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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邵
"

敏
"

黄玖立!

摘
"

要
"

本文分析了
%!!A

'

#$$;

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

额变化的原因#重点探讨了外资的作用$结果表明#

%!!A

'

#$$;

年

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平均降低了约
<

个百分点#其中外资

进入对该降幅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而这种负向作用主要来源于其负

向的 (工资溢出)效应$导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

主要因素还包括行业资本密集度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而国有企业

改制*地方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的弱化和贸易开放则会促进行业劳

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

""

关键词
"

外资#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

一!问题的提出

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多年里#我国劳动收入占
BCD

的比重出

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
#$$&

年企业蓝

皮书 +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 !

#$$&

"'''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

%!!$

年

到
#$$<

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
BCD

比例从
<;8"E

降至
"%8"E

#降幅高达
%#

个

百分点&而同期营业盈余占
BCD

的比重却从
#%8!E

增加至
#!8=E

#增加了

&8&

个百分点$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十七大)报告指出 (初次分

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

国内一些经济学者也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这一现象表示忧虑$例如#赵俊康

!

#$$=

"分析指出劳动分配比例的下降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财政

负担加重以及劳资冲突加剧$蔡窻 !

#$$<

#

#$$=

"指出
%!!A

'

#$$;

年资本收

入份额逐年上升#势必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李稻葵 !

#$$&

"则指出一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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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中如果劳动者收入比重较低#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该国最终消费比重不

会很高#当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时#最终消费也会下降$刘尚希和王宇龙

!

#$$&

"指出劳动所得是社会多数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在
BCD

中的比重

下降#说明大多数人没有同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在这样一种趋势下#

居民所得的不确定性加大#这必然强化储蓄意愿#使大多数居民的消费水平

难以提升$

尽管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但对该现象进行系统解

释的文献并不多见$赵俊康 !

#$$=

"认为劳动分配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

重视节约劳动的技术的开发与使用*资本对劳动的相对价格持续走低与市场

需求不足$李稻葵 !

#$$&

"则认为三大因素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即

经济结构的改变*企业利润率的提高以及税收尤其是生产税净额在
BCD

中占

比的提高$这两篇文献都是从定性分析的角度对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这一现

象进行了解释$也有部分文献对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

分析#如姜磊和王昭凤 !

#$$!

"认为中国劳动分配比例的下降是由现代部门

!第二产业
F

第三产业"劳动分配比例的下降引起的$作者利用
%!!=

'

#$$"

年中国省市级面板数据估计发现#现代部门劳动分配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在

于就业压力*劳均资本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白重恩等 !

#$$A

"以及白重恩

和钱震杰 !

#$$!

"两篇文献均对我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进行

了计量分析#估计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和市场垄断能力的提高是导致工业

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上述文献都只是从国内因素出发寻找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

却忽略了开放经济行为#尤其是引资行为对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影响$我国凭

借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丰裕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因素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

接投资$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至
#$$<

年#各项经济指标中
GCH

所占的比

重逐年提高#

GCH

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

$引资程度

的提高与劳动者报酬份额的下降#二者间这种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为我们的

研究提供了激励$

% 例如
%!!<

年至
#$$<

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BCD

的比重!外资依存度"*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总额

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城镇外资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比重等指标都呈现出逐年

上升的趋势#

#$$<

年以后上述各项指标所度量的外资进入程度都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但由于本文的分

析样本期间为
%!!A

'

#$$;

年#因此可认为引资程度在这段期间内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开放视角下研究吸引外资对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的

影响$由于进入我国的
GCH

主要流向了工业行业#因此我们选择工业行业作

为本文的分析对象$本文的研究表明工业行业外资进入程度的提高会导致该

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下降$这对已有研究
GCH

的文献来说是一个有益的补

充$已有文献大都强调外资对东道国的技术外溢#并基于此提出扩大引资的

政策$而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外资也会对东道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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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流入是一把 (双刃剑)#引资政策的制定更应该关注其 (净效应)$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从现实数据上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

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存在的省市差异#并将外资的影响纳入

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则基于已有经验文献建立计量模型和选取影响劳动者报

酬份额的其他控制变量&第四部分为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通过对估计结果的

具体分析引出本文的基本结论#同时考虑内生性问题*外资变量的不同度量*

异常样本点的影响以及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度量对本文基本结论的影响&第五部

分则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基于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工业行业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分析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

'

#$$"

,中提供了
%!!;

'

#$$"

年我国
;%

个省市按产业大类划分的国内生产总值按要素划分的情况$我们选

择工业行业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还基于如下考虑%首先#只分析工业部门

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情况及影响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部门间产出构成

不同对分析结果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其次#由于个体经济所有者所获得的劳

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所以在我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劳动者报

酬的统计范畴包括了个体经济所有者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这就会使劳动

者报酬份额的计算产生向上的偏差#而采用工业部门样本则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这种偏差#因为工业部门中个体经济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再次#我国

工业行业增加值占
BCD

的比重一直较高#其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变化对全国总

体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白重恩和钱震杰#

#$$!

"$

#此外#

由于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在
#$$"

年出现了两个变化 !白重恩和钱震

杰#

#$$!

"#其中第一个变化即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营业盈余#

这导致了非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
#$$"

年陡降&同时由于本文的分析对象为

工业行业#而工业行业的相关统计在
%!!A

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A

年以前各

年年鉴中 (工业企业)的统计口径为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而
%!!A

年及以

后统计口径变为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了剔除这两种统计核算

方法的改变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我们将分析的样本期间确定为

%!!A

'

#$$;

年$

# 白重恩和钱震杰!

#$$!

"将全国总体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变化分解为两部分%结构影响与产业影响#前者

取决于产业结构转型是否发生在劳动者报酬份额差异较大的产业之间#而后者取决于经济比重较高部门

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

; 资本收入为折旧与营业盈余之和$

我们计算了
%!!A

'

#$$;

年间我国
;%

个省市工业行业国内生产总值中劳

动者报酬 !

5?%

"*资本收入;

!

-?%

"和生产税净额 !

I

?

"三者所占的份额#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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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一年
;%

个省市要素收入分配份额的均值置于表
%

中$

表
%

"

按省市平均的
5?%

*

-?%

和
I

?

!

%!!A

'

#$$;

年"

%!!A %!!! #$$$ #$$% #$$# #$$;

变化幅度

5?% $@;!"& $@;!%" $@;&"% $@;&$; $@;=#A $@;"=! J%#@%%E

-?% $@;AAA $@;A"= $@"$&A $@"$A% $@"%!; $@";=A %#@;<E

I

? $@#%=< $@##"$ $@#%A% $@##%= $@#%&! $@#%=; J$@$!E

注%表中最后一列数值表示与
%!!A

年相比#

#$$;

年相应指标的变化幅度$

从三者的水平值来看#

%!!A

年和
%!!!

年劳动者报酬份额
5?%

要大于资本

收入份额
-?%

#但
%!!!

年以后资本收入份额均要显著大于劳动者报酬份额#

且两者间的差异呈逐年扩大的趋势&生产税净额份额为三者中最低#其大小

基本维持在
$8##

左右$从三者的变化趋势来看#

%!!A

'

#$$;

年劳动者报酬份

额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而资本收入份额则呈现出与之相反的变化趋

势#生产税净额份额值波动较小$与
%!!A

年相比#

#$$;

年我国工业行业的劳

动者报酬份额平均下降了约
%#8%%E

#而资本收入份额却上升了约
%#8;<E

#

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幅度大约相当于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幅度$由此可知#

%!!A

'

#$$;

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下降主要源于资本收入份额的

显著上升#而生产税净额的影响较小$

为了更深层次地理解
%!!A

'

#$$;

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

内在原因#我们将劳动者报酬份额
5?%

进行分解$由
5?%

的计算公式

5?%

!

"#

-

D0

!

"

-!

D0

-

#

"

得
5*

!

5?%

"

K5*

!

"

"

J5*

!

D0

-

#

"#其中
"

为平均劳动者报酬#

D0

为工业行业

国内生产总值#从而
D0

-

#

则为全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得到

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分解式

"

5*

!

5?%

"

K"

5*

!

"

"

$"

5*

!

D0

-

#

"

%

"""

5*

!

5?%

"

#

$

则意味着劳动者报酬份额为上升趋势$该式即将劳动者报酬份

额的变化分解为平均劳动者报酬的变化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当
"

5*

!

"

"

#

"

5*

!

D0

-

#

"即劳动者报酬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时#劳动者报酬份额会

上升#反之则会下降$由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

'

#$$"

,

中并没有统计各省市工业行业从业人员人员!

#

"数据#因此我们以 +中国工业

经济统计年鉴,中工业企业 (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作为
#

的代理指标$

将各指标数据代入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分解式#计算得到
%!!A

'

#$$;

年我

国
;%

个省市工业行业的
"

5*

!

5?%

"值*

"

5*

!

"

"值与
"

5*

!

D0

-

#

"值#具体计算

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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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个省市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分解!

%!!A

'

#$$;

年"

5?%

变化!

#$$;

年值
J%!!A

年值"

"

5*

!

5?%

"

"

5*

!

"

"

"

5*

!

D0

-

#

"

北京
$@;A#< J$@$#=% $@A&$& $@A!=A

天津
$@;;%; J$@"#<< $@"$<A $@A;%;

河北
$@;=&A J$@%=;< $@"%#% $@<&<=

山西
$@;;A< J$@%&!; $@<<#= $@&;%A

内蒙古
$@";== J$@#$&= $@&A"" $@!!#$

辽宁
$@;#AA J$@;=#% $@;&<< $@&;&=

吉林
$@<&;< $@%&=% %@#"$" %@$=";

黑龙江
$@#!&$ J$@$#;% $@!%"! $@!;A$

上海
$@;;A= J$@%$&# $@<%;= $@=#$A

江苏
$@"##= J$@$$%$ $@==#% $@==;%

浙江
$@;=<< J$@$%;; $@$=#" $@$&<&

安徽
$@;%#" J$@%A%= $@<$#; $@=A;!

福建
$@;A%A J$@%<A% J$@$%<! $@%"##

江西
$@"A!" J$@%=&& $@&;&# $@!$"!

山东
$@;#!< $@%=;% $@&%A= $@<<<<

河南
$@;%&" J$@##;; $@"=;% $@=A="

湖北
$@"=## J$@%%A; $@=&=< $@&!"!

湖南
$@"&<; J$@$"<A $@<=&< $@=%;;

广东
$@"#&; J$@%A$A $@%<#! $@;;;&

广西
$@""%# J$@%<$; $@"";< $@<!;A

海南
$@#;&! $@%&!A $@A=A% $@=AA;

重庆
$@;&$< J$@;!&# $@;;#= $@&#!A

四川
$@;=!" $@$#;% $@="<= $@=##<

贵州
$@;!&" J$@;;$; $@;%!% $@="!;

云南
$@##;% $@$$&# $@";A" $@";%%

西藏
$@"#"! $@%<"A $@<<!& $@"$"!

陕西
$@;&!= J$@%!=A $@&&=% $@!&;$

甘肃
$@"##$ J$@;<A% $@%&$& $@<#A&

青海
$@;#;A J$@"$"= $@=";< %@$"A%

宁夏
$@;<"$ $@$$!" $@A=A& $@A<!;

新疆
$@#<## J$@;#A= $@!<!% %@#A&&

均值
$@;&;; J$@%;$# $@<=A" $@=!A&

注%表中第
#

列数值为
%!!A

'

#$$;

年各省市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均值&(变化)为相应变量的
#$$;

年

值减去
%!!A

年值&(均值)为对应指标按
;%

个省市平均的均值$

" 吉林*山东*海南*四川*云南*西藏*宁夏这
&

个省市的
"

5*

!

5?%

"值大于零#这
&

个省市工业行业的工资

增长幅度基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却基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而
%!!A

'

#$$;

年这
&

个省市工业行业的劳动者报酬份额总体上为上升趋势$这
&

个省市中有
<

个属于中西部省市$

首先观察各省市的
"

5*

!

5?%

"值$对于大部分省市而言"

#

"

5*

!

5?%

"值都小

于零#这说明与
%!!A

年相比#

#$$;

年间大部分省市工业行业的劳动者报酬份

额均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降幅最大的省市为天津$大部分省市的

"

5*

!

"

"值和
"

5*

!

D0

-

#

"值均大于零#这说明样本期间内各省市工业行业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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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
"

5*

!

"

"值小于
"

5*

!

D0

-

#

"

值#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大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幅度#由此导致了样本

期间内
5?%

的下降趋势$

%!!A

'

#$$;

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与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变化并不是

同步的#即劳动者报酬增长幅度较大的省市#其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幅度

却并不一定也较大$如劳动者报酬增长幅度排第二位的新疆#其劳动者报酬

份额的提高幅度却较小#位列倒数第七位&而劳动者报酬增长幅度排倒数第

二位的浙江#其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幅度反而较小#位列第九位$这种差

异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各省市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现在将外资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由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分解式可知#外

资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途径有两种%一方面#外资能够通过

影响
5*

!

"

"即工资增长<进而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另一方面#

外资能够通过影响
5*

!

D0

-

#

"即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而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劳动

者报酬份额$假定
5*

!

"

"

&

K

!

.

LM)

&

#

5*

!

D0

-

#

"

&

K

"

.

LM)

&

#

LM)

&F%

KLM)

&

F

"

LM)

$从

而#在第
&F%

期时#

5*

!

"

"

&F%

K5*

!

"

"

&

F

!

.

"

LM)

#

5*

!

D0

-

#

"

&F%

K5*

!

D0

-

#

"

&

F

"

.

"

LM)

$

进一步地#我们得到
5*

!

5?%

"

&F%

J5*

!

5?%

"

&

K

!

!

J

"

".

"

LM)

$

当
!#

"

时#

"

LM)

#

$

$

5*

!

5?%

"

&F%

#

5*

!

5?%

"

&

$

5?%

&F%

#

5?%

&

$

< 主要指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工资水平的直接效应与(工资溢出)效应$对于前者#已有经验文献得出了较

为一致的结论#即外资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高于内资企业!如
N+MM+M+*MN+22)?.*

#

%!!;

&

O)3P4*'&()%

#

%!!=

"$对于后者#已有研究表明#对于不同的东道国#外资企业的这种(工资溢出)效应也是不同的$对

于有些发展中东道国#外资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如
Q)

R

?4

6

+*MS

T

.(.5/

!

#$$%

"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

等&而对于有些发展中东道国#外资却会产生负向的溢出效应#如
O)3P4*'&()@

!

%!!=

"对墨西哥和委内瑞

拉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等$

= 主要指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劳动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对于前者#已有经验文献得出了

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于内资企业!如
N45

R

/+*'&()@

#

#$$"

&

C4-241?4+*M

U++24P

#

#$$A

"$对于后者#已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即当外资对
5*

!

"

"的边际作用相对较大时#外资进入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加

东道国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反之则会使其降低$

本文接下来将在已有经验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引入一些

重要控制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对
LM)

变量与
5?%

变量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细致的

实证检验$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为吸引外资对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影响#

故借鉴
N+22)?.*

!

#$$#

"一文#设置如下同时包括截面特定效应与时间特定

效应的线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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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

,

+

*

,#

&

,!

.

LM)

*&

,

"

.

-

*&

,$

*&

%

!

%

"

""

下标
*K%

#

#

#/#

;%

为
;%

个省市#

&K%!!A

#

%!!!

#/#

#$$;

为样本期间$

+

*

为省市特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影响因素#如省市的地理位置和

期初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影响&

#

&

为时间特定效

应#控制技术进步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影响$

5?%

为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计算指标为劳动者报酬在工业行业
BCD

中的占比#数据来源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

'

#$$"

,$

LM)

为工业行业的引资程度$计算指标为三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与内资

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

根据前文#该变量估计系数的预期符号并不能确定#它取决于外资对
5*

!

"

"与

5*

!

D0

-

#

"的正向影响孰大孰小$当外资对
5*

!

"

"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大时#外

资变量
LM)

的估计系数预期为正#反之则预期为负$

-

*&

为影响各省市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差异及变化的控制变量#具体

包括
5*

!

.

-

#

"*

.

-

/

*

L4/+54

*

?3+34

这四个与行业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

-)3>

6

*

M1+5

这两个与地区经济结构相关的控制变量&

I

.V

*

.

R

4*

这两个分别度量

地方政府经济绩效竞争和地区贸易开放水平的控制变量$

5*

!

.

-

#

"为工业行业的要素投入比例#度量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计算指

标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全部从

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重#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借

鉴蒋殿春和张宇 !

#$$!

"#本文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企业

资本存量
.

的度量指标$根据
N+22)?.*

!

#$$#

"#该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取决

于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替代弹性
$

的大小$当
$%

%

时#该变量的估计系数

预期为负&当
$#

%

时#该变量的估计系数预期为正&当
$

K%

时#该变量估计

系数的符号不能确定#且不显著$

.

-

/

为单位产出的资本投入#为资本回报率的倒数$计算指标为全部国

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一般来说#资本回报率越高#

则资本收入份额就越高#劳动者报酬份额则越低$因此#该变量的估计系数

预期为正$

L4/+54

为工业行业女性就业人员比重$计算指标为城镇单位工业行业女

性就业人员年末人数与就业人员年末人数的比重#数据来源于 +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各期$如果将
%!!!

年我国男性劳动力的工资设定为
%$$

#则女性劳

动力的工资为
&$8%

#女性劳动力的工资低于男性劳动力#此即为劳动力市

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 !李实和马欣欣#

#$$=

"$另有研究发现#在男性劳动

力与女性劳动力工资的总差异中#

<"8"E

要归结于个体特征差异的影响#

"<8=E

要归结于歧视的影响 !谢嗣胜和姚先国#

#$$<

"$因此#由于我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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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普遍的性别歧视#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要低于男

性劳动力#从而女性劳动力所占比重越高#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就越

低$该变量的估计系数预期为负$

?3+34

为工业行业的国有化特征$采用两种计算指标%其一为国有控股工

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与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全部

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重
?3+34%

#其二为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与

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3+34#

$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期$由于国有企业平均劳动力收入份额明显高于

非国有企业 !白重恩和钱震杰#

#$$!

"#所以国有比重越高的行业#其劳动者

报酬份额越高$因此#该变量的估计系数预期为正$

-)3

6

为各省市的城镇化水平$计算指标为城镇人口数与年底总人口数的

比重#其中各省市城镇人口数来源于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年底

总人口数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各期$该比重值越大#则城镇化水平越高$

城镇化水平的度量指标有多种#本文考虑到数据获得的便利性#采用城镇人

口比重这一单一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虽然该指标在统计上有一定的不足

和缺陷#但并不影响我们主要结论的得出#而且在单一指标法的城镇化水平

计算方法中#尤以城镇人口比重指标法的计算结果最符合实际 !王德成等#

#$$"

"$当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时#会造成 (过度城镇化)#正规就业水平

持续下降#进而导致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当工业化与城镇化基本

同步发展时#正规就业水平不断提高#进而会促进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

的提高$

&该变量估计系数的预期符号取决于我国的城镇化模式$

& 非正规就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为劳资双方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劳动者不能享受养老*医疗*失

业*工作等各项福利待遇&其劳动报酬不受政府保护#也没有成为工会组织的维权对象#因此其劳动报酬

具有不确定性$非正规就业水平越高#劳动者报酬份额就越低#也即劳动者报酬份额与正规就业水平正

相关$

M1+5

为各省市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计算指标为高帆 !

#$$&

"中的综合

二元反差指数
M1+5K

0!

0

1

-

0

&

"

W

!

2

&

-

2

1

"1

%

-

#

#其中
0

1

*

0

&

分别为现代部门

!非农业部门"和传统部门 !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其比值反映了部门劳

动生产率差异#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与这种差异正相关&

2

&

*

2

1

分别为传统

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占比#其比值反映了部门劳动力配置结构#二元经

济结构与该比值正相关$相关数据皆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二元经

济强度与综合二元反差指数
M1+5

正相关$二元经济强度的扩大会造成大量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这一方面会抑制工业行业工资的增长#使工业行业

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但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提高

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对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

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因此#该变量估计系数的预期符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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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I

.V

为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绩效竞争特征$

A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官员

的晋升标准由过去的政治表现为主转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而地方官员为了

得到政治晋升#致力于辖区经济发展#进行着政治锦标赛 !徐现祥*王贤彬

和舒元#

#$$&

"$由于资本具有更好的流动性#地方政府倾向于将财政压力施

加至劳动所得上#从而导致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份额偏低 !王贤彬和徐

现祥#

#$$!

"$我们采用两种指标来度量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绩效竞争%其一是

5*

!

RI

M

R

"#为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度量指标为 (人均
BCD

!现价")#数

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其二是
L4*

X

1+*

#为各省市的财政分权水

平#借鉴周业安和章泉 !

#$$A

"#采用人均地方本级财政支出与总财政支出的

比值度量#其中总财政支出等于人均地方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

支出总和#数据来源于 +中国财政年鉴,各期$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预期

为负$

此外#由于大量经验文献都验证了贸易开放一国劳动者报酬份额的重要

影响#如
N+22)?.*

!

#$$#

"*

G)**.LL+*M:+

6

+M4V

!

#$$=

"*

C4-241?4+*MU++24P

!

#$$A

"等#所以我们最后也在估计模型中加入贸易开放度变量
.

R

4*

$由于样

本期间内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总额在我国贸易总额中平均约占
<%8$AE

#因此在

计算各省市贸易开放度时#我们将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额从我国贸易总额中

剔除$最后#变量
.

R

4*

的计算指标为各省市内资单位按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

口总额 !人民币"与各省市
BCD

!人民币"的比值#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

年鉴,各期$由于无法获得分省市工业行业的贸易数据#我们只能用各省市

的贸易开放度指标来近似代表各省市工业行业的贸易开放度$由于我国的贸

易主要发生在制造业#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替代是合理的$综合已有文献#该

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并不能确定$

!

A 感谢评审人为本文指出这个变量$

!

N+22)?.*

!

#$$#

"中贸易开放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G)**.LL+*M:+

6

+M4V

!

#$$=

"中贸易开放变量估

计系数的符号随着估计样本的不同而不同#而
C4-241?4+*MU++24P

!

#$$A

"中贸易开放变量的估计系数

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上述各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见表
;

$各省市工业行业的引资程度存在着较

大差异#如样本期间内各省市工业行业引资程度最小值为
$8$$%

#对应着西

藏自治区
#$$;

年的引资程度#而
#$$;

年
;%

个省市引资程度最大值为

%8"&A

!福建省"#其次为
%8"=A

!广东省"$从整个样本期间内的均值来看#

西藏自治区引资程度均值仅约为
$8$$#

#而福建省和广东省引资程度均值分

别达
%8#A$

和
%8#"=

#约为西藏自治区的
="$

倍#差异悬殊$后文将尝试将

这些引资程度很高及很低的省市从估计样本中剔除#以判断异常样本点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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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符号

5?%

劳动者报酬在工业行业
BCD

中的占比
%A= $@;&; $@%A< $@=&=

LM)

三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与内资工业企业

比重

%A= $@#<% $@$$% %@"&A

2

与行业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

5*

!

.

-

#

" 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对数值
%A= #@;;" %@==# ;@"%%

2

.

-

/

资本回报率的倒数
%A= #@"A= %@%== <@!$$ F

L4/+54

女性就业人员比重
%A= $@#=A $@$=! $@=<# J

?3+34%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比重
%A= $@=#& $@$&! $@!;= F

?3+34#

国有控制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比重
%A= $@=;< $@%=< $@!%; F

与省市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

-)3

6

城镇人口数与年底总人口数的比重
%&$ $@"=# $@%&" $@AA% F

M1+5

高帆!

#$$&

"中的综合二元反差指数
%A= #@"A; $@=;< <@"A$

2

5*

!

RI

M

R

" 人均
BCD

!现价"

%A= A@!;& &@&<! %$@&<# J

L4*

X

1+*

人均地方本级财政支出与总财政支出的比值
%A= $@&$$ $@<%! $@!#A J

.

R

4*

省市内资单位进出口总额与
BCD

的比重
%A= $@%"% $@$#" %@$!=

2

注%表中最后一列表示各变量估计系数的预期符号#其中符号(2)表示相应变量估计系数的预期符号

不能确定$

四!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模型 !

%

"进行估计$我们选取的样本为

%!!A

'

#$$;

年我国
;%

个省市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面板数据模型根据对截面

特定效应的不同假设#划分为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本文根据

N+1?/+*

检验结果来判定选择哪种估计模型$本节将首先运用普通最小二

乘法对模型 !

%

"进行估计#并对基本估计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得出本文的

基本结论&然后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主要考虑内生性问题*外

资变量的不同度量*异常样本点以及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度量对本文基本结

论的影响$

!一"基本估计结果

表
"

报告了模型 !

%

"的主要估计结果$表
"

中的第
#

列至第
$

列各列皆

为一种具体的估计模型#各估计模型间的唯一区别即在于加入的控制变量不

同$在第
#

列的估计模型中#我们只将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对外资变量

进行回归#此后则在该估计模型的基础上#逐渐往模型中添加一些控制变量$

由于部分省市的部分年份
-)3

6

变量数据存在少量的缺失#所以加入该变量后#

参与回归的样本点由原来的
%A=

个减少为
%&$

个$由各列模型估计的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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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结果可知#第
#

*

%

*

&

*

'

列模型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而第
(

列和第
$

列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
"

所报告的结果为

各列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所对应的估计结果$

表
"

"

基本估计结果

# % & ( ' $

LM) J$@$#%

!

$@$;$

"

J$@$=;

!!

!

$@$#!

"

J$@$&#

!!

!

$@$#!

"

J$@%;$

!!!

!

$@$#A

"

J$@$A#

!!!

!

$@$;%

"

J$@%<=

!!!

!

$@$#=

"

5*

!

.

-

#

"

J$@%;#

!!!

!

$@$#"

"

J$@%;$

!!!

!

$@$#"

"

J$@%<$

!!!

!

$@$;$

"

J$@%#A

!!!

!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

L4/+54 J$@$<%

!

$@$<A

"

J$@$#<

!

$@$<&

"

J$@$$$"

!

$@$=;

"

J$@$%%

!

$@$<!

"

J$@$"A

!

$@$=$

"

?3+34% J$@%=<

!!

!

$@$=&

"

J$@%#<

!

!

$@$==

"

?3+34# J$@;#;

!!!

!

$@$!!

"

J$@##$

!!!

!

$@$=A

"

J$@;!<

!!!

!

$@$!!

"

-)3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M1+5 J$@$#<

!!

!

$@$%$

"

$@$$<

!

$@$%!

"

J$@$#=

!!

!

$@$%#

"

$@$$<

!

$@$%A

"

5*

!

RI

M

R

"

J$@$<%

!

$@$;<

"

L4*

X

1+/

J$@"$!

!

!

$@#%;

"

.

R

4* $@%#;

!

!

$@$;<

"

$@#"$

!!!

!

$@$&&

"

R

2.V)*-4M1//)4?

6

4?

6

4?

6

4?

6

4?

6

4?

6

4?

3)/4M1//)4?

6

4?

6

4?

6

4?

6

4?

6

4?

6

4?

R

2.Y

#

-()# $@!#A $@#;! $@#;= $@$!= $@;"& $@$&A

+M

T

>3

#

$@%A< $@"AA $@"AA $@<;$ $@<## $@<<&

观测值
%A= %&$ %&$ %&$ %&$ %&$

截面单位
;% ;% ;% ;% ;% ;%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

*

!!

*

!!!

分别代表
%$E

*

<E

*

%E

的显著性水平$

D2.Y

值为

时间固定效应联合检验的相伴概率$

R

2.Y

#

-()#

值为
N+1?/+*

检验的相伴概率值$

我们首先关注外资变量的作用$在六个估计模型中#外资变量的估计系

数基本为负#且基本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只有第一个估计模型中外资

变量的估计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该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在区间

!

J$8%<=

#

J$8$=;

"内浮动$根据第二部分内容的相关阐述#我们将模型 !

%

"

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成
5*

!

"

"和
5*

!

D0

-

#

"#并采用表
"

第
$

列估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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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估计%$

#主要估计结果为%在被解释变量为
5*

!

"

"的估计方程中#外

资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J$8"$"

#且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应的估计标

准差为
$8%%&

&在被解释变量为
5*

!

D0

-

#

"的估计方程中#外资变量的估计

系数为
$8$=#

#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相应的估计标准差为
$8$A"

$

%%由此

可知#样本期间内外资进入程度的提高反而降低了工业行业的劳动者报酬#

同时却并未对行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作用#这说明引资程度的提高对工

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负向作用%#主要源于其对行业劳动者报酬的负向

作用$

%$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为本文提出这一点$

%%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未将这两个估计方程中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列出#因为这并非本文关注的

重点$

%# 罗长远和张军!

#$$!

"运用
%!A&

'

#$$"

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事实进行了实证分

析#结果也表明
GCH

与劳动收入占比为负相关关系$

%; 只有+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

,中提供了按省市划分的外资工业企业的劳动报酬数据$因此#这里我

们只能以
#$$"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近似分析$

外资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内资企业 !以
#$$"

年为例%;

#外资工

业企业的平均劳动者报酬比内资工业企业多
A%#8;!

元"#即外资企业对我国

工业行业工资水平的直接效应为正#从而我们可以认为外资对行业劳动者报

酬的负向作用主要源于其负向的 (工资溢出)效应$因此#本文的估计结果

支持了
O)3P4*'&()@

!

%!!=

"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

该文认为这种负向的 (工资溢出)效应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为了避免劳动力

的反向流动!

312*.V42

"而支付了高工资#劳动力流动限制使其技术外溢效应受

到制约$而根据
B.2M.*+*MQ)

!

%!!!

"#这种负向的 (工资溢出)效应产生的

可能原因在于#在东道国技能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外资企业支付

的工资水平高于内资企业#技能劳动力或其他人才会向外资企业流动#使内

资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由于无法获得样本期间内除
#$$"

年以外其余年

份外资工业企业的报酬数据#所以这里我们无法对这种负向的 (工资溢出)

效应进行计量检验$

计算
5?%

与
LM)

每年按
;%

个省市平均的均值#并将该均值的
#$$;

年值减

去其
%!!A

年值#得到样本期间内两个变量均值的变化幅度#将
LM)

变量的变

化幅度乘以其估计系数得到样本期间内
LM)

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
5?%

值的变化#

然后将该变化值除以样本期间内
5?%

值的实际变化值#得到样本期间内外资变

化对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实际解释力$计算结果见表
<

$样本期间

内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平均减少了约
<

个百分点#而由表中数据可

知#样本期间内外资进入程度的扩大对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

实际解释力为
%<8&$E

'

;A8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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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外资变量的实际解释力!

%!!A

'

#$$;

年"

# % & ( ' $

LM)

'

%<@&$E %&@!<E ;#@"%E #$@""E ;A@A!E

再看控制行业特征的两个主要变量
5*

!

.

-

#

"和
.

-

/

的估计结果$变量

5*

!

.

-

#

"的估计系数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变量
.

-

/

的估计系

数则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前文的变量说明#我们可

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工业行业资本与劳动力两种要素投入的替代弹性

$%

%

$白重恩等 !

#$$A

"利用我国
%!!A

'

#$$<

年工业年报数据对工业行业资

本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估计发现变量
.

-

/

的估计系数并不

显著#从而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工业行业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替代弹性应该

在
%

附近$而本文的估计结果则进一步表明#我国工业行业资本与劳动力投

入的替代弹性应该低于
%

$资本密集度变量与资本回报率变量的估计结果与李

稻葵等 !

#$$!

"对我国总体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解释比较一致$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分析具体如下$

女性就业人员比重变量
L4/+54

的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都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这说明样本期间内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变化并不受其就

业人员性别构成的影响$

两种度量指标下行业国有特征变量
?3+34

的估计系数基本在
%$E

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为负#与预期并不一致$白重恩和钱震杰 !

#$$!

"利用
%!!A

'

#$$<

年
;&

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估计得到国有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而李稻葵等 !

#$$!

"基于我国省市数据研究发现更多的国有企业也会降

低
BCD

中劳动者报酬的份额#其原因主要在于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本

文的估计结果支持了后者的结论$

城镇化水平变量
-)3

6

的估计系数均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

明样本期间内我国城镇化进程基本遵循了 (正规就业为主)的城镇化模式$

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变量
M1+5

的估计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并不稳定#因此将其分

析放置在后文的稳健性分析中$

%" 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增长!如吴福象和刘志彪#

#$$A

"#二元经济转型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邵宜航和刘雅南#

#$$&

"等$

两种度量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指标的估计结果并不相同$变量
5*

!

RI

M

R

"

的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变量
L4*

X

1+*

的估计系数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与预期一致$考虑到变量
5*

!

RI

M

R

"与模型中

大多数控制变量都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我们用
5*

!

RI

M

R

"变量的滞后一期值替

换其当期值后再进行回归#其估计系数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还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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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均
BCD

年增长率变量替换变量
5*

!

RI

M

R

"进行估计#但其估计系数仍不显

著$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其还度量了很多

其他非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因素的影响$与之相比#财政分权指标与政府行

为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其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降低

了劳动者报酬份额$

贸易开放度变量
.

R

4*

的估计系数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贸易

后一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会上升#根据
N>Z

定理#一国出口商品密集使用

的生产要素是其丰富要素#因此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由斯托珀 萨缪尔

森定理#将导致该国丰富要素的实际报酬上升$我国的丰富要素是劳动力#

因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提高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

!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对象为表
"

中的模型
$

#因而本文接下来的稳健性分析所采用的估计模型均为

固定效应模型$

""

本文接下来主要是检验外资变量与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间的这种负

相关关系的稳健性$

%<为了得到稳健性 !

2.Y1?3*4??

"的估计结果#本文以下分

别考虑了不同情形对检验结果的影响$首先是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的产

生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解释变量及各控制变量可能与残差项相

关&其二是劳动者报酬份额也会影响外资的进入#即可能存在外资进入与劳

动者报酬份额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严重的内生性将使得模型的估计系数有

偏和非一致$本节将分别对这两种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其次是外资进入程

度指标的不同度量方法$表
"

的估计结果采用三资工业企业与内资工业企业

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一指标#后文采用了三资工业企业的就业人员和工业总产

值两种不同度量指标#来考察行业外资进入程度的指标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

响$然后我们将
;%

个省市中引资程度均值低于全部样本均值
%$E

百分位数和

高于其
!$E

百分位数的省市都从样本中剔除#以检验本文的主要估计结果是

否受这些异常样本点的影响$最后#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按要素成本法

定义的劳动者报酬份额
5?#

#以检验外资变量与劳动者报酬份额间的这种显著

负相关关系是否依赖于劳动者报酬份额度量指标的选取$稳健性分析主是基

于表
"

中的第
$

列模型#即后文所指的 (模型
$

)$

%%

内生性问题

如前所述#模型内生性问题的产生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解

释变量与各控制变量可能与残差项相关$解释变量*各控制变量以及劳动者

报酬份额可能会受到相同或相关的冲击#从而使得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残

差项相关#引致内生性问题$以模型
$

为检验模型#将模型中外资变量及各

控制变量的当期项替换为其各自的滞后一期项#仍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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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重新进行估计#主要的估计结果见表
=

第二列$由于变量的滞后一期项

与当期项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所以表
"

的估计结果仍然可信#且有效地避免

了当期变量与当期残差项相关所引致的内生性问题$由滞后一期变量的估计

结果可知#外资变量与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只是这种负向的影响比模型
$

要小一些$采用与前文一致的方法#仍然

计算外资变量的实际解释力$但由于此时参与回归的外资变量为
LM)

&J%

#且由

于统计口径变化#

%!!&

年数据并不具可比性#所以样本期间内外资变量平均

变化幅度的计算期间为
%!!A

年至
#$$#

年#而劳动者报酬变量的平均变化幅

度的计算期间为
%!!!

年至
#$$;

年$最后计算得外资变量的实际解释力%=为

;%8"!E

#略低于表
"

中模型
$

的计算结果$

%= 具体计算方法见前文$

%& 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下#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
5*

!

"

"和
5*

!

D0

-

#

"后分别进行估计#主要估计结

果与
ZQS

估计下大致相同%

5*

!

"

"估计方程中外资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
5*

!

D0

-

#

"估计方程中外

资变量的估计系数虽然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产生的第二种可能原因是劳动者报酬份额的高低也会影响外

资的进入#即可能存在外资进入与劳动者报酬份额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例

如#劳动者报酬份额较高的省市#其一般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会降低投

资风险#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如果存在劳动者报酬份额对外资的这种

正向引致作用#则表
"

中模型
#

至
$

会低估外资的进入对劳动者报酬份额的

负向作用$将外资变量的滞后一期项替换当期项这一处理方法并不能消除这

种双向因果关系所带来的低估偏差 !

C4-241?4+*MU++24P

#

#$$A

"$处理这种

内生性问题的通常做法就是寻找与外资变量相关#但不受当期劳动者报酬份

额影响的工具变量$大多数经验文献的通常做法是选择外资变量的滞后一期

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如
[+*

I

!

#$$<

"$本文也考虑将外资变量的滞后一期项

作为外资变量的工具变量$

仍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SQS

"对模型
$

进行

估计#同时对估计系数进行消除异方差处理#主要估计结果见表
=

的第三列$

内生性检验 !

4*M.

IR

2.Y

"是检验变量内生性的统计量#该检验的原假设为

(变量应该是外生的)$首先看外资变量的内生性检验结果#由内生性检验统

计量的相伴概率值可知#外资变量能够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从

而外资变量为内生变量#

#SQS

估计结果是无偏且一致的$在
#SQS

估计结果

下#外资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J$8="<

#且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与模型

$

及滞后一期项模型估计结果相比#该系数的绝对值要大很多#约为两者的
"

倍$可见#劳动者报酬份额确实对外资存在着一种正向引致作用#从而使得

ZQS

估计结果下外资变量的负向作用被严重低估$仍然计算外资变量的实际

解释力#劳动者报酬变量的平均变化幅度的计算期间仍然为
%!!!

年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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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外资变量平均变化幅度的计算起始年份也变为
%!!!

年至
#$$;

年#最

后计算得到外资变量的实际解释力为
&&8;!E

#约为模型
$

及滞后一期项模型

计算结果的
#

倍$

#@

外资变量的不同度量

为了检验外资变量对劳动者报酬份额的这种负向作用是否依赖于外资变

量度量指标的选取#我们采用另外两种常用度量方法#即外资工业企业与内

资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之比
L4/

R

和工业总产值之比
L.13

R

13

#

仍然以外资变量的一期滞后项作为外资变量的工具变量#运用
#SQS

法对模型

$

进行估计#主要估计结果见表
=

$

表
=

"

ZQS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滞后一期
H7

%

L4/

R

L.13

R

13 .135)42? 5?#

LM) J$@%;A

!!!

!

$@$;!

"

J$@<##

!!!

!

$@%=;

"

J$@%!<

!!!

!

$@$<<

"

J$@#&&

!!

!

$@%$$

"

J$@<$;

!!!

!

$@%"<

"

J$@==A

!!!

!

$@#$$

"

5*

!

.

-

#

"

J$@%$$

!!

!

$@$""

"

J$@##!

!!!

!

$@$<%

"

J$@%A<

!!!

!

$@$"%

"

J$@%A<

!!!

!

$@$;A

"

J$@%;"

!!!

!

$@$"=

"

J$@#=!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L4/+54 $@$"&

!

$@%;!

"

J$@$;!

!

$@$&<

"

J$@$;%

!

$@$=#

"

J$@$<#

!

$@$=&

"

$@%"%

!

$@%$!

"

J$@$#=

!

$@$!;

"

?3+34# J$@;A<

!!

!

$@%=;

"

J$@<;=

!!!

!

$@%;"

"

J$@;=!

!!!

!

$@$;"

"

J$@"##

!!!

!

$@%%$

"

J$@<&<

!!!

!

$@%#=

"

J$@=$$

!!!

!

$@%<=

"

-)3

6

$@$&"

!!

!

$@$;"

"

$@$;<

!

$@$"!

"

$@$A$

!!

!

$@$;"

"

$@$<&

!

$@$;A

"

J$@$$=

!

$@$<"

"

$@%$#

!

$@$=&

"

M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L4*

X

1+* J$@"<%

!

!

$@#"%

"

J$@""A

!

!

$@#;#

"

J$@;A"

!!

!

$@%!#

"

J$@;;!

!

$@#%$

"

J$@;!!

!

$@#=#

"

J$@&#"

!!

!

$@#A;

"

.

R

4*

$@%&"

!!

!

$@$A=

"

$@"=<

!!!

!

$@%<;

"

$@%<A

!!

!

$@$&"

"

$@;=A

!!!

!

$@%$&

"

$@;;=

!!

!

$@%<A

"

$@=%<

!!!

!

$@%AA

"

4*M.

IR

2.Y $@$$! $@$$" $@$## $@$## $@$$&

.Y? %"$ %"; %"; %"; %%; %";

实际解释力
;%@"!E &&@;!E ;<@;=E "=@%=E <&@$$E =A@=<E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

*

!!

*

!!!

分别代表
%$E

*

<E

*

%E

的显著性水平$

D2.Y

值为

外资变量内生性检验的相伴概率$

首先看外资变量的内生性检验结果#由内生性检验统计量的相伴概率

值可知#两种度量指标下的外资变量均在小于或等于
%$E

的显著性水平下

拒绝 (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从而两种度量指标下的外资变量均为内生

变量#

#SQS

估计结果是无偏且一致的$在两种度量指标下#外资变量均对

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采用与前文相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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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两种度量指标下外资变量对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实际

解释力#最终计算得到两种度量指标下外资变量的实际解释力分别为

;<8;=E

和
"=8%=E

#均要比工业增加值度量指标下外资变量的实际解释力

!

&&8;!E

"低$

;@

异常样本点的影响

由前文分析可知#

;%

个省市中存在着引资程度很高与很低两组子样本#

这两组子样本的平均引资程度均偏离
;%

个省市均值较远$如样本期间内西藏

自治区的平均引资程度仅为
$8$$#

#约为
;%

个省市均值的
$8$$A

倍#而广东

省和福建省的平均引资程度却达
%8"&

左右#约为
;%

个省市均值的
<8A<=

倍$

为了检验本文的主要估计结果是否受这些异常样本点的影响%A

#我们首先计算

样本期间内
;%

个省市引资程度均值#然后计算其
%$E

和
!$E

百分位数#以

这两个百分位数为标准将
;%

个省市中引资程度均值低于
%$E

百分位数和高于

!$E

百分位数的省市都从样本中剔除#最后得到
#<

个省市样本$

%!在这
#<

个

省市样本下运用
#SQS

法对模型
$

进行估计#其中外资变量的度量指标仍然采

用 (三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与内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主要估计

结果见表
=

$

%A 作者感谢评审人提出这一点$

%! 引资程度均值低于
;%

个省市均值
%$E

百分位数的省市包括贵州*西藏和新疆
;

个省区#引资程度均

值高于
;%

个省市均值的
!$E

百分位数的省市包括上海*福建和广东共
;

个省市$

外资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J$8<$;

#且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在

将引资程度偏离
;%

个省市均值较远的省市从样本中剔除后#引资程度的提高

仍然会对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采用同前方法#计

算
#<

个省市样本下外资变量的实际解释力为
<&8$$E

$

总观表
=

的各列估计结果#发现各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及显著性均没有

发生显著变化#估计结果比较稳健$对样本期间内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

份额产生显著负向作用的变量包括行业引资程度变量
LM)

*行业要素投入比例

变量
5*

!

.

-

#

"*行业国有比重变量
?3+34

和财政分权变量
L4*

X

1+*

&而对我国

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的变量包括资本产出比变量
.

-

/

和贸易开放度变量
.

R

4*

$计算这几个变量
%!!A

'

#$$;

年按省市平均的均值如

表
&

所示#并将各变量该均值的
#$$;

年值与
%!!A

年值相减得到样本期间内

各变量的变动幅度$最后将各变量的变动幅度与其估计系数相乘便得到各变

量对样本期间内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最终作用$由于不同的

模型下#各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也不同#所以这里我们只关注各变量对
5?%

最

终作用的方向$样本期间内#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均值下降了约
<

个百分点#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行业外资进入程度和行业资本密集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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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样本期间内行业国有比重的下降以及地区财政

分权程度的下降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均使得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

得以提高$由此说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国有企业改制*弱化地方政府间

经济绩效竞争和扩大贸易均有利于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

表
&

"

各变量的平均变化幅度及其对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实际最终作用

5?% LM) 5*

!

.

-

#

"

?3+34 L4*

X

1+* .

-

/ .

R

4*

#$$;

'

%!!A J$@$"A $@%%! $@<<= J$@$!A J$@$%$ J$@%&= $@$!;

估计系数
J J J J F F

最终作用
J J F F J F

"@

被解释变量为
5?#

的估计结果

白重恩等!

#$$A

"及白重恩和钱震杰!

#$$!

"中均使用按要素成本法定义的

要素分配份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即为了剔除间接税对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影

响#将生产税净额从增加值中剔除掉#此即为要素成本法增加值$虽然本文第

二部分内容中已经证实了
%!!A

'

#$$;

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下降

主要源于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而生产税净额的影响较小#但为了检验外资变

量与劳动者报酬份额间的这种显著负相关关系是否依赖于劳动者报酬份额度

量指标的选取#我们仍然计算将生产税净额从增加值中剔除掉后的按要素成本

法定义的劳动者报酬份额
5?#

$

以
5?#

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增加值比重度量的外资变量为解释变量#仍

然以外资变量的一期滞后项作为外资变量的工具变量#运用
#SQS

法对模型
$

重新进行估计#主要估计结果见表
=

的最后一列$表
&

所示的基本结论仍然没

有改变$外资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但其边际影响变大了$计算样本

期间内外资变量对
5?#

值变化的实际解释力为
=A8=<E

#略低于其对
5?%

值变化

的实际解释力$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分析了
%!!A

'

#$$;

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的原因#重

点探讨了外资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

%!!A

'

#$$;

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

酬份额平均降低了约
<

个百分点#其中外资进入程度的提高对工业行业劳动者

报酬份额的降幅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而外资对劳动者报酬份额的这种负向作用

主要来源于其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总的来看#

%!!A

'

#$$;

年导致我国工业

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行业资本密集度及资本回报率的

提高$行业国有企业改制*地方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的弱化和贸易开放度的提

高则会促进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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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变化原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

深入地探讨有关要素分配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首先#本文虽然研究发现吸引外资与劳动者报酬份额间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但并不意味着要抑制引资$

C4-241?4+*MU++24P

!

#$$A

"指出当东道

国政府没能设计出合适的财政政策工具对外资企业征税时#大部分开放利益

被外国投资者获得#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自
#$

世纪
A$

年代以来#我

国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实行了双轨制#采取了一些对外资企业倾斜的

政策优惠$这种税收优惠政策诱发了许多虚假的外资或合资行为#造成了国

家税收的大量流失$据统计#近几年来自维尔京群岛等避税港的
GCH

占我国

GCH

总额的比重飞速上升#从
#$$%

年的
<$

亿美元增加至
#$$<

年的
!$

亿美

元#而本质上这些
GCH

的大部分均属国内资金外溢所致!中国科学院预测研

究中心#

#$$=

"$因此#要弱化外资对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的负向作用#政府

应该对外资企业合理征税#不能一味地依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地方政

府应该在经济环境*市场前景*政策稳定性等方面不断加强$

#$$&

年第十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规

定了统一的所得税税率
#<E

$实行新税法后#外资企业的税负略有上升$新

税法的实行有利于弱化外资对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的负向作用$

其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弱化地方政府间经济

绩效竞争以及扩大贸易开放都将有利于提高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林毅

夫!

#$$&

"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

中劳动力相对密集区段的生产活动#这样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具

有劳动力的穷人加入到正式的就业市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

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劳动者报酬占
BCD

的比例却逐年下降的现象表明#不

断增加的社会财富越来越朝着少数人集中#社会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发展的

成果越来越为少数人所分享$目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
BCD

比例不升反降的非

正常现象#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折射#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

与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全社会的相对公平#

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在

促进效率提高的同时也要注重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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