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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 基于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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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目前频繁出现的 �用工荒�及工资上涨等问题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
了重要契机。本文将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总结为技术进步引致效

应及人力资本投入引致效应,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的

衡量指标,并借助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工资上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实证

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上涨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逐渐增强,其中工

资上涨借助技术进步引致效应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通过人力资本引致效应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尚不显著。基于不同地区的回归结果比较得出, 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作用效果差异显著,其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作用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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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资源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优势, 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基地。然而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用工荒�、劳动力市场摩擦 �

及工资上涨等问题频繁出现。 2002年东部沿海地区的 �民工荒�打破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 2005年季
节性劳动力短缺进一步蔓延到内陆劳动力输出省份,随着金融危机后经济的逐步复苏, �用工荒�在全国各

地再度出现。在此背景下,各省纷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应对用工荒对当地经济的冲击。自 2004年 �最低
工资规定�颁布以来,广东、福建、上海等沿海城市基本上每年提高一次最低工资标准,且每次提升幅度都大

于 10%。仅 2010年, 全国就有 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 22. 8% �。

图 1给出了中国 1978年以来名义工资水平、实际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情况, 近年来中国名义工资及实际工

资都出现了大幅上涨,特别是 1999年以后,名义工资年均增长率高达 14. 71% ,实际工资达 12. 97%。�

工资上涨表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变增长方式成为经济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其实中国早在 �六五�期间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随后历年中央文件及工作会议�

都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 但到目前为止,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未实现彻底转变。以往学者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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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计划强调, 要 �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增大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工培

训,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经济增长由依赖资金和自
然资源投入向更多的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归结为科技投入不足及劳动力素质低下等,这些固然是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重要原因,那么又是何种力量导致中国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水平低下? 蔡昉 ( 2005)指出低工资模式是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迟迟得不到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低工资发展模式下,企业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存在

利润空间,因此技术及人力资本投入动力不足。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劳动力工资上涨

是经济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契机 (李月, 2008)。

图 1� 1978年以来中国工资水平及增长情况

本文以中国近年来的工资上涨为切入点, 将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总结为技术进

步引致效应及人力资本投入引致效应,并借助因子分析方法构建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

上实证检验工资上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近年来工资上涨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

的作用日益增强,但地区差异显著。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的机理分析;第三部分为实证模型及变量定义;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理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按增长源泉的不同, 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概括为以要

素数量增加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和以要素质量提升及技术进步为主要标志的集约型。工资上涨将迫使企业

加大技术及人力资本投入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动力,本文在此

将相应的作用机理概括为:技术进步引致效应和人力资本投入引致效应。

(一 )技术进步引致效应

新古典增长理论均衡增长路径表明, 外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内生经济增长理

论则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知识的外溢效应能够克服劳动及资本等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使

得经济持续增长成为现实 ( Romer, 1986) ,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

Schmooker( 1966)的需求引致创新理论指出技术进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活动, 受市场规律的支配

和制约。工资作为市场价格信号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资上涨通过以下两种机制促进技术进步: 其一,工资上

涨导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这促使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生产中采用先进的资本替代劳动,此时劳动与

资本的最优边际技术替代率变化会提升劳动生产率。So low ( 1957)基于体现型技术进步的视角指出, 工资上

涨促使企业加快资本的更新进程,物化于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将促进经济体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相反,低工

资将延缓甚至阻碍资本更新换代及技术进步。其二,工资上涨引致有偏的技术进步 ( Acemog lu, 2009)。劳动

力成本上升将促使企业实行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 这一思想最早由 H icks( 1932)提出, 后来进一步演变为诱

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K ennedy, 1964)。其三,工资上涨具有 �创造性破坏 �效应, Cyert和 March( 1992)研究表

明,外生工资上涨的 �创造破坏性 �效应进一步促进了市场优胜劣汰效应的发挥,工资上涨将逼迫企业加大

技术投入以避免破产倒闭。K le inknecht和 N aastepad( 2005)对荷兰工资节制政策进行的研究指出,低工资政

策不利于创新破坏性效应的发挥,导致荷兰陷入 �低工资低创新�陷阱。
(二 )人力资本投入引致效应

Lucas( 1988)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人力资本不仅能够节省生产中劳动和物质资本的使

用数量,此外,作为知识产品的载体, 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和技术消化吸收效应, 因此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的重要因素。

人力资本的获取渠道主要有培训和教育两种, 工资上涨对以上两种渠道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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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作为厂商的生产成本,工资上涨产生的用工成本增加会迫使企业加大职工培训, 以提高其技术熟练程

度及综合素质。Hutchens( 1989)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短期会迫使企业裁减员工, 在机器数量不变

的情况下,企业将加大对剩余工人的培训力度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A cemoglu( 1997a, 1997b)、Fuss和W intr

( 2008)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研究表明, 低工资导致的灵活劳资关系会导致企业员工培训的利润损失, 因

此不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 K le inknech,t et a.l , 2006)。其次, 作为工人收入的主要部分, 工资上涨会促

使工人增加对自身及下一代的教育投入。Kahyarara( 2003)的研究表明,劳动力价格过低是穷人放弃对自身

及下一代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原因。此外,高工资具有教育激励效应。教育产生的高回报会促使工人自觉

增加教育投入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进而产生高工资高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 ( Ga lor and Ze ira, 1993)。

三、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 上述机理分析表明工资上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重要推动力量。本部分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 首先寻找经济增长源泉, 继而检验工资上涨对经济增长方式的

助推作用。

(一 )模型设定

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单位劳动产出即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以往学者一般

将其归结为资本深化 �和技术进步 ( Berme ister and Turnovsky, 1972; Kumer and Russel,l 2002; 涂正革和肖耿,

2006) ,以 Lucas( 1988)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基于此, 本文设定如下模

型:

lnyit = c+ �lnkit + �teit + �hu it + u it ( 1)

其中 i表示地区, t表示时间; y为人均产出; k为人均物质资本投入; te为技术进步; hu为人力资本; u it表

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其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实行渐进的市场化改革。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决定了价格机制在要素配

置中的作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因此它是解释劳动生产率不可或缺的

变量。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变量 g it,模型为:

lnyit = c+ �lnkit+ �teit + �huit + �g it+ uit (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效率工资理论都强调工资上涨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

近年来的效率工资理论进一步提出高工资高生产率的论断。本文在此借鉴 Vergeer和 K le inknecht( 1998)的

实证模型,此外, 工资上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在此加入工资滞后项�以捕捉此效应。

lnyit= c+ �lnkit + �teit + �hu it + �g it + �1 lnw it + �j lnw it- j + uit ( 3)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源泉的变化,工资上涨将通过改变最优技术替代率、技术进

步引致效应及人力资本投入引致效应等渠道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文借助交互项检验工资上涨在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最终回归模型如下:

lny it = c+ �1 lnkit + �2 lnkit � lnw it + �1 teit + �2 teit � lnw it + �1hu it+ �2huit� lnw it +

�g it + �1 lnw it + �j lnw it- j + u it ( 4)

(二 )变量衡量及数据说明

1�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指标
�十一五 �规划明确提出加大技术及人力资本投入,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技术进

步和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也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指标。以往实证研究提出多种技

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的衡量方法 � , 本文的落脚点是工资上涨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也即工资上涨对经

济增长源泉的影响,因此应该选取反映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投入的综合指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下文选

取以下六个变量以期全面体现技术及人力资本水平。具体包括技术开发经费支出 (Rd j )、技术开发人员

71

�

�

�

本文以人均物质资本作为资本深化的衡量指标。

关于 j阶滞后项的选择,本文首先在模型中引入工资的一阶滞后, 然后再依次加入二阶滞后、三阶滞后项进行逐步回

归, 通过回归结果显示,三阶滞后项回归结果不显著,因此本文实证模型仅采用了工资的一阶和二阶滞后。

关于技术进步的衡量, 以往学者主要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及专利数据等; 关于人力资本的衡量, 一般有报酬衡量法和投入

衡量法。



(Rd r )、各地区教育经费情况 (Ed j )、各地区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 Ed r )、各地区培训经费支出

(Trj )、各地区培训社会人员数 (Trr )。

考虑到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本文借助 SPSS 16. 0因子分析程序对所选的指标进行降维,表 1为 6个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表 1 � � 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Rd j Rd r Ed j Ed r T rj T rr

Rd j 1. 000

Rd r 0. 818 1. 000

Ed j 0. 814 0. 811 1. 000

Ed r 0. 612 0. 710 0. 656 1. 000

T rr 0. 789 0. 671 0. 721 0. 807 1. 000

T rr 0. 679 0. 719 0. 825 0. 733 0. 828 1. 000

由表 1可以看出, 6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大于 0. 6,说明变量之间的信息有很大的重叠, 直接用于分

析会产生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同时 KOM检验统计值为 0. 827, 根据 K aiser度量标准 � ,各变量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本文最终提取了累计贡献率�为 90. 68%的两个公共因子。

由于初始载荷矩阵中因子的经济含义不明确, 本文借助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

使单个变量在某个因子上有高频载荷。经旋转后的公共因子经济意义明显 (如表 2)。公共因子 F 1在技术

开发经费支出 (Rdj )和技术开发人员 (Rdr )上载荷值较大,说明 F1集中反映一个地区的技术投入水平,本文

定义为技术进步因子; F 2在各地区教育经费情况 (Ed j )、各地区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Ed r )、各地

区培训经费支出 (Trj )和培训社会人员 (Trr )上的载荷值较大, 说明 F2集中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

水平, 本文定义为人力资本因子。

表 2 � �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公共因子 F

1
F
2

指

标

代

码

Rd j 0. 922* 0. 294

Rd r 0. 758* 0. 549

Ed j 0. 585 0. 733*

Ed r 0. 309 0. 895*

T rj 0. 456 0. 857*

T rr 0. 516 0. 765*

因子命名 技术进步因子 人力资本因子

� � 注: * 表明该指标在对应的公共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

2�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本文借鉴陆铭和蒋仕卿 ( 2007)、杨伟国和孙媛媛 ( 2007)等的研究, 使用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数与全部就

业人员数的比值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代理指标。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数与全部就业人员数的比值越

小,说明劳动力市场越完善。表 3给出了部分年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表 3 � � 部分年份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年份 数值 年份 数值 年份 数值

1994 0. 825341 2000 0. 742845 2006 0. 622451

1995 0. 793283 2002 0. 705480 2007 0. 610620

1998 0. 756873 2004 0. 668326 2008 0. 611111

� � 注: 此表列出的是各别年份全国各省的平均值。

3�其他数据来源
人均产出 y为地区 GDP与年底从业人员数量之比, 省际 GDP以 1994年为基期的 GDP折算指数进行

平减, 数据均出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均物质资本投入 k为各省历年物质资本存量与从业人员数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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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值越接近于 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越适合作因子分析。Ka iser给出 KOM值的度量标准, 0. 9以

上表示非常合适; 0. 8以上表示合适 ; 0. 7表示一般; 0. 6表示不合适 ; 0. 5以下表示极不合适。

累计贡献率达 85%的公共因子为有效。



比,省际物质资本存量 K,根据 Goldsm ith(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 � K t = I t + 1- �K t- 1进行估计,数据出

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各地区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来自 �中国统计年
鉴 �。工资水平,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各省职工平均工资替代,以 1994年为基期的 CPI指数进行平

减,各地区培训经费支出、培训社会成员,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数, 全部就业人员数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 �。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和技术开发人员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为克服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广义矩方法 (GMM )进行估计。GMM方

法借助系统内部的工具变量来处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允许解释变量的弱外生性,同时假定误差项与解

释变量当期及前期值不相关。GMM有效性的前提是新增工具变量有效性, 本文使用 Sargan值检验工具变

量的有效性。下文实证结果分别给出了 Sargan统计量对应的 p值和 AR( 1)、AR ( 2)统计量对应的值以判别

GMM的有效性问题。

本文的样本为 1994- 2008年中国 29个省际的面板数据。由于时间跨度比较长且各省份之间经济变量

的差异性大,本文对所选样本依据时间及地区分组以检验工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否随时间和地

区变化。

(一 )分时间段回归结果分析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开始不断上涨。图 1显示, 1999年以来工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

达 12. 97%。为进一步对比分析不同时期工资上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助推作用,本文将样本分为两个子样

本: 1994- 2000年 ( T1 )和 2001- 2008年 ( T2 ),依据模型 ( 3)和 ( 4)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 � 不同时间段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T1 T 2

模型 ( 3) 模型 ( 4) 模型 ( 3) 模型 ( 4)

lnw i t
0. 197**

( 5. 05)
0. 192*

( 1. 83)
0. 602***

( 5. 60)
0. 571**

( 4. 40)

lnw i t- 1
0. 48**

( 2. 00)
0. 185**

( 1. 52)
1. 358**

( 7. 62)
0. 977**

( 6. 93)

lnw i t- 2
0. 448***

( 6. 53)
0. 688***

( 7. 25)

lnki t
0. 162***

( 3. 23)
0. 343***

( 2. 75)
0. 544***

( 6. 66)
0. 456***

( 3. 72)

te it
0. 376***

( 2. 87)
0. 483***

( 3. 15)
0. 970***

( 3. 54)
0. 615***

( 3. 50)

hu i t
- 0. 063
( - 0. 37)

0. 168
( 1. 57)

0. 139
( 1. 32)

0. 189
( 1. 38)

g i t
0. 183***

( 1. 19)
0. 331**

( 2. 45)
0. 345***

( 5. 96)
0. 467***

( 4. 50)

lnk it� lnw i t
0. 038*

( 2. 70)
0. 043*

( 3. 43)

tei t� lnw it
0. 48**

( 2. 96)
0. 704***

( 3. 39)

hu it� lnw i t
0. 170
( 1. 37)

0. 200*

( 1. 79)

C 2. 113***

( 3. 85)
- 2. 896*

( - 2. 67)
0. 635*

( 2. 60)
- 0. 364
( 0. 88)

Sargan检验值 0. 7890 0. 8586 0. 8229 0. 7495

联合显著 W ald值 42743. 49 10096. 26 30527. 82 76931. 90

AR ( 1) p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AR ( 2) p值 0. 390 0. 338 0. 635 0. 221

� � 注: 括号内为各系数所对应的统计量, ***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1�工资上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T1时间段工资上涨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在 5%和 10%的显著性水

平下为正, T2阶段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在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表明高工资高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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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投资 It采用各地区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 并依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基期资本存量采用

H all和 Jones( 1999)的方法, 折旧率 �t借鉴龚六堂和谢丹阳 ( 2004)取值为 10%。



率的结论适用于中国。此外,加入的工资的滞后项进行逐步回归显示,工资的一阶和二阶滞后结果显著, 说

明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的确存在滞后效应。不同时间段的分析表明工资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在

不断增强。

2�人均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均物质资本是衡量资本深化的重要指标,索洛模型很好地阐释了资本深化
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作用。表 4中, 人均物质资本的作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这说明资本深化在中

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工资与人均物质资本交互项 lnw it仅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这可能与中国转型经济存在密切联系。地方政府投资在资本深化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小平、朱钟

棣, 2005)。

3�技术进步的作用。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技术进步因子的作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为正, 说明技术进步是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关于工资与技术进步因子的交互项 teit � lnw it, 分

时间段检验发现, T2时间段的作用大于 T1时间段,说明工资上涨通过促使企业加大技术投入来提升劳动生

产率的作用不断加强。

4�人力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因子的系数在两个时期均不显著,这表明人力资本不是我国劳动生产率
提升的主要动力。T2时间段,工资与人力资本因子的交互项 hu it � lnw it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整体

上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较低,且工资上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不大。

5�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及工资价格机制的发挥。表 4结

果显示 g it的系数显著。说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促进要素的有效配置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二 )分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回归结果分析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是工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影响变量。中国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差别显著,较

之以往简单地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本文以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数与全部就业员数的比

值 )为标准,将中国 29个省市划分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中、低�三部分。基于模型 (4)的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 � 不同地区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T1 T 2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lnw it
0. 397**

( 1. 80)
0. 117*

( 2. 47)
0. 002
(0. 01)

0. 976***

( 4. 76)
0. 405 **

( 2. 36)
0. 158*

( 0. 94)

lnw it- 1
0. 096
( 0. 27)

0. 554**

( 2. 75)
0. 391*

(2. 95)
1. 366***

( 4. 35)
0. 528**

( 2. 53)
0. 434*

( 1. 72)

lnw it- 2
0. 348*

( 1. 78)
0. 372**

( 2. 05)
0. 645**

( 2. 11)
0. 629***

( 3. 85)
0. 421**

( 2. 15)

lnkit
0. 205*

( 1. 81)
0. 595*

( 1. 79)
0. 343***

(2. 75)
0. 109***

( 4. 43)
0. 88**

( 1. 99)
0. 123**

( 1. 76)

tei t
0. 404***

( 3. 96)
0. 31
( 1. 34)

0. 161*

(1. 67)
0. 612***

( 3. 09)
0. 358**

( 2. 82)
0. 274
( 1. 32)

hu it
0. 396
( 0. 54)

0. 549
( 0. 38)

1. 471
(0. 56)

0. 583**

( 2. 12)
0. 117
( 0. 49)

0. 301
( 0. 67)

g it
0. 289
( 0. 53)

0. 958**

( 1. 88)
0. 871**

(2. 19)
0. 204**

( 2. 13)
0. 405**

( 2. 49)
0. 227**

( 1. 12)

lnk
i t
� lnw

it
0. 022**

( 1. 86)
0. 069*

( 1. 77)
0. 088**

(1. 93)
0. 064***

( 3. 16)
0. 010**

( 2. 06)
0. 54*

( 1. 42)

te it� lnw i t
0. 11***

( 4. 53)
0. 266
( 1. 33)

0. 143
(1. 58)

0. 457***

( 3. 82)
0. 102*

( 1. 75)
0. 48**

( 2. 96)

hu i t� lnw i t
- 0. 009
( - 0. 11)

0. 071
( 0. 41)

0. 178
(0. 56)

0. 057**

( 1. 98)
0. 016
( 0. 63)

0. 024
( 0. 50)

C 2. 113***

( 3. 85)
- 7. 974**

( - 1. 97)
6. 361***

(3. 36)
- 1. 647***

( - 2. 70)
0. 836
( 1. 44)

3. 583***

( 3. 85)

Sargan检验值 0. 2299 0. 2785 0. 6960 0. 2160 0. 2136 0. 2382

联合显著W ald值 4867. 60 3881. 42 1504. 80 46266. 59 934. 68 25500. 56

AR ( 1) p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AR ( 2) p值 0. 891 0. 201 0. 221 0. 313 0. 236 0. 372

� � 注: 括号内为各系数所对应的统计量, ***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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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包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北京、天津、山东、辽宁、四川;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包

括湖北、安徽、湖南、河北、江西、河南、吉林、广西、海南、黑龙江;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云南、新疆、宁夏、陕西、

贵州、甘肃、青海。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技术进步因子及人力资本因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高于劳动力市场化

程度低的地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呈现阶梯状。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经

济增长方式优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因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 如东部沿

海地区的工资上涨及招工荒现象要明显早于西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这促使其更加注重先进技术及人力

资本的投入,以便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从表 5也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在

逐渐优化,以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最为明显,在 T2时间段,技术进步因子及人力资本因子对劳动力市

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

作为劳动力市场中重要的变量, 工资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基本上是正相关关系。中国东部劳动力市场

化程度高的沿海发达省份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中西部省份,导致发达地区的企业面临更多的劳动力成本压

力。工资上涨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力度也比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高。由表 5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化程

度高的地区,工资上涨通过技术进步因子及人力资本因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高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低

的地区。此外,同一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对比分析也表明工资上涨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在逐年增

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工资大幅上涨表明中国以往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工

资上涨将迫使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加大技术及人力资本投入,以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冲击。本文将工

资上涨助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理总结为技术进步引致效应及人力资本引致效应, 并借助因子分析方法

构建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以实证检验工资上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上涨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逐渐增强, 但不同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作用效

果地区差异显著,对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而言,工资上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较为显著。

低工资发展模式是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原因, 企业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依然存在生存空间,

因此技术及人力资本投入的动力不足。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目前中国应积极抓住工资上涨这一机遇,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首先,完善劳动力市场,适时提高工资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工资

水平存在扭曲,劳动力价格偏低导致市场价格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蔡昉, 2005)。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劳

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工资上涨通过技术进步引致效应及人力资本引致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因此

中国目前应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适时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以减少劳动力价格扭曲, 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减

少阻力和障碍。其次,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

核心和根本动力,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中

国的研发投入�及自主创新力度仍比较弱, 因此中国政府应制定各项鼓励和保护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在加

大自主技术创新力度的同时,加快引进消化吸收外部技术以实现自身的后发优势。此外, 多层次地发展教育

和职业培训,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公共服务教育,根据 �千人计划�等加大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为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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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Recently, frequen t � Recru itm en t Shortages� and w age grow th prov ide an im po rtant oppo rtunity for Ch ina� s econom ic

g row th m ode transfo rm ation. This paper summ arizes the m echan ism o f wage grow th prom oting econom ic g row th m ode transfo rm ation as

technical prog ress effect and hum an capita l input e ffect. On th is basis, w e construct fac to rs o f techno log ica l progress and hum an capita l

w ith the help o f fac to r ana lysis m ethod. Then w e ana ly ze the e ffect o fw age g row th on the transfo rm ation of econom ic g row th m odew ith

prov inc ial panel da ta. The em pir ica l resu lts show that, the ro le of w age grow th in Ch ina� s econom ic grow th mode transfo rma tion

h ighlights g radua lly. W age g row th promo tes econom ic g row th sign ificantly through techno log ical progress e ffect, but not significantly

through hum an capita l effect. Based on the resu lts of different reg ions� reg ression, we can get the e ffects o f w age g row th promo ting

econom ic grow th mode transforma tion are d ifferen t. The effect o f w age g row th is obv ious in the area o f high deg ree o fm arket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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