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２０２０ １ 　

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 结构分解视角

巩师恩　 周湘余

　 　 〔摘要〕 　 依据工业行业、 细分行业、 地区以及工业所有制结构探讨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构成和波动性并进行结构分解ꎬ 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 根据工业行业结构、 地区结构分

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ꎬ 发现行业 (地区) 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ꎬ 其

中ꎬ 制造业、 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起主导作用ꎻ (２) 根据工业所

有制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ꎬ 发现工业所有制结构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

要原因ꎬ 起主导作用的部门已由国有企业逐渐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ꎻ (３) 根据细分行业分

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ꎬ 发现行业内效应、 行业间效应以及协方差效应等三种效应对工业劳动

收入份额波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ꎬ 相较之下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

波动中的贡献度更高ꎮ 本文首次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ꎬ 这项研究

对通过结构优化方式稳步提升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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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ꎬ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

额自 １９９８ 年的 ５３ １％ 下降至 ２００７ 年的最低点

３９ ７％ ꎬ 随后开始缓慢回升ꎬ 至 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４７ ５％ ꎬ 其间持续处于波动状态且波动幅度较大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数值长期远低于世

界多数国家 ５５％ －６５％的劳动收入占比水平 (罗
长远和张军ꎬ ２００９)①ꎬ 显然这种波动不符合要素

收入份额稳定不变的 “卡尔多典型事实”ꎬ 同时

偏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诸多

不利影响ꎬ 如增大资本报酬获得者和劳动报酬获

得者的分配差距ꎬ 导致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过

大ꎬ 引发社会矛盾ꎻ 且通过影响消费的中介机制ꎬ
导致总需求不足等等ꎮ 基于此ꎬ 现有研究从多个

角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及其波动成因进行了探讨ꎬ
如从产品市场垄断 ( Ｃａｃｃｉａｔｏｒｅ Ｍ ＆ Ｆｉｏｒｉ Ｇꎬ
２０１６ꎻ 白 重 恩 等ꎬ ２００８ )②、 要 素 市 场 扭 曲

(Ｓｔｏｃｋｈａｍｍｅｒꎬ ２０１３ꎻ 唐东波和王杰华ꎬ ２０１１)③ꎬ
以及从技术进步偏向性 ( Ｙｏｕｎｇ ＆ Ａｎｄｒｅｗ Ｔꎬ
２０１３ꎻ Ｊｉａｎｇ 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陈宇峰等ꎬ ２０１３ꎻ 姚

毓春等ꎬ ２０１４)④等ꎬ 相关研究为优化要素分配结

构、 稳定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广泛的政策思路ꎮ
考虑到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ꎬ 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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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变化较为显著这一事实ꎬ 一些研究从产业结

构变化角度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形成及其波动ꎬ
认为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过

程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 (罗长远

和张军ꎬ ２００９ꎻ 龚敏和辛明辉ꎬ ２０１７ꎻ 周茂等ꎬ
２０１８)ꎮ⑤其他的相关研究一般将总体劳动收入份

额分解为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产业内因

素) 与各产业比重的变动 (产业间因素)ꎬ 例如

范从来和张中锦 (２０１２) 利用收入法 ＧＤＰ 和资金

流量表提供的数据ꎬ 研究了产业 (部门) 结构对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影响ꎬ 通过对中国劳动

收入份额波动进行产业 (部门) 结构分解ꎬ 发现

并强调在劳动收入份额稳步提升过程中结构优化

的重要性ꎮ⑥也有学者将这一分解方法运用于研究

产业内的行业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及其波动的影

响情况 ( Ｙｏｕｎｇꎬ ２０１０ꎻ 陆菁和刘毅群ꎬ ２０１６ꎻ
姚毓春等ꎬ ２０１４)ꎮ⑦

基于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收入在国民经济总收

入中的重要占比ꎬ 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存在行业、
细分行业、 地区以及所有制结构等特征ꎬ 研究要

素收入分配及其变动的结构原因对于解释中国劳

动收入份额及其波动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将根据

工业行业、 细分行业、 地区以及所有制结构下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趋势与结构分解情况ꎬ 剖

析不同的行业、 细分行业、 地区以及所有制结构

下影响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构效应ꎬ
测度工业企业结构效应在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的

作用程度ꎬ 挑选出不同结构效应中劳动收入份额

波动的主导部门ꎬ 进而为从工业行业、 细分行业、
地区以及所有制结构等四个方面平抑工业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波动提供政策启示ꎮ 相较于现有文献ꎬ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首次使用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

构效应ꎬ 并首次从行业、 细分行业、 地区以及工

业所有制结构的角度深入分解中国工业劳动收入

份额波动与形成的原因ꎬ 探究部门结构效应在中

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的作用程度ꎬ 为优化

中国工业企业要素分配结构ꎬ 稳定并提升中国工

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供政策依据ꎮ

二、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和波动

１.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的数据估计工业劳动收入份额ꎬ (该数据库相关

统计仅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 借鉴文雁兵和陆雪琴

(２０１８) 的方法⑧ꎬ 根据收入法计算中国工业企业

增加值ꎬ 其增加值的计算公式为: 工资总额 ＋ 营

业利润 ＋本年折旧 ＋ 利息支出 ＋ 应交增值税 ＋ 主

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 管理费用中的税金ꎻ 劳动收

入份额为: 工资总额 / (工资总额 ＋ 营业利润 ＋
本年折旧 ＋利息支出 ＋ 应交增值税 ＋ 主营业务税

金及附加 ＋ 管理费用中的税金)ꎮ 由于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的劳动工资数据缺失ꎬ 少了一定的

连续性ꎬ 本文对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数

据按照以下的方法进行跨期匹配ꎮ
首先ꎬ 根据法人代码信息对数据进行匹配ꎻ

其次ꎬ 对法人代码匹配不上或法人代码重复的样

本使用企业名称进行匹配ꎻ 对企业名称匹配不上

或企业名称重复的样本使用 “地区代码 (县) ＋
法人代码姓名” 进行匹配ꎻ 最后ꎬ 前述方法均无

法匹配的样本再使用 “地区代码 (县) ＋ 电话号

码 ＋成立年份” 进行匹配ꎮ 匹配完成后得到下文

分析所使用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ꎬ 其样本年份数

量结构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样本年份数量结构

年份 企业数 年份 企业数

１９９８ １９５３０２ ２００５ ４７１９０８
１９９９ ２２０４３２ ２００６ ５１３９４７
２０００ ２１１５５５ ２００７ ６９６３１７
２００１ ２４７８５２ ２０１１ ２６４３３８
２００２ ３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２ ４８６４５２
２００３ ３５０９３１ ２０１３ ３９２０９９
２００４ ４４０３３８ 总计 ４７９２５８２

　 　 ２.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特征

将工业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看作不同行业 (部
门 /地区) 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ꎬ 其权重为

该行业 (部门 /地区) 增加值在工业总增加值中

的比重ꎮ 基于此ꎬ 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是

受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

变动和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增加值占比变动

共同作用的ꎮ 其中ꎬ 不同行业指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中采矿业、 制造业以及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三个行业及其 ３９ 个二位数细分行业ꎻ
不同部门指按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和实收资本情

况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ꎻ 地区则按照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中企业所在的省份区分为东、 中、 西部

地区ꎮ 假定用 ｉ 表示行业 (部门 /地区)ꎬ ｔ 表示年

份ꎬ ｌｓ ｉｔ表示 ｉ 行业 (部门 /地区) 在第 ｔ 年的劳动

收入份额ꎬ ｙ ｉｔ表示该行业 (部门 /地区) 增加值

占比ꎮ 则第 ｔ 年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可表示为

ｌｓ ｔ ＝∑ｙ ｉｔ ｌｓ ｉｔ (１)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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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数据ꎬ 使用前述收入法先计算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ꎬ 再加总汇集行业 (部门 /地区)
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ꎮ 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情况如图 １ 所示ꎻ 不同行业、 不同地区以及不同

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情况分别如

图 ２、 图 ４、 图 ６ꎬ 其对应的增加值占比情况如图

３、 图 ５、 图 ７ꎮ

图 １　 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

图 １ 为经过加总的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ꎬ 自

２００１ 年起一直处于下降趋势ꎬ 虽然由于数据缺

失ꎬ 无法得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变动情况ꎬ 但从图中可以推出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劳动收入份额有一定提升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又处

于下降态势ꎮ

图 ２　 不同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态势

图 ３　 不同行业增加值占比变动态势

从图 ２、 图 ４、 图 ６ 可以看出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具有以下特征: (１)
从不同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情况看ꎬ 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没有明显的升降变化ꎬ
保持稳定ꎻ 采矿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态势与工业

企业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态势最为接近ꎻ 制造业

劳动收入份额在样本期内波动较大ꎬ 没有统一的

变动态势ꎮ (２) 从不同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态势看ꎬ 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自 ２００１ 年起一直

是三个地区中最高的ꎬ 东、 中、 西部地区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均呈下降态势ꎬ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虽然缺少逐

年数据ꎬ 但根据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劳动收入份

额数据ꎬ 此时段的劳动收入份额处于上升态势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则下降ꎬ 与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变

动态势基本相同ꎮ (３) 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

看ꎬ 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态势与工业总体

一致ꎬ 在三种类型的企业中劳动收入份额持续处

于最高ꎬ 相比之下ꎬ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在样本期内的数据较小且波动相对平稳ꎮ

图 ４　 不同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态势

图 ５　 不同地区增加值占比变动态势

由前述公式 (１) 可知ꎬ 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

不但与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劳动收入份额有

关ꎬ 还与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增加值占比紧密

相关ꎮ 从图 ４、 图 ６ 和图 ８ 中的不同行业 (部门 /
地区) 增加值占比变动可以发现: (１) 不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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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地区的增加值占比变动情况较为平稳ꎬ 三个

行业中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始终远高于其余两个行

业ꎬ 且在样本期内始终占据 ８０％ 左右ꎻ 地区间的

增加值占比情况由东部地区主导ꎬ 近年来有缓慢下

滑ꎬ 但仍然高于 ６０％ꎻ (２)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

间的增加值占比波动较大ꎬ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６ 年国有企业

增加值占比虽有所下降ꎬ 但始终高于 ４０％ꎬ 处于

最高水平ꎬ 此后下降且在三者中处于最低水平ꎻ 民

营企业发展迅速ꎬ ２００７ 年后在三者中一直居于最

高值ꎬ 同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增加值占比保持

在 ７０％以上ꎬ 并处于增长态势ꎮ

图 ６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态势

图 ７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增加值占比变动态势

３.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

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可以通过测度劳动收入

份额的稳定性予以描述ꎮ Ｓｏｌｏｗ 早在 １９５８ 年便基

于 “卡尔多事实” 提出了衡量劳动收入份额稳定

性的两种方法: 一是绝对稳定性ꎬ 以标准差表示

总劳动收入份额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变动程度的大

小ꎬ 该方法对稳定性的判断标准比较模糊ꎻ 二是

相对稳定性ꎬ 要求总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小于

不同行业 (部门) 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ꎮ⑨

表 ２ 是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测算的

工业总体以及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劳动收入

份额的稳定性ꎮ 从绝对稳定性看ꎬ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

及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ꎬ 整个样本期内的总劳动收入份

额的标准差为 ０ ０２８６１１ꎻ 分时期看ꎬ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为 ０ ０３１４６２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为 ０ ０１５６２８ꎮ 由此可见ꎬ 时期的长

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有较大影响ꎮ 从相对

稳定性看ꎬ 不同时段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劳

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存在差异ꎬ 虽然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的总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大于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及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

标准差ꎬ 但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及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不同

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大小与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

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

大小不稳定ꎬ 说明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劳动

收入份额波动性对总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影响

是相对的ꎬ 不能忽略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增

加值占比的影响ꎮ 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性在不

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ꎬ 如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均小于

采矿业、 制造业和电力、 燃气、 水的生产与供应

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标准差ꎬ 满足相对稳定性ꎻ 但

该时期工业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小于民营

企业和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标准差ꎬ 却大于

外资企业ꎬ 部分满足相对稳定性ꎮ

表 ２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

时间段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绝对稳定性 总体 ０ ０２８６１１ ０ ０３１４６２ ０ ０１５６２８

相对稳定性:

分行业

采矿业 ０ ０５３９３ ０ ０６０１８５ ０ ０２２９７７

制造业 ０ ０３１２４７ ０ ０３３４８２ ０ ０２０５５５

电、 热 ０ ０３３５１６ ０ ００７８５ ０ ００４５０５

相对稳定性:

分地区

东部 ０ ０３５９５ ０ ０３９４７１ ０ ０１８６１

中部 ０ ０２５８３４ ０ ０２８３９９ ０ ００５８９７

西部 ０ ０２２６４５ ０ ０２３９６３ ０ ０１７４６２

相对稳定性: 不同

类型所有制企业

民营企业 ０ ０３３１０３ ０ ０３５９１６ ０ ０２０３０２

国有企业 ０ ０３８４９４ ０ ０４２９５ ０ ０１６４７６

外资企业 ０ ０２６４５５ ０ ０１４９５８ ０ ０２１２６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ꎬ 不同行业 (部门 /
地区) 劳动收入份额在稳定性方面具有不同的表

现ꎬ 且分别展示了不同的波动特征ꎮ 但是全面认

识这种波动性还需要结合不同行业 (部门) 增加

值占比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ꎮ 本文接下来通过对

公式 (１) 进行劳动收入份额结构分解实现ꎮ

三、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构分解

１. 分解方法

为了判断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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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ꎬ 本文将具体采用分解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

额变化的方法ꎮ 如式 (１) 所示ꎬ ｌｓ ｔ和 ｌｓ ｉｔ分别表

示工业总体和工业各部门在时期 ｔ 按照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部门加总方法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ꎬ
ｙ ｉｔ表示工业各部门增加值占比ꎬ 工业总体的劳动

收入份额则可表示为以增加值占比为权重的各部

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值ꎮ 基于此ꎬ 工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变化可分解为三项ꎮ 如式 (２) 所示ꎬ
等式右侧第一项为部门结构效应ꎬ 所测度的是ꎬ
在各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不变情况下ꎬ 因工业部门

内部结构变化引起的工业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化ꎻ
第二项为部门内效应ꎬ 是在保持工业部门间结构

不变条件下ꎬ 各部门自身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引起

的工业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情况ꎻ 第三项为

协方差效应ꎬ 由工业各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

及增加值占比的变动共同决定ꎬ 体现了部门内效

应与部门结构效应对工业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一

致性影响ꎮ
ｌｓｔ１ － ｌｓｔ０ ＝ ∑ (ｙ ｉꎬｔ１ － ｙ ｉꎬｔ０) ｌｓｉꎬｔ１ ＋ ∑ｙ ｉꎬｔ１ ( ｌｓｉꎬｔ１

－ ｌｓｉꎬｔ０) ＋∑ (ｙ ｉꎬｔ１ － ｙ ｉꎬｔ０) (ｌｓｉꎬｔ１ － ｌｓｉꎬｔ０) (２)
２. 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行业结构分解

利用公式 (２) 对不同行业、 不同细分行业

以及不同地区、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劳动收入

份额的波动性进行行业 (部门) 结构分解ꎬ 并分

别测算行业 (部门) 内效应、 行业 (部门) 结构

效应以及协方差效应ꎬ 结果如图 ８ － １１ 所示ꎮ
行业内部效应主要和不同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差距相关ꎬ 如果行业结构转型发生在劳动收入份额

差距较大的行业之间便会引起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

发生显著的变动ꎮ 行业结构效应主要与不同行业增

加值占比相关ꎬ 占比发生变化越大的行业对工业总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越大ꎬ 反之则较小ꎮ 图 ８
中所表现的是采矿业、 制造业和电力、 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影响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三

种效应ꎬ 可以发现ꎬ 行业内效应在工业总劳动收入

变动态势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ꎮ 而图 ９ 所示的是

３９ 个细分行业影响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

三种效应ꎬ 从中可以发现ꎬ 在细分行业结构对工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中ꎬ 三种效应均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ꎬ 整个样本期内细分行业内效应与细分行

业结构效应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９２２ꎬ 细分行业结构效

应与协方差效应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３４５ꎬ 细分行业内

效应与协方差效应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２５０９ꎬ 三种效应

对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影响方向相同ꎬ 每种

效应都不容忽略ꎬ 且正是细分行业内效应、 细分行

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共同决定着工业总劳动收入

份额的波动ꎮ

图 ８　 不同行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结构分解

图 ９　 不同细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结构分解

采矿业包括煤炭开采和选洗业等 ６ 个细分行

业ꎬ 制造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等 ３０ 个细分行

业ꎬ 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包括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３ 个细分行业ꎮ 经过上述分析

可以发现ꎬ 采矿业、 制造业和电力、 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三个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动情况对工

业总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影响不大ꎬ 三个行业对

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影响主要受到采矿业、
制造业以及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

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自身变动的作用影响ꎮ 但细

分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化和细分行业内劳动收入份

额的变动以及协方差效应三者对工业总劳动收入

份额波动均有不容忽略的影响ꎬ 内部效应、 结构

效应以及协方差效应共同决定着工业总劳动收入

份额的波动ꎬ 三种效应的不同组合对工业总劳动

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ꎬ 从而引发劳动收入份额的

不同波动程度和不同发展态势ꎻ 而三者之间不同

的相关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稳定性的影响也是有差

别的ꎮ 与行业结构对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

分解效应相比ꎬ 针对细分行业进行的分解表明细

０９



分行业的结构变化与细分行业内效应对工业总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均较大ꎬ 且细分行业的内部效

应和结构效应对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具有

一致性影响ꎮ
３. 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构分解: 基于地区

间及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间

本文接下来尝试将其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

构分解效应运用于地区间及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

间做更深入的分析ꎬ 以探究地区间及不同所有制

类型企业间三种效应对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波动

的影响ꎮ 同样ꎬ 部门内部效应主要和不同部门劳

动收入份额的差距相关ꎬ 如果部门结构转型发生

在劳动收入份额差距较大的部门之间就能引起工

业总劳动收入份额发生显著变动ꎮ 部门结构效应

与不同部门的增加值占比相关ꎬ 占比发生变化越

大的部门对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也越

大ꎬ 反之则较小ꎮ 图 １０ 是对东、 中、 西部地区工

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的结构分解ꎬ 可以发现ꎬ
样本期内ꎬ 地区内效应在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波

动中一直起主导作用ꎮ 图 １１ 为民营企业、 国有企

业以及外资企业三种不同所有制效应对工业总劳

动收入份额波动影响的结构分解ꎬ 同样ꎬ 部门内

效应是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ꎮ

图 １０　 不同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结构分解

根据上述分析ꎬ 从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波动

性的结构分解可知ꎬ 细分行业内部效应、 结构效

应和协方差效应共同决定着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波动ꎻ 而工业行业、 所有制结构以及地区结构内

部效应主导着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ꎮ 内部效

应体现了劳动收入份额自身 (行业、 细分行业、
不同所有制企业以及地区劳动收入份额) 变动产

生的作用ꎬ 结构效应反映了经济结构 (主要是细

分行业结构) 变动产生的作用ꎬ 协方差效应则为

细分行业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工业劳动收入份

额的协同效应ꎮ 不同组合的内部效应、 结构效应

和协方差效应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ꎬ
从而引发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态势ꎻ
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对内部效应的影响有不

同程度的差别ꎮ 下文将进一步测度细分行业以及

不同行业 (部门 /地区) 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

动的贡献度ꎮ

图 １１　 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结构分解

四、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贡献度测度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应避免

过度波动ꎬ 从而实现稳步增长ꎬ 这需要在劳动收

入份额提升中密切关注结构优化问题ꎮ 根据上述

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结构分解ꎬ 如果采取

合理的结构转型即可达到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稳步

提升的目标ꎮ 图 １ 表现了不同时段工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波动方向ꎬ 下面将样本期进一步分为四个

阶段做深入详细的分析ꎮ

表 ３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四阶段行业内效应

时段 行业内效应 效应细项 采矿业 制造业 电热水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１
－ ０ ０７６２３

绝对量 －０ ０８１９６ ０ ００５９４５ － ０ ０００２１

相对比 １ ０７５２０４∗ －０ ０７７９９ ０ ００２７８２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０ ０７４５５

绝对量 －０ ００９３２ － ０ ０６４８８ － ０ ０００３５

相对比 ０ １２４９７４ ０ ８７０３３７∗ ０ ００４６８９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０ ０６４４３９

绝对量 －０ ００１３４ ０ ０５８０１９ ０ ００７７５６

相对比 －０ ０２０７４ ０ ９００３８３∗ ０ １２０３５９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 ０ ０３２６４

绝对量 ０ ００６４０７ － ０ ０３８９７ － ７ １Ｅ －０５

相对比 －０ １９６３２ １ １９４１５２∗ ０ ００２１６９

　 　 注: 总效应是三个行业的行业内效应总和ꎻ 相对比是某行业

的效应与总效应之比值ꎮ 将相对比数据加 “∗” 表示更重要的

行业ꎮ

表 ３ 报告了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工业劳动收入份额

波动性分四个阶段且按行业结构分解的行业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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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１ 年ꎬ 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

先下降后上升ꎬ 此时段行业内效应为负ꎬ 采矿业

对降低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最大ꎻ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态势ꎬ 此时段

的行业内效应为负ꎻ 虽然缺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的数

据ꎬ 但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中可以大体看

出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呈上升态

势ꎬ 且行业内效应为正ꎻ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工业总劳

动收入份额呈下降态势ꎬ 行业内效应为负ꎮ 而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态势中ꎬ
制造业的效应最大ꎬ 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ꎮ

表 ４ 报告了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四个阶

段按细分行业进行结构分解的情况ꎮ 细分行业较

多ꎬ 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对工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ꎬ 相比之下ꎬ
细分行业内效应的贡献度则较低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１
年ꎬ 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的贡献度分别

为 ４２％及 ３４％ ꎬ 主导了此时段工业劳动收入份额

的波动ꎮ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细分行业内效应、 细分行

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的影响相反ꎬ 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对工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均较大且方向相反ꎬ 而细

分行业间效应比较而言更大ꎬ 主导了此时段工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以及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分别由行业间效应和协方差效应主导了相

应时段的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ꎮ

表 ４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四阶段细分行业结构分解

时段 总效应 效应细项 行业内效应 行业间效应 协方差效应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１
０ １１８９０６

绝对量 ０ ０２８５１６ ０ ０４９９４７ ０ ０４０４４４

相对比 ０ ２３９８１６ ０ ４２００５３ ０ ３４０１３１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０ １２３７５

绝对量 －０ ０６７７６ － ０ ５４９９２ ０ ４９３９２６

相对比 ０ ５４７５３７ ４ ４４３９３３ － ３ ９９１４７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０ ５６００７

绝对量 ０ ０４４３５３ ０ ３７７８７３ ０ １３７８４３

相对比 ０ ０７９１９２ ０ ６７４６９ ０ ２４６１１８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０ ４８９５３７

绝对量 －０ ０１５８３ ０ １０６４９７ ０ ３９８８７

相对比 －０ ０３２３３６ ０ ２１７５５ ０ ８１４７９

　 　 注: 总效应是细分行业内效应、 细分行业间效应以及协方差

效应之和ꎮ 细分行业内部 (结构) 效应是 ３９ 个细分行业的行业

内部 (结构) 效应之和ꎻ 相对比是细分行业某种效应与总效应的

比值ꎮ

表 ５ 为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分四阶段按

所有制结构分解的部门内部效应ꎮ 除了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１ 年的部门内效应与按行业结构分解的行业内

效应相反ꎬ 即为正而外ꎬ 其余阶段按所有制结构

分解的效应均与行业内效应一致ꎮ 从所有制结构

影响效应的贡献度看ꎬ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１ 年及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两个时段ꎬ 国有企业均是工业总劳动收入

份额波动的主导力量ꎻ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贡献度逐渐上升ꎬ
主导了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ꎮ

表 ５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四阶段部门内部效应

时段 总效应 效应细项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１
０ ０３４６３３

绝对量 －０ ００２９１ ０ ０４１４６ － ０ ００３９２

相对比 －０ ０８３９５ １ １９７１３１∗ －０ １１３１８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０ ０６５１８

绝对量 －０ ０２９０７ － ０ ０３８３８ ０ ００２２６９

相对比 ０ ４４６０２６ ０ ５８８７８３∗ －０ ０３４８１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０ ０６６４０２

绝对量 ０ ０４０７２６ ０ ００７６６ ０ ０１８０１５

相对比 ０ ６１３３３２∗ ０ １１５３６４ ０ ２７１３０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 ０ ０４３４３

绝对量 －０ ０１９３７ － ０ ００３７３ － ０ ０２０３３

相对比 ０ ４４５９８ ０ ０８５８３ ０ ４６８１９∗

　 　 注: 总效应是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三个部门的

部门内效应总和ꎻ 相对比是某部门的效应与总效应之比值ꎮ 将相

对比数据加 “∗” 表示更重要的部门ꎮ

表 ６ 为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分四阶段按

不同地区结构分解的地区内部效应ꎬ 四阶段分解

效应与结构分解效应完全一致ꎬ 东部地区在工业

总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效应中的贡献度始终远大于

中、 西部地区ꎬ 主导力量显著ꎮ

表 ６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四阶段地区内部效应

时段 总效应 效应细项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１
０ ０３４０５

绝对量 ０ ０３６２５４ － ０ ０００１５ － ０ ００２０６

相对比 １ ０６４７２１∗ －０ ００４３６ － ０ ０６０３６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 ０ ０８００７

绝对量 －０ ０５６８６ － ０ ０１６２３ － ０ ００６９８

相对比 ０ ７１００４６∗ ０ ２０２７３７ ０ ０８７２１７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０ ０６７３７６

绝对量 ０ ０５５１０８ ０ ００６１９８ ０ ００６０６９

相对比 ０ ８１７９２３∗ ０ ０９１９９９ ０ ０９００７８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 ０ ０３３８４

绝对量 －０ ０２６７７ － ０ ０００７７ － ０ ００６３

相对比 ０ ７９１０８∗ ０ ０２２８２３ ０ １８６０９７

　 　 注: 总效应是地区内效应总和ꎻ 相对比是某地区的效应与总

效应之比值ꎮ 将相对比数据加 “∗” 表示更重要的地区ꎮ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首次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核算了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ꎬ 依

据工业行业、 细分行业、 地区以及工业所有制结

构探讨了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与波动性ꎬ
在进行结构分解基础上ꎬ 测度了工业劳动收入份

额波动中工业行业 (部门 /地区) 的贡献度ꎬ 得

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 根据工业行业结构、 地区

２９



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ꎬ 发现行业 (地
区) 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

因ꎬ 其中ꎬ 制造业与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起着主导作用ꎻ (２) 根

据工业所有制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ꎬ
发现工业所有制结构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

波动的主要原因ꎬ 起主导作用的部门已由国有企

业逐渐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ꎻ (３) 根据 ３９
个工业细分行业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ꎬ 发

现行业内效应、 行业间效应以及协方差效应等三

种效应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均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ꎬ 相较之下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在

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的贡献度更高ꎮ 另外ꎬ
我们使用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更新到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提供的工业行业数据计算了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以及采矿

业、 制造业与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三

个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和增加值占比ꎬ 发现在此

期间工业总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态势ꎬ 且制造业

增加值占比高于 ８０％ ꎬ 这与本文研究中关于制造

业为主导工业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态势的主要

行业的结论是相符的ꎮ
本文的研究对通过结构优化方式稳步提升中

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ꎮ
在提升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过程中ꎬ 保持细分行

业结构的相对稳定应重视细分行业内部劳动收入

份额的结构优化问题ꎬ 同时ꎬ 还要注意细分行业

内部效应和细分行业结构效应协同对稳步提升工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综合效应ꎻ 保持工业行业结构、
所有制结构、 地区结构的相对稳定性ꎬ 注意其内

部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优化问题ꎬ 在稳定维持制

造业 (东部地区) 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ꎬ
努力增加采矿业和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

业 (中、 西部地区) 企业的增加值占比ꎬ 在稳步

提升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努

力增加国有企业的增加值占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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