定义为’普通工业($把’电力煤气及 水 的

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定义为’房地产管理)公共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在

实际分析中$我们去掉了代码为%H的部门!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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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我们对使用的样本做了如下的处理!
#%$由于我国对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有不同的规定"我们选择年龄大于

%!周岁小于!#周岁的男性样本和年龄大于%!周岁小于<<周岁的女性样本%
#"$我们仅选择工作时年龄小于<#周岁的样本"因为年龄大于<#周岁的

人其选择工作的目的跟理论预期非常不同"这部分样本的数量很少"此处理

不会对结果造成大的影响%

! 代码为%H的部门是其他行业%

!! #H$我们去掉了职业代码为%H的样本%这样做的原因一是因为它们的样

本数量太小"二是因为它们在年际之间的定义可能不一致%!

基于上述处理后的样本"我们分析了男女基本变量差别&工资差 别 和 就

业分布差别等 方 面 的 基 本 情 况%表"给 出 的 是%:;;’"##%年 男 女 基 本 变 量

#教育&经验和工作时的年龄等$差别的情况"最显著的一个现象是"男性和

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越来越长"并且它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年两

者的差距约为#@;年""###年差距约为#@%年""##%年几乎就没有差距%其

次"男性和女性平均经 验 年 限 也 是 越 来 越 长"但 两 者 差 距 基 本 上 维 持 在H@<
年到J年左右%最后"男性和女性参加工作时年龄的差别也是越来越小%男

女在这些基 本 变 量 方 面 的 差 异 及 趋 势 会 影 响 性 别 工 资 的 差 距 及 趋 势"使 用

M*a*,*=N4()C31分解方法的文献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表!!男性和女性基本变量描述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平均经验 参加工作时年龄

女性 男性 差别 女性 男性 差别 女性 男性 差别

%:;; %#@## %#@$$ #@$$ %!@%; %:@:" H@$J %:@%$ %;@<! #@!%
%:;: %#@%$ %#@:% #@$J %!@$H "#@H! H@!" %;@:$ %;@J" #@<<
%::# %#@": %#@:J #@!< %$@H$ "%@"# H@;H %;@$; %;@H# #@J;
%::% %#@H; %%@#" #@!J %$@#% "#@:; H@:$ %;@:J %;@H# #@!J
%::" %#@;H %%@H% #@J; %$@!< "%@#! H@J" %;@;J %;@H% #@<J
%::H %#@;: %%@H; #@J: %;@#$ "%@<! H@J: %;@$< %;@"" #@<H
%::J %%@%% %%@<$ #@J! %;@%J "%@$J H@!# %;@<" %;@#; #@J<
%::< %%@%! %%@!" #@J! %;@<; "%@:: H@J% %;@H: %;@#; #@H%
%::! %%@%: %%@!J #@J< %:@#$ ""@H# H@"" %;@<% %;@"; #@"H
%::$ %%@"H %%@!% #@H; %:@%! ""@JJ H@"; %;@<! %;@H! #@"#
%::; %%@J$ %%@$! #@": %:@H$ ""@!" H@"< %;@<" %;@H% #@"%
%::: %%@$# %%@:H #@"H %:@!" ""@$! H@%J %;@<# %;@"! #@"J
"### %%@:# %"@#" #@%" %:@$" ""@:! H@"J %;@!H %;@H! #@"$
"##% %%@:! %%@:$ #@#% "#@%! "H@$: H@!" %;@!" %;@H" #@H#

!!数据来源!_YT数据库%
说明!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经验的差别都是男性的值减去相应女性的值(参加工作时年龄的差别是

女性的值减去相应男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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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的工资为实际工资#以%:;;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为基准进行计算$

!!图%给出的是%:;;%"##%年工资性别差距的基本情况$#纵轴表示女性平

均工资占男性平均工资的比例$从图%中可以发现&%:;;%%::%年#女性平

均工资相对于男性平均工资的比率基本保持不变’%::"%%::!年#该比率有

所下降’%::$%"##%年#该比率又有所上升$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女性

平均工资占男性平均工资的比例都在;#̂ 以上#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这

个数字是偏高的#这可能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后续影响#也有

可能是因为男性和女性在各种技能方面的差异不大$

图!!女性平均工资占男性平均工资的比率

!!说明&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女性平均工资占男性平均工资的比率$

图"给 出 的 是%:;;%"##%年L0),*)男 女 部 门 分 布 分 散 指 数 !D3?13?*=
2(-)()C3a"的基本情况$该指数的计算公式是&

BM %",
9

DM
!

%

#D "# !W ID "I
#

其中#DQ%#"#(#9指的是9个就业部门’#D 指的是女性在第D个部门的就

业人数##指的是女性样本总数’相应地#ID 指的是男性在第D个部门的就

业人数#I 指的是男性样本总数$如果男性女性在各个部门的就业分布完全

相同#L0),*)分散指 数 取 得 最 小 值#’相 反#如 果 两 者 就 业 分 布 完 全 不 同#
即没有一个部门是两者共同就业的部门#L0),*)分散指数取得最大值%$图

"给出 的 信 息 是#%:;;%%::%年#L0),*)分 散 指 数 基 本 保 持 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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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指数有所下降#%::$$"##%年"该指数急剧上升%

图!!"#$%&$男女部门分布分散指数

!!说明!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L0),*)分散指数%

比较图%与图""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L0),*)分散指数越大"女性

工资相对于 男 性 工 资 的 比 例 越 高"性 别 工 资 差 距 越 小#L0),*)分 散 指 数 越

小"女性工资相对于男性工资的比例越低"性别工资差距越大%这种比较可

以给我们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男女在各部门就业分布的差别不是造成

男女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第二个信息是"就业分布同工资的关系与预期中

市场分割同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不一致%第一个信息是下文着重分析的主要

内容"第二个信息也非常有趣"一般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降低资源

的配置效率"但此观点却不能在男女就业分布差别同他们工资差距的关系中

得到印证%人们对市场分割的理解经常是基于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很难判定资源在各个部门的配置不同到底是由什么原

因引起的"一方面它可能是因为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

因为在资源配置中 &比较优 势’发 挥 作 用 的 结 果%改 革 开 放 以 后"男 女 在 各

部门就业的分散趋势可能正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一种体现"此时"男女就

业分布的差别越大"他们的工资差距可能反而越小%
我们还分析了男性和女性在各部门的就业人数以及男性和女性在各部门

平均工资的情况"它们也可以给出一些男女就业分布不同对工资性别差距的

有用信息%例如"在所有年份"女性在 &商业(公共饮食(物 资 供 销 和 仓 储

业’的就业比例要高于男性"而 在 &党 政 机 关 和 社 会 团 体’的 就 业 比 例 则 远

低于男性%在这两个部门"男女工资差距的程度不同"前一部门男女工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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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较大#后一部门男女工资差距较小$另外#我们还发现#%农林牧渔业&与

%地质勘探和普查业&这两个部门的观测值很少;#很难对这两个 部 门 做 回 归

分析#因而很难把这两个部门纳入工资分解的框架之中#下文的各种分析只

针对其余的十个部门$:

; 例如%:;:年只有!位女性就业于%农林牧渔业&#%::<年只有$位女性就业于%地质勘探和普查业&$
: 王美艳!"##<"把所有的部门分为四大类#这种分类方法得到的可用于分析的部门个数太少#在客观上

降低了部门选择对工资差距影响的重要性#因为N1-U)分解的结果与部门个数有很大关系$
%# 请参见SAA432-)32*4@!%:::"$
%% 在N1-U)等人的文章发表之前#也有人使用在工资方程中加 入 部 门 虚 拟 变 量 的 方 法 研 究 部 门 选 择 对

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但这种方法只是抓住了不同部门对工资截距项的影响#而忽略了各种变量对部门

选择的影响$

四!SAA432-)分解方法%#

研究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一般使用N1-U)分解的办法$%%如

果要解决上面提到的 %指数基准&问题和选择偏差问题#则需要使用改进后

的N1-U)分解方法’’’SAA432-)分 解 方 法#本 部 分 将 详 细 地 介 绍 这 种 方 法$
首先#我们以M*a*,*=N4()C31分解为例说明 什 么 是 %指 数 基 准&问 题 以 及 为

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说明选择偏差方面的问题$

!一"M*a*,*=N4()C31分解

通过男性的工资分布可以计算男性的平均工资#通过女性的工资分布可

以计算女性的平均工资$一般而言#这两个平均工资不会相同$人们感兴趣

的是#到底是 哪 些 因 素 影 响 了 男 性 同 女 性 的 平 均 工 资 差 别？M*a*,*!%:$H"
和N4()C31!%:$H"给 出 的 解 决 方 法 是#分 别 对 男 性 样 本 和 女 性 样 本 做 明 瑟

!](),31"工资方程回归(

8- M>-#- N(-& !%"

8’ M>’#’N(’& !""

其中80指对数 工 资#>0 指 教 育 和 经 验 等 控 制 变 量##0 指 这 些 变 量 的 回 归 系

数#(0 指回归的残差项#0Q-#’$
因为(0 M#!0M-#’"#男性平均工资和女性平均工资可以写为(

8- M>-#-& !H"

8’ M>’#’& !J"

进而#

8-W8’ M>-#- W>’#’ M !>-W>’"#- N>’!#-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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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中"第一项表示工资性别差距中技能因素能够解释的部分"第二项是

技能因素不能解释的部分"一般认为这部分是由于歧视造成的#式 $<%只是

给出了分解的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

8-W8’ M>-#- W>’#’ M $>-W>’%#’N>-$#- W#’%& $!%

这两种分解方法给出的分析结果会非常不同"例如"&一项关于美国教授的收

入研究表明"使用第一种方法"得出的结果由歧视所能解释的部分只占"̂ "
使用第二种方法"得出的结果由歧视所能解释 的 部 分 占$#̂ ’#%"这 种 由 于 分

析次序不同从 而 导 致 分 析 结 果 也 不 同 的 问 题"在 文 献 中 被 称 为 &指 数 基 准’
$()C3a)0.R31%问题#

%" SAA432-)32*4@$%:::%"第":%页#

!!830.*1B$%:;;%给出解决 &指数基准’问题的一个方法是!

8-W8’ M $>-W>’%#N>-$#- W#%N>’$#W#’%& $$%

其中"

#M/#- N$OW/%#’&

/M $RYR%W%$RY-R-%&
$;%

R指的是所有样本 $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控制变量矩阵"R- 指的是男性

样本的控制变量矩阵#这种解决方法的思想是"把男性的回归系数和女性的

回归系数做一个加权平均"把平均后得到的系数作为基准#比较式 $<%和式

$$%可以发现"式 $$%把歧视分成了两部分!市场优惠男性的部分>-$#- W

#%和市场歧视女性的部分>’$#W#’%#&-22-) $%:;!%也提出一些解决 &指数

基准’问题的方法#

$二%N1-U)分解方法

在有多种部门可供选 择 的 情 况 下"劳 动 者 的 平 均 工 资 $男 性 或 者 女 性%
可以表示为参与各个部门的概率与该部门平均工资乘积的总和#因此"男性

与女性平均工资的差别就可以表示为!

8-W8’M,
D

$E-D8-
D WE’D8’

D%

M,
D
E’D$8

-
D W8’D%N,

D
8-
D$E

-
D WE’D%& $:%

其中"80为总平均工资"80D为各个部门的平均工资"E0D 为进入某个部门的概

率"0Q-"’#我们可以把 $:%式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
D
8-
D$E

-
D WE’D%M,

D
8-
D$E

-
D W:E’D%N,

D
8-
D$:E’D W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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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D!8

-
D W8’D"M,

D
E’D!>

-
D#

-
D W>’D#

’
D"

M,
D
E’D!>

-
D W>’D"#

-
D N,

D
E’D>’D!#

-
D W#

’
D"& !%%"

把式 !%#"#!%%"代入式 !:"$我们可以得到%

8-W8’ M,
D
E’D!>

-
D W>’D"#

-
D N,

D
E’D>’D!#

-
D W#

’
D"

N,
D
8-
D!E

-
D W:E’D"N,

D
8-
D!:E’D WE’D"& !%""

新出现的:E’D表示如果女性获得跟男性同样的待遇而在各个部门中的就业概率&

这样$就可以把男女的总平均工资分为四大块$其中,
D
E’D!>

-
D W>’D"#

-
D 为部

门内工资差距可以被解释的部分$,
D
E’D>’D!#

-
D W#

’
D"为部门内工资差距不能被

解释 的 部 分$,
D
8-
D!E

-
D W:E’D"为 部 门 间 工 资 差 距 可 以 被 解 释 的 部 分$

,
D
8-
D!:E’D WE’D"为部门间工资差距不能被解释的部分&

!三"SAA432-)分解方法

在 !二"中提到的N1-U)分解方法也存在 ’指数基准(问题&为了说明

这个问题$我们把式 !:"写为%

8-W8’M,
D

!E-D8
-
D WE’D8’

D"

M,
D
E-D!8

-
D W8’D"N,

D
8’
D!E

-
D WE’D"& !%H"

按照上面同样的步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分析结果%

8-W8’ M,
D
E-D!>

-
D W>’D"#

-
D N,

D
E-D>’D!#

-
D W#

’
D"

N,
D
8’
D!E

-
D W:E’D"N,

D
8’
D!:E’D WE’D"& !%J"

!%J"式与 !%""式的两种分解结果也会不同&为解决这个问题$SAA432-)采

取的方法是$将男女平均工资差距分解为%

8-W8’ M,
D
E"
D !8

-
D W8’D"N,

D
8-
D!E

-
D WE

"
D "

N,
D
8’
D!E

"
D WE’D"& !%<"

其中E"D 表示无歧视情况下$个人0在部门D中就业的平均概率&下面我们介

绍在实际研究中如何选择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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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设个人0在部门D就业的概率是由 .042()-.(*44-?(2机制决定的"
即如果个人0具有特征\0"那么该人在部门D就业的概率为!

E0D M3aA#,
-
D\0$,

D
3aA#,-D\0$!#如果0为男性$& #%!$

E0D M3aA#,’D\0$,
D
3aA#,’D\0$!#如果0为女性$& #%$$

根据.042()-.(*44-?(2模型可以估计出,-D%,’D&令

,"D M/,
-
D N#OW/$,’D& #%;$

如果不存在歧视的话"个人0在部门D就业的概率就由,"
D 决定"即

E0"D M3aA#,"D\0$,
D
3aA#,"D\0$& #%:$

令E-"D 为式 #%:$对男性样本 的 平 均 值"E’"D 为 式 #%:$对 女 性 样 本 的 平 均

值"E"D 为式 #%:$对全部样本的平均值"因为式 #%<$中的第一项仍然有一

个基准问题"式 #%<$就可以被进一步分解为!

8-W8’ M,
D
E"
D #>

-
D W>’D$#DN,

D
E"
D>

-
D##

-
D W#D$

N,
D
E"
D>’D##DW#

’
D$N,

D
8-
D#E

-"
D WE"D $

N,
D
8’
D#E

"
D WE’

"
D $N,

D
8-
D#E

-
D WE

-"
D $

N,
D
8’
D#E’

"
D WE’D$& #"#$

式 #"#$中的前三项表示部门内的工资差距"后四项表示部门间的工资差距&
其中第一项是由技能方面因素决定的工资差距"第二项是部门内对男性的优

惠"第三项是部门内对女性的歧视"第四项表示男性由于具有较优的技能因

素而导致的部门间差距"第五项表示女性由于具有较差的技能因素而导致的

部门间差距"第六项表示部门间对男性的优惠"第七项表示部门间对女性的

歧视&总的来说"第一项%第四项和第五项之和表示由于技能方面因素造成

的工资差异’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和第七项之和表示由于市场对女性歧

视而造成的工资差距&
在上面的分析中"都假设可以得到#

0
D#0M-"’$的一致性估计"但在实际

研究中"满足这样的假设并非易事&一个劳动者0在D部门中工作"可能是因

为他在该部门的工资高于他在其他部门的工资 #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决定自

己的就业部门$"也可能是因为他对该部门有着特殊的偏好"如果不能控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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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参见 Y3,B.*)!%:$:"#
%J 在工资方程中放入虚拟变量的时候$选择不同的基本组会得到不同的分解结果$Z0)!"##<"给出了一

种解决办法#在本文中$由于我们不关心某个省份前面的系数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因此没有必 要 解

决这个问题#

些因素的话$得出来的#
0
D!0M-$’"系数的估计就不是一致的%H$基于这些系

数而进行工资分解可能就会得出错误的结果#因此$在对各部门男性和女性

工资方程进行估计的时候$必须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33!%:;H"提出的两

阶段方法可以解决这种偏差#针对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第一步需要估计部

门的选择方程$得出各个选择性系数,0D!0M-$’"$第二步做下面的回归%

4)8A0 M>0#AW+A%!9![0,A0""&#![0,A0"N1A0& !"%"

其中A指部门$0指男性或者女性$8A0指工资$>0 指工资方程的控制变量$[0
指选择方程的控制变量$9M&W%!’"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的反函数$# !’"
为部门选择方程中残差的分布函数$是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

为了识别所涉及的各种系数$要求[0和>0中的变量不能完全一样#考虑

选择性偏差之后$我们不能对观察到的性别工资差距直接进行分解$而应该

对纠正 了 选 择 偏 差 之 后 的 工 资 差 距$即 8- W8’ W !+-.- W+’.’"$.0 M

%!9![0,A0""&#![0,A0"!0M-$’"进行分解#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使用SAA432-)分解方法研究工资性别差距$我

们需要进行以下几步工作%
!%"计算部门选择方程的加权矩阵/(
!""使用.042()-.(*44-?(2的方法分别估计男性和女性的部门选择方程$

得到选择性系数,0D!0M-$’"(

!H"根据选择性系数$计算%!9![0,A0""&#![0,A0"$E
0
D!0M-$’"(

!J"根据选择性系数和加权矩阵/$计算E"D 和E0
"

D !0M-$’"(
!<"利用 !"%"式$分别估计各个部门男性和女性工资的方程$得到工资

方程系数#
0
D!0M-$’"(

!!"根据工资方程的加权矩阵计算#D(

!$"分别计算各部门男性和女性的平均特征>0D!0M-$’"(
!;"利用式 !"#"对性别工资差距进行分解#

五!SAA432-)分解的结果及讨论

如前所述$使用SAA432-)分解方法时$对每个部门都要估计男性和女性的

工资方程以及男性和女性的部门选择方程#在估计工资方程时$我们使用的解

释变量是受教育年限)经验)经验的平方)省份虚拟变量 !以北京为基本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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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计部门选择方程时"我们使用的变量是受教育年限#参加工作时的年龄#
参加工作时年龄的平方#省份虚拟变量等"$普通工业%部门是估计的基准部

门&估计各个部门工资方程的时候"我们还依照\33’%:;H(的方法对选择偏

差作了修正"即利用式 ’"%(来估计工资方程&

%< 感谢赵耀辉老师给出的这个建议&
%! 教育的系数为正"经验的系数为正"经验平方的系数为负&

!!由于涉及的回归式个数比较多"我们没有汇报所有回归式的结果"仅汇

报了所有年份全体样本各部门的工资方程和部门选择方程%<"表H汇报的是男

性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表J汇报的是女性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表<汇报

的是男性部门选择方程的回归结果"表!汇报的是女性部门选择方程的回归

结果&从表H#表J我 们 可 以 看 出"工 资 方 程 各 主 要 系 数 符 合 我 们 的 理 论 预

期%!"并且表示选择性问题的变量.在很多年份都是显著的"这从另外一个方

面也说明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的重要性&对部门选择方程的估计"我们使用

.4-?(2方法"选择 $普通工业%部门为参照组&从表!我 们 可 以 看 出"相 对

于普通工业部门"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增加在其他部门的就业概率)而表<
的结果显示"男性教育程 度 的 提 高 并 不 会 显 著 地 增 加 在 $建 筑 业%# $商 业#
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 业%的 相 对 就 业 概 率"甚 至 会 减 少 在 $交 通 运

输#邮电通信业%的相对就业概率&
估计出相关的工资方程和部门选择方程后"我们还要构造工资方程的权

重矩阵和部门选择方程的权重矩阵&这两个矩阵的构造方法是一样的"但在

构造工资方程权重矩阵的时候"依据的变量是受教育年限#经验#经验的平

方"而在构造部 门 选 择 方 程 权 重 矩 阵 的 时 候"依 据 的 变 量 则 是 受 教 育 年 限#
工作时年龄#工作时年龄的平方&

得到工资方程和部门选择的系数及权重矩阵后"式 ’"#(所要求的参数

均可以 得 到&这 些 参 数 包 括 男 性 和 女 性 在 各 个 部 门 的 实 际 就 业 概 率 ’E-D"

E’D("无歧视情况下男性和女性在各个部门的预测就业概率 ’E-"D "E’"D ("无

歧视情况下平均的就业概率 ’E"D (***它对男性和女性而言是相同的&
表$给出了SAA432-)分解的最终结果"表中的数字表示各部分对应的工

资差距占总工资差距的比例"例如左上角的 $#@<%!%表示%:;;年部门内可

解释的工资差距占总工资差距的<%@!̂ &表中的前七列 ’年份列不计(分别

对应式 ’"#(中的七项内容"第 八 列 为 前 三 列 的 和"表 示 部 门 内 工 资 差 距 占

总工资差距的比例)第九列为第四列至第七列的和"表示部门间工资差距占

总工资差距的比例)第十列为第一#四#五列的和"表示工资差距中 能 够 被

解释的部分)第十一列表示第二#三#六#七列的和"表示工 资 差 距 中 不 能

被解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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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相对于部门内各

因素"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总体影响不大"在所有年份"部门选择造

成的工资差距占工资总差距的比例不超过"#̂ "表$的第九列可以看出这点#
第二个结果是"相对于 其 他 年 份 来 说"%::"$%::!年 间%$"部 门 选 择 对 性 别

工资差距的影响较大#第三个结果是"女性在部门选择问题上不受歧视"在

某些年份 %%:;;&%:;:&%:::&"##%’这个因素 反 而 有 利 于 降 低 工 资 的 性 别

差异"这一点可以从表$的第七列看出#第四个结果是"不可解释的部分特

别是部门内不可解释的部分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可以

从表$的第十一列&第二列和第三列中看出#综合第三个结果和第四个结果"
我们发现"虽然女性在部门选择问题上不受歧视"但在部门内受到的歧视程

度却越来越严重#%;

%$%::;年&"###年部门选择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也较大"这可能是由于选择性问题所导致的"解决选择偏

差之前的工资差距与之后的工资差距相差较大#在其他的趋势中"这两个年份也较为特殊#
%; 文献中对歧视的具体含义存在分歧"本文所指的歧视是一种广义的歧视"工资差距中所有不可解释的

部分都被视为歧视#

!!为什么部门选择对工资的性别差距影响不大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

的部门选择方程没有把影响部门选择的所有因素包括进来"而这些没有被包

括进来的因素在决定部门选择方程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模型设

定方面的偏差使得我们低估了部门选择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个

人按照 (比较优势)选 择 就 业 部 门"当 前 的 就 业 部 门 已 经 是 适 合 他 %或 她’
发展的最理想部门#

为什么%::"$%::!年部门选择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较大呢？这与当时

经济改革的大气候有很大关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一

股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浪潮"大批文化程度较低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
无论是相对于已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而言"还是相对于新进入劳动力市

场上的男性而言"她们更多地就业于工资较低的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观察到的现象是女性平均工资相对于男性平均工资的下降"工资分解的结果

是男性女性就业分布的不同对他们之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力增加#
为什么部门内女 性 受 到 的 歧 视 程 度 较 为 严 重 呢？ 我 国 的 一 些 法 律 法 规

%如 *劳动法+’会在一定的程度 上 保 障 女 性 在 就 业 选 择 时 的 合 法 权 利"保 证

男女就业机会 的 均 等#就 业 以 后"决 定 工 资 的 权 利 转 移 到 企 业 手 中"企 业

%尤其是一些私有企业’的领导人会受到传统封建思想&自己的偏见&社会习

惯等因素的影响"在报酬方面歧视女性#影响部门内工资决定的另外一个因

素是工作年限"它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女性在此方面会受到歧

视#例如"在相 同 工 作 年 限 的 情 况 下"男 性 升 迁 得 较 快"得 到 的 工 资 较 高#
此外"女性在部门 内 受 到 的 歧 视 程 度 较 大 的 结 论 也 可 能 与 模 型 的 设 定 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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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工资方程中加入的变量比较简单#仅为受教育水平$经验$经验的平

方和省份虚拟 变 量 等%而 在 现 实 生 活 中#一 些 不 可 观 测 的 因 素 如 创 新 能 力$
团队合作精神等对工资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但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中#这些影

响都被归入到歧视的范围之内%

六!总!!结

基于%:;;&"##%年的_YT数据库#本文的研究发现#男女部门选择分

散程度 !以L0,*)分散指数来表示"的趋势是先平稳$后下降$再上升#而

男女工资差距的趋势却是先平稳$后上升$再下降#这说明男女部门选择方

面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是男女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还利用SAA432-)分

解方法研究了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除了中间的

某些年份 !%::"&%::!年"#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并不大#即使在

那些特殊的年份#影响程度也不会超过"#̂ %女性在工资方面受到的歧视主

要是来自部门内部的歧视#因此#如果要解决男女工资不平等的问题#关键

是要解决同一个部门内男女工资的不平等#而不是创造额外的条件使女性能

够在更高工资的部门就业%女性的生理条件$人力资本的储蓄水平$选择职

业的偏好使得女性现在的就业部门可能就是其最优的就业部门%如果要降低

部门内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差距#提高教育水平固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

提高女性的职业升迁速度$加强女性的素质培训 !如加强承受新工作压力的

能力#提高其创新能力等"%另外#针对某些个别企业领导人歧视女性的主观

行为#国家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他们加以约束#保障女性在部门内部

同工同酬的权力%
本文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首先#本文的结果对部门个数的 选 择 依

赖性较强#如果有更好的数据库$更多的部门分类#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以得

到一些更为细 致 的 结 论%其 次#本 文 没 有 详 细 分 析 各 分 解 结 果 背 后 的 原 因#
这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最后#本文分析的是男性和女性平均工资的差

别#没有分析男性和女性在整个工资分布上的差别#对后者进行研究也会得

到很多有趣的结果%



第"期 葛玉好!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 !"$!!

参 考 文 献

"%# SAA432-)$T@$9@Y-CC()-22*)CE@d1(D’)*)$%P’3K3)C31G*?3K*A()P’133S>1(,*)&-0)=

21(3D&$41535-01B.7.;5E-.3+23CF:;+:/2;F?23@.$%:::$J$’"($";:)H%"@
""# N3,B31$K@$H:-23F2E0+2;@&*.R1(C?3$]*DD!Y*1O*1C_)(O31D(25E13DD$%:$<@
"H# N4*0$I@L@*)C\@]@d*’)$%G*?3T210,2013*)CK3)C31+*1)()?L(>>313)2(*4D!S)F)231)*2(-)=

*4&-.A*1(D-)&$41535-.+/012$%::!$!H’"<#($H);@
"J# N4*0$I@L@*)C\@]@d*’)$%TU(..()?_AD213*.!P13)CD()2’3K3)C31G*?3L(>>313)2(*4()

2’3%:;#D&$95:/32;5’$2J5/41535-01A$%::$$%<’%($%)J"@
"<# N4*0$I@L@*)C\@]@d*’)$%K3)C31L(>>313),3D()E*5&$95:/32;5’41535-01<./AE.1+07.A$

"###$%J’J($$<)::@

"!# N4()C31$S@T@$%G*?3L(D,1(.()*2(-)!X3C0,3CI-1.*)CT210,201*4+D2(.*23D&$95:/32;5’H:6

-23,.A5:/1.A$%:$H$;’J($JH!)J<<@
"$# N-01?0(?)-)$I@$]@I-01)(31*)C]@K01?*)C$%I*D2L3O34-A.3)2U(2’ST2*R43F),-.3L(D21(=

R02(-)!P*(U*)$%:$:)%::J&$,.70.85’O315-.23CU.2;+?$"##%$J$’"($%J#)%!H@
";# N1*()31C$+@$%G-.3)()P1*)D(2(-)D!&’*)?3D()K3)C31G*?3L(>>313)2(*4D()+*D231)+01-A3

*)C2’3I-1.31T-O(32_)(-)&$"###$O3C:A+/02;23C$2J5/,.;2+053A,.70.8$<J’%($%H;)%!"@
":# N1-U)$X@T@$]@]--)*)CT@c@N*1R*1*$%F),-1A-1*2()?M,,0A*2(-)*4S22*().3)2()T20C(3D->

]*43=I3.*43+*1)()?DL(>>313)2(*4D&$%:;#$95:/32;5’H:-23,.A5:/1.A$HH’%($H)";@
"%##&’*5$d@Z@*)CN@+@Y-)-13$%+D2(.*2(-)->T3.(A*1*.321(,&3)D-13CX3?13DD(-)]-C34D!S)

SAA4(,*2(-)2-&’*)?3D()N4*,B=G’(23+*1)()?DF)3k0*4(25C01()?2’3%:!#D&$%::;$95:/32;5’

H:-23,.A5:/1.A$HH’%($J)H;@
"%%#&-22-)$9@$%M)2’3L3,-.A-D(2(-)->G*?3L(>>313)2(*4D&$,.70.85’41535-01A23CA+2+0A+01A$

%:;;$$’"($"H!)"JH@
"%"#K0D2*>DD-)$N@$*)C\(T’($%+,-)-.(,P1*)D>-1.*2(-)*)C2’3K3)C31+*1)()?DK*A()_1R*)

&’()*&$95:/32;5’<5E:;2+05341535-01A$"###$%H’"($H#<)H":@
"%H#Y3,B.*)$9@$%T*.A43T343,2(-)N(*D*DSTA3,(>(,*2(-)+11-1&$41535-.+/012$%:$:$J$’%($

%<H)%!"@
"%J#90’)$&@$d@]@]01A’5*)CN@E(31,3$%G*?3F)3k0*4(25*)C2’3X(D3()X3201)D2-TB(44&$

95:/32;5’<5;0+012;41535-=$%::H$%#%’H($J%#)JJ"@
"%<#\33$\@I@$%K3)31*4([3C+,-)-.321(,]-C34DU(2’T343,2(O(25&$41535-.+/012$%:;H$<%’"($

<#$)<%"@

"%!#\(0$S.5$Z@&@$%T3,2-1*4K3)C31G*?3K*A()6(32)*.&$Z>’5/CB.7.;5E-.3+Q+:C0.A$"##J$

H"’"($""<)"H:@
"%$#\(0$E@G@$b@]3)?*)C9@T@c’*)?$%T3,2-1*4K3)C31G*?3L(>>313),3D*)CL(D,1(.()*2(-)()

2’3P1*)D(2(-)*4&’()3D3+,-)-.5&$95:/32;5’<5E:;2+05341535-01A$"###$%H’"($HH%)H<"@
"%;#\(0$E@G@$9@T@c’*)?$Z@c’*-*)C&@Z@d0)?$%G’*2Y*DY*AA3)3C2-2’3K3)C31G*?3

L(>>313)2(*4()_1R*)&’()*L01()?%:;;)"##%？&G-1B()?E*A31$"##<@
"%:#]*,’*C-$9-D3S@I@*)C9@]*2*$%&-0)231>*,20*4L3,-.A-D(2(-)->&’*)?3D()G*?3L(D21(R0=

2(-)D_D()?/0*)2(43X3?13DD(-)&$95:/32;5’"EE;0.C41535-.+/01A$"##<$"#’J($JJ<)J!<@
""##](44(.32$L@\@*)CG*)?\3$%SL(D21(R02(-)*4S)*45D(D->2’3K3)C31+*1)()?DK*A()_1R*)

&’()*&$G-1B()?E*A31$"##<@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830.*1B%L@%&+.A4-531%DL(D,1(.()*2-15N3’*O(-1*)C2’3+D2(.*2(-)->G*?3L(D,1(.()*2(-)’%

95:/32;5’H:-23,.A5:/1.A%%:;;%"H!H"%"$:(":<@
#""$M*a*,*%X@%&]*43=>3.*43G*?3L(>>313)2(*4D()_1R*)\*R-1]*1B32D’%O3+./32+0532;41535-01

,.70.8%%:$H%%J!H"%!:H($#:@
#"H$M%83(44%9@%*)CT@E-4*,’3B%&G’5K3)C31K*A()G*?3D8*11-U3C()2’3%:;#D’%95:/32;5’

$2J5/41535-01A%%::H%%%!%"%"#<("";)

#"J$/(*)%9@Z@%&K3)C31G*?3L(>>313)2(*4D()_1R*)&’()*()2’3%::#D’%E’@CC(DD312*2(-)%%::!%

T2*23_)(O31D(25->83UZ-1B*2N()?’*.2-)@
#"<$Z0)%]@T@%&ST(.A43T-402(-)2-2’3FC3)2(>(,*2(-)E1-R43.()L32*(43CG*?3L3,-.A-D(2(-)D’%

41535-01O3\:0/=%"##<%JH!J"%$!!($$"@
#"!$王美艳%&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经济研究+%"##<年第%"期%第H<(JH页)

F"6)*&#0,-*.6"#(5)-"8"(5"&
V#B"8#C!:;==">??:

Z_YSM K+
!<.K03@L307./A0+="

I3$)&#6)!N*D3C-)2’3_1R*)Y-0D3’-4CT01O35->%:;;2-"##%%-0113D3*1,’>()CD

2’*22’3?3)C31?*A()D3,2-1*4,’-(,310)D-AA-D(232-2’3?3)C31?*A()U*?3@P’3>-1.31(D

D2*R43%C3,13*D()?*)C2’3)(),13*D()?,2’34*2231(DD2*R43%(),13*D()?*)C2’3)C3,13*D()?@

G3*4D-0D32’3SAA432-)C3,-.A-D(2(-).32’-C2-D20C52’(D(DD03@L3,-.A-D(2(-)13D042D

D’-U2’*22’3?3)C31?*A()D3,2-1*4,’-(,3’*D4(2243()>403),3-)2’3?3)C31?*A()U*?33a=

,3A2()>3UDA3,(*453*1D@+O3)()2’3D353*1D%(2D(.A-12*),3)3O313a,33CD"#̂ @T-2’3B35
2-,4-D()?2’3?3)C31U*?3?*A(D2-13C0,3?3)C31U*?3C(>>313)2(*4DU(2’()D3,2-1D@

JG2,0#$$.+.6#).*(!9%!%9H%%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