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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个人电脑使用回报率的估计

陈玉宇!吴玉立"

摘!要!电脑的普及是否给劳动 力 市 场 带 来 了 冲 击？本 文 利 用

#$$>年全国家庭普查数据#采用虚拟变量和趋势得分模型详细估计

了使用个人 电 脑 的 工 资 回 报 率%发 现 即 使 排 除 个 人 的 性 别&年 龄&
教育水平&职业以及工资黏性等特征因素的 影 响#个 人 使 用 电 脑 的

工资回报率仍然高达#$̂ #直接验证了使用电脑对个人生产率的巨

大提升#同时指出国家在将来信息化建设中应该优先 发 展 服 务 业 和

制造业等信息化程度较低的行业%
!!关键词!收入差距#使用电脑#技术偏向理论#趋势得分模型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两 位 作 者 对 本 文 具 有 同 等 贡 献#排 名 不 分 先 后%通 信 作 者 及 地

址$吴玉立#北京大学畅春 新 园 公 寓#号 楼>>;室#:$$%!:’电 话$:O>>#J%;>#%#!$:$">#!;O"%J’+<.*(4$
K0504(!D?.@BL0@3S0@,)%感谢匿名评审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 数据来源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一!引!!言

从#$世纪末期开始#信息技术一直推动着全世界的发展%从而导致了公

司&企业乃至个人的投资方向的巨大转移%特别的#在个人电脑的发明 !#$
世纪!$年代"以及广泛普及 !#$世纪J$年代"之后#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人们原有的工作方式#给予人们工作生活极大的便利#电脑市场的飞速发

展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根据国际信息公司的统计数据 !EF&"#全球电脑市

场的需求增长维持在:$̂ 以上#而随着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普及#个人电脑的

需求增长更加迅速#目前全世界个人电脑总数超过:$亿台#根据证券市场估

价#个人电脑的软硬件公司总价值超过>$$$亿美元%:

在繁荣的电脑需求市场背后#人们更关心的一个方面是电脑对于劳动力

市场的影响#本文则具体分析了电脑的出现#是否提高&或在多大程度上提

高了人们的生产效率#从而带来工资的提升%该结论的一个理论基础是技术

进步的互补效应#电脑等信息技术的发明引入#可以把人们从复杂的传统劳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动中解放出来#使 得 人 们 可 以 从 事 更 具 创 造 性 的 工 作#从 而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但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会存在替代效应#以职业打字员为例#电脑的普及

使得他们工作的专业壁垒降低#市场对其需求的降低也势必带来工资水平的

下降 !G*?’(1-##$$""$新技术对 效 率 的 最 终 影 响 实 际 上 是 两 种 效 应 平 衡 的

结果$
本文详细估计了个人电脑在中国劳动市场上的回报率#这一研究的意义

在于%对于一般收入水平的家庭#个人电脑的软硬件一次性投资较大#同时

人们往往还需要接受电脑相关知识的培训学习#因此#个人电脑带来了较大

的投资成本#电脑带来的投资收益也就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另一方 面#根 据 U(),31!:JJO"提 出 的 &技 术 偏 向 理 论’ !?L(44<Z(*?3S

23,’)-4-D(,*4,’*)D3"#在技术变革中#高能力的工人往往能够更加适应新的

环境#更加有效率地利用新技术#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大量的实证结果也表

明%无论在企业内还是企业之间#资本(技术的互补效用与工人的能力水平

有很 强 的 正 相 关 性 !R*1234*)SW(,’23)Z31D#:J%!)F-.?#F0))3#*)S
G1-?L3#:JJ!)W3b5*)SU01)*)3#:JJ;"$因 此#使 用 电 脑 给 高 能 力 工 人 带

来了效率的更大 提 升#而 低 能 力 工 人 在 劳 动 力 市 场 上 的 竞 争 力 进 一 步 下 降#
可能会面临工资下降甚至失业的危险$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的差距正在逐年扩

大##$$;年国民基尼系数已经达到$7">#贫富差距已十分严重#而使用电脑

带来的 &数字鸿沟’是否在一定 程 度 上 形 成 了 &收 入 鸿 沟’也 是 本 文 重 点 要

解释的问题$
个人电脑的 回 报 率 问 题 最 早 是 由 C103D31!:JJO"提 出#其 通 过 对 美 国

:J%"和:J%J两年的居民普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个人电脑的使用平均能

带来#>̂ *O$̂ 的额外工资回报$该结论在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议#一个争

议的焦点在于#C103D31!:JJO"的模型采用横截面的数据回归#可能存在遗

漏变量问题 !-.(223Sb*1(*Z43"而造 成 回 归 的 有 偏 性$例 如 没 有 控 制 人 力 资

本(职业特性以及行业特性等因素可能高估使用电脑对工资的实际影响作用

!P*)S34#:JJ%)F(8*1S-*)SQ(?,’L3#:JJ!"$
在C103D31首次引入度量电脑回报的方法以后#各 国 学 者 通 过 更 为 细 致

地控制个人异质性来分析使用电脑带来的工资回报$其中一个控制异质性以

及遗漏变量问题的方法为使用面板数据 !B*)34S*2*"的固定影响模型 !V(f3S
3VV3,2.-S34"$R344!:JJ;"使用面板数据分析得到了与C103D31完全不同的

结果%电脑的使用对于工资的影响效果不显著$+)2-1V*)SC1*.*1X!:JJ!"
和+)2-1V!"#$%!:JJJ"通 过 研 究 法 国 的 面 板 数 据 也 得 到 了 类 似 的 结 果#

P*(?L3)*)SM,’.(S2!:JJJ"在研究德国数据的基础上#认为个人的固定效

应使得电脑对工资的回报影响下降到:̂ $难道电脑对工资的影响只是因为个

人的异质性吗？如果是这样#又如何解释现实中人们对电脑技术的青睐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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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雨后春笋般的电脑培训班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固定影响模型对分析

这一问题的缺陷造成的#首先$固定影响模型并不能有效控制时间可变的不

可观测的个人技 术$例 如 个 人 电 脑 技 术 随 着 使 用 时 间 的 增 加 是 逐 渐 增 强 的$
这在以往固定影响模型中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其次$由于一阶差分数学上的

缺陷$扩大了方差#$可能得到错误的结论#

# 差分使得自变量和因变量变化的减小$回归的不显著使得我们并不知道这是由于电脑本身没有作用还

是数据变化的减小造成的#

最近的 研 究 结 果 %F-42-)*)SU*L3B3*,3$#$$"&Q*Z(4-)(**)S[-D’($

#$$>’$采用回归英国 %8&FM’和加拿大 %\+M’的数据$表明电脑的使用

仍然存在较大的工资回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C103D31的结论#
本文首次分析了电脑的使用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控制了教育!

职业!行业等多方面因素后$发现电脑的使用仍然可以带来平均##̂ 的工资

回报$且教育水平越高$电脑使用带来的工资回报越大#
本文的结构为"第二部分回顾了中国近十年电脑使用的变化&第 三 部 分

通过数据描述和基本模型来分析使用电脑带来的工资回报&第四部分通过更

为细致的控 制 变 量 来 考 察 结 论 的 稳 健 性 并 建 立 扩 展 模 型&第 五 部 分 为 本 文

结论#

二!中国电脑使用概况

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个人电脑的引入与普及要晚约十年$因此 与 国 外

相对成熟的电脑市场不同$目前中国市场对电脑的需求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

段#EF&的数据显示$美国在#$$:年以:7!>亿 台 的 电 脑 使 用 量 成 为 全 球 首

位后$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 左右$并且!$̂ 的电脑购入属于对原 有 电 脑

的更新换代$市场呈现饱和状态&而中国从#$$$年开始$个人电脑市场的平

均年需求就维持约#$̂ 的增长率$#$$>年中国个人电脑需求超过:J$$万台$
稳居世界第二#个人电脑普及率也从#$$$年的:̂ 迅速增 长 到 目 前 的#!̂ $
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电脑普及率已经超过>$̂ #

繁荣发展的电脑市场也体现出电脑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从#$世 纪J$
年代初的简单文字程序处理到如今的办公自动化!数据库处理!数字休闲娱

乐#而互联网的 飞 速 发 展 更 是 成 为 电 脑 应 用 领 域 扩 张 的 催 化 剂$搜 索 引 擎!
电子邮件!聊天软件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电脑的附加价值$使得人们获

取和交流信息 更 为 便 捷$电 脑 已 经 成 为 人 们 工 作!生 活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并且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年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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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以下简称 $调查表#"%$调查表#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调查了一万余户

家庭%共两万余人&具体信息包括’居民的个人家庭情况(受教育水 平 以 及

详细的工作情况%如行业特点(工资水平(职务特征(工作中使用电 脑 的 时

间和对工作的满意程度等&在数据选取方面%我们采用的是全样本估计%以

尽量避免样本选择的问题&
在 $电脑使用#的相关问题上%本文的数据比C103D31!:JJO"所采用的

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QM"更为详细%在&QM数据中%对受访者只是简单提

出了 $是否在工作中使用电 脑#的 问 题)而 在 本 文 所 引 用 的 数 据 中%受 访 者

除了提供 $是否使用电脑#这个二元变量以外%还提供了平均每天使用电脑

的时间&这一变量将会更为有效地反映个人电脑带来的劳动回报率&

三!数据与模型

!一"样本描述统计

在具体分析电脑的使用对于人们工资的影响之前%我们先直观比较不同

类型人群的电脑使用比例情况&
调查表的数据显示%#$$>年在:JJ;O位有效受访者中%有%:OO位在工

作中使用电脑%使用电脑的比例超过"$̂ %这一比例要高于全国个人电脑的

整体普及率 !EF&普 查 为#$̂ 左 右"%主 要 原 因 是 受 访 人 群 大 部 分 是 城 镇 居

民%对信息化的接受程度相对更高&
使用电脑的人群中%男性的比例 !>>̂ "要高于女性 !">̂ "%并且这一

结果不受样本选取因素的影响 !全样本中男女比例基本相同")从居民的教育

水平来看%小学教育程度的人有%7!̂ 在工作中使用电脑%学历为中学程度的

人有O:7!̂ 在工作中使用电脑%而硕士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工作中使用电脑的

比例达到%#7;̂ %因此%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使用电脑的比例越大%这

与C103D31!:JJO"采用美国&QM数据和[-D’(*)SQ*Z(4-)(*!#$$""采用加

拿大的 \+M数据的结论是一致的)从职业分布上看%白领(蓝领技术工人以

及打字员这类职业特性很强的人在工作中使用电脑的比例较高%达到>$̂ *

>>̂ 左右%而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劳动者%工作中使用电脑 的 比 例 较 低%一

般为O$̂ *"$̂ %农民群体电脑使用比例更低%样本比例不到#$̂ )工作满

意度的数据显示%对于现有工作较为满意的工作者%其使用电脑的比例相对

更高 !:$̂ 左右"%较高的满意度使其更有激励通过学习(使用电脑%提高自

身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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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类型人群的使用电脑比例

样本比例
人群间使用

电脑的比例

人群内使用

电脑比例

性别

男 >$@Ĵ >>@$̂ ""@$̂
女 "J@:̂ ">@$̂ O!@"̂
教育程度

小学 !@%̂ :@!̂ %@!̂
中学 ;#@>̂ "%@Ĵ O:@!̂
专!本科 #%@%̂ "!@%̂ ;!@#̂
硕士!博士 $@%̂ :@$̂ %#@;̂
年龄

&:% $@:̂ $ $
:J##" $@!̂ $@Ĵ "!@%̂
#>#OJ O#@Ô ""@>̂ >>@!̂
"$#>" "%@#̂ >:@:̂ "#@Ĵ
>>#;> ::@Ĵ O@"̂ ::@;̂
;>岁以上 ;@!̂ $@:̂ $@!̂
户口

省会城市 O:@>̂ O#@>̂ "#@:̂
地县级市 >!@Ĵ >;@%̂ "$@;̂
农村 :$@;̂ :$@!̂ #%@%̂
职业分类

机关事业单位 #@%̂ O@"̂ >#@:̂
商业人员 !@Ô ;@>̂ O%@#̂
服务业 %@Ô !@;̂ OJ@;̂
农林渔业 $@Ô $@:̂ :%@>̂
生产运输工人 #!@Ĵ :!@;̂ #!@#̂
自由职业 $@!̂ $@>̂ O$@"̂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J@;̂ O>@#̂ >:@"̂
办事人员和其他管理员 ##@$̂ #J@$̂ >>@>̂
保姆及其他 :@$̂ $@$̂ OJ@$̂
工作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 #@"̂ >J@%̂
不满意 J@"̂ %@"̂ >O@!̂
一般 "!@%̂ ">@$̂ >;@>̂
满意 O%@"̂ ":@!̂ ;>@:̂
非常满意 #@$̂ #@>̂ !>@:̂

!!注"数据来源于#$$>年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表$

从年龄层次上看 %见图:&’使用电脑的人群比例按年龄呈现 (倒 ]型)
分布’整体上’男性使用电脑的比例要略高于女性’具体的’#$#O$岁的年

轻人使用电脑的比例并没有因为性别不同而存在差距’#$##"岁之前女性使

用电脑的比例甚至高于男性*在O$#>$岁的中年人群中’男性使用电脑的比

例高出女性:$̂ ’并且在中年人群的各个年龄段呈现稳定’这主要是由于中

年人群具有相对稳 定 的 工 作 状 态*>$岁 以 上 的 中 老 年 群 体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使用电脑的比例逐渐下降#并且女性提前>年进入快速下降期$

图!!按性别电脑使用比例

全样本工资收入与电脑使用比例的情况见图##工资收入 !4-D工资"满

足 %倒]型&分布理论#"$’>>岁中年人群收入水平最高#平均年收入达到

:7;万元$电脑使用比例的最高点为#>’O$岁的年轻人#值得提出的是(与

C10D31等人研究美国)英国和欧洲的数据不太相同的是#发达国家的顶点一

般在O$’"$岁间#使用人群多为白领和蓝领技术工人$中国的年轻人使用比

例较高#也说明了电脑的普及并没有达到全年龄化#同时由于人力资本积累

的原因#电脑的使用也没有达到其最大程度的贡献$

图"!工资收入与电脑使用比例

注意到O$’O"岁时#工资上升减缓#与电脑使用比例有一个交叉#这与

R-D*)?!#$$#"分析英国的劳动力市 场 的 结 果 是 一 致 的$主 要 是 由 于 在 这 个

年龄段的人群中#女人工作的相对比例上升#使用电脑的比例也上升#但工

资上升幅度不大#这反映了国内外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存在$
横向比较使用电脑和不使用电脑两类人群的工资收入 !图略"#全年龄段

情况下#使用电脑人群的年工资收入都要远高于非使用电脑的人群#平均约

高出;$$$元$但这并不能说明是因为电脑的使用而带来的工资收入的提高#
有可能是因为样本选择 !?*.B43?343,2(-)"或是自我选择 !?34V?343,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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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造成#接下来模型中将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二&基本模型

O 对于因变量’年工资收入(的界定#问卷中调查了人们的两种收入#一种是’全年总收入(#一种是’其中

的工薪收入%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奖金!加班费等&($本文选择是后者作为因变量#因为前者收入中可能

存在的非劳动收益%股票盈利等&会对回报率的分析产生偏差$
" ’电脑的使用(等技术冲击可能会导致部分工人的失业$由于’年工资收入(的度量局限性#这部分样本

不包括在回归数据中#因此回归模型并不能真实分析’使用电脑(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社会效益#而只能

分析’使用电脑(对于提升人力资本的私人效益$

!!基本模型的设定采用C103D31%:JJO&的形式#通过建立一个含虚拟变量的

横截面模型#来回归电脑的使用对于个人工资收入的影响$因变量4-D\*D35 为

个人年工资收入O"的对数形式#S5 表示第5个人的一系列可观测的控制变量#

35 表示第5个人是否使用电脑的虚拟变量#因此基本模型是对数线性形式$

4-D\*D35 U&V!S5V"35V#5% %:&

!!正如前面的分析#是否使用电脑的变量系数"的大小并不能说明其对于

工资影响的因果效应$由于横截面模型的固有原因#我们并不能控制所有的

个人异质性影响#但通过更为细致地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工资的因素#我们可

以尽可能接近 ’电脑使用(的真实回报率$这也是经济学研究中对于此类问

题的常用处理方法$

四!计量模型与检验

%一&基本模型结论

在 %:&式的基本模型中#通过控制个人的异质性特征变量#得到四个回

归模型#结果如表#所示$

表!!"#$回归使用电脑带来的回报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电脑使用%是a:& $@O!:
%O$@:J&""

$@#;
%#:@$J&""

$@#$J
%:;@J%&""

$@#$J
%::@;J&""

性别%女a:& _$@#J%
%#>@;#&""

_$@#J>
%#>@::&""

_$@#J"
%;@#:&""

年龄 $@$:>
%#@;#&""

$@$#"
%O@">&""

$@$#O
%O@O#&""

年龄‘年龄):$$ _$@$$%>
%_:@#O&

_$@$#
%#@">&"

_$@$#
%#@#!&"

中学 $@O
%!@%>&""

$@#%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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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专#本科 $@!$>
!:%@$O"""

$@;"!
!:"@>:"""

$@;"!
!::@#!"""

硕士#博士 :@:#
!:>@#>"""

:@$">
!:O@>J"""

:@$";
!%@;>"""

户口!城市a:" $@$!J
!>@;O"""

$@$!!
!O@"O"""

工作满意程度

不满意!是a:" _$@:";
!O@##"""

_$@:">
!#@"%""

一般!是a:" $@:$;
!#@>O""

$@:$!
!#@$""

满意!是a:" $@#>!
!;@$%"""

$@#>;
!"@OJ"""

非常满意!是a:" $@O""
!>@>#"""

$@O""
!"@:!"""

行业特征 否 否 否 是

&-)?2*)2 J@:J
!:$$#@:>"""

%@""!
!;;@;%"""

%@#:J
!>>@>#"""

%@##:
!>>@;O"""

IZ?31b*2(-)? :"$O! :"$O! :#!## :#;J:
&<?g0*13S $@$; $@:J $@#: $@#:

!!注$括号中为回归变量的稳健"值%""和"分别 对 应:̂ 和>̂ 的 置 信 水 平%由 于&工 作 满 意 度’等 变

量的部分缺失%四个回归模型对应的样本容量有所不同(

!!在不考虑个人特征的情况下%直接单变量回归发现%使用电脑可以带来

""̂ !3fB !$7O!:"_:"的工资超额收益%使用电脑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工

作效率%从而带来工资收入的大幅上升%在控制了教育水平#户口#工 作 特

性等因素后%使 用 电 脑 仍 然 可 以 带 来##̂ 左 右 的 工 资 回 报%这 与 C103D31
!:JJO"等采用其他国家数据回归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而 在 额 外 控 制 更 多

变量后%这一结果仍然保持稳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电脑的使用确实具有

对工作的互补效应%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 C103D31!:JJO"对美国:J%"年和:J%J年两年的居民普查数据进行 回 归 分 析%得 出 个 人 电 脑 的 使 用 平

均能带来#>̂ )O$̂ 的额外工资回报([-D’(*)SQ*Z(4-)(*!#$$""采用加拿大人口普查 数 据%发 现 电 脑

使用平均可以带来:;̂ 的额外工资回报(

个人特征中%性别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同 等 情 况 下%女 性

工资收入要低于男性%平均相差达O$̂ %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

视%这也验证了图#的结论(年龄对于工资回报存在正的影响%但平方项有

负的影响%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工资收入在不断增加%但 增 加 的

速度逐年下降(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的途径之一%在模型

中%教育水平对于工资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学历越高%教育带来的工资回

报越大(在此次模型建立过程中%我们还考虑了人们的工作满意度情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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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显示#随着评价从低到高#其对工资的影响从负到正的变化#只有在评价

是一般或以上的情况下#对工资才会有正的影响#并且对工作越是满意的人#
工作所获得工资也越高#但这并不说明其因果关系#现实中有可能是工资的

低下导致人们对现有工作的不满意$

%二&引入电脑的使用时间

; 剩下:万多名未在此项作答者#可能工作中不使用电脑比例超过>$̂ $
! 调查表显示的结果可能存在测度性误差%.3*?013.3)2311-1&#即人们未必知道工作中使用电脑的真实时

间或时间的量化上存在误差$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结论#如果模型满足古典假定%残差与因变量无关&#测度

误差会造成回归变量的低估#即低估使用电脑带来的个人回报率#此时#我们回归的实际上是使用电脑回

报率的一个下限%4-K31Z-0)S&’而如果模型不满足古典假定#回归个人回报率仍会导致有偏的估计结果

%高估和低估均有可能&$从描述统计的结果看#电脑使用时间对应的人数比例大体呈现递减趋势’同 时

在控制了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后#我们认为大样本下测度性误差对本文结论的影响可能较小$

!!在国外关 于 使 用 电 脑 的 回 报 研 究 中#由 于 相 关 数 据 的 缺 乏#在 回 归 中#
一般只能采用 (是否使用电脑)这一二元变量来衡量对工资的回报率$事实

上在一天的工作中#使用十分钟电脑和使用几个小时电脑对于工作的影响程

度显然是不一样的#笼统的采用虚拟变量回归可能会产生有偏的结果$而此

次的 (调查表)提供了个人电脑每天使用时间数据#这使得我们首次可以在

更加细致的层面上分析电脑使用带来的工资回报率情况$由于电脑的使用可

能是消费性的 %娱乐!聊天&#为尽量避免消费性的电脑使用带来的回归结果

偏差#在调查表中#设计的问题 为 (现 在 工 作 中 每 天 使 用 电 脑 的 小 时 数 %不

包括游戏和聊天&)#这一设计可以得到更真实的数据信息$全样本#$:OO个

观测数据中#有%:OO位被调查者在 (工作中使用电脑)处作答#其中O#%>
位用户填写使用时间为零#说明至少"$̂ 人群;在工作中不使用电脑或仅将电

脑作为娱乐休闲的工具’!>̂ 左右调查者工作中使用电脑的时间不多于#小

时!#使用率并不高 %见图O&$

图!!工作中使用电脑的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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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脑的使用时间与个人的职业特性密切相关#打字员和程序员每天;
小时的电脑使用时间与经济管理人员每天#小时的电脑使用时间并不具备横

向可比性#因此我们必须采用分类样本的方法回归$
根据从业人员的职业特征#我们将人群分为科技%经管法律%行政管理%

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五类$其中科技和经管法律类工作者平均使用电脑时间最

长#约为每天#7>&O个小时#商业服务类工作者每天使用电脑时间约为:小

时#而生产制造类工作者使用电脑时间最少#一般每天不足半小时$分样本选

取每天电脑的使用时间作为自变量#同时考虑其平方项#回归结果如表O所示$

表!!电脑使用时间的工资回报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电脑使用时间 $@$%>
!O@>""""

$@:$#
!O@"J"""

$@:$!
!!@;!"""

$@:!:
!O@$$"""

$@:%#
!>@!:"""

$@:"#
!%@";"""

电脑使用时间h# _$@$$"
!_:@O!"

_$@$$!
!_:@%%"

_$@$$!
!"@>#"""

_$@$:;
!#@#;""

_$@$:>
!O@#>"""

_$@$:#
!;@:$"""

性别!女a:" _$@#:J
!"@:J"""

_$@:O#
!#@JJ"""

_$@#:O
!"@$O"""

_$@O;;
!:$@#;"""

_$@O!J
!:O@"$"""

_$@#;%
!>@>!"""

年龄 $@$#!
!:@:O"

$@$"
!:@!J"

$@$>"
!"@J%"""

$@$:J
!:@O""

$@$#>
!$@J""

$@$#J
!#@J$"""

教育程度

中学 _$@>";
!_:@##"

$@$$O
!$@$;"

$@O::
!:@$#"

$@#!:
!#@:J""

$@#$J
!#@O:""

$@OO!
!"@O>"""

专%本科 _$@O;>
!_$@%""

$@#;:
!!@#J"""

$@>
!:@>J"

$@>$>
!#@!#""

$@O"!
!"@>!"""

$@;O!
!!@$""""

硕士%博士 $@##;
!$@OO"

$@>!#
!J@%%"""

$@%$>
!#@>#""

$@O"#
!O@$:"""

1’# :@$#>
!!@!J"""

户口!城市a:" $@::>
!:@";"

$@$>
!:@#"

$@:"#
!"@J#"""

_$@$"#
!_$@%%"

$@$>!
!#@:#""

$@$;"
!:@J#"

&-)?2*)2 J@>>;
!:O@"!"""

%@":>
!:;@::"""

!@J$:
!:;@!!"""

J@$;
!OO@#J"""

%@%
!:J@;>"""

%@"O!
!O%@#:"""

IZ?31b*2(-)? !$; ::;; #O#$ :$:O :O;; !!"#
&<?g0*13S $@:" $@:" $@:" $@:: $@:" $@:J

!!注(括号中为回归变量的稳健"值#""和"分别对应:̂ 和>̂ 的置信水平#模型一到五对应科技%经

管法律%行政管理%商业服务和生产 制 造>类 职 业 的 回 归 情 况#模 型 六 为 全 样 本 回 归 情 况$模 型 五 中 硕

士%博士教育程度栏目空缺是由于从事商业服务类样本人群中无人达到此学历$

!!表O的结果表明#对于所有职业#电脑的使用都可以带来正的工资回报#
总体上#每多使用一小时电脑#所提高的工作效率可以带来工资水平:$̂ 的

提升#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基本模型的结论$分职业比较#可以发现#从 事 服

务业和制造业的人群使用电脑带来的工资回报率更为显著#即使用电脑时间

较少的制造业工人每多使用:小时电脑带来的工资的增加 !约:>̂ "要远大

于科技工作者使用电脑的工资回报 !约%̂ "$对于这种现象#一种可能的解

释是#不同行业在电脑的使用方面就存在固定的差异 !V(f3S3VV3,2"#收银员

的每天%小时电脑工作的回报率可能不如工程师工作:小时的回报率#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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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差别是由行业特征决定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行业间推动信息化

的动因与具体实施的差别$科技!经管和行政管理人员所处行业的信息化建

设大多由政府推动$信息化的推广并没有注重成本效益关系$会盲目上马一

些 %为信息化而信息化&的形 象 工 程$过 犹 不 及$信 息 化 建 设 往 往 难 以 达 到

应有的效果$而服务!制造业往往处于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其本身生

产效率也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因此信息化建设带来的技术进步可以更大程

度地提升这些行业人群的生产效率$相应拿到更高的工资#
信息化建设的推动与实施在现今中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首次将 %信息化&与 %工业化&! %城镇化& %市场化&! %国际化&并

重$明确了深入开展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本节的结果在一个侧面表明$国家在

信息化建设中应该优先考虑生产效率相对落后的服务和制造等行业$同时避免

行政管理的行业的过度建设$以最有效的方式达到提高社会人力资本的目的#

’三(考查行业与职业因素的影响

% 除了采用美国人口普查’&QM(:J%"年 和:J%J年 的 数 据 外$其 又 分 析 了&QM:JJO年!:JJ!年 和#$$O
年的相关数据#

!! %使用电脑&有别于其他提升人力资本的途径$其本身具有较强的行业

与职业依赖性#M*)*3’#$$"(在C103D31的基本框架下$利用更新的美国人

口普查数据%$发现在引入职业和行业相关因素后$电脑使用对于工资的回报

率存在明 显 的 下 降$甚 至 不 显 著$这 说 明 C103D31的 结 论 有 可 能 只 是 由 于

%行业内生性&造成的$%使用电脑&本身并没有导致人们工资收入的显著变

化#这也是C103D31的结论存在广泛争议的原因之一#在利用 中 国 的 %调 查

表&数据进行分析时$我 们 同 样 需 要 关 注 %内 生 性&对 于 模 型 结 论 的 影 响#
类似于M*)*3’#$$"(的方法$我们根据统计局的分类标准$考察#:个行业

和#>个职业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所示#

表!!考虑行业与职业因素的工资回报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电脑使用’是a:( $@:J#
’:>@!%(""

$@:%#
’:"@J;(""

$@:!>
’:"@>!(""

行业虚拟变量’#:个( 是 否 是

职业虚拟变量’#>个( 否 是 是

IZ?31b*2(-)? :#;J: :#;>" :#;";
&<?g0*13S $@#> $@#> $@#!

!!注"括号中为回归变量的稳健"值$""和"分别 对 应:̂ 和>̂ 的 置 信 水 平$模 型 一 到 三 分 别 对 应 控

制了行业和职业因素的回归模型$且均控制了性别!教育!年龄等其他因素#

!!在考虑了行业与职业的影响因素后$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结论仍然具

有很强的稳健性$使用电脑仍然可以带 来 约#$̂ 的 额 外 工 资 回 报$这 与M*<
)*3’#$$"(的 结 论 有 较 大 差 别$主 要 原 因 是$M*)*3采 用 的 是 美 国 的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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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电脑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信息化社会的成熟使得 $使用电脑%成为

大部分居民工作的必需技能#而部分人群不用电脑的主要原因是其所从事行

业的固有特点造成&与之不同#中国正处于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期#对拥有电

脑技术人群的需求并未饱和#$使用电脑%也会相应地带来额外工资收益&

!四"考虑上一份工资收入的影响

$使用电脑%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或提升人力资本#从而带来工资收

入的提高#但工作效率并不是决定工资收入的唯一因素#人们的选择性就业’
外部市场机会等都是影响工 资 收 入 的 因 素&在 扩 展 模 型 中#我 们 引 入 $上 一

份工作的工资收入%作为控制 变 量#来 进 一 步 分 析 $使 用 电 脑%带 来 的 工 资

回报&这一变量的引入有两个好处(首先#$上一份工作的工资收入%可以作

为诸如个人智力水平’工作能力等无法度量因素的代理变量#尽量减小横截

面模型中无法避免的 $遗漏 变 量%与 $内 生 性%问 题 的 影 响)其 次#人 们 在

选择下一份工作时#工资标准通常会参照上一份工作的工资水平#个人工资

变化存在 $相对黏性%&扩展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所示&

表!!引入!上一份工资"的使用电脑的工资回报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上一份工作的工资 $@#$"
!>@!""""

$@$J"
!#@J""""

$@$%"
!>@J>"""

$@#OJ
!>@%""""

$@$##
!:@:"

$@$J:
!>@>;"""

电脑使用时间 $@::#
!O@$#"""

$@$%O
!:@>O"

$@:$%
!"@$#"""

$@:"
!"@"$"""

$@O>
!:$@$!"""

$@:>;
!!@#!"""

电脑使用时间h# _$@$$J
!#@""""

_$@$$>
!_$@!"

_$@$$!
!#@:$""

_$@$$%
!_:@;>"

_$@$O!
!;@O%"""

_$@$:#
!"@#$"""

性别!女a:" _$@OO;
!#@J!"""

_$@$!;
!_:@O!"

_$@#::
!#@!"""

_$@O"%
!;@"J"""

_$@"J!
!!@;!"""

_$@#!:
!"@%;"""

年龄 $@$$"
!_$@>!"

$@$:J
!>@$!"""

$@$:;
!O@O>"""

_$@$$#
!_$@"%"

_$@$$"
!_:@$>"

$@$$J
!#@#"""

教育程度

中学 _:@$:"
!#@"$""

_$@>""
!O@:O"""

$@!:!
!"@>:"""

$@:O
!:@OO"

$@:>J
!:@O;"

$@#OO
!#@>O""

专’本科 _$@>%>
!_:@"!"

_$@#:"
!_:@O"

$@J;#
!!@O:"""

$@#%:
!:@J;"

$@#:O
!:@>%"

$@>%
!!@;#"""

硕士’博士 $
!*"

$@#:"
!:@##"

:@O!%
!!@:!"""

_$@$;O
!_$@O"

$
!*"

:@$:O
!!@J$"""

户口!城市a:" $@:O%
!:@$>"

$@$>
!$@J"

$@$J%
!:@;""

$@$#;
!$@">"

$@$$#
!$@$""

$@$>>
!#@#%""

&-)?2*)2 J@O$!
!::@O#"""

%@;::
!O;@>!"""

!@;J;
!O$@%!"""

%@$;%
!#>@$#"""

J@;%"
!O$@;J"""

%@":"
!O"@;O"""

IZ?31b*2(-)? #"$ ";" ::$! ;O$ ";% OOJ:
&<?g0*13S $@O% $@#J $@#O $@#% $@#% $@#"

!!注(括号中为回归变量的稳健"值#""和"分别 对 应:̂ 和>̂ 的 置 信 水 平#模 型 一 到 六 对 应 的 模 型

同表O&

!!在引入 $上一份工作的工资%作为控制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有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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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增加#混合样本&# 增加到$7#"#分职业样本&# 最高达到$7O%#$上

一份工作的工资%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前后两份工作的工资有较强的

正相关性#横向比较不同 职 业#科 技 和 行 政 管 理 工 作 者 的 工 资 $相 对 黏 性%
程度更大#变量系数均超过$7##这主要是由于相对于经济管理和商业服务从

业者#其选择工作的行业跨度较小#而同行业工资收入往往相关性较强&在

扩展模型中#电脑的使用时间与工资收入仍然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全样本

回归情况下#每多使 用 一 个 小 时 电 脑 带 来 的 工 资 收 入 的 提 升 比 例 达 到:;̂ #
甚至略高于表O中基本模型的结果#影响最大的是生产制造类职业#增加一

个小时的电脑使用时间可以带来工资收入"$̂ 的巨大幅度提升&
为检验扩展模型的稳健性#我们引入 $第一份工作的工资收入%作为新

的控制变量#同样进行分职业回归#回归结果与扩展模型的结论类似#$电脑

使用时间%的系数仍然显著为 正#每 增 加 一 个 小 时 电 脑 的 使 用 时 间#可 以 带

来::̂ ’:>̂ 的工资收入的提升&总之#基本模型的结果在引入新的控制变

量后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呈现很强的稳健性&

(五)教育水平与电脑使用

在控制诸多变量之后#我们发现对于几乎所有的人群#使用电脑 都 能 显

著带来其工资收入的提升#而接下来一个很直观的想法是"究竟哪一类人群

能够更多地从电脑使用中获得收益？本节将重点从居民受教育的角度来分析

此问题&一般的#相比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受过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将更

加容易接受新技术与新理念#对于新技术的掌握程度也相应更高&以使用电

脑为例#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更容易掌握诸如程序设计!网络技术等高级

电脑技巧#而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字处理的初级阶段#相应的#电脑对于此类

人群工作效率提升的效果将更加明显&
在模型设定中#我们引入 $大学教育%虚拟变量#个人学历在本 科 及 其

以上记为:#我们认为#是否接受大学教育对于其接受掌握新技术的程度有显

著影响&通过该虚拟变量与电脑使用情况的乘积变量#我们可以分析上述交

互影响的问题#结果如表;所示&

表!!教育水平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大学教育 $@$$$:
(:@%")

$@$$$:
(#@J%)""

$@$$$:
(;@>#)""

$@$$$:
(:@J!)"

$@$$$:
(!@"!)""

$@$$$:
("@>")""

电脑使用 $@$O%
(O@;;)""

$@$""
(>@!;)""

$@$"J
(%@%")""

$@$"O
(#@J$)""

$@$!O
(;@#>)""

$@$>#
(%@J;)""电 脑 使 用 ‘ 大 学

教育
$@#$:
(O@;$)""

$@:>"
(O@JO)""

$@:#"
("@>O)""

$@"O"
(O@O:)""

_$@$;;
($@";)

$@:;"
(>@>>)""

IZ?31b*2(-)? !$: :$%# #O$! :$$% :O;$ !;J%
&<?g0*13S $@:! $@:! $@# $@:! $@:" $@##

!!注"括号中为回归变量的稳健"值#""和"分别 对 应:̂ 和>̂ 的 置 信 水 平#模 型 一 到 六 对 应 职 业 分

类#同表O#所有模型均控制了年龄!性别!行业!工作满意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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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样本下#电脑使用与教育水平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即使

同样在工作中使用电脑#高学历人群 !本科及以上"的工作效率可以获得更

大的提升#电脑对于其工作的互补效应更大#体现在工资收入上#两者相差

:!7%̂ !3fB!$7:;""_:"$从职业分类来分析#各个职业中#高学历人群使用

电脑带来的 收 益 更 大J#其 中 商 业 服 务 类 从 业 人 员 工 资 水 平 相 差 最 大#约 为

>"̂ #科技工作者之间也有约##̂ 的差距#即使是相差最小的行政管理人群#
其工作收入的差距也有约:Ô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使用电脑对于不同学历人

群的工资收入的提升存在差异的假设$

J 生产制造类职业的交 互 系 数 为 负#且 不 显 著#主 要 由 于 本 科 以 上 从 事 该 类 职 业 的 样 本 容 量 太 小#仅

:@%̂ #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容易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
:$ 实际估计中一般采用离散因变量回归方法获得预测值$

!六"趋势得分法分析

度量 %使用电脑&带 来 的 工 资 收 入 的 变 化#实 际 上 是 度 量 %电 脑 使 用&
的 %处理效应&!213*2.3)23VV3,2"#回归分析此类效应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是其

%样本选择&!?*.B43<?343,2(-)"的问题$%电脑使用&将样本分为两类不同的

人群’’’工作中使用电 脑 的 人 群 !213*2.3)2D1-0B"和 工 作 中 不 使 用 电 脑 的

人群 !,-)21-4D1-0B"#而前者的工资较高#也许是对应于其拥有更高的学历(
人力资本以及更好的工作 条 件 等#而 并 不 是 %电 脑 使 用&带 来 的 效 果$事 实

上#我们 更 关 心 的 问 题 是 %电 脑 使 用&的 %平 均 事 后 处 理 效 应& !*b31*D3
213*2.3)23VV3,2-)2’3213*23S"$即对于每一类人群#使用电脑是否能带来其

自身工资的提高$
处理 %样本选择&问题#除了找到更为随机的大样本以外#计量 经 济 学

中的技术处理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 %工具变量&!()?210.3)2b*1(<
*Z43?"进行 回 归 分 析#通 过 代 理 变 量 的 外 生 影 响 来 分 析 %平 均 事 后 处 理 效

应&*另一种是H-?3)Z*0.*)SH0Z() !:J%O"提 出 的 %趋 势 得 分 法& !B1-<

B3)?(25?,-13.32’-S"#该方 法 的 原 理 是 通 过 估 计 可 观 测 变 量 的 趋 势 得 分:$#
进行全样本的分组配比#而每一组的对应趋势得分基本相同#这样#因变量

在每一小组内的差距完全是由样本的 %处理效应&引起*因而通过配比得分

回归 !.*2,’()D-)2’3B1-B3)?(25?,-13"#可以有效地回避样本选择的误差#
接近于随机实验 !1*)S-.(X3S3fB31(.3)2"的结论$

在无影响趋势得分的不可观测变量的情况下#该模型具有较高的有效性#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 %实验计量经济学&和 %药物计量分析&等领域$本文中#
通过比较以同样概率使用电脑的人群的工资差异#可以更为有效地度量 %电

脑使用&带来的 %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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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H-?3)Z*0.*)SH0Z() #:J%O$的方法%构建两步回归模型如下"
第一步"

Q,0?()D5 U&V!S5V#5

其中%Q,0?()D5 为 &是否使用电脑’的$(:变量%&为截距项%S5 为个人的

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情况等控制变量)作为离散因 变 量 模 型%实 际

回归中%我们采用W-D(2模型和Q1-Z(2模型)
第二步"回归得出因变量Q,0?()D5 的预测值XN5%构建配比模型

4-D\*D35 U&V!XN5V"Q,0?()D5V$Q,0?()D5#XN5Y%($V#5

其中%Q,0?()D5 为 &是否使用电脑’的$(:变量%%( 为预测值XN5 的样 本 均

值%回归结果如下"

表!!趋势得分法分析电脑使用的工资收益

模型一 模型二

电脑使用#是a:$ $@#:;
#:>@!J$""

$@#:O
#:>@;$$""

趋势得分 $@>OO
#:#@#$$""

$@>>"
#:#@>%$""

趋势交叉项 $@";!
#!@%O$""

$@";J
#!@%$$""

截距项 %@J%;
#"""@;!$""

%@J!%
#"":@:$$""

观测值 :"OO; :"OO;
&<?g0*13S $@:: $@::

!!注"括号中为回归变量的稳 健"值%"" 对 应:̂ 的 置 信 水 平)模 型 一 在 第 一 步 回 归 中 采 用W-D(2模

型*模型二在第一步中采用Q1-Z(2模型)控制变量S5 在第二步回归中省略)

!!在趋势得分模 型 下%电 脑 的 使 用 仍 然 可 以 显 著 带 来 约#"̂ 的 工 资 回 报%
这一结果相对于基本模型IWM回归的结果 #电脑使用带来##̂ 的工资回报$
并没有较大变化)这说明基本模型的显著结论并不是模型设定中 &自我选择’
的影响而造成%即使用电脑确实可以带来自身工作效率的提高%因而带来工

资收入的提升)

五!结!!论

使用电脑是否能够带来人们工资收入的提升？C103D31#:JJO$首先利用

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得出肯定的结论%认为个人使用电脑可以带来工资收入

#>̂ 左右的提高%个人电脑的普及也带来工资结构的巨大变化)但部分经济

学家认为C103D31的结论实际上是其计量模型的缺陷和人们自身的异质性造

成的%使 用 电 脑 并 不 会 直 接 提 高 人 们 的 工 资 收 入%F(8*1S-*)SQ(?,’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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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甚至证明在C103D31的框架下# $在工作中使用铅笔%这一虚拟变量

同样可以带来约#>̂ 工资收入的提高#把工资收入的提升归结于 $工作中使

用电脑%是不恰当的&随着电脑 普 及 率 的 不 断 增 加#相 关 统 计 数 据 也 越 来 越

丰富#这使得人们可以利用面板数据 !B*)34S*2*"或工具变量 !E6"等计量

工具来更为细致地分析此问题#最近的计量研究表明#电脑的使用可以带来

:$̂ ’#$̂ 的工资回报#C103D31的结论又重新得到验证&
本文利用C103D31的框架分析了使用电脑的工资 回 报#主 要 创 新 之 处 在

于(一是本文首次采用中国的数据研究此类问题#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成熟

的电脑市场#中国的电脑市场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电脑普及率并不高#本文

的结论说明今后普及电脑使用的必要性’’’不仅仅是 $为信息化而信息化%#
还可以带来工资收入的提升乃至工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

明确将 $信息化%作为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并重的社会发展

五大趋势之一的大环境下#本文在一个侧面明确了深入开展信息化建设#特

别是服务业)制 造 业 信 息 化 建 设 的 必 要 性*此 外#从 模 型 本 身 的 建 立 来 看#
相比于 C103D31的 模 型#本 文 首 次 引 入 了 $电 脑 的 使 用 时 间%和 $上 一 份

!第一份"工作的工资%作为控制变量#通过细分解释变量和考虑工资黏性控

制了个人的异质性#从而提高了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另外#为了降低IWM回

归模型中 $自我选择%因素的 影 响#本 文 采 用 $趋 势 得 分 模 型%来 分 析 电 脑

的工资回报#发现基本模型的结论依然显著#使用电脑可以带来约#$̂ 的工

资收入提高&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只是采用横截面的数据#尽管通过多

元回归控制了个体异质性#但回归分析中仍不可避免会出现遗漏变量的问题#
使得模型结论有所偏差&今后可以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全社会层面上使用电

脑或信息化冲击对于人们收入分配差异和工资回报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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