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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程中实际工资的

变化 :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分析
Ξ

刘　丽　任保平

　　摘要 : 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在工业化进程中 ,技术进步

的偏向影响实际工资的变化 ,即使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实际工资仍呈下降趋势 ;使用

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 ,实际工资则呈上升趋势。对影响实际工资变化的主要相关因素的

实证分析证实 ,我国当前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 ,技术进步对实际工资有负向作用。因

此 ,提高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 ,就要加大人力资本、教育和研究投资 ,推动资本偏向型技

术进步向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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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工资作为收益和成本的复合指标 ,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而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居民

的生活水平 ,实际工资则是这一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体现。中国从 1978 年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 ,国民经济

得到迅速的增长 ,GDP年均增长率为 9.37%,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 ,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在 GDP中

的比重逐年下降 ,职工工资总额在 GDP中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5.6% 下降到 2005 年的 10.8%, 每年职工实际

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 GDP的增长速度 ,中国居民并没有因为“国富”而享受到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

为什么我国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对较低 ? 现有的文献对此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一个原因是 :这些文

献未能描述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工资的长期变化趋势 ,当然就不能解释我国当前实际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

真正原因。鉴于此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 ,试图从技术进步使用偏向的角度 ,对实际工资变化趋势

问题做系统的描述和解释。本文的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综述 ;第三部分建立技术进步使用偏向对实际工

资变化趋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四部分建立中国技术进步使用偏向对实际工资变化影响的实证模型 ;第

五部分基于对中国的经济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及实证解释 ;最后是简单的结论及说明。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实际工资变化的研究 ,大多将实际工资看做经济增长成本因素之一和收入分配中劳动者的报

酬 ,这样 ,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相结合来研究实际工资变化趋势就成了现有文献的研究重心。对此问题 ,

经济学家们有两种看法 :一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 ,资本

积累的惟一源泉是利润 ,因此 ,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前景取决于收入分配中利润份额的变化。而利润的高低恰

好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 ,从而强调工资份额的下降和利润份额的上升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实际工资呈下

降趋势 (李嘉图 ,1984;Robinson,1970;Kaldor,1955 ) 。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的

变化取决于市场对劳动的需求 ,而对劳动的需求又取决于国民财富的不断增加 ,因此 ,经济增长必然带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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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水平的不断上升 (帕斯卡尔·拜伊、阿莱因·穆尼耶 ,1997;亚当·斯密 ,1776) 。

在分析影响实际工资变化的因素方面 ,除了公认的价格之外 ,大多文献主要分析经济改革、贸易自由化、

技术进步、区域分割、人力资本投资等对实际工资变化的影响。经济改革有益于非正规部门劳动者 ,他们的

实际工资会上升 ,而正规部门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不发生变化 (Marjit,2003;CatalinaAmuedo-Dorantesand

RicardoSerrano-Padial,2007 ) 。一些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可以刺激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 ,由此引

起对技术工人相对需求的增加 ,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上升 ,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对下降 (Willy,2001;

Chamarbagwala,2006) 。技术进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促进国家创新体系 ,在促进经济增长

的同时 ,提高居民的工资水平 (Cortez,1998;Romer,1986;GalorOdedandOmerMoav;2006 ) 。而劳动力禀赋结构

会通过影响最优专利制度来决定技术进步方向 ,从而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不平等产生

影响 (潘士远 ,2008) 。Glaeser与 Mare(2002) 、Gould(2007)在比较城市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工资高低的基础上

指出 ,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劳动力有较高生产率的工作经验 ,能够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工作 ,从而使劳动力发挥其最大的劳动潜能 ,生产效率最大化 ,同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

等各种方式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而 Cabrales、Calvo-Armengol 与 Pavoni(2008) 认为

即使出现工人生产率下降的现象 ,市场压力和工会的相互作用也会推动实际工资上升。

研究中国实际工资变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近些年实际工资下降的原因的探讨上 :一是劳动力无限供

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决定了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存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 ,从而通过低工资 ,借助传

统技术 ,利用低成本就可以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 (钟笑寒 ,2005) 。二是劳动力市场供求逆转。企业片面提

高求职者的学历要求 ,逃避培训责任 ,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高学历低用是普遍现象 ,而劳动力缺乏就业训练

和技能培训 ,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生活开支较大 ,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需要 ,造成劳动

力市场供求逆转 ,工资水平不断下降 (王诚 ,2005) 。三是收入分配不合理。国民收入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

三部门中进行分配的。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增加 ,利润侵蚀工资和

财富向政府倾斜的现象导致居民实际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 (方栓喜 ,2006) 。四是粗放式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为粗放型 ,这决定了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代替劳动的机会很大 ,资本和劳动力在经济增

长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 ,劳动力的实际工资额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例就会降低 (速水佑次郎 ,2003) 。

这些对分析实际工资的变化颇有指导意义 ,但上述大多理论只是分析了短期实际工资的变化情况 ,忽视

了长期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 ;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对影响实际工资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 ,但是并没有详

尽透彻地解释某一种或者某一些因素在实际工资变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使问题更加清楚 ,本文从

技术进步角度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实际工资的变化 ,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工业化进程中技术进步对

实际工资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三、工业化进程中技术进步对实际工资变化趋势的影响 :理论分析

在现代经济学中 ,一般认为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 ,是经济增长类型变化的主要原因。技术进

步的使用偏向和速度决定着资本 - 劳动比率和工资 - 地租比率之间的关系 ,进而决定着投入的生产要素

(资本和劳动力) 的产出贡献率和收入份额。这里采用希克斯的分类方法 ,根据使用劳动力和资本的效果将

技术进步分为中性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和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 ,即当劳动边际生

产率 ( w) 和资本边际生产率 ( r) 的比率不变时 ,如果资本 ( K) - 劳动 ( L) 投入比率不变 ,技术进步表现为中

性 ,劳动收入 ( wL) 对资本收入 ( rK) 的比率不变 ,这就意味着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收入份额不变 ,实际工资相

对于经济增长不发生变化。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即当资本 - 劳动投入比率不变 ( K/ L) 时 ,相对于劳动边际

生产率 ,能够提高资本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在此类型技术进步下 ,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是以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为代价的 ,总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 ,即当资本 -

劳动投入比率 ( K/ L) 不变时 ,相对于资本边际生产率 ,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在此类型技术进步

下 ,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是以牺牲资本收入份额为代价的 ,总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实际工资

呈上升趋势。因此 ,描述实际工资变化的关键不是在于政府如何利用宏观政策调控工资水平 ,而是在于经济

增长过程中如何改变技术进步的使用偏向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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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从初级向高级阶段演进的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主要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 ,技术进步使用方

向从资本偏向型逐渐地向劳动偏向型转变 ,从而决定了劳动收入份额和实际工资由下降转变为上升趋势。如

图 1 所示 ,在工业化初级阶段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供给无弹性 ,随着资本投入不断增加 ,资本 - 劳动比率有上

升趋势 ,即从 OA 移动到 OB ,这一点实际上在工业化高级阶段也有此特征 ,技术进步可以用 i 曲线的非平衡

移动来说明 ,其特征是资本 - 劳动比率 ( K/ L) 越高 ,向原点 O 移动越大。结果是 ,当资本 - 劳动比率不变时 ,

i0 曲线移动到 i1 ,与直线 OA 相交点从 a 点移动到 b 点 ,相交点的切线的斜率从 P0 下降到 P1 ,从而可知 ,资

本 - 劳动比率固定不变时 ,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比率呈下降趋势 ,即使资本 - 劳动比率提高了 ,即直线

OA 移动到 OB , i1 曲线与直线 OB 相交于 c 点 , a 点和 c 点的切线平行 ,资本收入份额增加 ,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 ,这可能是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资本积累迅速、人口增长过快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无限供给) 的结果 ,但

是使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节约了劳动效率 ,致使名义工资不变或者速度上升 ,实际工资随着劳动收入份额

的下降而下降则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经济的增长 ,工业化进程演变为高级阶段 ,技术水平从曲线 i0 向曲线 i1 移动反映了技术进步是劳

动偏向型 ,如图 2 所示 ,其特征是资本 - 劳动比率越低 ,向原点 O 移动越大 ,结果是 ,在 b 点与曲线 i1 相切的

切线斜率 P0 大于在 a点与曲线 i0相切的切线斜率 P1 ,从而可知 ,资本 - 劳动比固定不变时 ,劳动和资本的边

际生产率比率呈上升趋势 ,即使资本 - 劳动比率提高了 ,即直线 OA 移动到 OB ,随着生产点从 a 点移动到 c

点 ,资本对劳动的边际替代率显著上升 ,工资 - 地租也相应从 ( w/ r) 0 上升到 ( w/ r) 2 ,由于这个增长快于资

本 - 劳动的增长 ,所以 ,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收入增加了 ,名义工资率上升 ,实际工资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

增加而增加。其原因是 ,人们对教育、研究和开发投资的增加 ,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制度化加速了技术进步 ,使

技术体制从常规技术向微观技术转变 ,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产品需求结构从标准型向差异性的转移

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 ,从而使技术进步由有形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向无形资本对有形资本的替代转变 ,

也就是说 ,在其转变过程中 ,实际工资不断增加。

图 1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图 2 　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

依据前文的描述 ,不难看出 ,实际工资的变化是根据技术进步的使用偏向而定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 ,

技术进步是使用资本、节约劳动型 ,即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劳动收入份额和实际工资下降 ,在工业化高级阶

段 ,技术进步是使用劳动、节约资本型 ,即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 ,随着技术进步的提高 ,劳动收入份额和实际

工资上升。依据这种理解 ,我们可以从技术进步使用偏向角度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实际工资的变化 :利用资本

和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和实际工资的下降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如果国家或地区能够

把技术进步由资本偏向型转变为劳动偏向型 ,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收入就会增加 ,实际工资率由下降趋势就

会转变为上升趋势 ,呈现为“U”形。

而在理论模型构建中 ,无论是古典增长理论 ,还是新古典增长理论都倾向于将增长的原因分解为资本、

劳动和技术等因素 ,但是“生产要素是在不断变化中发挥其作用的”( NelsonandPhelps,1966 ) 。我们假定了

一种超长期的生产关系 ,因此 ,把此超越生产函数设定为 :

Y = M ( X , Z) (1)

　　其中 ,产出 ( Y) 是由经过质量调整的劳动力投入 ( X) 和经过质量调整的资本投入 ( Z) 生产出来的 ,二者

都用效率单位度量。经过质量调整的劳动力 ( X) 是按常规度量的劳动力 (L)( 如按工作小时) 和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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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 ( E) 的乘积 ,后者是由教育、卫生和医疗保障等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 ;经过质量调整的资本 ( Z) 是按

常规度量的资本 ( K) 和资本效率增长率 ( H) 的乘积 ,后者是由新设备等物质资本投资带来的。将 EL 和HK作

为投入变量出现在生产函数中 ,在经济增长的数学分析中是相当普遍的。然而 ,方程 (1) 中的函数 M 在本文

中被定义为超长期连续的 ,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 ,技术可以根据资源结构的变化即资源使用情况而调整 ,

X 和 Z 之间的替代弹性比较大。此外 ,方程 (1) 中 X 和 Z 是可微的 ,并且一阶导数为正 ( MX > 0 , MZ > 0) ,二

阶导数为负 ( MXX < 0 , MZZ < 0) ,偏导数为正 ( MXZ > 0) ,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 ,从而可得劳动收入

份额 (α) 为 : 　　

α = MXX/ Y (2)

　　用增长率表示为 :

G(α) = G( MX) + G( X) - G( Y) (3)

　　由于假定函数 M 是线性齐次的 ,所以方程 (1) 存在以下关系 : 　　

MXX + MZ Z = Y

MXXX + MXZ Z = 0

M ZXX + MZZ = 0

(4)

　　因此 X 和 Z 之间的替代弹性σ为 :

σ = (1/ Y) ·( MXM Z/ MXZ) (5)

　　因为 1 - α = MZ Z/ Y ,所以 ,根据方程 (4) 和方程 (5) 可以得出 :

G( MX) = ( MXZdZ + MXXdX) / MX =[ (1 - α) /σ] ·[ G( Z) - G( X) ] (6)

G( Y) = αG( X) + (1 - α) G( E) (7)

　　把方程 (6) 和方程 (7) 代入方程 (3) 中 ,可得 :

G(α) = (1 - α) [ (σ - 1) /σ] ·[ G( X) - C( Z) ] = (1 - α) [ (σ - 1) /σ] G(α)

= (1 - α) [ (σ - 1) /σ] ·{[ G( L) + G( E) ] -[ G( K) + G( H) ]} (8)

在方程 (8) 中 ,由于我们假设 X 和 Z 的替代弹性比较大 ,即σ > 1 ,因此 ,当 G( L) + G( E) = G( K) +

G( H) 时 ,技术进步体现为中性 ,劳动收入份额和实际工资不发生变化 ,当 G( L) + G( E) < G( K) + G( H)

时 ,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 ,劳动收入份额和实际工资就会下降 ,这里反映的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初级阶段 ;当

G( L) + G( E) > G( K) + G( H) 时 ,技术进步是劳动偏向型 ,劳动收入份额和实际工资就会增加 ,这一特征反

映的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高级阶段。

四、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依据上述的理论分析 ,可以检验我国技术进步的使用偏向 ,即当σ > 1 时 , G( L) + G( E) 和 G( K) +

G( H) 数值的大小决定了实际工资率的变化趋势。令 A = G( L) + G( E) - G( K) - G( H) ,以此来表示技术

进步使用偏向 ,其值的大小可以表示技术进步的偏向程度。表 1 中为所计算的 A 值的大小。

表 1 　　中国技术进步变化情况
年份 A 年份 A 年份 A

1978 0 1993 - 0. 11962 2000 - 0. 00058

1980 - 0. 00636 1994 - 0. 00331 2001 - 0. 0041

1985 - 0. 09547 1995 - 0. 012891 2002 - 0. 01119

1989 - 0. 01274 1996 - 0. 001286 2003 - 0. 03339

1990 0. 01219 1997 - 0. 000503 2004 - 0. 02101

1991 - 0. 01555 1998 - 0. 00922 2005 - 0. 02472

1992 - 0. 06631 1999 0. 000009 2006 - 0. 03046

　　注 : A = G( L) + G( E) - G( K) - G( H) , G( L) 、G( K) 、G( E) 、G( H) 分别表示历年劳动力投入增长
率、资本投入增长率 (这里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计算)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资本生产率增长率 , 且
G( L) = ( L t - L t - 1) / L t - 1 , G( K) = ( Kt - Kt - 1) / Kt - 1 , G( E) =[ ( Y/ L) t - ( Y/ L) t - 1 ]/ ( Y/ L) t - 1 , G( H) =

[ ( Y/ K) t - ( Y/ K) t - 1 ]/ ( Y/ K) t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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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大部分年份 A < 0 ,说明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推动经济

增长的技术进步属于资本偏向型 ,实际工资必然呈下降趋势。在这 29 年中 , A 值有很大的波动 ,其绝对值越

大 ,说明技术进步偏向使用资本、节约劳动的程度越大 ,实际工资下降的趋势也就越明显 ,这也证实了我国近

些年来职工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的真正原因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使用的影响。

为了从实证角度分析我国实际工资与技术进步使用偏向的关系 ,我们建立一个技术进步对实际工资变

化影响的计量分析模型 :

( wr) t = C +αFt +βcont +γopet +θempt +εt (9)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实际工资 wr ,在这里我们使用职工工资总额占 GDP的比重来表示 ,这样不但可以

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而且还规避了只分析实际工资总额的局限性 ,从而从总体上准确地衡量实际工资的变

化情况 ; F 是狭义的技术进步贡献率 ,即纯技术进步贡献率 ;我们把国民收入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个

部分 , con 是消费基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由此来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对实际工资变化趋势的影响 ; ope 是

对外开放程度 ; emp 是全国就业人数占全国人数的比重 ,就业人数越多 ,工资总额就越高 ;εt 表示随机扰动

项 ,下标 t 是各年份 ( t = 1978 ,1979 , ⋯,2006) 的标识。α、β、γ、θ分别为技术进步、国民收入分配、对外开放度

和就业率对实际工资变化的影响系数。

(二)数据说明

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的工资制度比较僵硬 ,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 ,因此 ,本文采用的

是经济改革时期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实际工资正如以上所说 ,用每年职工工资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来衡量 ;技术进步的测度采用徐瑛、陈秀山、刘凤良在《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与分解》(《经济研

究》,2006(8)) 一文中狭义技术进步的计算方法。消费基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用国民收入与储蓄的差额占国民

收入的比重表示 ;对外开放度分别用进出口总额的价格指数与平减指数对进出口总额进行折算 ,在此基础上求

得进出口总额占 GDP的比重。所以 ,5个变量都是用比值或比率来衡量 ,单位统一 ,可以直接进入分析过程。

五、实证检验及解释

在我们进行实证检验的开始 ,要判断所考察统计值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同时也可以避免虚假的回归 ,

因此 ,我们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本文中 ,我们用 Eviews5.0 软件对各变量数据分别进行 ADF检验 ,

滞后期数根据AIC和 SIC原则进行选取。表 2是对变量 wr、F、con、ope、emp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结果表明 ,变

量 ( wr) t 、Ft 、cont 、opet 、empt 的原始序列均有单位根 , 而一阶差分序列通过检验 ,因此 ,5 个变量均为 I (1) 单

位根过程。

表 2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原序列 检验类型 t 统计量 差分序列 检验类型 t 统计量

( wr) t ( c , t ,1) 0. 574 Δ( wr) t ( c ,0 ,1) 0. 154 3

Ft ( c , t ,3) 0. 552 ΔFt ( c ,0 ,2) 0. 327 3

cont ( c , t ,3) 0. 604 Δcont ( c ,0 ,2) 0. 324 3

opet ( c , t ,2) 0. 485 Δopet ( c ,0 ,1) 0. 435 3

empt ( c , t ,2) 0. 446 Δempt ( c ,0 ,1) 0. 354 3

　　注 :检验类型中的 c 表示检验平稳性时估计方程中的截距项 ; t 表示时间趋势项 ,0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 ;最后一项表示自
回归滞后的长度 , 我们根据 AIC、SIC标准确定最优滞后期 ,最大滞后期设定为 4; 3 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
(非平稳)的原假设。

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 ,会产生虚假回归问题 ,而变换后的序列限制了经济问题的范围 ,并且

有时变换后的序列不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尽管一些经济变量的本身是非平稳序列 ,但是 ,它们的线性组合

是平稳序列 ,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本文利用 KPSS、ERS、NP 检验来判断残差序列的平稳性 ,

进而判断 wr 和 F、con、ope、emp 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否存在 ,并避免非平稳变量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我们采

取两个步骤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对方程 (9) 进行回归分析 ,然后对回归分析产生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将

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 ,并令其等于 u
^

t ,得到 :

u
^

t = ( wr) t + 011216 + 010069 Ft - 011296cont - 0101 opet - 013245e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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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残差序列 u
^

t 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它已是平稳序列 ,从而验证模型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 ,

wr 和 F、con、ope、emp 之间存在一个均衡关系 :

( wr) t = - 011216 - 010069 Ft + 011296cont + 0101 opet + 013245empt

　　由此可以看出 ,技术进步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呈负相关 ,技术进步变化 1 个单位 ,实际工资就下降 0.069

个单位 ;消费基金的比重与实际工资呈正相关 ,说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 ,消费基金所占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实

际工资高低 ,消费基金变化 1 个单位 ,实际工资变化 0.1296 个单位 ;对外开放与实际工资呈正相关 ,说明随

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强 ,我国实际工资会不断增加 ,其中原因在于对外开放促使劳动力自由流动 ,劳动资源

配置优化 ,从而劳动报酬也随之增加 ,对外开放程度变化 1 个单位 ,实际工资就变化 0.01 个单位 ;全国就业

人数占全国人数的比重与实际工资呈正相关 ,表明就业人数增加 ,工资总额会增加 ,而实际工资不一定增加 ,

只有当全国就业人数占全国人数的比重增加时 ,实际工资增加才成为可能 ,而且就业比重增加 1 个单位 ,我

国职工实际工资水平就变化 0.3245 个单位。

通过以上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实际工资、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但是 ,为了削弱在分析过

程中出现的多重共线性和扰动项的序列相关性问题 ,我们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下 ,使用了误差修正模型 ,

研究技术进步对实际工资影响的长期特征和短期特征。在本文中 ,我们使用 ECM模型的估计方法 , 令

ecmt - 1 = u
^

t ,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来进一步考察技术进步与实际工资之间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 ,估计结果为 :

Δ( wr) t = - 5157 - 011ΔFt + 01106Δcont + 0101Δopet + 0132Δempt - 01224ecmt - 1

(0.03 ) (0.17 ) (0.04 ) (0.26 ) (0.162 ) (0.08 )

R2 = 0. 949 　　D. W. = 1. 896 　　F = 28. 478

　　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显示 ,短期内 ,技术进步对实际工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这种技术进步是资本偏

向型 (从第四部分数据可知) ,技术进步越偏向使用资本、节约劳动 ,实际工资下降的趋势就越严重 ,即技术进

步偏向使用资本、节约劳动变化 1 个百分点 ,实际工资将下降 0. 1 个百分点 ,这是因为 ,当资本 - 劳动投入比

率不变时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能提高相对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资本生产率 ,即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资本边

际生产率较低 ,从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并且 ,从 ecmt - 1 的系数估计

值来看 ,当实际工资的短期实际值偏离于长期均衡值 ,将有 0. 224 的调整力度把实际工资从非均衡状态拉回

到均衡状态 ,即在每一年里 ,实际工资的实际值与长期均衡值的差距约有 22. 4 % 得到纠正。

六、结论及说明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从技术进步使用偏向角度解释实际工资的变化 ,进而解释现阶段我国实

际工资水平较低的问题。具体地说 ,在工业化初级阶段 ,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 ,从而造成资本收入份额上

升 ,劳动收入份额和实际工资下降 ,而且当技术进步偏向于使用资本、节约劳动的程度越大 ,实际工资下降趋

势就越大 ;随着经济的增长 ,当工业化进程处于高级阶段时 ,技术进步从资本偏向型转向劳动偏向型 ,资本收

入份额下降 ,劳动收入份额和实际工资上升 ,而且当技术进步偏向使用劳动、节约资本的程度越大 ,实际工资

上升的趋势越大。据此 ,我国实际工资水平较低是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所导致的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证研

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

从上述理解出发 ,研究我国实际工资的变化 ,提高我国实际工资水平 ,特别是提高我国二级市场即农民

工劳动市场的实际工资水平 ,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是积极促进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向劳动偏向型

技术进步转变。围绕这一点 ,我国应该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 ,一方面 ,制定积极的引导性政策广泛吸

纳企业、外资及社会闲散资金投资于教育与科技 ,鼓励多元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格局 ,加大向人力资本投资的

力度 ,积极开展成本较低的农民工技术技能培训 ,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另一方面 ,加速科学教育和研究投

入 ,加大技术创新 ,为了保证这种创新活动能够达到最大化 ,在加大基础科学研究的公共投资的同时 ,必须建

立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 (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专利制度和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等)确保在技术应用层面

上能对发明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进行市场交易。

(下转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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