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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依据关于检验刘易斯转折点的经验标准,本文着重考察了近年来普通劳动者工资的

增长水平和变化趋势,以及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工资的趋同。首先,从相关行业的平均

工资、农民工工资,以及农业雇工工资看, 2003年以来都经历了快速提高, 增长速度显著高于 2003

年以前的平均水平。其次,从农民工与大学毕业生以及城镇就业者的工资比较、农民工内部受教育

程度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比较,以及工资差异中教育回报率的贡献份额看,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

了系统的工资趋同现象。这两点都有力地验证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同时, 本文还从工资变化

的角度,阐释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挑战,即要求增长源泉更加依靠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增长更加依靠消费需求拉动, 工资决定更加依靠劳动力市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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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在关于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文献

中,除去一般性的判断或者说结论性的陈述之外, 通

过经验研究持肯定或否定的文献逐渐增多(如 M-i

nami & M a, 2010; Yao & Zhang, 2010; Zhang &

Wang , 2009)。然而, 研究尚缺乏一致定义前提下

依据特定标准进行了经验检验。为了深化这个讨

论,本文拟在准确界定刘易斯转折点原意的基础上,

从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提供更多的证据。根据刘易斯

本人及稍后研究(参见 Lew is, 1972; Ranis & Fei,

1961) ,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

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

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 农业与现

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

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

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

称作商业化点, 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因

此,本文着眼于普通劳动者工资变化趋势的考察。

南亮进( M inam i, 2010) 在争论刘易斯转折点

时,根据日本经验设定了 5个与工资变化相关的基

准作为检验转折点是否到来的经验依据。这些基准

是:如果刘易斯转折点到来, 则( 1)生存部门(农业)

的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 ( 2)生存部门工资由劳

动边际生产力决定, ( 3)生存部门实际工资从长期不

变到迅速提高, ( 4)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

工资趋同,以及( 5)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弹性转变为弹

性在零与无限之间的水平上。南亮进显然是按照商

业化点的定义确定的上述基准。不过, 他本人也同

意,由于第一个基准过于严苛, 可以以其他基准代

替。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刘易斯转折点, 则可以重点

关注基准( 3)和基准( 4) , 即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

以及与熟练劳动者工资趋同的趋势。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发展中, 普通劳

动者工资的典型特征是长期不变, 即处于高于农业

劳动边际生产力的生存水平上。①中国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农村改革, 以及

随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的逐渐清除,

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到小城镇,再到所有城市、转移规

模不断扩大、就业日趋稳定的过程。农村劳动力大

规模转移并在城市就业, 必然相应减少农业中劳动

力的剩余水平。特别是, 中国人口转变的结果已经

到了这样的阶段, 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降

低(蔡昉, 2010a)。与此同时, 高速经济增长保持着

巨大的劳动力需求, 以致出现劳动力需求增长快于

劳动力供给增长的局面。

相应地,自 2003年以来, /民工荒0或广义地说

劳动力短缺现象持续出现, 正如理论预期的那样,农

民工工资自此之后逐年上涨。不仅如此, 农业中雇

佣劳动的工资水平也大幅度上升, 显示了在农业剩

余劳动力减少、非熟练工人短缺和工资提高之间存

在的一致性。按照刘易斯( Lew is, 1954)的定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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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象标志着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 Cai

& Wang, 2010)。与此同时, 我们也可以从工资差

异的变化,进一步检验转折点的到来。

改革开放期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持续存在

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 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

第一是人力资本差异所导致, 反映教育水平和技能

的差异。许多研究显示, 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人

力资本回报提高,由此产生的工资差异愈加显著, 在

工资差异中的作用趋于扩大( Zhang et al, 2005)。

第二是劳动力市场歧视因素所致,包括性别歧视和

户籍身份的歧视。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 这类歧视

因素趋于减少, 在工资差异中的影响份额降低

( Wang & Cai, 2008;王美艳, 2007)。

除了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外, 长期的劳动力供

求关系也会加强或减弱上述两个导致工资差异因素

的作用。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 非熟练劳动力供给

充足甚至过剩, 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作用的

条件下,仅仅存在着熟练劳动者的供给瓶颈, 其与非

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倾向于拉大。与此同时,

由于雇主不受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制约, 因此倾向于

利用存在着的制度障碍,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虽然

这类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等不断得到改革, 但是在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 农民工仍然受到工资和其

他待遇上的歧视。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情况下,

普通劳动者的短缺既已发生, 劳动力供求关系对工

资差距的影响作用相对上升, 即使在上述两种导致

工资差异的因素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会表现出工

资趋同的结果。此外,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不再

突出的情况下, 劳动力市场功能愈加趋于完善,边际

劳动生产力在工资形成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因此,

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结果, 越来

越成为理论上可以预见的。

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趋势

在 2003年以前的较长时间里,中国处于典型的

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承担着计划经济时期就业制度

的遗产,劳动力无限供给表现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剩余和城市企业冗员, 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是一种

常态。中国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

速转型,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消除,特别

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不断自由化,加快了就业结构

的非农化进程, 顺应了农业份额下降的经济发展规

律。与此同时,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 一方面,

城镇劳动力市场经历了痛苦的调整,累计 4000余万

职工下岗。另一方面, 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

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城镇就业体制改革和劳

动力市场发育,逐步消弭着长期存在的冗员现象,下

岗职工和登记失业者通过再就业以及退休等方式被

消化,人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市场配置和

调节。

与此同时,像许多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先行国家

和地区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时

期,伴随着急剧的人口转变。自 20世纪 90 年代总

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 到 2009年,人口

自然增长率降到 51 05j。这个人口转变过程通常

表现为一个劳动年龄人口从迅速增长到增速逐渐减

缓,直至停止增长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导致的结

果是, 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成为 2004 年以来

不断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变

化,则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提高。从作

为劳动者的角度, 农村劳动力年龄提高并不产生任

何突出的问题。但是, 由于劳动力外出就业需要克

服各种各样的障碍,通常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 外出

的动力和能力相应减弱, 外出的概率会降低(都阳、

王美艳, 2010)。

表 1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增量变化

外出农民工 城镇居民就业 劳动年龄人口

2002 2071 484 2464

2003 920 478 1358

2004 433 434 848

2005 755 427 1149

2006 634 517 1123

2007 485 545 1008

2008 344 356 685

2009 492 376 84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

查年鉴》(历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推算得到。

在高速经济增长方兴未艾, 就业继续扩大的情

况下,劳动力供求格局必然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我

们把 16- 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的新增量作为劳

动力供给,把城镇就业增量作为劳动力需求,可以清

晰地观察到劳动力供求新格局(表 1)。由于农业中

劳动力使用的绝对数量是逐年减少的, 而农村非农

产业劳动力使用也不会形成新的增长, 所以我们考

察的主要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就业增长。根据

推算,我们知道在目前城镇 31 1亿就业人员中, 只有

大约 121 5%是农民工,约为 3896万人,远低于实际

农民工数量。2009 年底全国离开本乡镇 6个月及

)10)



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为 11 45亿, 其中 951 6% 进入城
镇。因此,我们做出一定技术处理后,可以得出城镇

每年新增就业数量,即城镇居民就业与农民工就业

增量之和,并将其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加量进行

比较。从中可以看到, 自 2005年以后, 劳动力供大

于求显然不再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表 2 分部门实际工资及 2003- 2008 年期间年均增长

率(元, %)

农业雇工(日工资) 非农产业(月工资)

粮食 规模养猪 棉花 制造业 建筑业 农民工

1998 181 43 91 60 191 70 589 621

1999 141 26 91 64 111 83 658 674

2000 191 00 101 13 191 72 733 732

2001 181 25 101 49 181 35 813 789 643

2002 181 32 111 06 171 71 924 864 664

2003 181 73 111 21 181 43 1041 956 701

2004 211 40 181 63 251 81 1131 1029 755

2005 241 04 181 88 271 14 1250 1138 820

2006 271 73 221 36 271 77 1404 1282 887

2007 301 95 261 58 301 30 1562 1403 951

2008 371 85 291 52 321 09 1714 1525 1138

年增

长率
151 1 211 4 111 7 101 5 91 8 101 2

资料来源:粮食、棉花和规模养猪的雇工日工资年均增

长率系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历年 )数据计

算得到;制造业和建筑业月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中国劳

动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到; 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

率系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到。

普通工人的工资以更快速度上涨是供求关系转

变的直接体现, 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重

要特征,因而也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最主要的证

据。由于城市劳动者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就业的职工

享受着工资保护 ( Knight & Song, 2005, p1 108) ,

其工资变动并不具有代表性。而在常规的工资统计

中,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资常常被遗

漏,所以发表的平均工资并不能准确反映非熟练劳

动者的工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因此, 为了显示非

熟练劳动者工资变化,我们以农民工工资作为代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农民工的工资近年来呈加

速上升的趋势。2009年,农民工实际月平均工资为

1221元,为 2001年的 11 9倍。虽然仍有人怀疑, 但

是,大多数观察者都承认,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

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是真实的。此外, 为了证明工

资上涨是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 而不是其他因素干

扰造成的,我们还可以考察农业中使用雇工的工资

变化状况。表 2中各种数据来源都显示,自 2003年

以来,不仅在普通劳动者比重较高的产业工资有了

大幅度的提高,农民工工资也显著提高,同时,农业

中雇工工资则以更快的速度上涨。

三、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趋同

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劳动力市场上的

工资决定因素也会发生变化。在二元经济结构下,

由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决定,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到

非农部门和城市就业的劳动力, 其工资水平并不由

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经济发展越过刘易斯转折

点后,劳动力市场上日益变化的供求关系开始在不

同群体发生作用, 即熟练劳动者的稀缺性相对稳定,

而非熟练劳动者的稀缺性显著增强, 其工资形成基

础逐渐从生存水平转变为劳动边际生产力。因此,

在这个特定时期, 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将呈现工资趋

同。具体到中国的情形, 我们预期观察到普通工人

与高技能工人的工资趋同和农民工与城市户籍职工

的工资趋同, 以及工资区域差异趋于缩小等现象。

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 5个

大城市所做的三轮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以下简称

CULS 调查数据) , ②我们发现, 在包括农民工在内

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总体工资差异呈逐渐缩小的

趋势,基尼系数由 2001 年的 01 37, 下降到 2010年

的 01 33;泰尔指数由 01 25 下降到 01 19。其他不平
等的度量指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面,我们

分别根据不同群体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比较。

  图 1 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较快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ULS 数据计算。

11 不同技能的农民工工资趋同。虽然农民工
在总体上代表了非熟练工人群体,但是,该群体内部

在人力资本特征上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例

如, 2009 年在外出的 11 45 亿农民工中, 文盲占

11 1%, 小学文化程度占 101 6% , 初中文化程度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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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8%,高中文化程度占 131 1% , 中专及以上文化

程度占 101 4%(国家统计局农村司, 2010,第 5页)。

也就是说,外出农民工中有 3/ 4 的劳动力是初中及

以下文化程度的低技能工人。只有这些普通工人的

工资更快增长, 才有可能推动农民工群体收入的快

速增长。利用 CULS 调查数据, 我们观察到, 农民

工内部的工资基尼系数从 2001年的 01 396降低为
2005年的 01 334和 2010年的 01 319。

进一步, 我们还可以观察按受教育年限分组的

农民工工资增长情况。如图 1所示,每个点代表某

一受教育年限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情况, 横轴为基期

(分别为 2001 年和 2005年)的工资水平,纵轴分别

为从 2001年到 2010年和从 2005年到 2010年的工

资增长幅度。从中可见, 尽管从横截面数据看,三轮

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都显示出工资率随受教育水平

上升而上升的趋势, 图 1则特别表明,受教育程度较

低即在基期上处于低工资水平的劳动力, 在所观察

的时期有更快的工资涨幅。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趋同及

普通工人工资上涨的内在机制,我们利用 CULS 调

查数据,观察相对高技能的农民工和低技能农民工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相对收益的变化, 以便解释为

什么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后, 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会

经历一个更快速的上涨过程, 从而高技能工人和低

技能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收益差距会逐渐缩

小。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典型的 M incer 回归方程来

解释这个现象, 回归方程的形式如下:

lny i = A0 + A1edug j
i + A2ex i + A3 ex 2

i + ged i +

ci ty + Ei

上式左边是小时工资率的对数, 右边分别为最

后教育阶段(小学及以下、高中、高中以上)、劳动力

市场经验及其平方项、性别变量, 以及城市虚拟变

量。由于初中和高中学历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

工的主要受教育水平,我们以初中为参考组, 观察高

中学历者相对于初中学历者收益的变化。回归结果

列于表 3。

我们看到, 在 2001- 2010 年期间, 具有高中以

上教育的农民工,其相对教育收益率由 801 4%下降
到 571 1%,接受高中教育的农民工的相对教育收益

率,从 2001年较之初中高出 251 9%, 下降到 2010

年仅高出 161 9%。这种教育收益的相对下降说明,

由于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变化,即普通工人的短

缺,使得低技能工人开始摆脱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制

约,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工资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其教育回报相应得到较明显提高。

表 3 农民工相对教育收益的变化

CUL S2001 CULS2005 CULS2010

小学及以下 - 01116 (01 039) - 01 119 ( 01287) - 01 093 ( 01032)
高中 01 259 ( 01040) * * * 01 173 ( 01030) * * * 01169 (01 024) * * *

高中以上 01 804 ( 01084) * * * 01 753 ( 01085) * * * 01571( 01 041) * * *

性别 (男性= 1) 01 179 ( 01031) 01204 (01 022) 0123 ( 01019)
工作经验 01 039 ( 01044) - 010039 ( 010012) 01 022 ( 010029)
工作经验平方 - 0100078 (010001) - 4185e- 07(1148e- 07) - 0100058 ( 0100006)
城市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观察值数 2283 3263 3499

调整后 R2 01 197 01162 01238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 * * 为在1%水平上显著。

21 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工资趋同。在进入刘易
斯转折点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广泛存在,是制约

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基本因素。同时, 由于城市劳动

力市场上存在着制度性的分割, 农民工难以进入城

市的正规部门就业。于是,城市本地工人和农民工

之间的制度分割, 使他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工资决

定机制,即一方面,劳动力无限供给抑制了农民工的

工资上涨;另一方面,制度分割造成的进入障碍, 既

形成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也使得劳动力的无限供

给并不显著影响城市本地职工的工资增长。③

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农民工的供求关系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普通劳动力短缺的出现, 使位

于收入分布底端的农民工开始有更快的工资增长。

与此同时,在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的条件下,制度性

工资形成机制也被逐步打破。上述两个因素预期会

产生推动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之间工资趋同的效果。

图 2分别展示了 2001 年位于工资分布不同分位上

的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工人,从 2001年到 2010年的

工资增长情况。我们看到,城市本地职工在各个收

入分布区间有着较为均衡的增长速度。但农民工的

工资增长却呈现出不同的趋势。首先, 2001 年位于

收入分布底端的农民工, 较之位于收入分布高端的

农民工,在随后的年份里有更快的工资增长,即图中

的曲线呈总体向下的趋势; 其次, 2001 年位于收入

分布 60%及以下的农民工, 较之 2001 年位于收入

分布 60%及以下的城市本地工人, 在随后的年份里

有更快的工资增长速度。这个变化趋势, 在很大程

度上也反映了,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障碍的减少,工

资决定中市场机制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观察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之间的工资

趋同现象,我们将农民工样本和城市本地职工的样

本混合,并加入/是否具有外来身份0的虚拟变量,观

察在控制工人特征和劳动力市场差异(城市变量)

后,迁移身份变量的系数变化。回归结果如表 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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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们发现, 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由于身份的差

异,农民工工资率低于城市本地职工的程度逐步减

轻, 2001年为 11%, 2005年为 9%, 2010年进一步

下降到 5%。考虑到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数量呈扩大

趋势,农民工总量 2009 年是 2001 年的 11 73倍, 农

民工和城市本地工人之间的工资趋同, 必然会成为

推动劳动力市场上总体工资差异缩小的重要力量。

  图 2  2001 年处于不同工资分位工人在 2001- 2010 年

期间的工资增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CULS 数据计算。

表 4  外来身份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CULS2001 CULS2005 CULS2010

迁移身份

(农民工= 1)
- 01107 (31 85) * * * - 01 087 (2195) * * * - 01048 ( 21 38) * *

受教育年限 01 102 ( 251 21) 01 098 ( 201 60) 01 11 ( 301 98)

经验 01 005 ( 11 89) - 01 001 ( 11 09) 01 018( 61 48)

经验的平方 - 01 0 ( - 11 20) - 01 0 ( 11 12) - 01 0 ( - 51 13)

性别(男性= 1) 01 21 ( 101 50) 01 24 ( 111 07) 01 18 ( 111 05)

城市虚拟变量 有 有 有

观察值数 6260 6535 7940

调整后 R 2 0131 01 42 01 37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值。* * * 为在 1%水平上

显著, * * 为 1%水平上显著。

31 区域间工资趋同。在农民工工资和本地工
人工资的趋同业已出现, 且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

制度性障碍逐步被打破的情况下, 可以预期的是, 随

着劳动力流动日益充分, 区域之间工资的趋同也会

发生。以前的研究显示, 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和流出

地特征之后,农民工在不同的输入地获得的工资已

经呈现出趋同的趋势( Cai, et al, 2007)。为了观察

近年来的变化趋势, 我们沿用蔡昉等文章( Cai, et

al, 2007)中所使用的方法,应用基于收入回归的不

平等指数分解, 观察在控制个人特征和流动身份后,

区域因素对于工资不平等指数的贡献及其变化趋

势。

较之传统的不平等指数分组分解的方法,基于

回归的分解有很多优越性 ( Fields, 1998; Bour-

gignon et al, 1998; M or duch & Sicular, 2002) , 例

如,它可以考虑连续变量对不平等指数的贡献, 也可

以控制分组分解容易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这

里利用表 4的回归结果, 对包括外来人口和户籍人

口的工资泰尔指数进行分解,其基本方法如下。

遵循Shorro cks( 1982)提出的基本概念,不平等

指数可以表达为工资加权之和的形式:

I ( y ) = E ai ( y) y i ( 1)

其中, I ( y ) 为总体的不平等指数, 如泰尔指数、

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等, y i 为第 i 个工人的工资,

a i ( y )为应用于每一个人的权重,它因收入差距度量

指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回归方程中的每一个回归

因子都对不平等指数有贡献。我们可以将因素 k(即

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残差) 在整体不平等指数

中的贡献 s
k 用下式来表达:

s
k
=

E
n

i= 1
ai ( y ) y

k
i

I ( y )
(2)

由于(2) 式中每一个收入来源取决于表 4中的

回归系数 B̂k 和 i每一个因素的绝对水平 x
k
i ,因此,基

于回归的收入差距分解可以表达为:

s
k
= B̂k E

n

i= 1
ai ( y ) x

k
i

I ( y)
(3)

具体到本文中使用的指标泰尔指数, 收入差距

的总体指数及其按照回归方程的分解来源分别是:

I TT ( y) =
1
n E

n

i= 1

y i

L
ln (

y i

L
) (4)

以及

s
k
TT =

1/ n E
n

i= 1
y

k
i ln( y i / L)

1/ n E
n

i= 1

y i ln ( y i / L)
(5)

因此, 我们利用该分解方法和表 4所提供的回

归结果,对我们所使用的样本中工人工资的泰尔指

数,按照造成工资差异的来源进行分解,从而可以得

到来自于区域因素的份额(结果见图 3)。从中我们

看到, 2001年到 2005年,区域因素对工资差异的贡

献有所上升,推动泰尔指数由 01 144上升到 01 175,
但从 2005年到 2010年,由区域因素所带来的工资

差异则有明显的下降, 也明显低于 2001 年的水平,

达到 01 093。此外, 2001年区域因素解释了工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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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 56%,到 2010年,在总体工资差异呈现下降的

情况下, 区域因素对工资差异的贡献也下降到

51%。

四、结语和政策含义

在较短时间中完成的人口转变, 以及异乎寻常

的经济增长,加快了中国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劳动力

供求关系变化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 使

中国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虽然存在着不同的观

点,但是, 任何人只要承认中国的人口转变不会逆

转,中国经济增长短期内不会崩溃,则难以否认劳动

力供给趋于减少和劳动力需求继续扩大的事实。在

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并且工资持续上涨的情况

下,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新古典模型所

揭示的形态,即保持其可持续不再可能继续依靠单

纯的生产要素投入, 而必须转向依靠生产率的提高。

既然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熟练劳动者

与熟练劳动者工资的趋同, 意味着库兹涅茨转折点

的条件也日益成熟。④但是, 真正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并非自然而然, 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护

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图 3 区域因素对工资差异贡献的变化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CULS 数据计算。

11 全要素生产率的挑战。根据新古典增长理

论,在劳动力短缺的假设下,单纯生产要素的投入必

将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的制约, 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则不能维持增长的可持续性。如果说, 克

鲁格曼 ( Krugman, 1994)和阿尔文 #扬 ( Young,

1992)因没有考虑到东亚经济体所具有的劳动力无

限供给特征,从而未能正确理解东亚奇迹的话,在劳

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条件下, 他们对东亚

奇迹的质疑却可以作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警

示。此外,日本在 1990年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后, 由

于政府对于缺乏效率的企业以及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的保护,使得日本经济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表现不

佳,进而陷入长期停滞状况的教训( Hayashi & Pre-

scot t , 2002) , 也需要中国认真汲取。

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 中央政府

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式投资,固然有利于地区间平

衡发展,同时也可能产生对低效率企业和竞争力下

降行业进行保护的效果, 使其进一步远离自身比较

优势,形成对保护的依赖,而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例如,在 2000- 2007年期间,东部、中部和

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 劳动比分别以 41 2%、

91 2%和 81 1%的年均增长率提高, 2007年中部和西

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分别超过东部地区 201 1%和

251 9% (蔡昉、王美艳、曲玥, 2009)。此外,就业机会

增加以及工资提高和趋同,也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误

激励,使低收入家庭年轻劳动力辍学并提前进入劳

动力市场,会对未来的劳动者素质造成损伤,不仅成

为生产率提高的制约因素,还会造成部分劳动者群

体的就业困难。

21 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虽然在理论上,一个

经济体在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 有望相继到达收

入分配改善的库兹涅茨转折点, 但是,这个转变并非

自然而然实现的, 需要顺应发展阶段的要求,在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随着刘易

斯转折点的到来, 工资形成越来越需要劳动力市场

制度与劳动力供求关系共同进行。例如, 日本在

1960年前后达到刘易斯转折点之前,消费率一直处

于下降的过程。而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得益

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即被称为/春斗0的一年一度

的春季劳资薪酬谈判机制, 收入分配状况逐步好转,

消费率下降趋势在 10年后得以扭转。而韩国的刘

易斯转折点是在 1970年前后到达的。在那之后,政

府多年继续严格限制工会,对劳资纠纷采取高压政

策,收入分配的改善滞后。直到 17年以后消费率才

止跌上扬,其间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⑤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达,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的

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劳动力供给不再具

有无限弹性的性质, 在劳动力需求继续扩大的情况

下,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具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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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他们获得了/退出0或/用脚投票0的权利。

在具备这个权利的条件下,是否真正使用之, 实际上

情况更为复杂一些。首先,以/退出0权为保障,他们

更加勇于使用/呼吁0权, 包括提意见和集体谈判, 乃

至罢工。其次, 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小型血

汗工厂,通常他们会直截了当地采取用脚投票的方

式,一走了之。第三,对于那些在知名大企业工作的

工人,既有对劳动报酬和工作条件等待遇的不满意,

又有所留恋(即某种变形的/忠诚0) ,因此,他们更倾

向于诉诸/呼吁0手段。⑥可见, 劳资冲突的增多并不

意味着工人状况的恶化, 而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现象,

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制度平台来处理和规范。

31 新的消费群体的培育。在普通劳动者工资

上涨,从而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加快的情况下,如何

把他们转变为新兴的消费群体, 关乎经济发展方式

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向更加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的

转变。已经进入城市务工和居住的农民工是工资提

高的受惠者,应该成为这个新兴消费者的主体。目

前,这个群体消费扩大主要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

虽然他们已经被统计在城市常住人口中,但是,在没

有获得城市户籍的情况下,他们的就业是不稳定的,

是周期性失业的潜在承受者。同时,又因为缺乏充

分和均等的社会保护, 即仍然被排除在许多社会保

障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覆盖范围之外,他们的消费意

愿受到严重抑制。

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Chun, 2010) ,

日均收入在 2 - 20美元的中国中产阶级(即我们常

说的中等收入群体) ,占全部人口的 66% ,其消费却

占全国消费总额的 791 2%。按照这个研究的分类

标准,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的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

和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日均收入分别为 31 6美元、91 4
美元和 111 9美元,即分别处于中等收入的低( 2- 4

美元)、中( 4- 10美元)、高( 10- 20美元)三个组别。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

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 而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可以

提高收入水平, 更是可以以较大的幅度提高消费水

平。具体来看, 由于 11 25美元是国际贫困标准, 脱

贫后即人均收入达到 11 25- 2美元,消费水平提高

1201 5%; 进入人均收入 2- 4 美元的中等收入最低

组后,消费水平可以进一步提高 171 5% ;劳动力流

动后即进入人均收入 4- 10美元的中等收入中等

组,消费水平提高 801 1% ; 而农民工成为市民即进

入人均收入 10- 20美元组别后,消费水平可以大幅

度提高 1171 8%。

注:

①工资长期不变只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表述。由于生存标

准是变化的, 所以生存工资也是变化的, 只不过与劳动边

际生产力没有直接关联。

②/ 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0( CU LS)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

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 分别于 2001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等 5 个城市, 对外

来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及家庭进行调查。调查对城市外

来人口和本地人口都具有代表性。

③奈特和宋丽娜 ( Knight & Song, 2005, p1 108)以工资水

平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较发现, 当时的城市劳动力市场

上, 既存在着对农民工工资的低估,也存在着对城市本地

工人工资的高估。

④日本的经验也表明, 由于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存在着大

量剩余劳动力, 导致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比重下降( M ina-

mi & Ono , 1981) , 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 随着剩余

劳动力规模的减少, 具备了改善收入分配的条件。

⑤关于日本和韩国刘易斯转折点到达的时间, 请分别参见

Minami( 1968)和 Bai( 1982)。两国的消费率变化数字, 可

参见沈建光( 2010)。有关韩国缺乏劳动力市场制度所造

成的后果, 还可以参见 F reeman( 1993)。

⑥关于/ 退出0、/ 呼吁0和/ 忠诚0作为三种表达不满的机制的

作用, 请参见阿尔伯特# 赫希曼(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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