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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地区的组内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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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

年%

#""#

年和
#""9

年的住户调查数据#

发现城镇地区的组内工资差距不断上升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

演变特征&分解结果表明组内工资差距上升的主要来源是技能价格

上升&本文构造了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所有制调整和全球化

是导致技能价格上升进而导致组内工资差距上升的重要因素&所有

制调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个时期 !

!::=

$

#""#

年"#而全球化的

影响更多的体现在第二个时期 !

#""#

$

#""9

年"#突显了加入
D?7

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

关键词
"

组内差距#半参数分解#技能价格

一!引
""

言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地区的工资差距一直在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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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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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的估计#从
!:<<

年到

#""̀

年#我国城镇地区工资的基尼系数由
"5#̀<

上升到
"5̀;_

&工资结构及

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已经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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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现有的研究都集中在讨论不同

组别 !如不同教育水平或不同年龄阶段等"之间的工资差距 !即组间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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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尽管组间差距上升是导致总体工资差距上升的重

要原因#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工资差距不能通过组间差距来解释&这个不可解

释的部分就是本文所关注的组内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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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残差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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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标准的明瑟工资方程中#工资 !对数形式"是教育年限%经验%

经验平方以及随机扰动项的函数&组间工资差距由教育和经验的分布以及它

们的系数大小所决定#而组内差距则主要体现在残差项的分布&因此#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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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对于总体工资差距的贡献可以通过工资方程的可决系数 !

.

#

"来反映&

在众多的实证研究中#可观测的技能 !如教育和经验"的解释能力往往只在

"̀̂

左右#

!大部分工资差距无法通过可观测的特征来解释&与此同时#无论

是日常的观察还是已有的经验研究都表明组内收入差距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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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考察组内工资差距的变化以及

背后的原因对于理解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动具有重要意义&

从分解的角度看#组内工资差距上升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个也是

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可观测的技能的价格上升 !价格效应"&如果技能分布不

变#技能价格上升自然会导致收入差距的上升&大多数研究都认为技能价格

的上升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组内工资差距上升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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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然而#一旦我们更加仔细地审视组

内差距的内部结构#便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简单地讲#总体组内差距

是每个组别内部工资差距的加权平均#而其权重就是各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

重#它反映了特征的分布状况&由于不同组别的组内差距并不必然相同#如

果可观测的特征分布发生变化#即便技能价格没有变化#总体的组内差距也

会发生变化&举例来说#如果大学毕业生的组内差距大于高中毕业生#那么

单纯随着劳动者中大学毕业生比例的增加#总体的组内差距也会上升&本文

将由此导致的组内差距上升称为特征效应 !也可称其为组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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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美国的数据#发现特征效应是导致美国组

内收入差距上升的重要因素#这对于单纯强调技能价格的研究而言是一个重

要的修正&除了价格效应和特征效应外#测量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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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技能分布本身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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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导致组内差距的变化&这两

点暂时无需赘述&

!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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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解释变量!经验%教育以及省份虚拟变量"的解释能力大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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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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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

!::=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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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

在
=̀̂

左右&解释变量包括性别%少数民族%党员身份%所有制%省份%教育水平%年龄和职业&

本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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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年和
#""9

年的住户调查数据考察了城镇地区组

内工资差距的演变特征及其决定因素&我们发现#从
!::=

年到
#""#

年#工

资差距以及组内工资差距的上升主要发生在工资分布或残差工资分布的下半

部&通俗地讲#就是穷人变得更穷 !相对而言"&而从
#""#

年到
#""9

年#差

距的上升则主要集中在工资分布的上半部#即富人更富&接下来#我们同时

利用
AYN

方法 !

A&6(/S+!"#$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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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于分位回归的分解方法 !有时简

称
GG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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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特征效

应对于组内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特征效应对于组内工资差距的影响很

小&考虑到
#"

世纪
:"

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地区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这一结

果有些出人意料&但是#换个角度讲#本文的实证结果为那些直接将组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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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差距上升的原因归结为价格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

此外#本文还构造了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利用地区间的变动考察了影

响组内工资差距的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所有制结构变动是导致

技能价格 !以及组内差距"上升的重要因素#其影响主要体现在
!::=

年至

#""#

年&这一结果与现有的研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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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国加入
D?7

对

于组内差距的上升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要么认

为全球化尚未对我国的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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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没

有注意到加入
D?7

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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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出口以及
YAE

对城镇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没有区分时间阶段#因此无法

识别加入
D?7

是否对我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 收入包括工资%经营收入%财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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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我国城镇地区组内工资差距的研究较少#仍然有一些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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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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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份的城镇家庭收支调查 !

BME)Q

"数据考察了城

镇地区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并将其分解为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两个部分&

他们的结果表明组内收入方差对于总体方差的解释能力在
;"̂

左右&他们还

考察了影响城镇地区收入差距的因素 !所有制调整%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等"#

但是没有进一步将组内差距分解为价格效应和特征效应&此外#他们关注的

内容是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并非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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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了相同

来源的数据 !但是只涵盖
!;

个省份"#同时她们只考虑了工资收入&通过将

工资的总体方差分解为可观测的价格效应%特征效应以及组内方差#她们发

现组内工资差距的上升是导致总体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不过她们没有明确

考虑组内方差变化的特征效应和价格效应&此外#上述两项研究都是基于方

差分解的方法#没有细致考察组内工资的分布状况&相比之下#本文的方法

可以对整个分布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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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项相对较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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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方法 !后面简称
>GP

方法"#分析

了
!:<<

年至
!:::

年的工资差距&他们同样发现了组内差距的显著上升#并

认为技能价格的上升可以解释总体工资差距的上升&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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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利用了

基于分位回归的
>GP

分解"

_

#由于使用的是相同的数据#两项研究的结果非

常接近&与他们相比#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更具时效性#这使我们可以发现近

些年来工资分布变化的新趋势&此外#这两项研究都没有通过实证分析对技

能价格的上升进行解释&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我国城镇地区经济改革的背景

并描述数据)第三部分介绍本文利用的分解方法$$$

AYN

方法和基于分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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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的方法)第四部分报告分解结果)第五部分通过估计城市水平的固定效应

模型考察了组内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此外#还简单讨论了技能分布变动和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本文结果的影响)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 已经有很多出色的研究考察了经济转型对于劳动力市场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如
N&('S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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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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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有部门比例为城镇地区注册劳动力中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这里的数据是作者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_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二!背景和数据描述

!一"背景

""

在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内 !

!::=

$

#""9

年"#我国城镇地区经历了深刻的

经济转型&本文总结了三个方面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对城镇地区的收入分

配状况产生了或正在产生重要的影响&

=

首先是
#"

世纪
:"

年代末#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早在

!::#

年#中央政府就已经将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但是#直至
:"

年代中期#城镇部门改革的步伐仍然缓慢#国

有企业内部冗员严重#经济效益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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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召开

的中共十五大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会议强调要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

结构(#在进一步阐述公有经济含义的同时#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十五大报告还指出要健全财产法

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这些不仅进一步为非公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了依据&

;在随后的几

年里大量国有企业要么转变为股份制#要么破产%合并或者改组&随着企业

改革深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亦难以避免&到

#""#

年#我国城镇劳动力在公有部门就业的比例从
!::=

年的
9;̂

下降到

了
`̀ ^

&

9

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所有制结构调整会对城镇地区的工资结构以及组内

工资差距产生影响&首先#公有部门和民营部门之间有着显著不同的工资决

定机制&一般而言#后者的工资机制更加灵活并以市场为导向#组间和组内

的工资差距更大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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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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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移到民营部门#工资结构以及工资差距自然会发生

变化&其次#公有部门内部的工资决定机制也在不断演变&例如#邢春冰

!

#""9

"发现
#"

世纪
:"

年代公有部门内部的教育回报率呈显著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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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国有企业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薪酬改革#其核心内容之

一是使薪酬与业绩挂钩&这样的改革很可能会加大收入差距&

<再次#所有制

调整过程中的 '抓大放小(原则使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成了垄断能力很强的企

业&与此同时#劳动力进入国有企业亦变得相对困难&这使得国有企业的工

资显著高于其他部门#也对城镇地区的工资差距产生了影响&在第五部分#

我们将考察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于组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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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美国的数据发现#绩效工资使得收入差距上升&

伴随着所有制改革#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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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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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快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例如在
#""#

年#我国削减了
="""

多种产品的关税&同一时期#我国大幅降低了对贸易活

动的管制程度#减少了贸易配额限制#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量大幅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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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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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D?7

之后#我国的出口增长迅猛#从
#""!

年到
#""=

年#我国的总出口额就从
#!!#

亿美元增加到
=#==

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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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会对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

会产生影响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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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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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全球化使得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大)

D1&('S

D.

!

#""̀

"的研究则表明开放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是负相关关系)

D('!"

#$5

!

#""9

"的结果则表明全球化使得地区间差距缩小&与本文最为接近的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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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结果表明
YAE

和出口均对城镇地区的总体以及组内

收入方差有显著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考察加入
D?7

对我国城镇地区组内收

入差距的影响&

我们考虑的第三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是高考扩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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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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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末的高考扩招显著提高了高中毕

业生上大学的概率&如果不同教育水平的组内工资差距是不同的#那么教育

水平的提高将会导致总体的组内差距发生变化&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特征

效应&不过#大学扩招还会带来一种更加微妙的特征效应*由于我国的高考

系统是通过高考分数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机会上大学 !能力越高越有机会上大

学"#高考扩招的结果之一是使得能力相对低一些的高中毕业生也能够上大

学&这也意味着高考扩招会改变不同教育组别内部的能力 !技能"分布

!

G1'

H

!"#$5

#

#"!"

"&如果我们假定其分布不发生改变#那么其实际变化将

被认为是价格效应#这自然会影响到分解结果的可靠性&幸运的是#本文后

面的分析并没有发现教育组内的能力分布发生显著的变化&

我们忽略了很多会对组内工资差距产生影响的经济政策或因素&一方面#

我们受到数据的限制&另一方面#第五部分的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控

制很多城市层面不随时间改变的因素&最后#由于本文的样本是具有城市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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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居民#我们也没有考虑城乡移民问题&

!二"我国城镇地区的 !组内"工资差距及其演变

本文利用了
!::=

年%

#""#

年和
#""9

年三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

$MEP

"

的城镇住户数据&这三个年份的数据分别涵盖了
!!

%

!#

和
!;

个省份#这些

省份的选取在地域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

年和

#""#

年调查的省份基本相同#唯一的不同在于重庆市从四川省中划分出来

!重庆市也参加了
!::=

年的调查"&

:

#""9

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四个省份&

!"在

城市的层面#也有很多地区是重叠的&我们在第五部分中构造了城市层面的

面板数据考察影响组内工资差距的因素&

:

!::=

年和
#""#

年的省份包括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四川%!重庆"%云南和

甘肃&

!"

#""9

年新加入的省份是上海%浙江%福建和湖南&为了作跨时比较#我们也尝试了删除这四个省份的

数据#对结果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见脚注
!#

&

!! 很多研究强调了地区间的价格水平差异!

J/('S0('SM+2O

#

#"";

)

I+'

H

('SG1'

H

#

#""<

"&但是由于

本文在计算残差工资时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是否利用省级层面的
$PE

平减指数并不会影响本文的

结果&

!# 本文中对数工资方差的变化趋势与
G1'

H

!"#$5

!

#"!"

"的结果显著不同&后者发现
#"""

年以后#对数

工资方差上升的速度有所降低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为了找到原因#本文尝试了不同的数据处理方

式&首先#我们像
G1'

H

!"#$5

!

#"!"

#

!̀

页"那样删除了工资分布中最低和最高的
!̂

样本&尽管这使得对

数工资方差大幅下降!特别是
#""9

年"#其从
#""#

年到
#""9

年上升的幅度仍然很大!见附录表
R!CR

"&

其次#由于地区间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进一步删除了
#""9

年中新增加的省份#这对结果影响很小!表
R

!CJ

"&最后#我们将工资数据中的'其他劳动收入(排除在外#这使得对数收入方差变化很大!表
R!C$

"&

从
!::=

年到
#""#

年#男性的对数收入方差增加了
"5!;

#而从
#""#

到
#""9

年#增加幅度只有
"5"<

&女

性在这两个时期的增加幅度分别为
"5!=

和
"5"<

&因此#'其他劳动收入(可能是造成本文与
G1'

H

!"#$5

!

#"!"

"存在差别的原因&尽管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会使得对数工资方差变动很大#其他的工资差距指

标#特别是分位点之间的差距对此却并不敏感&这主要是因为分位点往往对极值或异常值并不敏感&由

于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可以对整个分布进行分解#其分解结果也会相对稳健&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

文仍然保留了所有有工资收入的样本#而且将'其他劳动收入(考虑在内&

我们只保留了
!<

$

;"

岁%年工资收入大于零的样本&本文利用的年工资

收入包括一般性的工资收入%津贴和其他劳动收入&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提

供的消费价格指数将所有年份的工资收入平减到
!::=

年的水平&

!!考虑到性别

差异#本文对男性和女性样本分别进行考察&表
!

报告了各个年份的工资水

平和工资差距 !均基于自然对数形式"&从
!::=

年到
#""#

年再到
#""9

年#

男性的平均对数工资分别增长了
"5_:

和
"5=#

&女性的平均对数工资增长相对

缓慢#分别为
"5_<

和
"5̀;

&

与此同时#工资差距也在不断上升&男性的对数工资方差从
!::=

年的

"5_!

上升到
#""#

年的
"5=_

#并进一步上升到
#""9

年的
"59<

&

!#从
!::=

年到

#""#

年#工资分布
="i!"

分位点间的差距从
"59#

上升到
"5<9

)而
:"i="

分

位点间的差距则从
"5;"

增加到
"5;<

#有
;=̂

以上的工资差距上升发生在工

资分布的下半部分&

#""#

年到
#""9

年的变化规律截然相反*约有
;"̂

的工



第
!

期 邢春冰%李
"

实*城镇地区的组内工资差距
!̀9

""

资差距 !

:"i!"

分位点之差"上升来自工资分布的上半部分&换言之#第一

个时期的工资差距上升主要是因为穷人变得更穷#第二个时期则是因为富人

变得更富&女性的工资差距也在不断上升&与男性不同#女性工资差距的上

升在第一个时期更多来自工资分布的上半部分#在第二个时期则更多来自下

半部分&

表
!

"

工资差距与组内工资差距

!::= #""# #""9

男性

!::= #""# #""9

女性

R

*

N'

!工资"

均值
<5;̀" :5!#" :5;_! <5̀:< <5<<" :5#̀;

Z

:"i

Z

!" !5̀!= !5=== !5<9: !5=#_ !5;:̀ #5"=!

Z

="i

Z

!" "59!9 "5<9! !5""# "5<:_ "5:!" !5!̀=

Z

:"i

Z

=" "5=:< "5;<_ "5<9; "5;̀" "59<_ "5:!;

方差
"5_!_ "5=__ "599; "5;"9 "5=:̀ !5"_;

J

*组内差距 !

@1F&S.(2E

"

(

Z

:"i

Z

!" !5":= !5̀#= !5=#_ !5#̀` !5_!# !59#"

Z

="i

Z

!" "5=<" "59=! "5<_# "59"9 "5<"! "5:_:

Z

:"i

Z

=" "5=!_ "5=9_ "5;<̀ "5=#= "5;!# "599#

方差
"5̀!! "5_"9 "5=<; "5_9= "5_̀" "59:#

$

*增加控制变量后的组内差距!

@1F&S.(2EE

"

8

Z

:"i

Z

!" !5"__ !5#=_ !5̀<# !5!_< !5̀_# !5̀:#

Z

="i

Z

!" "5==" "5;<# "59#; "5;=! "59_; "59#!

Z

:"i

Z

=" "5_:̀ "5=9# "5;=; "5_:9 "5=:; "5;9"

方差
"5#<; "5̀;_ "5_#̀ "5̀<; "5̀9: "5_#̀

""

注*

(X

首先用
2'

!

[(

H

1

"对教育水平虚拟变量%经验组虚拟变量%此两者的交叉项以及省份虚拟变量

做回归#然后预测得到残差#利用残差计算各种组内工资差距指标)

8X

除了
(

中的变量外#回归模型中还

添加了职业%所有制以及行业虚拟变量&

为了考察组内工资差距#本文为不同年份男性和女性的样本分别估计了

工资方程 !自变量包括教育水平虚拟变量%经验组别虚拟变量%教育和经验

的交叉项以及省份虚拟变量"&然后利用估计的模型预测每个样本的工资残

差&结果表明#各个年份的回归模型中#可观测的特征 !技能"能够解释总

体工资差距的约
!

+

_

#不可解释的 !组内"工资差距占总体工资差距的约
`

+

_

!比较表
!

的
R

和
J

两部分"&换句话说#即便剔除掉组间差距#工资差距仍

然很大 !图
!

给出了工资分布和残差工资分布的核密度估计"&男性组内差距

的规律和总体工资差距的规律非常类似&女性组内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有所

变化*

#""#

$

#""9

年#女性组内收入差距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工资分布的上半

部分&这与同一时期女性总体工资差距变化的规律不同#却与男性总体及组

内工资差距的变化规律更为一致&组内差距上升是总体工资差距上升的重要

原因&从
!::=

年到
#""#

年再到
#""9

年#男性的组内工资方差分别增加了

"5":;

和
"5!9:

#分别是同时期总体方差增加幅度的
9_̂

和
99̂

&其他不平

等指标和女性的结果也表现出类似的规律&表
!

的
$

部分在预测残差工资的



!̀<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时候进一步控制了所有制%职业和行业&这无疑增加了工资方程的解释能力

!组内工资差距变小"&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大比例的工资差距不能被这些因

素所解释#组内差距的上升仍然是导致总体工资差距上升的重要因素&

图
!

"

工资分布和组内工资分布

如果不同组别的组内工资差距存在差异#总体组内差距将会受到特征分

布变化的影响&我们将样本按照经验和教育水平分为
#_

个教育$经验组别&

;

个不同的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技校%大专和大学及以上)

_

个不同的经验水平为
!"

年以下%

!!

$

#"

年%

#!

$

"̀

年和
!̀

年以上&表
#

报告了男性各个组别的组内工资方差以及不同组别占总样本的比例&大多数

教育$经验组 !特别是教育水平较高的组"的组内工资方差在两个时期内

!

!::=

$

#""#

%

#""#

$

#""9

"均有所上升&但是对于低教育水平 !技校以下"

或低经验水平 !低于
!"

年"的组别有些例外#他们的组内工资差距有时会出

现下降的趋势&对于每个特定的年份#组内差距在不同组别之间也存在一定

差异*教育水平和经验较低的组往往具有更大的组内差距&女性的情况与此

大致相同 !见表
`

"&然而理论模型 !如
G&'*1/

#

!:9_

"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

结果 !

N1,&1.a

#

#"";(

"却表明#高教育水平以及经验水平更高的组群的组

内差距更大&这大概与我国城镇地区的转型特征以及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工资

决定机制有关&由于教育水平较高或年龄较大者更倾向于在公有部门就业#

而公有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比较僵化#使得这类组别的组内差距相对较小&

相比之下#教育水平较低和年轻的组别更倾向于在民营部门就业#雇主有更

多的自主权根据雇员的表现来决定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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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

"

组内方差的变化以及特征构成变化!男性"

组内方差

变化

!::= #""# #""9 :=

$

"#"#

$

"9

占总劳动力的比重 !

^

"

变化

!::= #""# #""9 :=

$

"#"#

$

"9

小学及以下 !

)ABf!

"

"

$

!" "59; !5<9 "5̀# !5!! i!5=; "5!_ "5!: "5!= "5"_ i"5"_

!!

$

#" "5̀= "5__ "5<! "5": "5̀9 "5=̀ "5#< "5## "5#= i"5";

#!

$

"̀ "5=9 "5_̀ "5=: i"5!_ "5!; !5<; "59< "5== i!5"< i"5#_

!̀h "5<̀ "5__ !5"̀ i"5_" "5=: !5:! !5#: !5#̀ "5;# i"5";

初中 !

)ABf#

"

"

$

!" "59< "5:" "5=# "5!̀ i"5̀: 5̀9< !5;< !5_< i#5": i"5#"

!!

$

#" "5=# "5<; "5<̀ "5̀` i"5"̀ ;5== _5:̀ 5̀!" i!5;! i!5<̀

#!

$

"̀ "5#9 "5_9 "5;= "5#" "5!<!#59̀ <59! ;5̀" i_5"# i#5_"

!̀h "5;! "5_: !5!9 i"5!# "5;< _5:! <5;̀ !"5"= 5̀9̀ !5_#

高中!

)ABf̀

"

"

$

!" "5_< "5;: "5=9 "5#! i"5!# =5#: 5̀:# #5;= i!5̀; i!5#9

!!

$

#" "5̀` "5=9 "5;! "5#_ "5"_ :5## ;59̀ _5:= i#5_: i!599

#!

$

"̀ "5#: "5̀< "5<! "5": "5__ =5=: !#5#" !"5!! ;5;! i#5":

!̀h "5__ "5__ "5<" "5"" "5̀; #5_= 5̀;̀ 95"" !5!9 5̀̀9

技校!

)ABf_

"

"

$

!" "5̀< "5;: "5=# "5̀! i"5!9 5̀<# #5!: #5̀" i!5;_ "5!!

!!

$

#" "5#; "5̀= "5;# "5": "5#< 5̀<# #5=_ 5̀"_ i!5#< "5="

#!

$

"̀ "5!; "5#9 "5_9 "5!! "5#" =5!! #5:: #5;# i#5!# i"5̀9

!̀h "5_# "5_: "5<< "5"9 "5̀: 5̀=" 5̀"! #5=# i"5=" i"5_:

大专 !

)ABf=

"

"

$

!" "5̀= "5_9 "5;! "5!# "5!̀ 5̀=" _5#; _5#_ "59; i"5"̀

!!

$

#" "5#" "5̀_ "5_; "5!_ "5!̀ ;5#" 95#= ;599 !5"= i"5_<

#!

$

"̀ "5## "5#= "5̀= "5"̀ "5!" ;5!̀ 95!; 95_; !5"̀ "5̀"

!̀h "5#̀ "5#< "5=; "5"= "5#< #5_! _5<# =5<= #5_# !5"̀

大学及以上 !

)ABf;

"

"

$

!" "5̀: "5_# "5== "5"̀ "5!̀ #5!# #599 5̀<9 "5;= !5!"

!!

$

#" "5## "5̀; "5=_ "5!_ "5!< #5̀` =5_# =5:< 5̀": "5=;

#!

$

"̀ "5!_ "5#: "5̀< "5!= "5": 5̀_; #59! =5## i"59= #5=!

!̀h "5̀< "5_; "5_9 "5"< "5"! #5;_ !5:! #5̀# i"59_ "5_#

""

注*'

"

$

!"

(%'

!!

$

#"

(%'

#!

$

"̀

(和'

!̀h

(指的是不同的经验组别&经验
f

年龄
i

教育年限
i;

&

表
`

"

组内方差的变化以及特征构成变化!女性"

组内方差

变化

!::= #""# #""9 :=

$

"#"#

$

"9

占总劳动力的比重 !

^

"

变化

!::= #""# #""9 :=

$

"#"#

$

"9

小学及以下 !

)ABf!

"

"

$

!" "5=_ "5<# "5_; "5#: i"5̀; !5"" "5;; "5_# i"5̀_ i"5#̀

!!

$

#" "5<< "5== !5!_ i"5̀` "5=: !5<! "5=_ "5_! i!5#; i"5!̀

#!

$

"̀ "5<; "5#9 !5;̀ i"5=: !5̀; #599 "5<: "5<_ i!5<9 i"5";

!̀h #5=< "5== !5;9 i#5"̀ !5!# "5=< "5#< "5;= i"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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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内方差

变化

!::= #""# #""9 :=

$

"#"#

$

"9

占总劳动力的比重 !

^

"

变化

!::= #""# #""9 :=

$

"#"#

$

"9

初中!

)ABf#

"

"

$

!" "59" "5;9 "5<; i"5"̀ "5!: =5;< 5̀#9 #5=: i#5_! i"5;<

!!

$

#" "5_: "5;# "5;9 "5!̀ "5"= :5:# ;59_ _5#= ì5!: i#5_:

#!

$

"̀ "5=_ "5_= "5:! i"5": "5_;!_5;: <5#_ ;5;< i;5_= i!5=;

!̀h !5;< "5_! #599 i!5#9 #5̀; #5!" #5;; _5<̀ "5=; #5!9

高中 !

)ABf̀

"

"

$

!" "5=< "5;# "5;< "5"_ "5"; ;5_# _5̀; 5̀"̀ i#5"; i!5̀`

!!

$

#" "5̀_ "5=_ "5;< "5!: "5!_!̀5=! :5__ ;5<_ i_5"9 i#5;!

#!

$

"̀ "5̀= "5__ "5<! "5": "5̀9 =5=; !_5;9 !#5:9 :5!# i!59!

!̀h 5̀̀< "5_! !5_< i#5:9 !5"9 "5;< !59# _59" !5"_ #5:<

技校 !

)ABf_

"

"

$

!" "59! "5;# "5;9 i"5": "5"; _5<9 _5"9 5̀"# i"5<" i!5";

!!

$

#" "5̀" "5_< "5_̀ "5!< i"5"= =5"9 _5!" 5̀:: i"5:9 i"5!!

#!

$

"̀ "5̀_ "5̀< "59" "5"̀ "5̀# =5;̀ _5:= 5̀9: i"5;< i!5!=

!̀h !5̀# "59" #5!9 i"5;̀ !5_9 !5:< #5"̀ #5̀< "5"_ "5̀=

大专 !

)ABf=

"

"

$

!" "5̀; "5== "59̀ "5!< "5!: 5̀#̀ ;5=# ;5;= 5̀̀" "5!̀

!!

$

#" "5#̀ "5̀" "5_! "5"; "5!# _5=# <5;" :5̀; _5"9 "59;

#!

$

"̀ "5!9 "5#: "5=: "5!# "5̀" _5"9 ;5"= 95=; !5:: !5=!

!̀h "5_: "5̀` !5"! i"5!; "5;< "59= #5#! 5̀"# !5_; "5<"

大学 !

)ABf;

"

"

$

!" "5_̀ "5=; "5=9 "5!̀ "5"! !59_ #5=_ _5_9 "5<! !5:̀

!!

$

#" "5!= "5;; "5_" "5=! i"5#; !5̀` 5̀_; _5=" #5!̀ !5"_

#!

$

"̀ "5!9 "5#̀ "5̀` "5"; "5!" !5=! !5=̀ #5## "5"# "5;:

!̀h "5=: "5̀; "59< i"5## "5_# "5;" "5_= "5<_ i"5!= "5̀:

""

注*'

"

$

!"

(%'

!!

$

#"

(%'

#!

$

"̀

(和'

!̀h

(指的是不同的经验组别&经验
f

年龄
i

教育年限
i;

&

由于不同组别的组内工资差距存在差异#特征分布的变化将会对总体组

内差距产生影响 !即特征效应"&由表
#

和表
`

的最后两列可以看出#我国城

镇地区的劳动力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所占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具

有较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则相对降低&为了更加严格的考察特征组成的变化#

我们将
#""#

年的数据分别与
!::=

年和
#""9

年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并生成一

个代表
#""#

年的虚拟变量 !

#""#

年
f!

#否则
f"

"#然后估计
P/+8&0

模型#

自变量为教育虚拟变量%经验虚拟变量%两者的交叉项以及省份虚拟变量&

表
_

的结果表明#不同年份之间的特征分布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女性

劳动力特征的变化似乎更加显著&这里的估计结果将被用来构造反事实的组

内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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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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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_

"

P/+8&0

模型!边际效应"

#""#

年
f!

+否则
f"

男性

!::=LF#""# #""#LF#""9

女性

!::=LF#""# #""#LF#""9

初中
i"5;̀#

!!

"5!#< i"5"<! i"5!=<

!

"5̀"_

" !

"5#<̀

" !

"5!==

" !

"5#"=

"

高中
i"5̀_# "5̀ "̀ "5"!< i"5!"=

!

"5̀""

" !

"5#9=

" !

"5!=#

" !

"5#"#

"

技校
i"5_<= "5";9 "5!=̀ i"5!:"

!

"5̀ "̀

" !

"5#9<

" !

"5!=_

" !

"5#"#

"

大专
i"5"#: "5";"

"59!!

!!!

i"5̀;<

!

!

"5̀"!

" !

"5#9̀

" !

"5!=_

" !

"5!:;

"

大学及以上
"5""9 i"5!9<

"5=";

!!!

i"59;;

!!!

!

"5̀"=

" !

"5#9_

" !

"5!;9

" !

"5#"#

"

经验组
!!

$

#" i"5_=# "5!<̀

i"5_=!

!!

i"5"_9

!

"5̀="

" !

"5̀=:

" !

"5!:_

" !

"5#9:

"

经验组
#!

$

"̀

i"5;9"

!!

"5#=<

i"5_"<

!!

i"5#̀#

!

"5̀!_

" !

"5̀"=

" !

"5!9;

" !

"5#̀<

"

经验组
"̀h i"5_"= "5!̀_ i"5!=9

i"59<=

!!!

!

"5̀!"

" !

"5#<9

" !

"5#_=

" !

"5#<#

"

初中
l

经验组
!!

$

#"

"59;_

!!

"5"""

"5=9<

!!!

"5!;=

!

"5̀;#

" !

"5̀9;

" !

"5#":

" !

"5#:=

"

初中
l

经验组
#!

$

"̀

"5:#!

!!!

i"5!;̀

"5_!#

!!

"5!<;

!

"5̀#=

" !

"5̀##

" !

"5!:"

" !

"5#=;

"

初中
l

经验组
!̀h

!5##:

!!!

i"5#9;

"5;=_

!!

"5#̀_

!

"5̀##

" !

"5̀"=

" !

"5#;;

" !

"5̀"!

"

高中
l

经验组
!!

$

#" "5_;# i"5#"<

"5_=:

!!

"5""#

!

"5̀=9

" !

"5̀;<

" !

"5#"=

" !

"5#:!

"

高中
l

经验组
#!

$

"̀

!5̀__

!!!

i"5̀ :̀

!5##9

!!!

"5"="

!

"5̀##

" !

"5̀!_

" !

"5!<:

" !

"5#=!

"

高中
l

经验组
!̀h

"5<_<

!!!

i"5<!_

!!!

"5:_<

!!!

i"5":<

!

"5̀##

" !

"5#::

" !

"5#<"

" !

"5̀"!

"

技校
l

经验组
!!

$

#" "5=_# i"5̀=_

"5__=

!!

i"5";<

!

"5̀ ;̀

" !

"5̀9_

" !

"5#!#

" !

"5#:=

"

技校
l

经验组
#!

$

"̀

"5;;̀

!!

i"5!;=

"5_=#

!!

"5#9_

!

"5̀#<

" !

"5̀#_

" !

"5!:_

" !

"5#=9

"

技校
l

经验组
!̀h

"5;=#

!!

"5""! "5#<_ "5_9<

!

"5̀#_

" !

"5̀";

" !

"5#;<

" !

"5̀"_

"

大专
l

经验组
!!

$

#" "5__" i"5!__

"5_!;

!!

i"5""<

!

"5̀=<

" !

"5̀;;

" !

"5#":

" !

"5#<9

"

大专
l

经验组
#!

$

"̀

"5;̀:

!!

i"5̀#_ "5!9" "5";#

!

"5̀ #̀

" !

"5̀ !̀

" !

"5!:_

" !

"5#_:

"

大专
l

经验组
!̀h

"59!=

!!

i"5#<" "5̀ :̀

"5=̀;

!

!

"5̀##

" !

"5#:9

" !

"5#99

" !

"5#:<

"

大学及以上
l

经验组
!!

$

#"

"5<#:

!!

"5""=

"5<!"

!!!

"5#9!

!

"5̀;_

" !

"5̀;<

" !

"5#̀"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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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年
f!

+否则
f"

男性

!::=LF#""# #""#LF#""9

女性

!::=LF#""# #""#LF#""9

大学及以上
l

经验组
#!

$

"̀ "5̀#; i"5_;# "5"99 "5̀9!

!

"5̀ !̀

" !

"5̀!<

" !

"5##_

" !

"5#;;

"

大学及以上
l

经验组
!̀h "5";# i"5"̀_ i"5#;:

"59_"

!!

!

"5̀#:

" !

"5̀"=

" !

"5̀!=

" !

"5̀ _̀

"

$+'F0('0 "5"=< i"5̀ `̀

i"5̀::

!!!

"5!==

!

"5#:<

" !

"5#;:

" !

"5!_:

" !

"5!:_

"

PF1.S+.

#

"5"_! "5"̀_ "5";" "5"_"

H !!_"9 !!_## :99_ :=!<

""

注*

!X

括号中为标准差)

#X

!

%

!!

%

!!!分别表示在
!"̂

%

=̂

和
!̂

的水平上显著)

X̀

回归中控制了

省份虚拟变量)

_X

回归中小学及以下组别和
"

$

!"

年经验组为省略组&

三!分解组内工资差距

假设存在如下
G&'*1/

工资方程*

3)"

`

c

)"

(

"

a*

)"

# !

!

"

其中
3)"

代表对数工资#向量
c

)"

包含了可观测的特征#如经验虚拟变量 !经验

f

年龄
i

教育年限
i;

"%教育水平虚拟变量%经验和教育水平的交叉项以及

省份虚拟变量#

*

)"

为随机扰动项#其分布就是本文关注的组内差距&我们可

以将其视为不可观测的技能 !

!

)"

"与该技能的价格 !

@"

"的乘积&再考虑到测

量误差 !

/

)"

"#便可得到误差成分模型 !

1//+/*+,

Z

+'1'0,+S12

#见
$%(

3

('S

N11

#

#"""

)

N1,&1.a

#

#"";8

"*

*

)"

`

@"

!

)"

a

/

)"

%

!

#

"

""

接下来#我们考察工资残差的边际分布 !

,(/

H

&'(2S&F0/&8.0&+'

"#即残差

不平等或组内差距&

J

"

!

*

)"

"

`

.

J

*f

c

!

*

)"

f

c

#

"

*

`

"

"

S;

c

!

c

f

"

c

`

"

"# !

`

"

"

时期的无条件工资残差分布 !总体组内差距"等于将
"

时期工资残差的条件

分布!

J

*3

c

!

*

)"

3

c

#

"

*

f"

""在
"

时期的特征分布!

;

c

!

c

3

"

c

f"

""上求积分&工资

残差的条件分布实质上就是不同组别 !

c

"的组内工资差距#其求积分的过程

即是将不同组别的组内差距加权平均的过程& !

`

"式的重要性在于表明组内

差距会因
c

不同而不同#

c

分布的变化会导致加权后的组内工资差距发生

变化&

各种理论模型都预测组内工资差距会随着教育和经验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G&'*1/

!

!:9_

"指出#由于人们在在职培训 !

+'C0%1C

W

+80/(&'&'

H

"上的投资存

在差异#组内工资差距将随着经验的增加而上升&在一个简单的学习模型中#

Y(/81/('SI&88+'F

!

!::;

"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N1,&1.a

!

#"";(

"利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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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城镇地区的组内工资差距
#̀̀

""

随机系数模型 !

/('S+,*+1\\&*&1'0,+S12

"表明#高教育水平的组内工资方差

应大于低教育水平组#而且前者组内方差随着经验而增加的幅度要高于后者&

实证方面#组内方差依赖于
b

实际上意味着回归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 !见

V+1'K1/('SJ(FF100

#

!:<#

)

J.*%&'FK

3

#

!::_

)

N1,&1.a

#

#"";8

)

R.0+/!"

#$5

#

#""<

"&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组内方差会随特征的改变而改变

!邢春冰#

#"";

)罗楚亮#

#""9

"&

!̀ 我们在第五部分对这两个假设做简单的讨论&

!_ 我们也可以构造如下的反事实*

J

F

!

*

)

"

fJ

*

!

*

)

3

"

c

f!

#

"

@

f"

"&然后利用它来进行分解&本文利用了

不同的组合来构造反事实组内差距#结果对此并不十分敏感&见第四部分的最后一段&

回到 !

`

"式&如果假定测量误差 !

/

)"

"和技能分布 !

!

)"

"不随时间改

变#

!̀

!

`

"式又可写为*

J

"

!

*

)

"

`

.

J

*f

c

!

@"

!

)"

a

/

)"

f

c

#

"

@

`

"

"

S;

c

!

c

f

"

c

`

"

"# !

]̀

"

则组内工资差距的上升要么来源于技能价格 !

@"

"的上升#要么来源于特征

分布!

;

!

c

3

"

""的变化&为了将价格效应和特征效应分解开来#构造反事实的

组内差距 !以保持特征分布或技能价格不随时间改变"是我们的核心任务之

一&考虑时期
"

到时期
!

到组内差距变化&我们要构造如下的反事实*如果

特征分布保持时期
"

的形状#时期
!

的组内差距是怎样的, 假设特征分布的

变化对于工资的条件分布没有影响#这个反事实可以表示如下*

J

F

!

*

)

"

`

J

*

!

*

)

f

"

c

`

"

#

"

@

`

!

"

`

.

J

*f

c

!

@"

!

)"

a

/

)"

f

c

#

"

@

`

!

"

S;

c

!

c

f

"

c

`

"

"

%

!

_

"

""

上述反事实分布是将时期
!

的条件分布在时期
"

的特征分布上求积分得

到的&

!_正是基于这个观察#我们有如下两种构造反事实的方法&

第一种是基于分位回归的方法#即
GG

方法&我们首先利用时期
!

的数

据做中位数回归 !因变量为对数工资"#得到残差)然后再用工资残差作为因

变量估计不同条件分位点的工资方程&不同分位回归中的系数实际上描述了

时期
!

工资残差条件分布的情况&然后#我们利用时期
"

的特征数据以及时

期
!

的分位回归系数预测工资 !残差"#相当于在时期
"

的特征分布上求积

分&时期
"

的特征数据可以通过有放回的随机抽样得到 !

G(*%(S+('SG(0(

#

#""=

"#也可以直接将所有时期
"

的样本与每个分位点分位回归的系数向量相

乘 !

R.0+/!"#$5

#

#""<

"&本文采用后一种方法&不同分位点的分位回归可以

估计出组内差距的条件分布#但同时也会对条件分布的结构做出一定的限制&

而通过重新抽样或者直接利用所有样本#则无需通过参数的方法估计特征分

布的变化&

第二种构造反事实的方法来自
A&'(/S+!"#$5

!

!::;

"#即
AYN

方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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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反事实分布与时期
!

的分布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特征分布不同#因此反事

实分布可以通过为时期
!

的残差工资数据重设权重得到&每个样本新的权重

可以表示如下 !详细过程请参考
A&'(/S+!"#$5

#

!::;

"*

%`

P/

!

"

`

"

f

c

"+!

!

_

P/

!

"

`

"

f

c

""

%

!

=

"

""

具体的过程如下*首先将时期
!

和时期
"

的数据放到一起#用一个虚拟

变量来表示时期
"

#如果样本属于时期
"

#该变量等于
!

#否则等于
"

&接着以

此为因变量估计
Z

/+8&0

模型&然后为所有样本预测属于时期
"

的概率#并计

算权重g

%

)

fP/

n

!

"f"

3

c

)

"+!

!iP/

n

!

"f"

3

c

)

""&最后#利用这一权重以及时期
!

的工资残差可得到反事实的组内工资差距&

AYN

方法的洞见在于#时期
!

的

技能价格隐身于时期
!

的真实分布之中#我们要做的只是调整特征分布而已&

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考虑
!::=

年和
#""#

年的工资分布&由

于大学扩招#

#""#

年样本中的大学毕业生会相对较多&在利用
#""#

年的工资

残差来构造反事实的组内差距时#应该给大学毕业生样本更低的权重以反映

!::=

年的样本中大学毕业生相对较少这一事实&很显然#对于大学毕业生而

言#通过 !

=

"式所计算的权重会相对较低&由于
AYN

方法和基于分位回归

的方法各有优缺点#本文使用了这两种方法&

!=每一种方法的分解练习可以视

为对另一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事实上#

AYN

和基于分位回归的方法在概念上非常类似#使用这两种方法的研究者并没有发现其中任

何一个方法显著优于对方&一个典型的研究是
R.0+/!"#$5

!

#""<

"#他们扩展了
GG

方法来考察工资不

平等变化的组成!

*+,

Z

+F&0&+'

"效应和价格效应&将其结果与
N1,&1.a

!

#"";8

"比较#他们发现两种方法

本身的差异并不足以导致不同的结论!他们的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并不是因为使用的方法不同"&

!; 如果我们构造如下反事实#

J

F

!

*

)

"

fJ

*

!

*

)

3

"

c

f!

#

"

@

f"

"#

/

!

i/

*

是价格效应#

/

*

i/

"

是特征效应&

最后我们定义一个反映组内差距的不平等指标
/

!

J

"#

/

!-"将不同的组

内工资分布对应到不同的实数值上来&比如#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计算基尼系

数的规则#它也可以是计算其他不平等指标 !如方差%

?%1&2

指数%分位点或

分位点间的差距"的规则&一旦我们构造了反事实的工资残差分布#总体的

组内差距的变动就可以分解如下*

/

!

_

/

"

`

0

/

!

_

/

*

1

a

0

/

*

_

/

"

1

`8

/

c

a8

/

C

# !

;

"

上式中
/

"

f/

!

J

"

!

*

)

""#

/

!

f/

!

J

!

!

*

)

""#

/

F

f/

!

J

F

!

*

)

""&很显然# !

;

"式右

边的第一项 !

8

c

"反映的是特征效应#第二项 !

8

C

"反映的是价格效应&

!;

四!反事实组内差距和分解结果

!一"基于分位回归的分解

我们已经在第二部分看到了组内差距会因组别而不同&为了以更加严格

的方式考察组内工资差距随着可观测的特征发生变动#我们为不同年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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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的样本估计了一系列的分位回归模型#因变量为中位数回归中的工资残

差&对于每组样本#我们在每个百分位点 !

!

#

#

#3#

::

"都估计一次&

!9如果

工资残差的条件分布不随可观测的特征而改变#不同分位点回归系数之间应

该没有系统的差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图
#(

至图
#*

报告了不同年份男性

分位回归中教育水平和经验的系数&

!<在图
#(

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低分位点

回归中的系数要显著高于高分位点#所有变量的系数 分位点曲线均向右下方

倾斜&然而这一规律在
#""#

年 !图
#8

"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对于较低的教育

水平#系数 分位点曲线开始呈现倒
B

形&而对于较高的教育水平 !大专和大

学及以上"#系数和分位点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单调的#并且向右下方倾斜#但

是不如
!::=

年明显&经验的系数及其在不同分位点之间的变化规律也发生了

变化&到
#""9

年#系数 分位点曲线变得更加平坦&女性的结果与之类似#

不再报告&

图
#(

"

分位回归中的系数 !

!::=

年男性样本"

!

1S.2f#

#

`

#

_

#

=

#

;

分别代表初中%高中%技校%大专和大学及以上)

1a

Z

1/*f#

#

`

#

_

分别代表如下经验组别*'

!!

$

#"

(%'

#!

$

"̀

(和 '

!̀h

(&小学及以下和
"

$

!"

经

验组别为回归中的省略组&图
#8

%图
#*

相同&"

!9 为了能够模拟事实或反事实的工资分布#需要选取等距离的分位点做回归!见
R.0+/!"#$5

#

#""<

"&

G(*%(S+('SG(0(

!

#""=

"建议在0

"

#

!

1分布上随机选取分位点#与
R.0+/!"#$5

!

#""<

"以及本文的做法

是相同道理&

!<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在这里的分位回归中没有包含教育和经验的交叉项&但是在构造反事实分布时#

我们加入了两者的交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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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分位回归中的系数 !

#""#

年男性样本"

图
#*

"

分位回归中的系数 !

#""9

年男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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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下来#我们构造工资残差的反事实分布#并以
#""#

年的技能价格 !条

件分布"加
!::=

年的特征分布这样的反事实组合来说明具体的过程&我们利

用
#""#

年的工资残差数据估计分位回归模型&在所有的分位回归中#自变量

包括教育%经验%两者的交叉项以及省份虚拟变量&我们在每个百分位点做

一次分位回归&并在每次分位回归之后#利用
!::=

年的数据预测一次工资残

差数据 !样本外预测"&也就是说#

!::=

年的数据将被使用
::

次#最终预测

的工资残差的样本量为
!::=

年样本量的
::

倍&这些预测的工资数据便可以

被用来估计反事实组内工资分布&图
`

的
R

和
J

分别报告了男性和女性的结

果&在图
`

的
R

和
J

中#长断线是由
#""#

年的技能价格 !分位回归系数"和

!::=

年的特征分布组合而成的反事实组内工资分布)断点线则代表
#""#

年的

技能价格加
#""9

年的特征分布这样的反事实)实线则为
#""#

年的真实分布&

估计结果表明#这三条曲线非常接近&也就是说#特征分布的变化对于组内

工资分布的影响比较小&这是本文的基本结果之一&

图
`

"

事实和反事实组内工资分布

!

R

和
J

为
GG

方法%

$

和
A

为
AYN

方法"

!二"

AYN

分解

我们也使用重设权重 !

AYN

"方法估计了组内工资分布的核密度函数&

我们利用
P/+8&0

模型的估计结果预测样本属于某一年份 !如
#""#

年"的概率

!

P/+8&0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_

"#并根据 !

=

"式计算相应的权重&我们为每

个性别分别估计了两个反事实分布以及一个实际分布&两个反事实均利用

#""#

年的工资残差数据#通过重新调整权重以反映
!::=

年和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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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9

年之间的特征分布差异&与基于分位回归构造的反事实一样#我们

保持
#""#

年的技能价格不变#允许特征分布发生变化&结果同样表明#特征

效应对于组内工资差距变化的解释能力很小 !见图
$̀

和
A

"&

在图
_

中#我们计算了组内工资分布在每个分位点上的实际变化%由价

格效应导致的变化以及由特征效应导致的变化&如果以
/

!

J

"代表某个分位点

的话#上述各项分别为 !

;

"式中的
/

!

i/

"

%

8

C

和
8

c

&首先看男性
!::=

年到

#""#

年的情况&在图
_R

中#实线代表了工资残差的不同分位点在此时间段

内的实际变化)长断线则代表了
#""#

年的实际分位点与
!::=

年的反事实分

位点间的差距#这是由特征变动所导致的)断点线则代表了
!::=

年的反事实

分位点与
!::=

年的实际分位点间的差距#这是由技能价格变动所导致的&断

点线与实线非常接近#说明由技能价格上升是导致组内工资分布变动的主导

原因&但是在收入分布的低端#特征效应为正#即特征的变动倾向于增加底

部的收入)而在收入分布的顶端#特征效应为负#但并不明显&总体来看#

特征效应较小#但是特征的变动 !如教育水平的提高"似乎发挥了降低组内

收入差距的作用&对于女性组内工资差距在同一时期的变动#技能价格仍然

是导致组内工资差距上升的主导原因)特征效应仍然很小#但同样起到了降

低组内差距的作用 !见图
_$

"&从
#""#

年到
#""9

年#男性和女性的组内工资

分布变动表现出与第一时期截然不同的特征*组内工资差距的上升主要来自

于其分布的上半部分&分解结果表明#技能价格上升仍然起主导作用#特征

效应非常小#但其在收入分布的底部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图
_

"

组内工资分布的分解 !

AY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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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量化分解结果以及考察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通过不同的技能价格与

技能 !特征"分布的组合来构造反事实组内工资分布#并计算了实际的以及

反事实不平等指标&在表
=R

中#每一列对应着某一特定年份的技能价格#每

一行则对应某一特定年份的特征分布&举例来说#第
!

列第
#

行中的组内工

资差距 !

:"

分位点
i!"

分位点"乃是
!::=

年的技能价格与
#""#

年的特征分

布组合而成的反事实)而第
#

列第
!

行中的数值则是
#""#

年的技能价格与

!::=

年的特征分布组合而成的反事实工资差距&

!:依此类推&因此#反映组内

工资不平等的指标在对角线的变动便是实际变动#在每一列上不同行之间的

变动是特征效应#在每一行上不同列之间的变动则代表了价格效应&表
=R

中

组内工资差距的实际变动与其在每一行上的变动基本一致)不平等指标在每

一列上的纵向变动很小&这一规律对于不同的工资差距指标以及对于男性和

女性而言均是适用的#进一步说明组内工资差距的上升主要来自技能价格的

上升&

表
=

"

AYN

分解结果

男性

不可观测技能的价格

!::= #""# #""9

女性

不可观测技能的价格

!::= #""# #""9

R

*

@1F&S.(2E

(

Z

:"i

Z

!"

!::= !5":= !5̀<< !5=!: !5#̀` !5_;< !5<""

#""# !5"=_ !5̀#= !5=̀! !5!99 !5_!# !59#"

#""9 !5"=_ !5̀#= !5=#_ !5!<; !5_#_ !59#"

Z

="i

Z

!"

!::= "5=<" "5<"_ "5<#9 "59"9 "5<̀! "5:=;

#""# "5=;̀ "59=! "5<_# "5;=; "5<"! "5:#9

#""9 "5=;! "59=! "5<_# "5;;! "5<!# "5:_:

Z

:"i

Z

="

!::= "5=!_ "5=<_ "5;:# "5=#= "5;̀9 "5<__

#""# "5_:! "5=9_ "5;<: "5=#" "5;!# "59:_

#""9 "5_:̀ "5=9_ "5;<̀ "5=#= "5;!# "599#

方差

!::= "5̀!! "5___ "5;!; "5_9= "5_;: "5<"9

#""# "5#:: "5_"9 "5;̀; "5_=9 "5_̀" "59;<

#""9 "5#:: "5̀:" "5=<; "5=<̀ "5_#" "59:#

J

*

@1F&S.(2EE

8

Z

:"i

Z

!"

!::= !5"__ !5##! !5̀!< !5!_< !5̀9; !5#=<

#""# !5":̀ !5#=_ !5̀=_ !5"9= !5̀_# !5_̀"

#""9 !5!<9 !5̀!" !5̀<# !5##9 !5̀ :̀ !5̀:#

!: 用
"f"

#

!

分别代表
!::=

年和
#""#

年&上述两个反事实分布!不平等指标"可以写为
J

F

!

*

)

"

fJ

*

!

*

)

3

"

c

f

!

#

"

@

f"

"和
J

F

!

*

)

"

fJ

*

!

*

)

3

"

c

f"

#

"

@

f!

"&此外表
=

中的反事实数据均利用
AYN

方法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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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男性

不可观测技能的价格

!::= #""# #""9

女性

不可观测技能的价格

!::= #""# #""9

Z

="i

Z

!"

!::= "5==" "5;=_ "5;_! "5;=! "59_< "5=;:

#""# "5;": "5;<# "59"" "5=;< "59_; "59!=

#""9 "5;9; "59"9 "59#; "5=:: "59=: "59#!

Z

:"i

Z

="

!::= "5_:̀ "5=;< "5;99 "5_:9 "5;#< "5;<:

#""# "5_<_ "5=9# "5;=_ "5="< "5=:; "59!;

#""9 "5=!! "5;"̀ "5;=; "5;#: "5;̀_ "5;9"

方差

!::= "5#<; "5̀#= "5̀#9 "5̀<; "5̀_; "5#<#

#""# "5=9" "5̀;_ "5̀:; "5#:_ "5̀9: "5_";

#""9 "5=:̀ "5̀<! "5_#̀ "5#=! "5_"" "5_#̀

""

注*

(X

首先用
2'

!

[(

H

1

"对教育水平虚拟变量%经验组虚拟变量%此两者的交叉项以及省份虚拟

变量做回归#然后预测得到残差#利用残差计算各种组内工资差距指标)

8X

除了
(

中的变量外#回归

模型中还添加了职业%所有制以及行业虚拟变量&

五!进一步讨论

!一"对组内工资差距上升的解释

""

分解练习只是机械地将组内差距的变动分解为两个部分&接下来#我们

利用地区间的差异来考察导致技能价格以及组内差距上升的原因&首先#为

每个城市估计工资方程 !自变量为教育水平%经验水平以及两者的交叉项"#

然后利用预测残差计算每个城市的组内工资差距#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解

释变量则包括劳动力在公有部门就业的比重 !

Q7)F%(/1

"%大专或大学毕业

生的比重 !

$+221

H

1F%(/1

"以及出口占
IAP

的比重 !

)a

Z

+/0

+

IAP

"&前两个

变量都是利用
$MEP

数据在城市层面上直接生成#第三个变量则是利用省级

层面的数据&由于很多城市参加了三个年份的
$MEP

调查#我们可以构造一

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为了得到平衡的面板数据#我们只保留了
`̀

个城

市&由于很多影响组内差距的城市层面的因素可能与解释变量相关#我们选

择了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

表
;

报告了模型的估计结果&我们首先看男性的结果 !

R

部分"&与预期

一致#大多数所有制变量的系数为负 !尽管一些系数并不显著"&这些结果表

明#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到民营部门#地区水平上的组内工资差距会

有所上升&根据前面的分解结果#组内工资差距的上升主要是价格效应所致&

也就是说#所有制结构调整是导致技能价格上升的原因之一&这一结果与以

往的研究是一致的&例如#

]%('

H

!"#$5

!

#""=

"也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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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中 !

!:<<

$

#""!

年"#教育回报率不断上升&他们同时认为制度变迁是教育

回报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其他类似的研究包括李实%丁赛 !

#""̀

"%

G1'

H

!"

#$5

!

#"!"

"等&

表
;

"

利用地区差异解释组内工资差距#固定效应模型

因变量
f

组内工资差距

方差
Z

:"i

Z

="

Z

="i

Z

!"

:=i"9 :=i"# "#i"9 :=i"9 :=i"# "#i"9 :=i"9 :=i"# "#i"9

!

!

" !

#

" !

`

" !

_

" !

=

" !

;

" !

9

" !

<

" !

:

"

R

*男性

Q7)F%(/1 i"5;"̀

i!5"̀!

!

i"5̀_< i"5#_:

i"59#"

!

"5"!" i"5;!"

i!5_<9

!!

i"5;9:

!

"5_!=

" !

"5=_9

" !

"5;!_

" !

"5#=9

" !

"5̀99

" !

"5̀<̀

" !

"5̀::

" !

"5;̀`

" !

"5;̀=

"

$+221

H

1F%(/1 "5#̀# i"5"!9 "5<:! "5!;# "5#:̀ "5=== "5#"" "5<_: "5;9#

!

"5_=!

" !

"5=#;

" !

"5;<9

" !

"5#9:

" !

"5̀;̀

" !

"5_#:

" !

"5_̀`

" !

"5;":

" !

"59!"

"

)a

Z

+/0

+

H

S

Z

!5;;<

!!!

i"5!_<

#5<:=

!!!

"5==!

!!

"5"!;

"5<̀;

!

"5=<= i"5!̀<

!5̀:;

!

!

"5_#:

" !

"5;#=

" !

"599;

" !

"5#;;

" !

"5_̀!

" !

"5_<=

" !

"5_!#

" !

"59#_

" !

"5<"̀

"

3

1(/"# "5""; i"5!̀# "5"=_ i"5"9: "5";; i"5#""

!

"5!#!

" !

"5!="

" !

"5"9=

" !

"5!"_

" !

"5!!;

" !

"5!9_

"

3

1(/"9 i"5!=_

i"5#̀"

!!

"5"#! i"5"̀< i"5"=̀

i"5!:!

!

!

"5!;_

" !

"5!"̀

" !

"5!"#

" !

"5";_

" !

"5!=<

" !

"5!";

"

$+'F0('0 "5̀_:

!5"<̀

!!

i"5!<<

"5="=

!!

"5:_#

!!!

"5#__

"59<_

!!

!5__!

!!!

"5;!#

!

"5̀_!

" !

"5_"#

" !

"5_":

" !

"5#!!

" !

"5#9<

" !

"5#=;

" !

"5̀#<

" !

"5_;;

" !

"5_#̀

"

.

#

6

D

"5#<_ "5̀"! "5̀;" "5#<" "5̀<< "5!=: "5#99 "5_;# "5!=!

.

#

6

J

"5""= "5""̀ "5"#_ "5"!= "5""_ "5"#" "5"#" "5""" "5""_

.

#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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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X

括号中为标准差)

#X

!

%

!!

%

!!!分别表示在
!"̂

%

=̂

和
!̂

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将样本分成两个时期 !

!::=

$

#""#

和
#""#

$

#""9

"#我们发现所有

制调整的作用在第一个时期更大更显著 !见第
#

%

`

%

=

%

;

%

<

%

:

列"&这大概是因

为该时期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大规模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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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调整发生在
#"

世纪
:"

年代后期#特别是
!::9

年以后&通过考察工资残差

分布的不同位置处的不平等#我们发现所有制调整对于组内差距的下半部分

影响更大&女性的结果与男性类似&但是对女性而言#并没有一致的证据表

明所有制调整对整个组内工资分布的哪个部分影响更大&

表
;

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出口活动 !

1a

Z

+/0

+

IAP

"对于组内工资差距

有显著正的影响&平均来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出口占
IAP

的比重增加

!"̂

#会使得组内方差增加
"5!9

&但是#这个影响主要来自第二个时期

!

#""#

$

#""9

"#第一个时期的影响往往不显著#系数甚至为负&以其他不平

等指标 !

:"i!"

分位点之差或
="i!"

分位点之差"做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同样

表明第二个时期的影响更加显著)而且出口活动对于组内工资分布底端的差

距影响更大&因此#本文的结果不仅表明了全球化过程对于我国城镇地区组

内差距存在显著影响#而且突显了加入
D?7

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如

J/1'F01001/('SN(/S

3

!

#"";

"所强调的#加入
D?7

是我国全球化过程的一

个分水岭&此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加快了%程度加深了&

另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毕业生份额 !

*+221

H

1F%(/1

"这一变量的系

数并不显著&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组内差距

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 !见
V'&

H

%0('SQ+'

H

#

#""<

"&这对于我们解释组内工资差距中的价格效应非常重要&如果劳动力市

场是分割的#特征或技能 !可观测以及不可观测的"相同的个体#可能仅仅

因为所有制%行业或职业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工资水平&在此种情况下#我们

所观察到的价格效应可能既包括了不可观测技能的实际价格也包括了由市场

分割所造成的租金差异&实际的情况是所有制%行业或职业选择与教育水平

等可观测特征以及不可观测的能力是相关的&这使得我们很难区分技能价格

和部门租金&

#" 如果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可观测的特征!如教育和经验"完全相关#这里的讨论并没有很大意义&

市场分割与不可观测技能分布的相关程度也决定了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组

内差距&

#"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市场分割与不可观测的技能完全相关#看上去的

市场分割实际上可能是劳动力自选择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分类和匹配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分割可能只是表面现象#不应成为我们的顾虑&另一种

极端的情况则是市场分割与不可观测技能完全不相关#不同所有制%行业或

职业间的工资差距完全是租金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在预测工资残差 !或定

义组内差距"时#应该将所有制%行业以及职业虚拟变量加入到回归方程中&

本文中#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练习#即将上述虚拟变量加入到工资方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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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已经报告过的#在控制了这些变量之后#组内差距下降了很多 !表
!$

"&

接下来#利用所得到的预测工资残差#我们构造了两组反事实组内差距&在

第一组构造反事实的练习中#权重的计算只是考虑了不同年份间教育和经验

水平的变动 !即
P/+8&0

模型中只包括了教育%经验以及它们的交叉项"&这组

练习的结果与表
=R

的结果非常类似 !即特征效应很小"#我们不再报告&

在另外一组练习中#权重的调整不仅反映了不同年份样本教育和经验水

平的差异#而且反映了所有制%行业以及职业的差异 !即
P/+8&0

模型中同时

控制了这些因素"&分解的结果见表
=J

&价格效应仍然是导致组内差距上升

的主要原因&不过#特征效应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以男性为例#组内工

资分布的
:"i!"

分位点之差从
!::=

年的
!5"__

上升到了
#""#

年的
!5#=_

&

如果我们利用
!::=

年的工资残差数据构造反事实分布的话#将有
#̀ ^

的变动

被归结为特征效应)而如果利用
#""#

年的数据构造反事实#特征效应的解释

能力仍然有
!;̂

&而从
#""#

年到
#""9

年#特征效应的解释能力为
##̂

或

__̂

$$$取决于利用哪一年的数据构造反事实&考虑其他组内差距的指标可

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女性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

G1'

H

!"#$5

!

#"!"

"对此有更详细的讨论&

## 我们利用了城镇地区月收入大于零的样本&收入数据为月收入&

表
=J

的结果表明不同的所有制%行业以及职业拥有不同的工资分布#而

且在本文考察的时期内#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分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

些结果也与前一小节的结果一致*所有制调整对组内工资差距的变化起到了

显著的作用&

!三"技能分布的变化或测量误差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假设组内不可观测的技能分布 !

!

)"

"以及测量误

差 !

/

)"

"不随时间而改变&如果这两个假设不成立#我们便无法分解出价格

效应&伴随着大规模的教育扩展#一个自然的担心便是不同的教育$经验组

内的技能分布发生变化&特别是
!:::

年高考扩招以后#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

概率大幅度增加&由于高考系统主要以考试分数作为录取标准#扩招以后#

成绩稍低的考生也可以考取大学&如果能力与成绩正相关#高中毕业生和大

学毕业生组内的能力分布就会发生改变&

#!如果存在这种技能分布的改变#它

在前面的分解练习中被一并归入了价格效应&

不过#本文并没有发现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组内工资差距在高考

扩招前后发生显著的改变&在图
=

中#我们利用
#""=

年的
!̂

人口普查数据

为不同教育+经验水平计算了组内不平等指标 !方差%

:"i="

分位点以及
="

i!"

分位点"&

##由于受扩招政策影响的大学毕业生组别内的异质性增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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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工资差距应该有显著的上升&但是图
=

的结果表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的大学或大专毕业生的组内差距并没有显著上升#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而对

于高中毕业生#经验水平较低的组别的组内差距也较低#但是并没有出现不

连续或者大幅度的变动&但是由于图
=

只使用了一次横截面数据#我们无法

将教育扩展 !特别是大学扩招"的效应从年龄或出生组效应分离开来&而根

据前面所述的人力资本理论 !

G&'*1/

#

!:9_

)

Y(/81/('SI&88+'F

#

!::;

)

N1C

,&1.a

#

#"";(

等"#年轻劳动力的组内差距本身也会比较低&我们没有观察到

大学毕业生组别的组内差距上升可能是因为受扩招影响的组别经验尚少的缘

故&不过#如果此点成立#也意味着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组别内技能分布的

变化对于分解结果以及对结果的解释都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假以时日#教育

扩展的影响才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

图
=

"

组内收入差距 !

#""=

年人口普查数据"

#̀ 教育扩展以及组内不可观测技能分布的变化是
G1'

H

!"#$5

!

#"!"

"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她们也没

有发现高教育组别内组内方差出现显著的增加&她们为此提出的解释是教育扩展同时使得不可观测的

技能的价格下降&这个解释值得商榷&给定很大程度的技能的分散程度上升#技能价格必须有更大程度

的下降才会使得组内差距下降&事实上#

#"""

年以后大学回报率!尽管不是技能回报率"是在不断上升

的!见
G1'

H

!"#$5

#

#"!"

#图
_

"&她们也没有考虑年龄效应+出生组别效应的问题&

""

在图
;

中#我们利用三个年份的
$MEP

数据考察了同样的问题&由于样

本量少#我们将男性和女性放在一起#并且只计算了对数工资标准差&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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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性仍然很大#

#""#

年和
#""9

年的不平等 经验曲线看上去非常类似#尤

其是对于年轻组别&对于年纪较大 !经验较多"的组#

#""9

年的组内差距大

于
#""#

年#

#""#

年又大于
!::=

&对于年轻组别#仍然难以判断大学扩招是

否使得大专或大学毕业生的组内差距上升以及使得高中毕业生的组内差距

降低&

图
;

"

组内工资差距 !

$MEP

数据"

同样难以判断的是测量误差是否变大或变小&不过由于本文使用的三轮

调查数据均来自于同一个项目#基本由同一个研究团队负责收集#这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这方面的担心&同时#图
;

中不同年份的不平等 经验曲线的波

动程度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动#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不同年份的数据的测

量误差也许不存在显著的变动&

六!总
""

结

从
!::=

年到
#""9

年#我国城镇地区的工资差距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

不仅是因为组间工资差距有所扩大#更是因为组内工资差距的显著增加&从

理论上讲#技能价格的上升 !价格效应"以及特征分布的变化 !特征效应"

都会导致组内工资差距的上升&本文利用
AYN

重设权重的方法以及基于分位

回归的分解方法将组内收入差距的变化分解为价格效应和特征效应两部分&

结果表明#价格效应是导致组内工资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而特征效应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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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常小&

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的是#我国城镇地区技能价格上升的原因主要

在于我国的转型特征&前者主要强调偏向技能的技术进步 !

R*1,+

H

2.

#

#""#

"&本文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因素*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及我国经济的全球化

进程&针对第一个因素#本文的结果与现有的多数研究是一致的&而关于全

球化的因素#本文强调了加入
D?7

给我国所带来的显著影响&需要指出的

是#强调制度变化的因素与强调技术进步因素并不矛盾*技术进步要对收入

差距产生影响往往需要以制度变革为前提 !

N1,&1.a!"#$5

#

#"":

"&考察这些

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无疑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考虑到我国大规模的大学扩招#特征效应很小这一结果有些出人意料&

同样超出预期的是#并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不同教育组别内不可观测的技

能分布在受扩招影响的人群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上述

这些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随着潜在经

验的增加#不同能力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有多增加&然而在我们的样

本中#受到扩招政策影响的人群进入劳动市场的时间尚短&因此#要考察扩

招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特别是特征效应"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新的数据&

附录

表
R!

"

工资差距和组内工资差距

!::= #""# #""9

男性

!::= #""# #""9

女性

N'

!

D(

H

1

"

R

*删除最高的
!̂

和最低的
!̂

样本

均值
<5;_9 :5!#= :5;;# <5_#_ <5<9= :5#;<

Z

:"i

Z

!" !5#== !5="̀ !5<"_ !5_;! !5;_< !5:9:

Z

="i

Z

!" "5;9; "5<__ "5:=_ "5<=# "5<:̀ !5"::

Z

:"i

Z

=" "5=9: "5;=: "5<=! "5;": "59=_ "5<<"

方差
"5#9# "5_#; "5==! "5_"" "5="! "59_̀

J

*删除最高的
!̂

和最低的
!̂

样本#以及删除
#""9

年新加入的调查省份

均值
<5;_9 :5!#= :5;#_ <5_#_ <5<9= :5##=

Z

:"i

Z

!" !5#== !5="̀ !5<## !5_;! !5;_< !5:̀_

Z

="i

Z

!" "5;9; "5<__ "5:9̀ "5<=# "5<:̀ !5"=#

Z

:"i

Z

=" "5=9: "5;=: "5<=" "5;": "59=_ "5<<!

方差
"5#9# "5_#; "5==! "5_"" "5="! "59_̀

"

$

*删除最高的
!̂

和最低的
!̂

样本#删除
#""9

年新加入的调查省份#以及不将'其他劳动收入(

计算在内

均值
<5=:; :5##" :5<_9 <5̀<_ <5:9# :5_:=

Z

:"i

Z

!" !5##< !5=#" !59<: !5̀:9 !5;_9 !5<!"

Z

="i

Z

!" "5;;_ "5<;̀ "5:_̀ "5<!9 "5:"_ "5:=̀

Z

:"i

Z

=" "5=;̀ "5;=9 "5<_= "5=<" "59_̀ "5<=9

方差
"5#=_ "5_!_ "5_:; "5̀ 9̀ "5_<: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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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9

男性

!::= #""# #""9

女性

N'

!

D(

H

1

"的残差

A

*删除最高的
!̂

和最低的
!̂

样本

Z

:"i

Z

!" !5"#: !5#9! !5_== !5!;= !5̀9" !5;#9

Z

="i

Z

!" "5==" "59#= "5<"= "5;;# "599: "5:""

Z

:"i

Z

=" "5_9: "5=_; "5;=! "5="̀ "5=:" "59#9

方差
"5!:# "5̀!9"5̀:<"5#:""5̀;9 "5=="

)

*删除最高的
!̂

和最低的
!̂

样本#以及删除
#""9

年新加入的调查省份

Z

:"i

Z

!" !5"#: !5#9! !5_=< !5!;= !5̀9" !5;#9

Z

="i

Z

!" "5==" "59#= "5<!! "5;;# "599: "5<<"

Z

:"i

Z

=" "5_9: "5=_; "5;_9 "5="̀ "5=:" "59_9

方差
"5!:# "5̀!9"5̀:="5#:""5̀;9 "5=_:

"

Y

*删除最高的
!̂

和最低的
!̂

样本#删除
#""9

年新加入的调查省份#以及不将'其他劳动收入(

计算在内

Z

:"i

Z

!" !5"#: !5#<_ !5_̀# !5!#̀ !5̀:< !5=!=

Z

="i

Z

!" "5==# "59̀< "59:" "5;̀; "5<!# "5<"!

Z

:"i

Z

=" "5_99 "5=_9 "5;_# "5_<; "5=<9 "59!_

方差
"5!<! "5̀"9 "5̀_9 "5#̀: "5̀=# "5_"_

参 考 文 献

0

!

1

R*1,+

H

2.

#

A5

#'

?1*%'&*(2$%('

H

1

#

E'1

e

.(2&0

3

#

('S0%1N(8+/G(/K10

(#

4-2(+#$-

5

,*-+-')*L)"?

!(#"2(!

#

#""#

#

_"

!

!

"#

9

$

9#5

0

#

1

R,&0&

#

G5

#

('S$5Y/1.'S

#'

R'R'(0+,

3

+\$%&'(dF)a

Z

+/0I/+[0%

(#

D+/K&'

H

P(

Z

1/

#

Y1S1/(2

@1F1/L1J('K+\61[c+/K

#

#""<5

0

`

1

R.0+/

#

A5

#

N5V(0O

#

('SG5V1(/'1

3

#'

?/1'SF&'B5Q5 D(

H

1E'1

e

.(2&0

3

*

@1CRFF1FF&'

H

0%1@1L&C

F&+'&F0F

(#

.!/)!0-

5

,*-+-')*6#+8E"#")6")*6

#

#""<

#

:"

!

#

"#

"̀"

$

#̀̀5

0

_

1

J/('S0

#

N5

#

('S$5 M+2O

#'

Q

Z

(0&(2P/&*1A&\\1/1'*1F&'$%&'(

*

)F0&,(01F('SE,

Z

2&*(0&+'F

(#

,*-?

+-')*>!/!$-

@

'!+"#+8F2$"2(#$F<#+

G

!

#

#"";

#

==

!

!

"#

_̀

$

<;5

0

=

1

J/('F01001/

#

N5

#

('S 65 N(/S

3

# '

$%&'(dF ),8/(*1 +\ I2+8(2&O(0&+'

(#

6J)@ D+/K&'

H

6+5!#̀9̀

#

#"";5

0

;

1

J.*%&'FK

3

#

G5

#'

$%('

H

1F&'0%1B5Q5 D(

H

1Q0/.*0./1!:;̀

$

!:<9

*

R

ZZ

2&*(0&+'+\-.('0&21@1C

H

/1FF&+'

(#

,*-+-'!"()*#

#

!::_

#

;#

!

#

"#

_"=

$

_=<5

0

9

1

$(&

#

M5

#

c5$%1'

#

('SN5]%+.

#'

E'*+,1('S$+'F.,

Z

0&+'E'1

e

.(2&0

3

&'B/8('$%&'(

*

!::#

$

#""̀

(#

,*-+-')*>!/!$-

@

'!+"#+8F2$"2(#$F<#+

G

!

#

#"!"

#

=<

!

`

"#

<̀=

$

_!̀5

0

<

1

$%(

3

#

V5

#

('SQ5N11

#'

$%('

H

1F&'@12(0&L1D(

H

1F&'0%1!:<"F

*

@10./'F0+78F1/L1S('SB'+8C

F1/L1SQK&22F('SJ2(*KCD%&01D(

H

1A&\\1/1'0&(2F

(#

4-2(+#$-

5

,*-+-'!"()*6

#

#"""

#

::

!

!

"#

!

$

<̀5

0

:

1

A+'

H

#

b5

#

('SP5J+[21F

#'

Q1

H

,1'0(0&+'('SA&F*/&,&'(0&+'&'$%&'(dF),1/

H

&'

H

E'S.F0/&(2N(8+/

G(/K10

(#

F<)+#,*-+-')*.!/)!0

#

#""#

#

!̀

!

#

$

`

"#

!9"

$

!:;5



`̀<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0

!"

1

A&6(/S+

#

>5

#

65Y+/0&'

#

('S?5N1,&1.a

#'

N(8+/G(/K10E'F0&0.0&+'F('S0%1A&F0/&8.0&+'+\D(C

H

1F!:9̀

$

!::#

*

RQ1,&C

Z

(/(,10/&*R

ZZ

/+(*%

(#

,*-+-'!"()*#

#

!::;

#

;_

!

=

"#

!""!

$

!"__5

0

!!

1

Y(/81/

#

M5

#

('S@5I&88+'F

#'

N1(/'&'

H

('SD(

H

1A

3

'(,&*F

#(

12#("!($

3

4-2(+#$-

5

,*-+-')*6

#

!::;

#

!!!

!

_

"#

!""9

$

!"_95

0

!#

1

I+'

H

#

$5

#

('Sb5 G1'

H

#'

@1

H

&+'(2P/&*1A&\\1/1'*1F&'B/8('$%&'(!:<;

$

#""!

*

)F0&,(0&+'('S

E,

Z

2&*(0&+'

(

E]RA&F*.FF&+'P(

Z

1/6+5̀;#!

#

#""<5

0

!̀

1

I.F0(\FF+'

#

J5

#

Q5N&

#

('S?5Q&*.2(/

#!

1SF

"#

N+!

V

2#$)"

3

#+8C29$)*C-$)*

3

)+F<)+#561[c+/K

*

$(,8/&S

H

1B'&L1/F&0

3

P/1FF

#

#""<5

0

!_

1

M('F+'

#

I5

#'

I2+8(2&O(0&+'

#

N(8+/E'*+,1

#

('SP+L1/0

3

&' G1a&*+

(#

&'M(//&F+'

#

R5

!

1S5

"#

;$-9#$)I#")-+#+8C-/!("

3

5$%&*(

H

+

*

B'&L1/F&0

3

+\$%&*(

H

+P/1FF

#

#""95

0

!=

1

>.%'

#

$5

#

V5G./

Z

%

3

#

('SJ5P&1/*1

#'

D(

H

1E'1

e

.(2&0

3

('S0%1@&F1&'@10./'F0+QK&22

(#

4-2(+#$

-

5

C-$)")*#$,*-+-'

3

#

!::̀

#

!"!

!

`

"#

_!"

$

__#5

0

!;

1

V(0O

#

N5

#

('SA5 R.0+/

#'

$%('

H

1F&'0%1D(

H

1Q0/.*0./1('S)(/'&'

H

FE'1

e

.(2&0

3

(#

&'RF%1'C

\1201/

#

75

#

('SA5$(/S

!

1SF5

"#

7#+89--:-

5

L#9-(,*-+-')*6

#

L+2.,1̀ R5R,F01/S(,

*

)2F1L&C

1/Q*&1'*1

#

!:::5

0

!9

1

V'&

H

%0

#

>5

#

('SN5Q+'

H

#'

E'*/1(F&'

H

B/8('D(

H

1E'1

e

.(2&0

3

&'$%&'(

*

)a01'0

#

)21,1'0F('S)C

L(2.(0&+'

(#

,*-+-')*6-

5

=(#+6)")-+

#

#""̀

#

!!

!

_

"#

=:9

$

;!:5

0

!<

1

V'&

H

%0

#

>5

#

('SN5Q+'

H

#'

$%&'(dF),1/

H

&'

H

B/8('D(

H

1Q0/.*0./1

#

!::=

$

#""#

(#

&'I.F0(\FC

F+'

#

J5

#

Q5N&

#

('S?5Q&*.2(/

#!

1SF

"#

N+!

V

2#$)"

3

#+8C29$)*C-$)*

3

)+F<)+#561[c+/K

*

$(,C

8/&S

H

1B'&L1/F&0

3

P/1FF

#

#""<

#

##!

$

#_#5

0

!:

1

V+1'K1/

#

@5

#

('SI5 J(FF100

#

>/5

#'

@+8.F0?1F0F\+/M101/+F*1S(F0&*&0

3

J(F1S+'@1

H

/1FF&+'

-.('0&21F

#(

,*-+-'!"()*#

#

!:<#

#

="

!

!

"#

_̀

$

;#5

0

#"

1

N&

#

Q5

#

('SM5Q(0+

#!

1SF5

"#

O+!'

@

$-

3

'!+"

#

N+!

V

2#$)"

3

#+8C-/!("

3

)+O(9#+F<)+#5N+'S+'

('S61[c+/K

*

@+.021S

H

1

#

#"";5

0

#!

1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社会科学/#

#""̀

年第
;

期#第
=<

$

9#

页&

0

##

1

N&

#

Q5

#

('S$5b&'

H

#'

$%&'(dFI/1(0N1(

Z

Y+/[(/S&'M&

H

%1/)S.*(0&+'('S&0FN(8+/G(/K10$+'C

F1

e

.1'*1F

(#

E]RA&F*.FF&+'P(

Z

1/6+5_:9_

#

#"!"5

0

#̀

1

N&

#

c5

#

>5 D%(221

3

#

Q5]%('

H

#

('Sb5]%(+

#'

?%1M&

H

%1/)S.*(0&+'(2?/('F\+/,(0&+'+\$%&'(

('S&0FI2+8(2E,

Z

2&*(0&+'F

(#

6J)@ D+/K&'

H

P(

Z

1/6+5!<̀_:

#

#""<5

0

#_

1

N&

#

b5

#

c5]%(+

#

('SN5N.

#'

)\\1*0F+\)S.*(0&+'+'D(

H

1E'1

e

.(2&0

3

&'B/8('$%&'(

#

!:<<

$

#""̀

(#

?%1;

0%

P)P@1F1(/*%610[+/KI1'1/(2G110&'

H

#

#""95

0

#=

1

N1,&1.a

#

?5

#'

P+F0F1*+'S(/

3

)S.*(0&+'('SE'*/1(F&'

H

D(

H

1E'1

e

.(2&0

3

(#

&'!()*#+,*-+-')*.!?

/)!0

#

#"";(

#

:;

!

#

"#

!:=

$

!::5

0

#;

1

N1,&1.a

#

?5

#'

E'*/1(F&'

H

@1F&S.(2D(

H

1E'1

e

.(2&0

3

*

$+,

Z

+F&0&+')\\1*0F

#

6+&F

3

A(0(

#

+/@&F&'

H

A1,('S\+/QK&22

,(

&'!()*#+,*-+-')*.!/)!0

#

#"";8

#

:;

!

`

"#

_;!

$

_:<5

0

#9

1

N1,&1.a

#

?5

#'

?%1$%('

H

&'

H

6(0./1+\D(

H

1E'1

e

.(2&0

3

(#

4-2(+#$-

5

C-

@

2$#")-+,*-+-')*6

#

#""<

#

#!

!

!

"#

#!

$

_<5

0

#<

1

N1,&1.a

#

?

#

D5 G(*N1+S

#

('SA5P(/1'0

#'

P1/\+/,('*1P(

3

('SD(

H

1E'1

e

.(2&0

3

(#

12#("!($

3

4-2(+#$-

5

,*-+-')*6

#

#"":

#

!#_

!

!

"#

!

$

_:5



第
!

期 邢春冰%李
"

实*城镇地区的组内工资差距
`̀:

""

0

#:

1罗楚亮#'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及其分布特征(#.经济研究/#

#""9

年第
9

期#第
!!:

$

!̀"

页&

0

"̀

1

G(*%(S+

#

>5

#

('S>5 G(0(

#'

$+.'01/\(*0.(2A1*+,

Z

+F&0&+'+\$%('

H

1F&' D(

H

1A&F0/&8.0&+'F

BF&'

H

-.('0&21@1

H

/1FF&+'

(#

4-2(+#$-

5

&

@@

$)!8,*-+-'!"()*6

#

#""=

#

#"

!

_

"#

__=

$

_;=5

0

!̀

1

G1'

H

#

b5

#

L#9-(B#(:!".!

5

-(')+F<)+#561[c+/K

*

$(,8/&S

H

1B'&L1/F&0

3

P/1FF

#

#"""5

0

#̀

1

G1'

H

#

b5

#

V5Q%1'

#

('Sb5Q1'

#'

)*+'+,&*@1\+/,

#

)S.*(0&+')a

Z

('F&+'

#

('S)(/'&'

H

FE'1C

e

.(2&0

3

\+/B/8('G(21F&'$%&'(

#

!:<<

$

#""9

(#

E]RA&F*.FF&+'P(

Z

1/6+5_:!:

#

#"!"5

0

`̀

1

G&'*1/

#

>5

#

E*<--$)+

G

#

,D

@

!()!+*!

#

#+8,#(+)+

G

6561[c+/K

*

6J)@

#

!:9_5

0

_̀

1

P(/K

#

R5

#

b5Q+'

H

#

>5]%('

H

#

('Sc5]%(+

#'

@10./'F0+QK&22

#

N(8+/G(/K10?/('F&0&+'

#

('S0%1

@&F1+\D(

H

1E'1

e

.(2&0

3

&'B/8('$%&'(

#

!:<<0+#""̀

(#

D+/K&'

H

P(

Z

1/

#

#"";5

0

=̀

1

?+

Z

(2+L(

#

P5

#'

?/(S1N&81/(2&O(0&+'

#

P+L1/0

3

('SE'1

e

.(2&0

3

*

)L&S1'*1\/+,E'S&('A&F0/&*0F

(#

6J)@ D+/K&'

H

P(

Z

1/6+5!!;!_

#

#""=5

0

;̀

1

@&FK&'$5

#

]%(+@5('SN&Q5

#!

1SF5

"

F<)+#M6.!"(!#"

5

(-',

V

2#$)"

3

*

N+*-'!>)6"()92")-+#+8

,*-+-')*=(#+6)")-+5R/,+'K

#

65c5

#

G5)5Q%(/

Z

1

#

#""!5

0

9̀

1

D('

#

I5

#

G5N.

#

('S]5$%1'

#'

I2+8(2&O(0&+'('S@1

H

&+'(2E'*+,1E'1

e

.(2&0

3

&'$%&'(

*

),

Z

&/&C

*(2)L&S1'*1\/+,[&0%&'$%&'(

(#

.!/)!0-

5

N+*-'!#+8A!#$"<

#

#""9

#

=̀

!

!

"#

=̀

$

=:5

0

<̀

1

D1&

#

Q5

#

('Sc5 D.

#'

I2+8(2&O(0&+'('SE'1

e

.(2&0

3

*

)L&S1'*1\/+,[&0%&'$%&'(

(#

$)P@A&F*.FC

F&+'P(

Z

1/6+5̀"<<

#

#""̀5

0

:̀

1邢春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考察(#.经济研究/#

#""=

年第
;

期#第
!;

$

#;

页&

0

_"

1邢春冰#'中国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工资决定与教育回报*分位回归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

#"";

年第
_

期#第
!

$

#;

页&

0

_!

1邢春冰#'经济转型与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工资分布#从下海到下岗(#.管理世界/#

#""9

年第
;

期#第

#̀

$

9̀

页&

0

_#

1

]%('

H

#

b5

#

('SV5]%('

H

#'

M+[A+1FI2+8(2&O(0&+'R\\1*0@1

H

&+'(2E'1

e

.(2&0

3

[&0%&'(A1L12+C

Z

&'

H

$+.'0/

3

,

)L&S1'*1\/+,$%&'(

(#

4-2(+#$-

5

>!/!$-

@

'!+"E"28)!6

#

#""̀

#

:̀

!

_

"#

_9

$

;95

0

_̀

1

]%('

H

#

>5

#

c5]%(+

#

R5P(/K

#

('Sb5Q+'

H

#'

)*+'+,&*@10./'F0+Q*%++2&'

H

&'B/8('$%&'(

*

!:<<0+#""!

(#

4-2(+#$-

5

F-'

@

#(#")/!,*-+-')*6

#

#""=

#

`̀

!

_

"#

9̀"

$

9=#5

S/%3/-MC&,'

9

S)

2

"?-"

L

')*/%

E

)-B?%0+8,*'%/,-/-T&;)->3/-)

$

MB6JE6I

b

E6I

"

Q

ME

N

E

!

P!)

Z

)+

G

H-('#$O+)/!(6)"

3

"

:;0%&)(%

"

D1.F10%/11./8('%+.F1%+2SF./L1

3

F\+/!::=

#

#""#

#

('S#""90+&'L1F0&

H

(01

0%10/1'S+\/1F&S.(2&'1

e

.(2&0

3

('S&0FS101/,&'('0F5BF&'

H

0[+*+,

Z

21,1'0(/

3

F1,&C

Z

(/(,10C

/&*,10%+SF

#

[1\&'S0%(00%1*%('

H

1&'FK&22

Z

/&*1F

Z

2(

3

(S+,&'('0/+21&'0%1/&F1+\/1F&S.(2

&'1

e

.(2&0

3

5 D1.F1(\&a1S1\\1*0F,+S12(00%1*&0

3

21L12('S\&'S0%(0+['1/F%&

Z

/1F0/.*0./&'

H



_̀"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

卷

&F('&,

Z

+/0('0\(*0+/0%(0S/&L1F.

Z

0%1FK&22

Z

/&*1810[11'!::=('S#""#5R'+0%1/\&'S&'

H

&F

0%(0$%&'(dF0/(S1(*0&L&0

3

%(F(

Z

+F&0&L11\\1*0+'/1F&S.(2&'1

e

.(2&0

3

810[11'#""#('S#""9

#

%&

H

%2&

H

%0&'

H

0%1&,

Z

(*0+\$%&'(dF1'0/

3

&'0+D?75

<+=>*)00/6/()%/,-

"

$!_

!

>̀!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