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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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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要: 在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困境的背景下, 中国提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所有刺激内需的手段都涉及提高工资水

平。因此,重视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一

般意义上的工资、效率工资和最低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

行评述。结果表明:一方面,经济增长水平决定各类工资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 工资并不

只是简单地被经济增长决定,工资水平的高低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

的工作是从理论角度研究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从实证角度检验各类工资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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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帕斯尔卡�拜伊和阿莱因�穆尼耶曾指出: �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各国之间
的经济增长率各不相同的问题,其答案可能就是本文的主要假设 (如果得以证实的话 ) ,即工资成本是决定

性的因素。�� �我们或许只有从工业化与工资关系结构的联系中,才能找到解释不同国家特有的工业化的主

要因素;而且这种关系近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转型或许可以成为解释工业化迅速向新的地区扩展的原因。��

�由于实际工资、以工资为收入的人数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和提高等三重因素的作用, 经济增长具有了内

生性。��这一论断虽然未被证明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理
由,不能否认工资水平给各国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尽管世界各国工业化道路模式不同, 但从其工资变化

中,确实反映出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这种 �特殊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实践中,在出口需求不足时,很多出口导向型国家都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刺激内需拉动经济

增长, 而刺激内需的途径之一就是调整国内工资水平。根据萨缪尔森的研究,在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工资

收入构成了国民收入的 3 /4。这一比例关系在整个 20世纪中的发达国家一直相当稳定。

那么调整工资是否能达到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工资对经济增长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这一问题加以梳理,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明确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更有助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现有相

关文献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一般意义工资的角度考察工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从效率

工资这一特殊类型工资的角度,研究工资在企业生产效率提高过程中的作用,进而研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

响;三是从工资制度的角度,分析最低工资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一、一般意义上的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只集中于讨论工资水平的决定,极少论述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我们可以

根据其主要观点推论出在其理论背景下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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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资和企业生产成本以及利润的关系来看, 工资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作为报酬支付,工资

水平的提高会直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 特别是对于那些劳动力资源丰富, 具有低工资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

家的企业,提高工资会剥夺它们自身具有的比较优势。由此,李嘉图认为利润来自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是劳

动者生产的商品价值中除去抵偿工资那部分价值以后的余额,工资和利润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劳动者没有

工资就活不下去,农场主和制造业者没有利润也会活不下去,而利润的变动是由工资的变动引起的。

从工资总额的决定来考察,一般认为积累基金和包含工资总额的消费基金把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因而

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安排得多, 积累基金

就会减少;反之, 积累安排得多,消费基金就会减少;直接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能增加积累。积累基金的主

要用途在于形成新的固定基金、增加流动性基金、增加物资储备、扩大再生产。所以要想实现经济的持续增

长,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扩大,就必须增加积累资金的比例, 维持消费基金不变甚至减少消费基金的比例。正

是基于这一认识,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把消费看作一种经济损失,阿尔弗爱德�马歇尔也断

言消费是一种负生产。

从工资和物价的关系来看,认为工资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在

一个货币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经济中,名义工资率的提高会推动物价上涨, 增加企业的生产成

本,所以工资与产出负相关。假设货币工资率既定,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需满足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货币

工资等于产品的价格乘以劳动的边际产品,也即W = P �MP。如果在任一时期 W提高 5% ,则需要劳动的边

际产品 MP也提高相同的比例, 才能保证 W /MP (边际成本 )保持不变, 这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如果商

品的价格保持不变, W增长的百分比大于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增长百分比, 那么工资率的提高

就是以牺牲利润为代价的。所以,在 W增长条件下,要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 物价水平必须与 W同步增

长。因而低工资有益于社会,工资降低,商品价格就会下降, 整个社会将获益。

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来看,新古典学派认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不具有正相关性。新古典学

派假定,边际收益产量曲线仅仅是由既定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的资本规模决定的。其言下之意是,不管企业向

劳动者支付的工资是多少,边际收益产量曲线的形状和位置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 工资的变化只能沿着

既定的边际收益产量曲线上下滑动, 而边际收益产量曲线本身并不发生任何变化。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低工资可以使雇主获得更多利润, 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

力,有利于企业资本形成; 低工资成本可以直接增加资本积累额,有利于整个社会资本积累的形成,还可以避

免工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形成。所以,无论从企业盈利和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低工

资成本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都是肯定的。

二、效率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 效率工资的研究者认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有正相关关系。效率工资的

中心假设是:厂商支付更高的工资既会有成本,也会有收益。原因主要有:更高的工资能增加工人的食物消

费,并因此使工人的营养得到改善,劳动效率得到提高; 增加工人努力程度并减少偷懒;提高申请工作人员的

平均素质,提高厂商雇佣工人的平均能力;降低工人退出率,减少劳动力转换成本; 增加工人忠诚度、鼓舞工

人的士气,并因此促使工人加倍努力工作,最终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 (戴维 �罗默, 1999)。效率工资的提出

是为了说明工资为什么存在刚性,劳动力市场上为什么存在非自愿失业,该理论本身并没有说明效率工资对

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所以后来有学者把效率工资理论和经济

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分析效率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增长理论中,效率工资是一个特殊的说明。一般的解释是用静态增长方法把工资和生产率直接联系

起来, 这点可以通过一般的模型直接说明。M essin is和 Sheehan( 2004)把包括劳动力数量、工作努力程度和

人力资本这三个要素的有效劳动引入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成了效率工资模型。作者指出,这一效率

工资模型提供了高工资诱发工人更加努力的两种机制: 一是基于雇主支付工资报酬作为工人不偷懒的刺激

理念, 二是强调工资的相对性或者对于雇员的思想和动力的 �公平工资�。并由模型进一步推导出在效率工

资制度下,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和均衡价格均高于其在非效率工资模型中的预期。

W adhw an i和W all( 1991)利用美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检验了效率工资和公司生产率的关系, 发现当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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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或者失业水平上升时,企业的生产率随之增加。Huang等 ( 1998)利用美国 1968- 1991年间两位数的制

造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支付高于市场上正常工资的效率工资将提高工人的生产率, 高于市场正常工资

水平 10% ,会使产出增加 2%~ 6%。这一结论与早期利用公司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一致。同时,作者也发

现,失业率的确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与夏皮罗 -斯蒂格利茨模型一致。进一步的经验研究

证明, 当假定产出为常量时,失业率下降 10%会导致产出增长 1%。不过, 作者在文章结尾也对文中使用的

工资薪金究竟是效率工资还是诸如教育、工作经验、任期长短等人力资本薪金提出了质疑。

但也有学者分析认为,效率工资不利于经济增长。某一部门的效率工资提高, 在社会上形成工资差异,

对于高工资工作的追求会增加劳动力市场上的搜寻型失业, 导致劳动力市场上整体失业增加。这样,平均工

资提高,工资最终上升,引起生产和创新部门的成本提高,这两个部门的就业会减少, 创新部门的就业减少导

致创新率下降,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 Zag ler, 1999)。通过把效率工资引入标准的

经济增长模型, Hoon( 1993)发现,在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小于 1的条件下,储蓄增长永久性地降低新的

稳态均衡下的失业率,产出增加;技术进步的水平增长和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是互相矛盾的; 资

本投入的增加降低了工人的非工资收入与工资收入的比例,因而刺激工人努力工作,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

相对于社会的最优投资,市场经济处于投资不足的状态。

三、最低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最低工资通过改变廉价的、非技术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来阻止剥削和贫穷,是一种提高福利的好方法。由

于最低工资和效率工资都是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 所以对效率工资某些方面的分析也适用于最低工资制度,

如最低工资制度可以诱使雇员为了避免失业而更加努力工作、改善雇员的营养状况等。

此外,西方学者还从其他角度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 )最低工资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形成影响经济增长

1. 最低工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

最低工资影响工人的教育投资。关于最低工资对工人教育投资的影响, 理论和经验分析有两种结论。

Cahuc和 M iche l( 1996)利用内生增长的迭代模型证明, 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最低工资立法可能会导致

工人为了避免失业而增加教育方面的投入,这一立法通过诱使工人增加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对经济增长

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建立劳动力搜寻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联合模型, Fr iedman( 2005)也发现,对于雇员来

说,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 最低工资减少了对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为了避免失业,非技术工人可能会增

加对下一代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含量。Friedman同时证明, 在富有竞争的经济体中, 经济已经

是有效的,提高最低工资会削弱公司的垄断权力,也会使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下降,导致技术奖金减少,技术

工人可能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因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最低工资有利于经济增长,发

达国家的最低工资不利于经济增长, 这与 Cuk ierman等 ( 2001)的发现是一致的。通过使用一个国家的面板

数据进行 � Barro type�增长回归, Cukierm an等 ( 1996)发现,最低工资促使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 在发达国家,

最低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利的。利用美国 1966年年龄在 14~ 19岁之间的不同部门的年轻男性和

1968年相同年龄段的年轻女性的纵向调查数据, Ehrenberg和 Marcus( 1982)在条件 Log it模型中实证检验发

现,最低工资对于来自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中的少年入学决策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最低工资的提高可

能会诱使低收入家庭的儿童降低入学水平,增加高收入家庭儿童的入学率。因为前者可能更依赖于低工资

的兼职就业机会以支付学费,最低工资的提高可能通过减少这些职位数量, 强迫低收入家庭儿童缩短受教育

时间而寻找全职工作。同时,最低工资的增加也减少了低工资者获取全职工作的机会,增加了不入学的机会

成本,这将鼓励能付得起学费的少年入学。Godin和 Ve ldhu is( 2009)认为高水平的最低工资与高辍学率相

连,当最低工资增加时,更多的年轻人会离开学校寻找就业机会。这与 Landon( 1997)、Chap lin等 ( 2003)的

实证研究一致。

最低工资立法影响工人在职培训的获取。对于雇主来说, 最低工资在法律上设置了向雇员支付工资的

底线, 减少了雇主雇佣非技术、非熟练工人的盈利。为了应对最低工资提高所带来的成本增加, 雇主可能向

工人提供在职培训, 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但也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态度, God in和 Ve ldhu is

( 2009)认为,雇主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反应是削减诸如福利和在职培训,即使获取最低工资的工人足够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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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能够保持工作,因为福利和在职培训的减少,他们的状况最终并不能得到改善。M incer和 Leighton( 1980)

以及 Neumark和Wascher ( 2001)的经验研究均发现较高的最低工资水平促使雇主减少给予雇员提供在职

培训的机会。Baker( 2005)检验了最低工资对澳大利亚就业人员的影响,也发现较高的最低工资对在职培训

有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最低工资增加 10%, 17 ~ 24岁之间工人接受的在职培训下降 0~ 7. 3%。

Hash imoto( 1982)借助于 Eward用来说明反歧视政策对经验收入影响的模型, 实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增加了

失业, 失业工人由于失去在职培训的机会,人力资本下降。

2. 最低工资影响人力资本传播

W eiss( 1996)假定工人可以从他们的同事身上学习, 把人力资本传播看作劳动力流动的函数, 模拟了人

力资本传播机制的内生增长模型。结果发现, 因为最低工资下的失业压力降低工人流动性,最低工资的实施

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然而, M ortensen( 1998)却认为,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工人对企业的忠诚度,减少无效的

工作流转,降低企业的工人转换成本,使企业可以用更多的精力研制新技术和进行管理创新,而不是把大量

的时间花费在雇佣、训练和管理新工人上面,这将有助于增加产出。

(二 )最低工资通过作用于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

最低工资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双重的:第一,通过增加受雇工人获取的小时工资,提高储蓄,因而增加资

本积累;第二,由于最低工资而提高的失业率对个人储蓄和资本积累产生不利影响。但 Fant i和 Gori( 2009)

通过把最低工资放在一个部门、两期迭代增长模型中分析发现,如果政府对在职工人征收消费税以资助失业

者,并且给予失业者补贴的比例大于劳动力在生产投入中所占比例,储蓄和资本积累增加的效应将大于失业

导致的减少效应,相比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最低工资会一直促使人均资本更快增长。

最低工资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竞争不激烈的经济体中,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使用非技术劳

动力的无效率的公司在均衡中能够继续生存, 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则会淘汰无效率的产业,强迫其他企业采

用新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控制成本,因而能加速现代化的进程。

(三 )最低工资通过作用于就业影响经济增长

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理论分析认为, 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 最低工资会增加失业

( Stigler, 1946) ;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 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比较复杂。除理论分析以外, 学者们

主要用实证方法分析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但由于采用的数据和选取的方法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不同。通

过研究最低工资对佛罗里达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Colbeg( 1960)发现最低工资增长后,低工资领域受到失业的

严重困扰,高工资领域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N icke ll和 Layard( 1997)讨论了最低工资的增长效应,发现最

低工资对生产率的潜在影响并不明确, 因为最低工资消除了低生产率的工作但也增加了工人的失业。

Abowd等 ( 1997)认为最低工资把低技术工人和年轻工人排除在生产之外,制造了失业并因而降低 GDP和福

利。K rueger和 Summers( 1992, 1995)发现最低工资对于高技术和低技术少年的影响是不规则和不对称的:

提高最低工资导致具有较多技术的少年工作更多, 因为最低工资强迫雇主雇佣熟练工人替代不熟练工人。

其他学者如 Fo rrest( 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最低工资不利于就业的结论。相反, 曼宁 ( 2001)的理论分析认

为,在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中,最低工资对就业没有影响; Card和 K rueger( 1994)发现美国新泽西州最低

工资的提高增加了餐馆业的就业; Solomon( 2006)研究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相同的产业中最低工资提高对就业

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对雇佣人数没有影响。正是由于最低工资制度和最低工资水平的高低对就业的影响

不明确,导致学者们对最低工资通过就业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分析结果并不一致。

除上述三个方面外,国外学者还从其他角度分析了最低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 Imudom ( 2001)

从消费的角度考虑,认为最低工资可以增加消费者的购买能力,适度的最低工资能够刺激工人提高劳动生产

率;最低工资能够纠正一些非效率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Persson和 Tabellin i( 1992, 1994)认为,在民

主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最低工资有利于消除收入不平等,因而有利于经济

增长。

总体来讲,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从长期来看,最低工资影响经济增长路径。但学者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

一样, 建立的模型不一样, 使用的数据有差异, 导致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相互矛盾的分析结果表明,最低工

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单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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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研究现状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 )中国的研究现状

在低工资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主流思想的影响下, 结合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特点, 为了增加就业, 满

足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积累,中国一直实行低工资政策。最早注意到工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制约作用的同

时还具有促进作用的国内学者是曾湘泉 ( 1989), 他指出劳动力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三大系统之一,在 �劳动

仍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的经济社会中,人们参加劳动,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工资作为人们实现自

身物质利益的最直接形式,可以被认为是劳动者的利益动力机制的核心内容,所以, 工资无论在微观或者在

宏观范围内对经济增长都起到显著作用。工资通过水平差别以及形式选择传导到经济增长;市场调节下的

工资利益导向功能使得工资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于经济增长;工资的利益导向功能也有助于一个国家

(地区 )发展战略的实现。但作者同时也指出, 从经济短期平衡的角度来看,如果工资增长过快,会造成成本

推动型通货膨胀,导致供需失衡。之后, 胡放之 ( 2005)从我国以及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

中,探寻了中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工资调节机制和工资水平,指出我国的工资水平应与经济增长速度协调

发展, 才有利于工业化的实现。后续的理论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低工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制约作用

(吴磊、余道先, 2006;杨英杰, 2006; 吴郁元, 2008)。经验研究方面,刘丽 ( 2008)和任彪等 ( 2009)分别基于经

济增长模型和向量自回归 ( 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工资、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工资和经济增长

具有正相关关系。

国内研究极少直接把效率工资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对效率工资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

介绍或扩展效率工资理论,利用该理论模型解释我国的失业问题、国有企业职工工资高于市场决定的工资现

象、�交保证金�的报酬政策以及 �民工荒�现象 (袁志刚、陆铭, 1997; 杨瑞龙、周业安、张玉仁, 1998;邸晓燕、

孟颖, 2005;万晓兰、林存文, 2007)。二是从效率工资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帮助企业吸

引人才等方面间接探讨效率工资在理论上对经济增长,特别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这里又分为三种不同

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对效率工资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认为效率工资有利于遏制员工素质下滑、激励员工努力

工作、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用效率,有助于我国知识型企业吸引人才,对我国企业制定合理的工

资水平和报酬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苗建军, 1996; 陆长平, 2002; 姚先国、黎煦, 2004; 肖永, 2005; 刘文

军, 2005;刘岩, 2008;黄金铸、吴海伦, 2009)。第二种观点认为效率工资理论构建的微观基础不科学, 效率工

资本身具有增加非自愿失业、被其他激励 (如满足感 )替代的可能性、电影院效应等方面的局限性, 使得效率

工资从宏观角度考虑并不是最佳的工资制度。尽管如此,效率工资在处理广泛的合约问题,包括鼓励努力工

作、抑制怠工和辞职等方面仍是最有效的;在通货紧缩的经济环境下, 对拉动内需和改善投资环境也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具有帮助企业稳住和吸引大批优秀人才,提高生产率,降低总成本等方面的经济效用,尤其是

具有的 �事前激励 �和 �事后激励 �两种效率价值,使得效率工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要注意把效率工资激励机制与其他激励机制相互补充, 从政策上对就业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江若尘,

2000;张德远, 2002; 程恩富、朱奎, 2003;范如国, 2009)。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不存在实行效率工资的环

境和社会基础,对经营者实行效率工资制只会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并加剧有效需求的绝对不足和市场的疲

软;效率工资对工人的激励作用有限, 提高工人的工资只会使我国产品丧失国际竞争力 (王胜强、朱富强,

2000)。

现有国内文献没有直接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没有文献涉及其机理分析,仅局限于从

理论和经验方面进行间接分析,并且经验分析主要集中于考察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论分为三种:

第一种结论认为,理论上,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劳动力供给曲线较为平坦,最低工资制

度在我国的实施会导致失业的增加; 同时,最低工资加大了资本方的劳动力成本,侵蚀了资本方利润,迫使资

本品提高价格,最终可能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外, 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及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 会

使得我国低成本的出口竞争优势不能保持,成本增加, 也可能会导致外商投资的转移和撤离 (张五常, 2000;

薛兆丰, 2004;平新乔, 2005)。实践上,周培煌和朱飞 ( 2009)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检验了广东最低工资对制造

业就业水平的影响, 发现最低工资每上升 10个百分点, 会导致制造业就业水平下降 6. 64个百分点; 龚强

( 2009)在扩展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得出最低工资导致整体就业率下降的结论。第二种结论认为, 最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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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虽然从微观层面入手,却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如促进消费和投资两旺的良性循环,缩小贫富差距,保

持社会稳定,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公平收入分配、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就业积极性

等等。城市部门的最低工资制度保障了城市就业的收入大于农村的就业收入,有利于农民不断向城市转移,

进而加速工业化进程。同时,城市就业部门的最低工资低于均衡工资, 所以对就业不会造成影响 (田松青,

2009;林原、袁伦渠, 2007;张智勇, 2007)。代表性的经验研究包括: 罗小兰 ( 2007)实证检验得出上海市最低

工资对农民工就业具有正向作用;韩兆洲和安宁宁 ( 2007)基于 VAR模型分析得出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适当提高不会对该市失业产生显著影响。最后一种结论是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影响不明确。姚先国和王

光新 ( 2008)通过总结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影响的几个理论模型得出, 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结果取决于各

国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状况。

(二 )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1. 一般工资水平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研究

可以看到现有一般工资水平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有些仅局限于说明高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有些虽然认识到提高工资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也只限于说明高工资的增长路径有助于企业进行技

术更新,或者工资增长速度如果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影响工人的工作热情,导致工人偷懒、不努力工

作,生产率不能提高。虽然国内有学者认识到工资可以借助于利益导向机制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区域发

展战略影响经济增长,但都没有认识到工资作为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对个人的消费行为、人力资本投资行

为以及技术创新水平等方面的影响, 更不用说从实证的角度加以论述,而这几方面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也

很少有文献系统分析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

另外,工资调整在由外需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导向型经济,实现可持续的低通货膨胀高增长方面,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将更为重要。因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 而且取决于市场购买力。如果工资

收入者购买力的增长滞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国内市场将不足以吸收国内产品, 消费品找不到销路。此时, 工

业要持续发展就必须有制成品的出口,出口便势在必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加剧或者市场萎缩的情况下,

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就难以为继。反之, 如果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不受到靠薪金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工

人购买力限制,那么国内市场的成长将极大降低外贸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来源于国内,才能真正实现

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一国工资水平过低,将导致高素质劳动力外流,所以工

资对于防止人才外流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作者认为只有明确了工资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路径, 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保持工资增长与经

济增长相互协调的原因,才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到工资增长的重要性,自觉地提高工资水平。所以系统考察工

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从实证的角度加以论证,是后续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2. 效率工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

效率工资从理论上回答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即通过吸引高素质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

业生产成本等途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但由于很难界定经济生活中究竟哪些国家的哪些经济体实行的是

效率工资,所以有关效率工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大部分仍然局限于利用经济模型进行推理,缺少直接研

究效率工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虽然有关于效率工资和企业或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关系的考察,但正

如本文上面提到的,工资奖金究竟是效率工资还是人力资本作用的结果,难以定论。未来如果能明确界定和

区分效率工资,并分析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效率工资理论,对我国薪酬制度

的改革和未来制度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 最低工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最低工资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但是面临与效率工资相同的问题:最

低工资数据获取的困难,特别是在我国,历史上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最低工资形同虚设, 相关的实证研究也

较为缺乏。系统研究最低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实证检验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

较少, 也缺乏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人力资本形成的分析。随着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逐步消

失,以及劳动者日益重视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加之政府保护低收入群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可以预见,最低工

资政策在我国各地区将逐渐得以真正的贯彻执行。所以考察最低工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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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W age on Econom ic Grow th: A Review of L iterature

Qu Shuguang and Peng B iyu

( Schoo l of Econom ics andM 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Un iversity)

Abstrac t: G lobal financia l crisis has put expo rt- led g row th pattern into d ifficu lt situa tion. Ch ina proposed to sh ift the grow th me thod

to the dom estic- led m ethod. Stim ulation dom estic dem and requ ires the increase o f incom e levels, hence it is essential to investig ate the

effect o f incom e leve l changes on econom ic grow th and rev iew related literatures. Th is article reviews related literatur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im pac t of genera l sense of w age on econom ic grow th, the influence of e ffic iency w age and m inim um w age on econom ic

g row th. The resu lts show tha t the leve l o f econom ic g row th determ ines w age leve l o f one hand, wage isn� t dec ided sim ply of the o ther,
and it can influence econom ic grow th in turn. The future work is to study the function m echanism o fw age on economy in theo ry, and test

the e ffect o f a ll kinds of w age on economy by em pir ica l ana 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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