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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近年来 ,许多学者和机构指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正在大幅度降低 ,这一论

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许多人将矛头直指资本对劳动的侵占。但到目前为止 ,鲜

有研究澄清两个关键的问题 ,一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真实幅度 ,二是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的真实原因。从这两问题出发 ,本文对我国国民收入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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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 2005 年以来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现象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在多数情

况下 ,要素分配份额的明显变化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对此表达了忧

虑。例如 ,蔡　 (2005 ,2006)指出 ,1998 年到 2003 年间资本收入份额逐年上升 ,势必导致收入分配

不均 ,并呼吁通过扩大就业来扭转这一趋势 ;李实也指出 ,过去十年来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

降 ,是中国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 ①李稻葵指出 GDP 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已成为无可争

议的事实 ,并指出服务业比重较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使用和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是可能的解

释。②2008 年 1 月 3 日 ,中国社科院举行 2008 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 ,蓝皮书

指出“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逐年下降 ———2003 年以前一直在 50 %以上 ,到 2006 年降至 4016 %。与

之对应的企业利润则在上升 ,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由以前的 20 %左右上涨到 3016 %”。同

时 ,有观点认为 ,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是我国近年来消费低迷的原因。例如 ,世界银行的 Kujis

(2006)认为 ,消费低迷不是通常认为的居民储蓄增加的结果 ,而是来自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及居民收

入占比降低 ,汪同三 (2007)也持类似的观点。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完全接受 Kuijis 的观点 ,并特

别强调中国的产业结构应向劳动密集型转移 ( Economists , 2007) 。另外 ,还有研究者认为劳动收入

份额降低可能动摇政局的稳定 ,是中国目前应注意的一大问题 (Subramanian , 2008) 。

尽管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受到了广泛关注 ,但鲜有研究对此给出解释 ,本文试图对这一问

题给出明确的回答。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 ,第二部分利用 GDP 收入法核算数据 ,计算了 1978 年以

来我国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份额 ,发现其在 1978 年到 1995 年的十多年间基本保持不变 ,但自

1995 年以来却下降了约 10 个百分点。第三至第五部分 ,依次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的变化原因。首先 ,考虑到 2004 年进行了首次全国经济普查 ,我们计算了由核算方法或统计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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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带来的影响 ,发现由此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在 2003 年到 2004 年间骤降了 613 个百分点 ,占

1995 —2004 年间劳动收入份额减幅的 59 %。其次 ,考虑到总体要素分配份额是部门要素分配份额

按经济中各部门的比重加权平均的结果 ,我们将全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解为部门要素分

配份额变化 (产业影响)和产业结构变化 (结构影响) 。我们发现自 1978 年以来 ,农业部门向非农部

门转型及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一直是左右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力量。1995

年到 2003 年间 ,结构转型使劳动收入份额减少了 3136 个百分点 ,而各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的贡献为 2112 个百分点 ,其中工业部门的贡献为 117 个百分点。第五部分以 1995 年以来全国劳动

收入份额的变化为重点 ,探讨了农业部门劳动收入核算方法与结构转型影响的关系 ,测算了工业部

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 ,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程度增加等非技术因素对工业部门劳动收

入份额增加的贡献分别为 60 %和 30 %。第六部分总结了 1995 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各种原因

及相对贡献 ,指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来自产业结构转型 ,而非单纯意义的资本对劳动的侵占 ,

文章的最后对提高劳动报酬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讨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要素分配份额

在我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 ,国民收入按要素被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

旧和营业盈余四类。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有三个渠道提供按这四类收入分的国内生产

总值数据。① 第一是投入产出表的使用表 ,该表逢二、七年份编制 ,是国家统计局唯一直接给出的

全国层面按产业部门分类的要素收入数据。第二是国民经济核算的资金流量表的实物部分 ,李扬

和殷剑峰 (2007)曾利用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 ,发现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事实。资金流量表数据提供按政府、企业和居民分机构部门的要素分配数据 ,

是研究这些机构要素收入分配变化的重要依据。第三是按收入法计算的省际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

统计年鉴》从 1995 年卷开始提供全国 30 个省的按收入法计算的 GDP , ② 此外包括与《中国统计年

鉴》相同口径的省际收入法 GDP 历史资料。③

钱震杰 (2008)曾分别用上述三个数据集测算了我国各年总体要素分配份额 ,得到了一致可比

的结果 ,表明数据来源的选择对要素分配份额变化趋势和幅度的影响并不大。同时 ,本文的目的是

讨论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 1995 年以来全国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 ,在分析中多次利用了分产业部门

的要素分配份额数据。在上述三种数据来源中 ,投入产出数据不连续 ,资金流量表又不提供分行业

的数据 ,而省际收入法 GDP 则恰能满足这些要求。基于以上两点考虑 ,本文的分析采用了省际收

入法 GDP 数据。具体地 ,1993 年之前数据来自 Hsieh 和 Li (1999) ,1993 年开始则采用《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2004》。

图 1 给出了 GDP 中按劳动者报酬、包含营业盈余和折旧的资本收入 ,以及生产税净额的相对

比重。观察图 1 ,劳动收入份额在 1978 —1995 年间变化并不大 ,但自 1995 年开始逐年下降。这可

能是政府取得的间接税 (即生产税净额)的份额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而挤占了劳动收入份额。

为剔除间接税的影响 ,我们还计算全国按要素成本法定义的增加值中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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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包括 Hsueh and Li (1999)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96 —200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2004) ,以及《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200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 2007a) ,它们分别提供 1978 —1995 ,1995 —2002 ,1993 —2004

等三个时期各省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 ,以及各省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的收入法 GDP ,其中 2007 年出版的数据集是利

用经济普查数据重新修订的版本。

1998 年重庆直辖后开始增加到 31 个。

我国未公布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情况 ,本文用 GDP 中各要素的比例来测算国民收入的功能性分配问题。考虑到 GDP 和

国民收入差距不大 ,这种替代不会影响我们的测算结果。



无论是在 GDP 中还是在要素成本法增加值中 ,劳动收入份额在 1995 年后都开始降低 ,这表明生产

税净额在初次分配中的变化并不是近十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事实上 ,在要素成本

法增加值中 ,劳动收入份额在 1995 —2006 年间从 5911 %逐年下降到 47131 % ,相应地 ,资本收入份

额则上升了 11179 个百分点 ,尤其是在 2003 年到 2004 年间 ,更是陡增了 5124 个百分点。

图 1 　GDP中劳动报酬、资本收入和生产税净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 :作者利用 Hsueh and Li (1999) 和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2007a) 的省

际收入法 GDP 数据计算。 　

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 ,要素分配份额在长期内基本保持常数是平衡增长的典型事

实 ( Kaldor , 1961) 。而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短短十多年间内下降了十个百分点 ,很可能意味着资本

对劳动的侵占。正是基于这一事实 ,自 2007 年以来 ,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迅速下降的论断和相

应的政策建议此起彼伏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分配份额的观点几乎

成了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界最热烈的话题。在所有的政策建议中 ,提高劳动力对资本的议价能力成

为呼声最高的建言 ,并迅速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有鉴于此 ,本文将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

分析 ,以期为评价各种政策建议提供参考。①

三、统计核算方法改变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

2003 年到 2004 年的跳跃性变化特别突出 ,作为一个通常为常数的宏观变量 ,在一年内发生如

此大变化是难以置信的。因此首先要讨论的是 ,统计核算方法在这两年间是否发生了变化及其对

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

查阅统计局出版的各种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书籍 ,我们发现收入法 GDP 的核算在 2004 年出现

了两个变化。第一 ,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营业盈余。2004 年之前 ,根据国家统计局

出版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002》的规定 ,“个体劳动者通过生产经营获得的纯收入 ,全部视为

劳动者报酬 ,包括个人所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获得的利润”(国家统计局 , 2003) 。在 2004 年之后 ,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 ,“对于个体经济来说 ,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 ,这两部分视为

营业利润 ,而劳动者报酬仅包括个体经济中的雇员报酬”(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 2007b ,

2008) 。第二 ,对农业不再计营业盈余。2004 年经济普查中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明确提出

“由于国有和集体农场的财务资料难以收集 ,应将营业盈余与劳动者报酬合并 ,统一作为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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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 ,对 GDP 和要素成本法增加值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为简化起见 ,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只报告了对

要素成本法下计算得到的要素分配份额的分析结果。另外 ,受产业要素分配份额数据可得性限制 ,本文对全国要素分配份额的分

析截止到 2004 年 ,不过本文的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 2004 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继续下降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 2007b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 2008) 。在此之前却无类似的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 2003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 2004) 。

两个核算方法的变化分别涉及农业和非农部门 ,对个体经济统计核算方法的变化将导致非农

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 2004 年陡降 ,而对国有和集体农场统计核算方法的改变则将导致农业部门劳

动收入份额在 2004 年陡增。利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2007a) 出版的各省按产业分的收入

法 GDP ,我们计算了全国、农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在 2003 年和 2004 年间的资本收入份额并

报告在表 1 中 ,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方向与预期一致。①

　表 1 按行业分的劳动收入份额

年份 全国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2003 01536 01861 01444 01681 0149

2004 01484 01922 01382 01598 0141

　　　数据来源 :作者利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2007a) 公布

的按产业分省际收入法 GDP 计算得到。

显然 ,2003 年和 2004 年间统计核算方法上

的变化 ,高估了劳动收入份额在 2004 年的降

幅。为使 2004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与 2003 年可

比 ,我们需要取得个体经济在 2004 年的营业盈

余 ,并将其从 2004 年的营业盈余中剔除 ,再加

回到 2004 年的劳动者报酬中 ,我们还需要国有

或集体农场的营业盈余 ,将其从劳动者报酬中剔除 ,再加回到营业盈余中。

利用《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国家统计局 , 2006) 报告的 2004 年按行业分的个体经济的从业人

员、雇员报酬、固定资产原价、缴纳税费、营业收入和营业支出等数据 ,我们用固定资产原值乘 5 %

得到固定资产折旧 ,然后用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支出和固定资产折旧 ,得到营业盈余。② 不过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06)》,2004 年各省个体从业人员总计为 458711 万人 ,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的

报告则为 9422138 万人 ,由于测算资本收入份额的数据为省际收入法 GDP ,故直接用全国个体经济

数据校正省际收入法 GDP 数据 ,会带来额外的偏差。若假设全国和省际个体从业人员有相同的人

均劳动生产率 ,按省际个体从业人员之和在全国中的比例缩减全国个体经营户的营业盈余 ,可以得

到按省际个体从业人员数量调整后的营业盈余。表 2 给出了 2004 年个体经济增加值按收入法分

的各项目 ,并分别给出了全国个体经济的营业盈余和经省际个体从业人数调整后的营业盈余。

表 2 2004 年个体经济按收入项目分增加值及就业人数

劳动者
报酬

固定资产
折旧

生产税
净额

营业盈余
全国个体经济
从业人数

省际个体经济
就业人数

调整后的
营业盈余

全国 4064159 818163 1996193 20980188 9422138 4587111 10214115

　工业 1627138 212101 430161 4544109 2565175 1249109 2212120

　建筑业 313120 17140 39139 507182 461164 224174 247122

　第三产业 2123198 589121 1526192 15928198 6394198 3113128 7754172

　　数据来源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国家统计局 ,2006) ,作者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核算司 ,2007b)中个体经济收入法增加值项目核算方法计算。

利用表 2 中全国和各产业个体经济的营业盈余和经省际个体经济就业人数调整后的营业盈

余 ,我们重新计算了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结果分别报告在表 3 的第 (3)

行和第 (4)行。表 3 的第 (5)行是估计了 2004 年全国各省农业国有或集体农场的营业盈余后 ,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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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计算公式均来自《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国家统计局国

民经济核算司 , 2007c) 。另外 ,根据该规定 ,个体经济中雇员报酬为该部门劳动者报酬 ,而缴纳税费则为生产税净额 ,于是很容易

得到个体经济在 2004 年按收入法计的增加值数据。

如无特别说明 ,本文所讨论的农业均是大农业概念 ,是指包括农、林、牧、渔在内的第一产业。



业和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结果。① 表 3 第 (6)行同时考虑了上述两种改变 ,其统计口径与 2003

年完全可比。

表 3 2004 年全国及分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结果

全国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1) 2003 年 015362 018607 014444 01681 0149

(2) 2004 年 ,报告值 014837 019222 013823 015975 014098

(3) 2004 年 ,调整 1 016295 019222 014642 016546 016794

(4) 2004 年 ,调整 2 015547 019222 014221 016253 015411

(5) 2004 年 ,调整 3 014757 018654 013823 015975 014098

(6) 2004 年 ,调整 4 015466 018654 014221 016253 015411

　　注 :第 (2)行为调整前数据 ;调整 1 利用全国个体经济的营业盈余对报告的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进行调整 ;调整 2 利用经省

际个体从业人数调整后的个体经济营业盈余对报告的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调整 ;调整 3 假设 2004 年天津、河北、吉林、浙江、福

建、江西、湖北、西藏、新疆等省区的农业部门营业盈余在 GDP 中的比重与 2003 年相等 ,对农业和全国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调

整 ;调整 4 同时对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进行调整 ,其中非农产业按经省际个体从业人数调整后的个体经济营

业盈余进行调整。

观察表 3 ,用全国个体经济营业盈余调整得到的结果夸大了个体经济统计核算方法改变对省

际 GDP 营业盈余和劳动者报酬的影响 ,从而高估了 2004 年劳动收入份额〔见第 (3) 行〕。表 3 的第

(4)行报告了用经省际个体从业人数调整后的个体经济营业盈余重新计算的全国劳动收入份额 ,显

然比 2003 年和 2004 年报告值都高 ;与 2003 年相比 ,调整 2 的工业和建筑业劳动收入份额有明显下

降 ,但第三产业却远高于 2003 年水平 , ② 受第三产业的影响 ,2004 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 (2) 比 2003

年高。以调整 2 为准 ,个体经济业主收入的统计核算方法变化使得 2004 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报

告值减少了 711 个百分点。表 3 第 (5)行是仅调整农业营业盈余的结果 ,由此得到的全国劳动收入

份额比 2004 年报告值增加了 018 个百分点。在两种统计核算方法变化的共同作用下 ,全国劳动收

入份额共降低了 613 个百分点〔第 (6) 行〕。不过 ,在统计核算方法上与 2003 年可比的劳动收入份

额 (第 (6)行)却未能保持住 1995 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是 2004 年经济普查中个体经济

的营业收入被高估 ,从而劳动者报酬在个体经济中占比也被高估 ,因此与 2003 年可比的 2004 年劳

动收入份额 (4) 有所增加。遗憾的是 ,我们无法对这一变化的影响进行估计 ,从而不能估算出与

2003 年在统计口径和统计核算方法上都可比的劳动收入份额。

四、结构转型与各产业部门对全国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

要解释一个经济中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 ,通常是分别测算各产业部门的要素分配份额和增加

值份额 ,再计算这些产业部门的结构变化和各自要素分配份额变化对总体变化的贡献。当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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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首先 ,经济普查高估了个体经济营业收入 ,从而利用经济普查数据测算的个体经济营业盈余 ,在加

回到劳动者报酬后 ,将高估劳动者报酬在个体经济中的占比 ,第三产业是个体经济较多的部门 ,导致第三产业个体经济劳动者报

酬份额被高估。其次 ,2004 年经济普查结果表明 ,在第三产业中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其他行业的比例明显增加 ,金融业明显

减少。前两个行业恰是个体经营者分布最多的两个行业 ,总计占 2004 年全部个体经济就业人数的 65 % ,而金融行业中不存在个体

经济 ,故个体经济在第三产业中比例在经济普查后有较大幅度增加。又因为个体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大于一般经济 ,这就进一步

增加了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报酬。

由于严格执行了《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中关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不再核算营业盈余的规定 ,部

分省份农业部门营业盈余在 2004 年变为 0 或非常小的数值。由于无法取到各省 2004 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营业盈余的准确数

据 ,我们假设这些省份 2004 年的农业营业盈余在 GDP 中的比例与 2003 年相同。考虑到 1995 年以来农业资本收入份额递增的趋

势 ,这一假设会低估农业中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营业盈余 ,因此我们对农业的调整是保守的。



的产业结构变化为主要原因时 ,总体要素分配份额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 ,除非设法改变

部门间要素分配份额上的差距 ,由结构转型导致的要素分配份额变化一般难以逆转①;当产业部门

的要素分配份额变化为主要原因时 ,应重点分析影响该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各种可能因素 ,如要素

供求和价格、技术变化、要素市场的扭曲等 ,据此辨别改变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可行途径。利用这

一思路找到影响经济的总体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主要原因 ,这在分析要素分配问题时被广为采纳

(Solow , 1958 ; Serres et al1 , 2002 ; Morel , 2005 ; Ruiz , 2005 ; Boldrin and Ruiz , 2006 ; Young , 2006) 。

具体地 ,如果用 i 表示部门 , t 代表年份 , t0 和 t1 分别代表期初和期末 ,α为劳动收入份额 ,αi

和 vshi 分别为某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和该部门在总体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 ,则有 :

αt = ∑αit ·vshit

　　对于 t0 和 t1 期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可以用式 (411) 进行分析。在后文中 ,我们将式 (1) 中

的 ∑αi , t1 ·( vshi , t1 - vshi , t0 ) 称为结构影响 ,为保持各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不变时 ,产业结构变化对

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 ,当其为负时 ,使得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即结构影响为负 ,反之结构影响为

正 ;式 (1)中的 ∑(αi , t1 - αi , t0 ) ·vshi , t0 为产业影响 ,是保持产业结构不变 ,各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

化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 ,当其为负时 ,使得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我们称产业影响为负 ,反之产

业影响为正。

αt1 - αt0 = ∑αi , t1 ·vshi , t1 - ∑αi , t0 ·vshi , t0 = ( ∑αi , t1 ·( vshi , t1 - vshi , t0 ) ) (结构影响)

　+ ( ∑(αi , t1 - αi , t0 ) ·vshi , t0 ) (产业影响) (1)

　　式 (1)表明 ,结构影响与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有关 ,只有当产业结构转型发生在劳动收

入份额差异较大的产业之间时 ,才会引起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发生明显变化 ;而部门影响则与各部门

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密切相关 :经济比重较高的部门 ,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全国劳动收入份额

的影响较大 ;比重较低的部门 ,即使其劳动收入份额发生较大幅度变化 ,对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也不大。一言以蔽之 ,结构转型的影响程度与部门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密切相关 ,而部门劳动

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程度则与该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有关。

表 4 全国和分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及增加值份额

年份 全国 ,N1
行业内劳动收入份额 行业增加值占 GDP份额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1978 015719 018945 013452 017348 014769 013242 014180 010569 012009

1984 016087 019108 013746 01715 014776 013551 013547 010580 012322

1985 016014 01917 013854 017216 014701 013275 013629 010623 012472

1994 015842 018728 014777 016822 014873 012299 013623 010604 013473

1995 01591 018833 014901 016945 014865 012297 013619 010580 013503

2002 01554 018712 014619 016803 015019 011510 013591 010602 014298

2003 015362 018607 014444 016810 014900 011386 013753 010621 014240

2004 ,N2 015466 018654 014221 016253 015411 011423 013855 010618 014104

　　数据来源 :1978 —1992 年数据根据 Hsueh 和Li (1999)中各地区分行业收入法 GDP 数据计算 ;1993 —2004 数据根据《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2004》中各地区分行业 GDP 构成数据计算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 2007) 。N1 ,全国劳动收入份

额等于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按增加值份额加权平均 ,与图 2 直接用各地区 GDP 构成数据测算结果略有不同 ;N2 ,表 3 中调整 4 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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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里我们忽略政府产业政策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



利用省际分行业按项目分 GDP 数据 ,我们计算了全国以及农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劳

动收入份额。表 4 给出了 1978 —2004 年以来 ,全国以及农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

份额及按要素成本法计算的增加值份额。

观察表 4 ,农业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建筑业次之 ,工业最低 ;在增加值份额中 ,建

筑业占比最低 ,工业占比一直较高 ,农业占比逐年降低 ,第三产业逐年增加并已超过工业。由于农

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比其他产业都高 ,根据对式 (1) 的分析 ,我们可以预期产业结构从农业向非农

业部门转型时会产生负的结构影响 ,使总体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从各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情况看 ,工业的增加值份额较大且其劳动收入份额有明显的变化。根据对式 (1) 的分析 ,产业影响

则可能主要来自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表 5 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 :结构影响和行业内部影响

年份 全国 , N1
控制产业结构不变的部门劳动收入份额贡献

合计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结构转型

的影响

产业

影响

(1) (2) , N3 (3) , N4 (4) , N4 (5) , N4 (6) , N4 (7) , N5 (8) , N6

1978 015719 015719 013117 011386 010414 010923 010000 010000

1984 016087 015885 013174 011504 010403 010925 010202 010166

1985 016014 016014 012939 011362 010442 011244 010000 010000

1994 015842 016222 012798 011689 010418 011290 - 010380 010208

1995 015910 015910 011991 011764 010396 011740 010000 010000

2002 015540 015826 011964 011662 010388 011795 - 010286 - 010084

2003 015362 015697 011940 011599 010388 011753 - 010335 - 010213

2004 ,N2 015466 015774 011951 011519 010356 011936 - 010308 - 010136

　　注 :N1 ,N2 ,同表 4 ;N3 , (2) = (3) + (4) + (5) + (6) ;N4 ,各产业部门控制产业结构不变的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 = 该产业当年劳

动收入份额×该产业期初增加值份额 ;N5 , (7) = (1) - (2) ;N6 , (8) = (2)列当年值 - (2)列期初值。数据来源 :作者利用表 4 数据计

算。

　　利用式 (1) 和表 4 的数据 ,我们可以计算 1978 年以来的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考虑到全国劳

动收入份额在 1978 —1984 年间上升 ,1985 —1994 年间基本不变 ,1995 —2004 年间逐渐下降 (见表

4) ,我们分这三个时期计算了各期的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 ,计算过程报告在表 5 中。在表 5 中 ,假

设各期行业结构保持在期初水平 ,我们利用各产业每年实际劳动收入份额 ,计算了产业结构不变条

件下 ,各产业对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第 (3)至 (6)列〕,各产业贡献之和为控制产业结构不变的

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第 (2)列〕。该值的期末与期初的差 ,恰好是式 (1)中的“产业影响”,列在表 5 的

第 (8)列 ;而根据式 (1) ,“产业影响”与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实际变化幅度的差 ,是产业结构变化对全

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 ,即式“结构影响”,我们将其列在表 5 的第 (7)列。

观察表 5 ,在 1978 —1984 年间 ,结构影响为正 ,原因是这期间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份额有

所增加 ,工业部门则降低 ,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低于农业和第三产业 ;同时农业和工业劳动收

入份额明显增加 ,故这期间的产业影响也为正。在 1985 —1994 年间 ,农业增加值份额逐年下降 ,第

三产业逐年增加 ,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低于农业 ,因此结构影响为负 ;同时 ,农业和建筑业的劳动

收入份额都呈减少趋势 ,工业部门则不断上升 ,由于工业部门在增加值中的占比远高于农业和建筑

业 ,总的产业影响为正。在 1995 —2004 年间 ,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与 1985 —1994 年间相同 ,影响仍为

负 ;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中 ,工业部门明显下降 ,农业部门也有小幅降低 ,这一时期总的产业影响为

负。显然 ,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共同决定了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方向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

期以前 ,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都为正 ,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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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方向相反 ,幅度相近 ,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不大 ;90 年代中期以来 ,结构影

响和产业影响同为负 ,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

显然 ,结构转型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在 1978 年以来的三个时期都存在 ,不过由于在各时

期变化方向不同 ,使得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在各期的变化不同。农业部门的增加值份额在 1978 —

1984 年呈增加趋势 ,在之后呈递减趋势 ,导致结构转型对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为正 ,之后则一直为负 ,故结构影响主要来自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型。在产业影响方

面 ,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方向与产业影响的方向一致 ,在 1978 —1994 年间 ,工业部门劳动

收入份额明显增加 ,产业影响为正 ,1998 年以来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逐年降低 ,1998 —2004 年间

的产业影响为负 ,故产业影响主要来自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远高于其他部门的现象

以及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分别是理解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的关键。

五、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分析

鉴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对理解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分别有重要的意义 ,这

一节分别探讨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与结构影响的关系 ,以及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

化原因。受数据限制 ,我们把分析重点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不过以这些结果为基础 ,我

们对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讨论依然可以追溯到 1978 年以来的变化。

(一)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与结构转型的影响

表 4 表明 ,利用省际收入法 GDP 计算的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其他产业。由于这一

明显的差距 ,在产业结构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型过程中 ,全国劳动收入份额随之下降。为什么

农业劳动收入份额如此高呢 ? 这其实与我国农业收入的核算方法有关。

国家统计局规定 :“考虑到农户从事的各种农林牧渔活动很难分清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 ,其收

入全部计为劳动者报酬”(国家统计局 , 2003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 2006 ,2008) ,显然这一

处理方法会高估劳动收入份额。因此 ,表 4 测算的农业劳动收入份额比农业真实的劳动收入份额

高 ,这就扩大了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差距 ,进而夸大了结构转型对全国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

那么农户收入中各经济要素的真实份额该如何测算呢 ? 由于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一般没有市

场价格 ,估计农业各要素收入通常需做一定假设。例如 ,Johnson (1948) 估计美国农业收入分配时 ,

用非房产固定资本与估计的资本回报率的乘积来代理资本收入 , ① 并假设农场主的劳动者报酬等

于雇员工资 ,农用土地的地租用两种方法核算 :其一 ,假设土地租赁价格对所有土地都适用 ,用土地

租赁价格和土地面积乘积代理 ;其二 ,用农场抵押债券利率乘以农场房地产价值代理。对我国而

言 ,农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民间虽然已是常见现象 ,但由于土地租赁市场尚未形成 ,目前流

转中的土地租金尚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地租。② 基于同样的原因农户收入中属于非房产资本的收入

也难以核算 ,故无法采用 Johnson 的做法对我国农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进行重新估算。

从理论上讲 ,当生产函数为 CD 生产函数时 ,生产函数估计得到的各要素产出弹性即为要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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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农业部 2006 年初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 5551122 万亩 ,占承包经营耕地的 4157 % ,其中转

包、转让、互换、出租、入股和其他等 6 种形式所占比例分别为 53165 %、8184 %、4184 %、21187 %、4161 %和 6119 %(重庆市委农工委 ,

2007 —10 —29) 。邵景安等 (2007)对重庆市不同经济类型区 7 个县的 7 个村庄截止 2005 年底的土地流转情况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

土地流转总面积占承包总面积的 7119 % ,其中土地转包、出租和转让土地承包权和土地使用权等三种流转形式分别占 50122 %、

23122 %和 11173 %。2006 年国家开发银行在重庆试点 ,首次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成功抵押置换出资金。这些事实不容置疑地反

映了土地租金的存在。

Johnson(1948)对农业资本回报率的估计比较低 ,约为 6 % ,但 Johnson 没有讲明估计的依据。



　　　 　表 6 调整劳动者报酬后的农业劳动收入份额

年份 Alsh - Chow Alsh - 50 % Alsh - 20 % Alsh - 10 %

1995 01237 014417 017066 01795

1996 012709 014439 017103 017991

1997 012702 014438 017101 017988

1998 012784 014444 017111 018000

1999 012637 014433 017093 017979

2000 012181 014396 017034 017913

2001 012017 014382 017011 017888

2002 011707 014356 01697 017841

2003 011103 014303 016885 017746

2004 , N1 011523 014327 016923 017789

　　　注 :N1 ,根据表 3 中调整国营和集体农场营业盈余后的在统计核算方法上与

2003 年可比的农业劳动收入份额 (4) 计算。数据来源 :作者估计 (详细参见文中

解释) 。

配份额 ,因此用估计的产出弹性调

整农业要素分配份额具有一定合理

性。利用 Chow(1993)对 1952 —1988

年农业生产函数的三个估计结果 ,

我们计算了劳动产出弹性在资本、

土地和劳动产出弹性之和中的比

重 ,并选择劳动产出弹性最大的

0121 作为 1989 年农业劳动收入份

额。进一步我们假设之后各年营业

盈余的增长速度与实际值相同 ,估

计了 1990 —2004 年的农业营业盈

余及劳动者报酬 , ① 用以计算农业

劳动收入份额 ,结果报告在表 6 的

Alsh - Chow 列。显然 ,调整后农业

劳动收入份额大大降低 ,但似乎过低了。为使我们的结论不过于武断 ,我们进一步将农业劳动者报

酬中的 50 %、20 %或 10 %分劈为营业盈余 ,重新计算了农业劳动收入份额 ,分别用 Alsh2x %( x = 10 ,

20 ,50)表示 (后面用“x %调整”来分别表示这三种分劈方法下得到的结果) ,结果报告在表 6 中。在

这四个调整中 ,Chow 估计调整可能会低估农业劳动收入份额 ,10 %的调整是最保守的估计 ,而 20 %

和 50 %调整可能较接近实际情况的上下限。②

用调整后的农业劳动收入份额和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的实际劳动收入份额 ,以及实际产业

结构数据 ,我们重新计算了 1995 年以来各时期的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 ,结果报告在表 7 中。

表 7 调整劳动者报酬后的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

时期

Chow 估计调整 50 %调整 20 %调整 10 %调整

结构
影响

产业
影响

结构
影响

产业
影响

结构
影响

产业
影响

结构
影响

产业
影响

1995 —1996 01001 01005 01000 - 01003 - 01001 - 01002 - 01002 - 01002

1995 —1997 01004 01010 01001 01002 - 01004 01003 - 01005 01003

1995 —1998 01007 01014 01002 01005 - 01005 01005 - 01008 01005

1995 —1999 01011 01008 01003 01002 - 01009 01002 - 01013 01003

1995 —2000 01017 - 01006 01004 - 01002 - 01011 - 01002 - 01017 - 01002

1995 —2001 01021 - 01012 01005 - 01005 - 01013 - 01005 - 01019 - 01005

1995 —2002 01027 - 01021 01006 - 01007 - 01015 - 01008 - 01022 - 01008

1995 —2003 01035 - 01045 01006 - 01019 - 01018 - 01020 - 01026 - 01021

1995 —2004 ,N1 01032 - 01029 01007 - 01012 - 01016 - 01013 - 01023 - 01013

　　注 :N1 ,2004 年非农资本收入份额取自表 3 中的资本收入份额 (4) ,农业资本收入份额以表 3 中农业资本收入份额 (4)为基础计

算。数据来源 :作者估计 (详细参见文中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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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olow(1958)利用 1954 年美国的NIPA 数据 ,计算 1929 —1953 年间农业劳动收入份额 ,估计值约为 20 %。因此 Solow 的土地

租金和资本收入份额在农业部门增加值为 80 %左右 ,不过他的估计结果并未调整自雇用劳动收入的影响。Johnson (1948) 对美国

1910 —1946 年农业要素分配份额的估计 ,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分别占 30 %、10 %、60 % ,他的估计调整了自雇用劳动力的影响。利用

Dale Jorgenson 的数据 ,Jones(2003)估计的农业资本收入份额自 1960 年的 2415 %上升到 1996 年的 4115 % ,其估计值已经剔除了自雇

用劳动的影响。而 Andrew Young(2006)也利用 Dale Jorgenson 的美国行业数据库 ,估计 1958 —1996 年间的美国农业劳动收入份额 ,

结果是从 78 %逐渐下降到 58 % ,与 Jones 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

2004 年报告的劳动收入突然上升 ,故我们采用与 2003 年可比的统计核算方法调整后农业劳动收入份额。



在表 7 中 ,除了 Chow 估计调整外 ,其他三种调整方法的产业影响都在 2 个百分点左右 ,与表 5

中的实际值相差不大。显然 ,结构影响与农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密切相关 ,在 Chow 估计下 ,农业

劳动收入份额低于其他产业部门 ,产业结构向非农部门转型会使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提高 ,结构影响

为正 ,随着农业收入分劈为资本收入的比例逐渐减小 ,结构影响从正逐渐变为接近 0 ,然后逐渐转

为负。

显然 ,国家统计局将农业收入全部计为劳动者报酬的方法 ,致使农业劳动收入份额一直被高

估。从这个意义上讲 ,利用核算数据计算得到的全国劳动收入份额仅具有统计意义。① 由于产业

结构转型主要发生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 ,国家统计局的核算方法显然使得产业结构转型对总体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被高估 ,这就要求我们审慎看待“结构影响”所反映的经济含义。虽然我们无

法取得农业劳动收入份额较准确的估计 ,但可以肯定的是 ,利用核算数据得到的全国劳动收入份额

并未反映真实的变化趋势。在极端情况下 ,如果农业真实劳动收入份额与非农业部门很接近时 ,结

构转型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此时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将主要由工业部门的变化决定。利

用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和其增加值份额的历史数据 ,重新计算这种极端情况下的全国劳动收入

份额 ,我们得到了在 1978 —1994 年间上升约 6 个百分点 ,在 1995 —2004 年间则仅下降约 2 个百分

点的结果 ,显然与直接利用核算数据得到的结论大不相同。

(二)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

第五部分的分析表明 ,理解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离不开对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讨

论。在表 4 中 ,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 1995 —1997 年间变化不大 ,故本节仅对其 1998 年以来的

变化进行分析。

各因素影响某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相对大小可以通过要素分配模型来探讨。白重恩等 (2008)

对中国工业部门建立了要素分配理论模型 ,并以此为基础估计了如下计量模型 :

αk , jt = a ·mkpjt + b ·KtYjt + ∑
x = s , c , lp , f , hmt

γxObj - xjt + g + ∑θt Dt

+ ∑θi Dij + ∑θpDpj + c + αj + vjt

其中 ,αk , jt为企业 j 在时期 t 的资本收入份额 ; KtY 是资本产出比 ,用来控制由价格变化导致的要素

投入变化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 ; mkp 是企业垄断程度的代理变量 ,用以控制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

带来的垄断租金对资本收入法份额的影响 ,用企业的价格加成比来代理 ; Obj - x 是企业目标差异的

代理变量 ,用其控制由企业对规模的追求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 ,由国有、集

体、法人、外商和港澳台经济在全部实收资本中的比例 ( req - x , x = s , c , lp , f , hmt) 来代理 ,其中私

人投资企业为基准类型 ; g 项用于控制国有投资企业资本收入份额变化趋势 ,为 req - s 与时间趋势

项的交叉项 ,用γst·rs - t 表示 ; Dt 是年份哑变量 ,用来控制技术进步的影响 ; Di 是 2 位数行业哑变

量 ,用来控制行业间由生产技术决定的资本收入份额的差异 ; Dp 为地区哑变量 ,用来控制地区保

护主义带来的要素市场扭曲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 ; c 是常数项 , aj 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影响因

素 , vjt为随机误差项 , aj 和 vjt共同构成模型的误差项。

利用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1998 —2005 年的面板数据 ,参照白重恩等 (2008) 的

方法 ,我们对 37 个 2 位数工业行业分别估计上述计量模型 ,并允许 mkp 和 KtY 内生 ,也允许 KtY 的

系数随时间发生变化 ,用这些变量的滞后项和差分滞后项作为 GMM 型工具变量 ,采用系统 G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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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一个影响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统计准确性的是个体经济业主收入的要素收入核算。无论是农户还是个体业主的收入 ,

都属自雇用劳动者 (self2employment)收入的核算问题。正是由于自雇用劳动者的收入难以进行要素分劈 ,SNA1993 一般要求单独列

出自雇用劳动者的收入 ,便于剔除自雇用劳动者对整体经济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



方法进行估计。① 由于在计算资本收入份额时我们选用了要素成本法增加值的概念 ,因此一定幅

度资本收入份额变化对应相应幅度的劳动收入变化 ,故利用资本收入份额计量模型我们估计了

1998 年以来各因素对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 ,结果报告在表 8 中。

表 8 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因素分解

时期
实际值

Δlsh

模型预测值

Δlsh ΔD - i ΔD - t Δmkp ΔKtY Δreq - x ΔD - p

1998 —1999 - 01038 - 01018 - 01001 01001 - 01006 01000 - 01012 01000

1998 —2000 - 01075 - 01062 - 01002 - 01004 - 01032 01000 - 01026 01003

1998 —2001 - 01083 - 01067 - 01006 - 01008 - 01026 01001 - 01031 01002

1998 —2002 - 01074 - 01055 - 01002 - 01004 - 01016 01001 - 01032 - 01001

1998 —2003 - 01098 - 01065 01001 - 01006 - 01019 01000 - 01039 - 01001

1998 —2004 - 01097 - 01059 01001 01002 - 01017 - 01001 - 01040 - 01003

1998 —2005 - 01115 - 01093 01004 - 01019 - 01021 - 01005 - 01047 - 01006

　　数据来源 :工业年报统计数据。作者根据 37 个工业行业资本收入份额计量模型估计。

观察表 8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累计预测结果与实际变化很接近 ,表明模型能较好地预测实际

劳动收入的变化。以 1998 —2005 年间为例 ,模型预测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913 个百分点 ,占实际劳动

收入份额降幅的 81 %。在各影响因素中 ,对劳动收入份额降幅贡献最大的是 req - x。由于国有企

业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 417

个百分点 ,占模型总预测值的 51 %。另外 ,市场垄断能力增强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导致工业

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211 个百分点 ,占模型总预测结果的 23 %。年份哑变量的贡献比较大 ,但主要发

生在 2004 年到 2005 年之间 ,之前影响都很小。如此不稳定的作用 ,很可能是吸收了模型未能考虑

的因素在 2005 年发生的变化 ,并不能代表技术进步的影响。其他变量 ,包括代表技术变化的资本

- 产出比 ,以及代表行业技术差异的行业因素的贡献都很小 ,故技术因素对工业要素分配份额影响

很小。

对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表明 ,导致 1998 年以来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要原

因 ,是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程度增加等非技术因素。前者是要素市场扭曲减少所致 ,是一个积极信

号 ,后者则是产品市场垄断程度增加所致 ,是一个消极信号。尽管 1998 年以来资本 - 产出比逐年

下降 ,地区和行业之间收入份额存在明显的差距 ,但由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要素投入变化、工业部

门产业结构变化 ,以及技术进步等技术性因素对该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则不大。事实上 ,白重

恩等 (2008)对工业部门资本收入份额模型的估计表明 ,工业部门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为 1 ,因此

无论采用何种手段改变工业部门的要素投入比 ,对该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将微乎其微。

回顾表 4 ,在 1978 年到 1995 年期间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逐年增加 ,使得这一时期产业影响对全

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为正。对这一现象 ,李扬 (1992)的解释是 ,由于改革开放前大部分劳动报酬

表现为非工资收入 ,改革开放后劳动报酬则逐步向工资收入转移 ,从而引起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我

们赞同李扬 (1992)的说法 ,不过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则另有

原因。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不同经济形式的企业开始进入市场 ,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低

于其他经济形式 ,经营利润也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形式 ,但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为稳定社会、稳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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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限制 ,我们没有报告各产业资本收入份额模型的估计结果。



业 ,工人工资和雇员人数必须随经济发展而逐年增长 ,这就使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逐渐高于正

常水平 ;同时 ,各种经济形式的增加也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 ,各行业垄断力下降 ,成为劳动收入份额

迅速上升的另一主要原因。在这两方面作用下 ,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 1985 —1995 年间竟上升

了约 1015 个百分点 ,远大于我们在 1995 —2004 年间所观察到的 618 个百分点的降幅。因此 ,在

1978 —1995 年间 ,尽管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逐年提高 ,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后却具有截然

不同的意义 ,前期是要素市场扭曲减少的结果 ,后期则是要素市场扭曲增加和产品市场竞争增加的

结果。①

六、总结和讨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 ,特别关注 1995 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 ,

表 9 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果。本文的研究表明 ,在 1995 年到 2004 年间 ,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

10173 个百分点 ,其中 2003 年到 2004 年统计核算方法的改变使劳动收入份额被低估了 6129 个百分

点。在剔除了统计核算方法的影响后 ,1995 —2003 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 5148 个百分点 ,其

中结构转型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别使其降低了 3136 和 2112 个百分点。在各部门的劳动

收入份额变化中 ,工业部门的贡献最大 ,为1165个百分点。对1998 —2003年工业部门的分析表明 ,

表 9 1995 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原因分解

　1995 —2004 期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 , N1

　　1995 —2003 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

其中 : (1)结构转型带来的影响

(2)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

其中 : (211)工业部门的影响

其中 :国有企业改制 ,N3

垄断程度增强 ,N3

其他因素 ,N3 ,N4

(212)农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

2003 —2004 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

其中 : (1)统计核算方法改变的影响

其中 : (111)个体业主收入改计为营业盈余的影响

(112)国有和集体农场不计营业盈余的影响

(2)结构转型带来的影响

(3)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带来的影响

其中 : (311)农业部门

(312)工业部门

(313)建筑业部门

(314)第三产业

百分点

- 10173

- 5148

- 3136

- 2112

- 1165

- 1100

- 0149

- 0116

- 0147

- 5125

- 6129

- 7109

0181

0128

0177

0111

- 0181

- 0132

1179

贡献率 ,N2

100 %

5111 % 100 %

61131 %

38169 % 100 %

77183 % 100 %

60 %

30 %

10 %

22117 %

4819 % 100 %

120 % 100 %

113 %

- 1219 %

- 5133 %

- 1417 % 100 %

14129 %

- 105 %

- 4116 %

232 %

　　注 :N1 ,要素成本法增加值中劳动收入份额在 1995 年到 2004 年间增幅 ,2004 年劳动收入份额为调整后数据 ,见表 4 的第 17 行 ;

N2 ,将某项变化计为 100 % ,各因素引起的变化占这一变化幅度的百分比为该因素对该项目的贡献率 ;N3 ,利用表 8 中 1998 —2003

年间模型估计的各因素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的相对比例计算 ;N4 ,其他因素包括地区结构转型 ,产业结构转型 ,技术进

步 ,由相对价格改变导致的要素投入比变化等。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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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白重恩等 (2008)推导的资本收入份额决定方程 :αk , jt = 1 - (σ - 1)Π[σ(1 - θ) ] + (σ- 1)Π[σ(1 - θ) ]·a·( AKΠ

Yjt)
(ε- 1)Πε ,其中 (σ- 1)Πσ为价格加成比的倒数 ,θ代表企业经营目标的差异 ,国有企业的 0 <θ< 1 ,1 - (σ- 1)Π[σ(1 - θ) ]为垄断

租金 ,显然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 ,θ减少 ,垄断租金逐渐增加 ,最后回复到正常水平。



国有企业改制和市场垄断力增加对该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增幅的贡献分别为 60 %和 30 %。总的来

看 ,在 1995 —2004 年间 ,统计核算方法调整、结构转型、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分别为 59 %、

29 %和 12 %。

如果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的判断仅仅停留在总量水平上 ,很容易将 1995 年以来劳动收

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事实 ,作为资本侵占劳动的证据。但是表 9 的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除了

工业部门垄断水平增加外 ,其余各因素都不是资本侵占劳动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 ,回顾 1978 年

以来各时期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结构因素和部门因素的变化趋势和原因一直遵循着一致的

规律。自 1978 年以来 ,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对总体要素分配的影响已经

存在 ,不过在 1984 年到 1994 年期间 ,结构影响和产业影响方向相反 ,使得全国要素分配份额相对

稳定。1998 年以来 ,国有企业改制以及垄断程度增加 ,提高了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 ,打破了结

构影响和产业影响间的平衡 ,从而使 1995 年以来全国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下降趋势。考虑到工业

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1978 —1994 年间持续上升 ,实际上与国有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密切相

关。因此 ,1998 年以来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与其说是一个突发现象 ,不如说是

积蓄已久的力量释放。

未来劳动收入份额将怎样变化呢 ? 显然 ,如果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不再减少 ,随着产业结构继

续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 ,劳动收入份额将继续降低 ,但如果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到从工业部门

向第三产业转变 ,鉴于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高于工业部门 ,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将随之提高。至于

各产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 ,由于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 ,它们的劳动收入

份额变化对未来全国要素分配份额将有明显影响。对工业部门的分析表明 ,该部门要素替代弹性

为 1 ,因此改变工业部门要素投入比不会影响其要素分配份额 ,但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和产品市场

垄断程度的变化则会改变其要素分配份额。对第三产业 ,尚需建立新的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故工业

部门的结论不宜直接推广到该部门 ,但考虑到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第三产业更为明显 ,该部门劳动收

入份额在未来则有可能增加。

正如我们在文章一开始指出的 ,近年来 ,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已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 ,

针对这一现象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几年前为多数经济学

家接受的“初次分配讲效率 ,二次分配讲公平”的观点开始遭到质疑 ,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开始明确指

出“初次分配领域也应讲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的观点 ,并提出了各种政策 ,试图扭转劳动收入份额降

低的趋势。

林毅夫 (2007)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产业结构 ,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 ,汪

同三 (2007)认为应通过制度保护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讨价还价能力 ,提高劳动收入所占的

份额 ,李扬 (2007)呼吁财政政策要致力于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 ,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

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注意到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事实和专家的种种建议 ,政府也开始重视劳

动者收入问题 ,2007 年 6 月 29 日高票通过了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劳动合同法》;而以提高劳动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为主要目标的《工资条例》,已经由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初步拟定 ,并开始得

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①

本文关于我国要素分配份额变化原因的分析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讨论有关要素分配的

政策建议和措施。

首先 ,如果要调整要素分配份额 ,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应该选择何种政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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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资拿多少到底由谁说了算 ? (记者 :冯雪梅)》,《中国青年报》, 2008203210 :引自中国网 : http :ΠΠwww. china. com. cnΠ
economicΠtxtΠ2008203Π10Πcontent - 12123354. htm。



段来改变各产业的要素分配份额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 ,汪德华等 (2007) 发现

政府对经济的过度控制以及法制水平的低下都是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另外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发现 ,我国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较高。在

这些方面 ,中国都还有较大改善空间来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 ,从而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劳动

份额。农业在经济中比重的下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 ,其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也是不

可避免的。在部门内劳动收入份额方面 ,我们只对工业进行了研究 ,但相信其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

意义。我们的研究表明 ,减少垄断程度对增加劳动份额具有积极意义。适当的劳动保护是必要的 ,

但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并不能起到增加劳动份额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 ,工业部门要素

替代弹性为 1 ,因而强制性的增加工资和其它劳动力成本会导致资本替代劳动 ,从而减少对劳动力

的需求 ,减少就业 ,但不会增加总的劳动收入。长期来说 ,强制性的增加工资会导致企业选择资本

密集型的生产技术 ,反而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我们的研究发现 ,在过去十年中生产技术的变化并

没有对劳动份额产生显著影响 ,但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很可能造成对劳动总收入不利的影响 ,

同时也造成要素配置的扭曲 ,降低全社会福利。

其次 ,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措施提高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 ,以及多大程度上提高劳动收入份

额 ? 我们的分析表明 ,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降幅并不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大 ,这是否意味

着我们没有必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呢 ? 一些学者指出 ,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

这似乎足以说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亟待提高。但我们认为 ,在做出这一论断前 ,还必须解决另一问

题 ,即要素分配份额的跨国比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要素分配份额的国别差异。事实上 ,简单的跨国

比较存在很多问题 ,各个国家由于税制不同造成要素分配份额统计量的内涵也不同 ,因此即使能像

Gollin (2002) 那样调整自雇用劳动者统计核算方法差异的影响 ,也无法使各国要素分配份额在经济

意义上完全可比。因此在解决要素分配份额在国际间的可比性之前 ,基于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还

不足以成为要求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佐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显然已经超过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

但笔者认为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显然是一个极富意义和挑战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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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Income Share in China : The Story behind the Statistics

Bai Chong2en and Qian Zhenji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hange in aggregate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 since 1995. With provincial GDP by income

approach released by NBS , we measure aggregate labor income share in value added at factor cost. The measured labor income

share declined by 10173 percentage points during 1995 —2004 , of which 5125 percentage points occured between 2003 and 2004.

We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s in the accounting method for GDP by income approach in 2004 , and find that these changes

cause a drop of 6129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labor share in 2004 , more than enough to explain the change in the labor share

statistics between 2003 and 2004. For the 1995 —2003 period ,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agricultural sector to non —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the decreases in sectoral labor income shares respectively account for 3136 and 2112 percentage points of

decline in aggregate labor income share1 Furthermore , around 1165 percentage points of the decline in sectoral labor income share

is accounted for by the industrial sector , of which the restructuring of SOEs , the increase in monopoly power , and other forces

including technology change and improvement respectively explain 60 % , 30 % and 10 %.

Key Words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 Labor Income Share ; National Accounts ;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 SOEs’Re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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