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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共识 、

分歧及未来走向的新发现

张建武 起秋运 黄 仟

【提 要 】 世纪中期 以 来国 内 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 已成为 一个不 可回避的现 象 。 但现阶段对劳动收入

份额下降的研究 尚 未达成共识 ， 尤其在对其测算和演进规律判断 方 面存在分歧 。 未来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研

究应该更加 关注微观层面 劳动收入份额的 变化 ， 使用微观数据和微观计量方 法进行相关研究 ， 注重 中 国 国

情 ， 并且融合和贯通功 能性收入分配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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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 劳动收入份额的

下降已成为一种共识

劳动收入份额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 ， 也是经

济学的核心问题 。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中 ，

各要素的收入份额及其变化趋势并不是一个需要被特别

关注的命题 ， 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体在满足规模报酬不

变 、 市场完全竞争和不存在技术变迁等假设条件下 ， 生

产 函数中的各个要素所 占份额将保持不变 。 所 以 ， 长期

以来 ， 在市场完全竞争情况下人们
一直认为

“

要素收人

占 比是稳定的
”

， 特别是经济处 于均衡状态时 ， 资本
一

产出 比将保持不变 ， 劳动收人份额也随之趋 于稳定状

态 ， 等 （ 将其视为经济增 长 的
“

特征事

实 之一 。 尽管这一教条不断受到来 自 各方面的质疑

和冲击 ， 但是 生产函数 （
②

的广泛应用使得仍旧有很多人将其视为
“

如光速一样恒

定不变的东西
”

。
③ 世纪 年代 ，

在这一领域曾有不少研究成果出现 ， 但 自 此以后与之相

关的研究步人沉寂 （ 罗长远 ， 。 同时收人分配研

究的重心也转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 ， 即 由 国 民收人在工

资利润间的功能性收人分配转向用基尼系数描述个体间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规模性收人分配 。 说其新颖主要是源

于随着全球跨国间劳动收人份额已 出现大的差距 ， 并呈

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 ， 许多人又开始对其进行关注 ， 而

且经验研究也不断对其稳定性进行冲击 。 从 世纪

年代以来 ， 法国 、 德国 、 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 目
“

人 口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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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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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事实
”

再思考 ： 对劳动收人 占 比的

分析 《世界经济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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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下降趋势 （ ， 。
① 总

体来说 ， 年代之后 ， 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

的劳动收入份额 由升转降 （ ， 使它

再次被人们旧事重提为热 门话题 ，

“

事实
”

也不

断受到 来 自 经验数据 的挑 战 （ 见 图 。 同 时 ， 随着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愈演愈烈 ， 各国都

不同程度地采用财政政策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来应对这

场危机 。 当这些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没有显出 明显的效

果时 ， 人们逐渐转向对私人消费 中家庭可支配收人以及

国 民收人的功能性分配的分配均衡问题展开研究 （

。
③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 对

劳动收人份额问题的研究愈加被关注 。

图 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的演变事实

劳动收入份額研究兴 劳动收入份额研 劳动收入份領研究再兴起

年 丨 库 ￥ 洋 年至今

在我国 ， 在很长时间 内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且遵循

按劳分配 ④ 因此对要素份额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

注 （ 白重恩和钱震杰 ， 。

⑤ 自 世纪 中 期 以来 ，

中 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 而且显著

低于同期其他国家 ， 这种令人意外的现象引起了研究者

的普遍关注和担忧 （黄乾和魏下海 ， 。 劳动收人

份额的持续下降减少了居民可支配收人 ， 进而可能会恶

化经济结构的 良性调整 。 尤其在金融危机下 ， 劳动收人

份额的下降可能会延缓中 国经济健康复苏的步伐 （ 罗 长

远和张军 ， 。 在这种背景下关注劳动收入份额有

助于实现
“

两个提高
”

和
“

两个 同步
”⑧ 以及

“

包容性

增长
”

目标 （伍 山林 ， 。 为此 ， 中 国的劳动收人

份额持续下降的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

由上述劳动收人份额的变化趋势而衍生出来的 问题

至少包括 ： 导致 世纪中期 以来 国 内 劳动收人份额下

降的因素有哪些 ？ 其中是否存在共识和分歧 ？ 共识和分

歧表现为哪些方面 ？ 关于劳动收人份额的未来研究方 向

应如何把握 ？ 要对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 ， 必须充分

把脉和追踪劳动收人份额研究的演变脉络 。

二 、 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的演进

脉络 ： 共识和分歧

早在 年李扬和殷剑峰在其所撰写的 《 中 国高

储蓄率问题探究—— 年 年 中 国 资金流量表

的分析 》
一文 中就 已 经注意到 中 国劳动收人份额下降

的现象 ， 但其并没有 系统分析 中 国 劳动收入份额持续

下降的 问题 ， 而且没有运用定量和实证研究方法对其

进行相关的研究 ⑩ 但在 年 年间 国 内关

于劳动收人份额的相关研究文献 已达 篇 。 上述文

献中的主题呈现出 如下特征 ： 从发表的时间维度来看 ，

年国 内开始有学者零星地关注劳动收人份额 的 问

题 ； 自 年之后 ， 国 内对劳动收人份额的研究文献

呈
“

井喷状
”

增长 ； 直至 年达到 篇 。 这说 明

国 内学界开始从关注经济增长而渐进转 向 收入分配的

① ，

，

，

—

，

—

③ ，
，

：

① 事实上 关于对劳动 收人份额这一 问题 的研究 ， 前提 不

同 ， 或者说假设不 同 ， 则推论出来 的结果是不同的 。 计划

经济的劳动收入问题与市场经济明显不同 ， 因为其出 发点

不同 。

⑤ 白重恩 、 钱震杰 ：
《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 统计数据背后 的

故事 》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⑥ 黄乾 、 魏下海 ： 《中 国劳动收人比重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

《财贸经济 》 年第 期 。

⑦ 罗长远 、 张军 ： 《劳动收人份额下降的经济学解释
——基于

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 ， 《管理世界 》 年第 期 。

⑧ 年 月 日 ，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 就收人分

配改革问题作出安排 ： 必须深化收人分配制度改革 ， 努力

实现居民收人增长和经济 发展同步 、 劳动报酬增 长和劳动

生产率提高同步 提高居民收人在国民收人分配中的 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

⑨ 伍山林 ： 《劳动收人份额决定机制 个微观模型 》 ， 《经

济研究 》 年第 期 。

⑩ 李扬 、 殷剑锋 ： （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
——

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统计数量综合考虑 了 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 中 心提供的
“

年 来源期刊
”

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

年度发布的
“

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目 录
”

， 选出如下

在经济学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 主要包括 ： 《 中 国社

会科学 》 、 《经济研究 》 、 《管理世界 、 《世界经济 》 、 《经济

学季刊 》 、 《统计研究 》 、 《经济学动态 》 、 《世界经济 文汇 》 、

《经济评论 》 、 《金融研究 》 、 《经济科学 》 、 《南开经济研究 》 、

《经济学家 》 、 《 中国工业经济 》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

《财经研究 》 、 《 中 国人 口 科学 》 等 。 以
“

劳动收人份额
”

、

“

劳动收人占比
”

、

“

劳动报酬 占比
”

以及
“

劳动 占 比
”

为题

名搜索的关键词 对研究劳动收人份额的文献进行统计分

析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年第 期

问题 特别是功能性收人分配 中 的 劳动 收人份额 的 问

题 。 这与应对 国 际金融危机 、 扩大 内 需 的政 策 密切相

关 。 事实上 ， 自 世纪 年代 中 期 以 来 劳动收人份

额持续下降 ， 已经 由 年的 下降到 年

的 。 如果任 由其继续降低 ， 将会导致消 费不足 、

社会保障负担加重 以及劳资 冲 突加 剧 ， 甚至还会 引 致

我 国陷人
“

中等收人 国 家 陷 阱
”

的 潜在 风险 中 （孙文

杰 ， 。 从研究的主题维度来看 ， 国 内 对于劳动

收人份额的研究处于变化和 发 展之 中 ， 愈 加关注产业

结构变化和所有制 结构转型 以 及全球化 （包 含 国 际 贸

易 和 对劳动收人份额的作用机制 。 在关于 中 国劳

动收人份额研究的 主题分类方面 ， 不 同学者有 着 不 同

的观点 。 本文根据周明海等 （ 对研究劳动收人

份额的分类 ， 对劳 动收人份额 的 文献分类 如下 ： 资 本

深化 、 技术进步 、 全球化 （包括 贸 易 和 、 经济发

展水平 、 人力 资本投资 、 产业结构 和所有制结构转型 、

劳动力市场制 度 、 财政分权 和地方政府行 为 、 人 口 年

龄结构 、 金融发展 、 劳动收入份额 的测算和综述等

个方面 （ 如 图 。

图 年 丨 年 间劳动收入份额文献统计

劳动收入份额研究 中存在的共识

年 年 间 ， 对劳动收 人份额 的理论和实

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 从研究方法和使用

数据的总体来看 ， 其逐渐朝微观化研究方向发展 。 前期

的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倾向 于使用省际的 面板数

据 从产业结构的变动 、 制度转型 、 国企改革等方面进

行研究 。 后期学者们逐渐用微观数据来探讨中 国劳动收

人份额下降的问题 （王舒鸿 ，
③ 研究方法逐渐引

人微观计量的方法 。 世纪 年代兴起的微观计量经

济学推动 了劳动收人份额研究的发展 ， 如今计量经济学

已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工具 。 世纪中期对劳动收人

份额的研究倾向于使用基本的 回归方法 ： （ 和

等 。 进人 世纪末 开始逐渐使用 、 和

以及组群等方法进行研究 。

在劳动收入份额 的研究主题方面 ， 关于产业结构

和所有制结构转 型 的 研究处于领先 的地位 。 我 国 特有

的二元经济结构 、 关 系型社会结构 以 及经济制 度转 型

使 中 国劳动收人份额的持续下 降具有 了 特殊性 。 李 稻

葵等 （ 通过构建劳动 力 转 移模 型 ， 发现 由 于 劳

动力转移的缘故使得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呈现 形 。
④

龚刚和杨光 （
⑤ 通过建立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 的

非均衡动态模型 ， 认 为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无限供

给是导致我 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的 主要原 因 肖 红叶

和郝枫 （ 通过对劳动收人份额的结构分解 ， 发

现结构效应是解释我 国劳动收人份额下降 的重要原 因

在对劳动收人份额 的研究 主题分类 中 ， 全球化 （包 含

贸 易 和 处于第二位 。 改革开放 以来 ， 中 国经济的

贸易 自 由度逐渐提高 ， 年 年间 中 国 的外

贸依存度 已 由 上升至 。 特别地 ， 自

年加入 之后 ， 伴随着 中 国 融人全球化进程 的 加

快 ， 中 国 的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更 为 明 显 。 这种情况既

与经典的 比较优势理论相悖 ， 又与世界 各 国普遍 的分

配规律相去甚远 。 这种
“

中 国劳动收人份额下降之谜
”

引起 了相 当 多学者 的 关注 。 对此 ， 学者们认为新古典

贸易理论不能合理地解 释发展 中 国 家要 素收人份额下

降的现象 （ 肖 文和周 明 海 ， 。 在外商直接投资

方面 张杰等 （ 认为地方政府间 的
“

引 资竞争
”

吸引 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加速 涌 进 ， 使要 素分配 向 不利

于劳动的方向倾斜 。 此外 ， 学者们还认为财政分权和

地方政府行为 （ 祁毓 和李祥云 ， 、 人 口 年龄结

构 （ 魏下海等 ，
⑩ 和金融发展或约束 （ 罗 长远和

① 孙文杰 ： 《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
——

基于

最终需求和技 术效率的视角 〉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② 周明海 、 肖 文 、 姚先国 ： 《 中 国劳动收人份额的下降 ： 度量

与解释的研究进展 》 ， 《世界经济文汇 》 年第 期 。

③ 王舒鸿 ： 《垂直专业化对我 国制造业劳动收人份额变化的影

响研究 》 ， 《世界经济文汇 》 年第 期 。

④ 李稻葵 、 刘霖林 、 王红领 ： 《 中劳动份额演变 的 型

规律 》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⑤ 龚刚 、 杨光 ： 《论工资性收入占 国 民收人 比例的演变 》 ， 《 管

理世界 》 年第 期 ，

⑥ 肖红叶 、 郝枫 ： 《 中国收人初次分配结构及国际 比较 》 ， 《 财

贸经济 》 年第 期 。

⑦ 肖文 、 周明海 ： 《 贸易模式转变和劳动收人份额下降 》 ， 《浙

江大学学报 》 年第 期 。

⑧ 张杰 、 陈志远 、 周晓艳 ： 《 出 口对劳动收人份额抑制效应研

究 基于微观视角 的经验证据 》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 》 年第 期 。

祁毓 、 李祥云 ： 《财政分权 、 劳动保护 与劳动收人 占 比 ，

《 南方经济 》 年第 期 ，

⑩ 媿下海 、 志强 、 赵秋运 ： 《人 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 动收人

份额 ： 理论与经验研究 》 ， 《 南开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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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琳 ， 等都是 中 国 劳动 收人份额 下 降 的影 响

因素 。

二
） 劳动收入份额研究中存在的分歧

简而言之 ， 劳动收人份额也即劳动者报酬在 国 民收

入中所占的 比重 ， 是度量劳动在国 民收人初次分配中所

处状况的重要指标 。 但在现实 中 ， 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

和统计 口径的不断变化使得对劳动收人份额的测算存在

诸多困难和争议 （李济广 ， 。 尽管已有研究者围

绕如何测算劳动收人份额进行 了较为深人的探索和研

究 ， 但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和结论 。

一方面 ， 不 同 的劳

动报酬界定以及使用不同方法所估算出 的劳动收人份额

在结果上差异很大 ； 另
一方面 ， 数据方面的诸多问题

如数据质量不高 、 数据缺失 、 时间跨度短 、 统计指标

的变动和统计 口径变化等 ） 导致劳动收人份额出现测算

偏差 。 遗憾 的是 ， 已有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处理上述 问

题 。 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 第一 ， 对劳动者报酬

的界定不够清晰以及不同测度方法导致测量结果的不同

张上峰和许冰 ， ，
③ 导致其高估或低估等偏误

第二 ， 统计 口径与数据质量方面的问

题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出现测算偏差 （ 张车伟和张士斌

。
⑤

劳动收人份额的演进特征集中反映了收入分配与经

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 也是要素分配研究的核心议题 。 李

稻葵等 （ 利用跨国数据分析发现 ， 劳动收人份额

与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具有 型规律 ， 由降而升的转折

点约为人均 美元 （ 年 ， 并认为 中

国劳动收人份额变动趋势基本符合该规律 ， 预测未来几

年中 国劳动收人份额可能进人上升通道 。 和

研究认为 ， 要素收入份额具有稳定的
“

水

平型
”

规律和先降后升的 型规律 。

众多学者采用横截面 、 时序或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

与劳动收人份额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 ， 从现有的研究来

看 ， 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 其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的结

论 ：

一 是 负 向 效 应 。
⑦ 和 张 莉 等

采用不同 的方法和数据研究表 明 国 际贸 易对

劳动收人份额的提升存在显著负效应 。 二是正 向效应 。

唐东波 、 王洁华 （ 研究表明对外 贸 易 对劳动收

人份额的效应为正 。 三是两者关系不明显 。 包群 、 邵

敏 （ 基于倍差法的研究思路 ， 从微观层面发现企

业出 口对劳动者报酬的改善作用不明显 。
⑩ 存在上述分

歧的主要原因在于 ， 既有文献都无一例外地忽略 了工

资刚性的存在性 ， 而 由 于 中 国经济恰好处于经济转轨

期 ， 政府法律 、 管制 的存在导致 了劳动力 市场工资刚

性的存在 （ 。 这显然难

以解释当前中 国现阶段劳动收人份额下降的现象 ， 尤其

是基于国际贸易背景下 ， 在工资刚性对劳动收人份额的

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方面 ， 更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 （陈

冬华等 ， 。 赵秋运等 （ 通过对工资刚性进

行量化并进行实证分析 ， 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

份额有显著的负 向 作用 ， 工资刚性进一步恶化 了 这种

效应 。

三 、 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的

未来走向

第一 ， 敢于跨越
“

雷池
”
——

从注重宏观到注重微

观。 许多关于劳动收人份额方面的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

基于宏观层面的省际面板数据 ， 主要是缘于这种数据的

可得性 ， 但事实上也是因为缺少微观的数据支持 。 微观

层面的劳动收人份额下降问题正在引 起学者们的关注 。

微观分析与宏观数据的完美协调是对经济学家们的重大

挑战 。 现在的研究主要是在跨期迭代的基础上利用宏观

数据进行参数估计 ， 却忽略了经济学中从微观到宏观的

① 罗长远 、 陈琳 ： 《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人份额下降吗 ？

——

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 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 ， 《金融研

究 》 年第 期 。

② 李济广 ： 《劳资分配比例 的 中外比较 》 ， 《统计研究 》

年第 期 。

③ 张上峰 、 许冰 ： 《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 比重测算方法研究 》 ，

《统计研究 》 年第 期 。

④

⑤ 张车伟 、 张士斌 ： 《 中 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
“

非典型
”

特

征及其解释 》 ， 《人 口 与发展 》 年第 期 。

⑥ ，

⑦ ，

⑧ 张莉 、 李捷瑜 、 徐现祥 ： 《 国际贸易 、 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

素收人分配 》 ， 《经济学 （季刊 ） 》 年第 期 。

⑨ 唐东波 、 王洁华 ： 《贸易扩张 、 危机与劳动收人份额
——

基

于中国工业行业 的实证研究 》 ， 《金融研究 》 年第

期 。

⑩ 包群 、 邵敏 ： 《 出 口 改善 了 员 工收人吗 ？ 》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 ，

—

：

陈冬华 、 范从来 、 沈永建 、 周亚虹 ： 《职工薪酬 、 工资刚性

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非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 ， 《经济

研究 》 年第 期 。

赵秋运 、 魏下海 、 张建武 ： 《 国际贸易 、 工资刚性和劳动收

人份额 》 ， 《南开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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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和加总所具备的苛刻条件 。 所以 ， 在劳动收入份额

的研究中要积极寻找其微观基础 ， 用微观数据来进行模

型估计和实证研究 。

第二 ， 更加趋向于使用微观数据和微观计量方法来

研究劳动收入份额 。 在过去 年里 ， 由于得益于包含微

观数据的大范围数据库的建立 ， 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已

经得到迅速发展 。 未来劳动收人份额的研究主要应基于微

观计量工具进行 ， 国际主流也正趋于寻找宏观研究的微观

基础 ， 研究方法亟待引进 ， 用以解释中 国劳动收人

份额持续下降的问题。

第三 ， 从中 国国情出发研究劳动收入份额 。 我 国处

于经济转型时期 ， 在这样的背景下会有很多关于劳动收

人份额的新课题出现 。 我们要审慎地选择 ， 逐渐地加以

引进和修正 ， 在积累和搜集大量经验数据的基础上 ， 尝

试构建适用于中 国制度背景和经济环境的具体模型 。 逐

步建立和完善劳动者报酬储备数据库和失业预警预报系

统 ， 特别是应当尽快建立各个城市和全国联 网 的劳动者

报酬信息系统 。

第四 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研究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的

研究需要融合和贯通 。 周 明海等 （ 认为 年

以来全球劳动收人份额下降使经济学界再次关注要素收

入分配 ， 形成了功能性收入分配和规模性收人分配并重

的局面 。 但是 ， 两种收入分配的研究都是各 自 进行 ，

互相平行 ， 仅有少数研究从实证角度探讨二者之间 的关

系 。 二者的融合和贯通不仅能够让我们基于不同视角 和

维度来描述有关收人分配的经济变量之间 的相互联系 ，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收入分配和公平 、 公正之

间的关系 。 不仅如此 ， 搭建劳动收人份额与基尼系数的

桥梁对于制定更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具有重要 的意义 。

在收人分配矛盾 日益凸显的 中 国 ， 我们呼吁学者们为二

者的贯通和融合建言献策 。

四 、 简短结论和展望

迄今为止 ， 国 内 对劳动收人份额 的研究虽始终没

有达成一致 ， 但总体来看 ， 仍体现出 了经济学是学 以

致用之学的魅力 ， 以 解决 当 代现实经济 问题为 己 任 。

通过对该领域文献的梳理 ， 我们认为 ： （ 自 年

以来中 国学者对劳动收人份额的研究 出现 了
“

井喷状
”

增长 ， 这主要缘于 中 国正经历改革开放 以来从
“

如 何

把蛋糕做大
”

转 向
“

怎 么切分蛋糕
”

的转型期 。 （

学者们对劳动收人份额 的研究具有共识但也存在不少

的分歧 。 （ 学者们应更加重视使用微观数据和微观

计量方法来对劳动收人份额进行实证研究 。 （ 数据

方面要积极建立数据资源共享 的平台 ， 测算方面要统

一劳动收人份额的相关 口 径 。 （ 以劳动收入份额为

主体的功能性收人分配和 以基尼系数为主体的规模性

收人分配需 要 走 向 融 合 和贯通 ， 并跨越二者之 间 的
“

鸿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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