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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建立贸易开放和性别
工资差距的数理模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运用

"##"

年中
国家庭住户收入项目调查数据!

$ZSO

"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了年
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年限等个体层面和人均

N<O

等城市层面的工
资影响因素情形下#得出结论(贸易开放在总体上拉大了性别工资
差距+贸易开放缩小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拉大了低技
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弱势群体更容易
被排除在贸易开放的利益之外%因此#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并
为之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具有尤为重要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
"

贸易开放#性别#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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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世纪
U#

年代#由于通讯$交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旨在消除自
由市场壁垒政策的实施#全球贸易自由化程度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受此影
响#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重要的表现是#贸易开放改变了不
同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性别之间的工资分配%在此背景下#贸易开放与性别工
资差距的问题逐渐进入了经济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经历了一个视角不断拓
宽$探索不断深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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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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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探讨贸易开放对
女性就业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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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在生产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
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贸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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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专门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技术和资本密
集型产品%因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趋于上升%由于产
品的相对价格和所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导致发展中国
家非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增加#而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趋于下降%由于在发
展中国家#大部分女性劳动力的技术水平要普遍低于男性劳动力#因此#随
着贸易的不断扩张#女性劳动力需求增加#女性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得以
提高#性别工资差距会逐步缩小%还有部分学者的研究建立在

=1*I1/

的竞争
抑制歧视理论基础之上#从性别歧视角度研究性别工资差距的问题!

Z(c(/&H

I(('F]01/+

#

"##?

+

=2(*I('F=/(&'1/F

#

"##?

"%假如可观测条件!例如年
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等"相同的男女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那么厂
商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行为就会具有较高代价#此时#性别歧视就不具
有可持续性!

=1*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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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壁垒的消除和关税的消减导致外国企业和
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市场竞争加剧#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减少#以利
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自然会减少性别歧视行为#从而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
别工资差距%总之#

Z1*I:*%1/H]%2&'

理论和
=1*I1/

的竞争抑制歧视理论均
认为贸易开放有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

然而#

Z1*I:*%1/H]%2&'

理论和
=1*I1/

的竞争抑制歧视理论对于解释贸
易开放与性别工资差距间关系的合理性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其主要观点是(

贸易开放导致了有偏的学习效应和技能型技术进步!潘士远#

"##V

"#男性与
女性相对技能差距会拉大性别工资差距%具体的#随着贸易开放程度逐步加
深#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相对较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因
而#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学习效应是
有偏的#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导致对熟
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若女性雇员的平均技能低于男性#性别工资差距必然
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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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多学者的实证分析也验证了贸易开放拉大性别工资差距这
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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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制造业
数据#研究发现(国际贸易的竞争机制!特别是进口"加大了对女性劳动力
的歧视#贸易自由度的提高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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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家庭调查数据#采用差分之差分的方法对印度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
测算#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拉大了印度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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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工资差距%

由上述文献可知#贸易开放会对性别工资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实现男女
工资待遇公平合理#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事业单位的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推
进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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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贸
易开放与性别工资差距的考察对于社会和谐进步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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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关于贸易开放或贸易自由化对性别
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国外文献对两者关系的分析尚存在较大
的争议#且已有国外文献很少建立贸易开放与性别工资差距的数理模型#缺
乏理论基础%同时#大多对贸易和工资的实证研究采用的是分地区或者分行
业面板数据#把贸易开放$

N<O

$人力资本等宏观经济因素引入到工资方程
之中#优点是数据可获性强#且能有效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对个体工资的影响#

但缺点显而易见#分地区或者分行业数据不能捕捉到劳动者个体特征对工资
的影响#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等%而劳动经济学家
!

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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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强调了这些特点的重要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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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强调了非人力禀赋的差异$职业类别或企业所有制形式等
对个体工资影响的差异#对于这一点#运用分地区或者分行业数据同样无法
解决%幸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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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他们在研究市场潜力和工资差距的过程中#通过将微观经济变量!性别$年
龄和政治面貌等"和宏观经济变量!市场潜力等"相结合#同时引入到工资
方程之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做详细介绍"%这种方法
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估计方程既包含了企业所有制类型$职业类别以及其
他个人特征等微观经济变量#同时也较好地控制了宏观经济变量对个体工资
的影响%此外#个体特征变量的微小变动对于宏观经济变量!贸易开放度$

人均
N<O

等"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利用微观层面数据的另一个好处
是能够减轻方程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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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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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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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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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城镇家庭和
"#JG"

位城镇个人的数据#通过将贸易开放度引入工资方程#检验贸易开放
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贸易开放影响性别工
资差距的作用机制+其次#运用

"##"

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项目的调查数据
!

$ZSO

"#实证检验理论分析得出的命题+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结论#提出
相应的对策建议%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做了全新的尝试(

一是本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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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基础之上#将性别差异参数纳入
到模型中#使其理论更接近现实+二是采用

"##"

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项目调
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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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样本#有效地解决了以往计量模型所面临的样本不
足$自由度低等问题的困扰#提高了模型估计效果+三是基于家庭调查数据
的研究能够捕捉到个人特征$职业类别与企业所有权等微观特征#同时#在
估计方程中#加入城市控制变量#将微观经济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有效结合+

四是选择各城市到海岸线最短距离的倒数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有效
地解决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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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理模型的建立和命题的提出
本部分的理论模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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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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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之上建立
的#基本思路是(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中#通过建立市场需求函数和成本
函数#构造利润方程#由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出均衡工资水平与贸易开放的
函数关系#将性别差异参数引入到函数关系式中#分别得到女性和男性的工
资方程式#两式联立最终得到贸易开放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函数关系式#通过
进一步分析得出本文的主要命题%详细分析如下(

在产品市场中#存在
?

个企业生产产品
G

#产品
G

的国内总产出为
E!

#

企业
'

的产量为
E!'

#其他!

? !̀

"个企业的产量相同#均为
E!?

%这样#产品
G

的市场反需求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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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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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贸易冲击
X

时#市场竞争加剧#价格趋于下降#

反需求曲线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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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假设企业的生产成本全部是劳动力成本#这样企业
'

的利润方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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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8

!'

代表企业
'

雇用劳动力的数量#

L

#

代表均衡工资%通常#产品产量
和劳动力数量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当产量增加时#劳动力数量会成比例
地增长#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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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假
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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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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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也做了同样的假设%企业
'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把!

!

"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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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代入!

G

"式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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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导可得利润最大化条件#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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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模型简化#本文进一步假设厂商间达到多厂商古诺均衡#每个厂
商均接受其他厂商的产量#且市场中每个厂商产品

G

的产量相同!

E!'

P

E!?

"%由利润最大化条件可以得到企业
'

的最优产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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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

"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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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联立可得最大化利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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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情况下#由于存在工人和厂商之间的博弈#工人实际工资
A

!

!

会围
绕均衡工资水平

L

#

上下波动%当利润增加时#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实际工资
上调+当利润减少时#企业面临减小生产成本的压力#实际工资下调#即实
际工资与利润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关系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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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工资调整参数#

,'

#

%实际工资
A

!

!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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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者研究认为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在生产上是可以
相互替代的#且企业对女性有歧视偏好!

0(:01;+/F&:*/&,&'(0&+'

"%与此同
时#男女劳动力由于性别特征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通常#条件
相同的男性劳动力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女性%这就意味着在工资分配中#男性
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性别工资的替代方程式可以表
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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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性别差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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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假设男
性劳动力人数比例为

4

#那么女性劳动力人数比例即为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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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数#实际
工资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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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由!

U

"式$!

Q

"式和!

!#

"式#可得男性实际工资方程和女性实
际工资方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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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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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男性实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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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女性实际工资%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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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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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得男女相对性别工资差距
+

的表达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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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立了性别差异参数
B

与相对性别工资差距
+

的函数关系%那
么#性别差异参数

B

由什么决定呢* 贸易开放度!

X

"是如何影响性别差异参
数

B

的呢*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贸易开放政策#当地企业面临贸易冲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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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突然加剧#企业获得的利润减少#企业面临降低生产成本的压力%

通常#条件相同的男性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女性!由性别特征上的差
异造成的"%且女性劳动力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如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职业
或职位歧视$同工不同酬和同职不同晋等现象"直接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收
入预期#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具有,反馈效应- !

>&F

C

1A(

3

#

!QQV

"#女性会
主动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或降低工作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女
性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歧视的间接效应引发的选择机制具有代际传导
效应#最终被整个社会所认可%企业形成对女性劳动力性别歧视的偏好!

>+:H

1'

#

"##G

+

T1'+'('F>+F

C

1/:

#

"##V

"%男女性别特征差异和劳动力市场的
歧视问题导致企业在面临市场冲击时会主动减少女性劳动力的雇用!

[19&'H

:+%'

#

!QQQ

"#通常低于女性劳动力的最优雇用数量#企业雇用男性劳动力的
数量相对增加%女性劳动力相对较低的讨价还价能力!

E(/

C

(&'&'

C@

+A1/

"滋
长了企业降低女性相对工资水平的行为!

M1

C

.&'+

#

"###

+

>+:1'

#

"##G

+

6&*&0(('F>(cc(c

#

"##G

"%市场竞争的加剧会拉大性别工资差距!

X&22&(,:

#

!QUV

"%因此#贸易开放导致了性别差异参数
B

的增加%为了便于分析#本文
对相对性别差异参数

B

与贸易开放
X

的函数关系进行模型化处理#函数关系
如下(

BP

K

!

X

"#且有
K

Y

!

X

"

'

#

#说明性别差异参数
B

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
高而增大%那么把贸易开放度!

X

"代入!

!G

"式#可得如下函数关系(

+

,

A

3

!

!

/

A

K

!

!

A

3

!

!

,

B

!

!

-

B

"

,

K

!

X

"

!

!

-

K

!

X

""

%

!

!?

"

这样#运用!

!?

"式#由相对性别工资差距
+

对贸易开放度
X

求导#可得
F

+

FX

,

K

Y

!

X

"

!

!

-

K

!

X

""

"

%

!

!K

"

由
K

Y

!

X

"

'

#

#所以F

+

FX

'

#

%

由此#可得命题(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性别工资差距在扩大%

下文对这一重要命题做实证检验#验证数理分析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
结合数理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计量模型的建立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本文利用

T&'*1/

!

!QV?

"经典的个体劳动收入方程#并且借鉴
Z1/&'

C

('FO+'*10

!

"#!#

"的方法#构建了个体工资的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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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

'=

,--

"

2'+

@

1'

=

-(

.

'=

-/

2'Z

=

-

%

'=

# !

!J

"

其中#下标
'

表示个人#

=

表示城市+

L

'=

代表城市
=

中个人
'

的工资+

+

@

1'

=

代表城市
=

的贸易开放度+

.

'=

为个体特征变量#具体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

是否共产党员!党员为
!

#非党员为
#

"$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状况!结婚为
!

#

未婚为
#

"等个人变量+

Z

=

代表城市变量#具体包括城市人均
N<O

$城市人
力资本水平和城市生活成本+

%

'=

为误差项%本文加入上述个体特征变量的原
因在于(通常#工资随年龄先增加后减少+党员待遇比非党员待遇要高+受
教育年限越长#工资水平越高+结婚后#生活压力和责任随之增大#人们会
选择更加努力地工作#其工资水平会越高%因而需要控制以上个体特征变量%

对于加入城市变量的具体原因在下文中做详细阐述%表
!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表

"

和表
G

分别报告了女性和男性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从表
"

和表
G

中可以看出#各个变量之间的
O1(/:+'

相关系数和
M

@

1(/,('

相
关系数均低于

#5V

%通过进一步考察方差膨胀因子!

4(/&('*1S';2(0&+'R(*H

0+/

#

4SR

"#发现取值介于
!5!U

.

"5GK

之间#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因此我们
不必太在意多重共线性问题%当然#更有意义的结论还有待于下文严谨的计
量检验才能最终得出%

表
!

"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贸易开放度
VJUK ?̀B!GG? !B?JQQ V̀B"#UJ !̀BK?GK

城市人均
N<O VJUK !B#!JQ #BJ#Q! !̀BG?G# "BKV?J

城市人力资本
VJUK "B"U!# #B#U!! !BQQQU "B?"?Q

城市生活成本
VJUK VB#JVU #BGVVV JBGVKV UBVQVV

工资!女性"

GGQJ !B?UVU #BV##U #̀BKJKG GB!V#!

年龄!女性"

GGQJ GUBUJ?U UB?G?K !J KK

年龄的平方!女性"

GGQJ !KU!BKQJ# JGJB#?VK "KJ G#"K

是否党员!女性"

GGQJ #B"!?V #B?!#J # !

受教育年限!女性"

GGQJ !!BKU#V "BVUKU # "G

是否结婚!女性"

GGQJ #BUJG? #BG?GK # !

工资!男性"

?"UQ !BJVGJ #BJK?K #̀BKJKG GB!V#!

年龄!男性"

?"UQ ?"B#GQ? QBG"VG !V J#

年龄的平方!男性"

?"UQ !UK?B"Q## VKVBV#!? "UQ GJ##

是否党员!男性"

?"UQ #BGKG# #B?VU# # !

受教育程度!男性"

?"UQ !!BJ??V GB#G!Q # "G

是否结婚!男性"

?"UQ #BUU"G #BG""G # !

""

注(工资$贸易开放度$城市人均
N<O

$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和城市生活成本变量取了对数#年龄$年龄
的平方$是否党员$受教育程度和是否结婚变量没有取对数%统计结果保留四位有效小数%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G

'$&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G

'和
$ZSO"##"

调查数据#

经作者整理所得%

! 根据经验法则#如果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
4SRP,(D

7

4SR

!

#

4SR

"

#0#

4SR

?

8

3

!#

#则表明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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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性
主
要
变
量
的
相
关
系
数
矩
阵

变
量

工
资

贸
易
开
放
度

城
市
人
均

"
#
$

城
市
人
力
资
本

城
市
生
活
成
本

年
龄

是
否
党
员

受
教
育
年
限

是
否
结
婚

工
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贸
易
开
放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
市
人
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
市
人
力
资
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
市
生
活
成
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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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党
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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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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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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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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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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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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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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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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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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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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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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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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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左
下
部
分
为

$
0
1
2
3
4
5

相
关
系
数

"
右
上
部
分
为

6

7

0
1
2
8
1
5

相
关
系
数

#
统
计
结
果
保
留
四
位
有
效
小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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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性
主
要
变
量
的
相
关
系
数
矩
阵

变
量

工
资

贸
易
开
放
度

城
市
人
均

"
#
$

城
市
人
力
资
本

城
市
生
活
成
本

年
龄

是
否
党
员

受
教
育
年
限

是
否
结
婚

工
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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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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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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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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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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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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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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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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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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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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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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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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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数

#
统
计
结
果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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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位
有
效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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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数据中#有一部分个体未报告其自身的工资数据#为确保结论不
受选择偏差影响#本文使用

Z1*I,('

程序检验报告非零工资的可能性是否外
生!

Z1*I,('

#

!QVJ

"#结论显示数据并不存在自选择问题%因此#我们可以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M

"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S4

"进行估计%另外#

本文预测在相同地区$相同职业类别$相同企业所有制类型或相同行业内的
劳动者#观察到的和未观察到的特点可能是相关的#即存在聚类误差的问题#

本文使用
>+

C

1/:

!

!QQG

"更正#纠正劳动者间的误差相关性%本文对于离群
值的处理采用

=(/'100('F[1A&:

!

!QQ?

"的方法#即所有离群值均以仅次于
!大于或小于"非离群值替代%为了克服个体间可能存在的而又无法识别的异
方差#本文所报告的估计系数均经过了怀特!

X%&01

"异方差修正%

!二"变量内生性及其处理

" 各城市到海岸线最短距离是通过电子地图测算来实现的%

""

内生性问题是导致计量估计有偏和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在这里#个体工
资水平与贸易开放度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工资水平或增长率较高
的地区#其贸易开放程度也可能较高#因此#贸易开放程度有可能是内生变
量%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估计的偏移#我们使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具
体的#本文选择各城市到海岸线最短距离"的倒数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
量%之所以选择这一工具变量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国外市
场接近度与各城市的对外贸易密切相关%海运是对外贸易运输的主要形式#

从节约运输成本的角度看#城市越接近海岸线就意味着越接近国外市场!黄
玖立#李坤望#

"##J

"#其贸易开放度越高%第二#无论根据历史还是现实#

我们均无法断定地理因素本身决定个人工资水平%例如#在唐宋以前#中原
地区居民的收入高于沿海地区的收入%在

"##Q

年#西藏地区的城镇单位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排名全国第三#而海南地区的城镇单
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仅高于江西#排名全国倒数第二%因而#到海岸线
的距离不会直接影响居民工资水平%第三#在大样本条件下#增加工具变量
通常会得到更有效的估计结果!

X++2F/&F

C

1

#

"##"

"#本文观测值为
VJUK

个#

满足大样本条件%因此#本文选择这一指标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
最早引入与贸易开放度类似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他在其著作&对

外贸易论'中运用对外贸易依存度#即国际贸易额与
N<O

的比率来反映该地
区的贸易开放度%这一指标的计算简单有效#为后来的学者所广泛采用!

[1H

9&'1('F>1'120

#

!QQ"

+

>(.*%('F X1&'%+2F

#

!QQQ

+

T1'+'('F>+F

C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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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本文对贸易开放度!

+

@

1'

*

"的衡量也以该城市贸易额除以该城市
N<O

表示%城市人均
N<O

指标以该城市
N<O

除以该城市人口总数表示%城
市人力资本水平以调查数据中每个城市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表示%在调
查数据中#有一项为,按照您家的实际情况#您全家每月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的费用大约多少元-#本文对每个城市的最低生活水平进行平均后#作为该城
市的生活成本%为了消除男性和女性工作时间上的差异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且与数理分析中的工资变量保持一致#以使得计量检验结果更加严谨可靠#

本文所需的工资变量须由个体的每小时工资额表示%

$ZSO

调查数据仅提供了
个体的年工资额G

#因而需要计算个体的年工作时间!小时数"%在调查问卷
中#关于个体工作时间的调查共分为三个问题#即,您在

"##"

年实际工作几
个月*-#,您平均每月工作多少天!不包括周末休息"*-#,您平均每天工作几
个小时*-#因而#个体年工作时间!小时数"等于该三项调查数据的乘积%

然后#本文作了如下计算(个体小时工资额
P

个体年工资额!元")年工作时
间!小时数"%

G 个体年工资额被定义为基本工资$奖金$补贴!住房$医疗$儿童保育和地区补贴"和其他收入!加班收入
和特殊情况下收入"的总和%

图
!

报告了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核密度!

I1/'12F1':&0

3

"图%经检验#女
性和男性劳动力工资的

7=

正态检验
*

值趋近于
#

#说明女性和男性劳动力工
资的分布均不服从正态分布%女性工资核密度分布的偏度系数为

!5UV!!

#男
性工资核密度分布的偏度系数为

!5JUJU

#女性和男性的工资分布均右偏#说
明男性和女性的中低工资人群占多数#而高工资人群比例较小%女性和男性
比较而言#女性工资的核密度分布相对于男性工资分布更加右偏#说明在中
高工资区间内#中等或高工资男性人群在总男性人数中的占比大于中等或高
工资女性占比!如图

!

所示"#大多数女性相对较为集中于低工资区间%造成
性别工资差异的原因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个人特征解释的部分%如女
性不愿意监督别人$体力不足或者面对危险$不愿意出差$在数理科技方面
能力较弱#使得女性在管理人员$建筑工人$市场营销人员和科学家等职业
中的比例较低%同时#女性在社会网络中的信息流和物质流的获得方面也处
于不利的地位!

T.'*%!"#$B

#

!QQV

"#从而导致女性总体上在就业信息获取
能力以及工作经验的积累能力等方面相对于男性较低%二是无法由个人特征
解释的部分!

](D(*(

#

!QVG

"#即性别歧视%性别歧视主要存在四种情况(

!

!

",职位歧视-!

)%/1'E1/

C

('FM,&0%

#

!QQQ

"#雇主有时会故意将与男性雇
员具有相同教育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女性雇员安排到低工资报酬或负较低责
任的工作岗位上#而把高工资报酬的岗位留给男性+ !

"

",同工不同酬-

!

](D(*(

#

!QVG

"#即具有相同劳动生产率的男性和女性劳动力无法获得同样
的回报#这种现象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 !

G

" ,同职不同晋-#即女性职位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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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机会或速度显著地低于男性!

N&'0%1/('FZ(

3

1:

#

"##G

+

>(':+,('F](DH

(*(

#

"##K

+

=2(.('F<19(/+

#

"##V

"#且女性在职位升迁或职称提高的过程中
获益较小!

=++0%('F=/

3

('

#

"##?

"+ !

?

"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反馈机制-#

当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偏低或受到培训$晋升等不公平待遇时#这
种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直接降低了女性劳动力及潜在女性劳动力的预期#使
其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或降低工作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劳
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

? 调查数据对文化程度进行了划分#共分为
Q

种%具体为(未上过学$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
技"$中专$大专$大学和研究生%

图
!

"

女性和男性的工资核密度!

I1/'12F1':&0

3

"分布图
为了下文研究需要#本文依据文化程度?对被调查居民进行技能划分

!

Z1/&'

C

('FO+'*10

#

"#!#

+

f+I+

#

"#!!

"%就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要界定
与划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还是要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程度为依据!赵伟和
李芬#

"##V

"%客观地说#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四个倾向(第一#劳
动力的初次就业存在强烈的,唯学历-倾向%通常#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劳动者就业比高中及以下者要容易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金融部门以
及高科技行业等在人才招聘中会设置,学历-门槛#而这些行业或部门往往
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较高%第二#正规部门的工资调整和单位内部的职称评
定存在,唯文凭-倾向#这在各类事业部门和国有企业尤其突出%第三#在
企业或单位内部#高学历者通常被安排到技术含量较高的部门#低学历者往
往从事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第四#经过三十多年的体制改革#计划经济时
期,脑体倒挂-现象早已逆转#目前中国劳动者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直接联
系在一起#受教育程度成为测算人力资本投资及其考核业务能力和水平的依
据%实际上#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对于高等教育的偏好要远高于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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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发达国家往往更强调劳动者非正规教育之外的能力和经验积累%

因此#无论是出于分析的规范还是中国的现实#都可以将接受正规教育年限
或文化程度作为界定中国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主要指标%考虑到大专文凭在区
分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方面的,临界意义-#可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界
定为高技能劳动力#将大专以下学历的劳动力界定为低技能劳动力%

图
"

报告了低技能女性和低技能男性的工资核密度图%经检验#低技能
女性和低技能男性的工资核密度分布均右偏#女性和男性比较而言#低技能
女性工资的核密度分布相对于低技能男性工资分布更加右偏#大多数低技能
女性相对较为集中于低工资区间#说明在低技能人群中#性别工资差距明显%

图
G

报告了高技能女性和高技能男性的工资核密度图%经检验#高技能女性
和高技能男性的工资核密度分布的偏度系数基本相同#说明在高技能人群中#

性别工资差异较小%其可能的解释是(首先#高技能的女性更有能力抵制性
别歧视%高技能有助于提高女性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在低工资职业
外寻找工作的能力%同时#教育是反映个人能力的一个重要信号#教育程度
的提高反映了这些高学历女性对工作有更大的偏好#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
率降低#企业对高学历女性的工作稳定性预期加强%因而#技能或学历的提
高和歧视程度呈反向关系!

T+'0

C

+,1/

3

('FO+A12

#

"##G

+

<+.

C

%1/0

3

#

"##K

+黄志岭和姚先国#

"##Q

"%其次#教育能够提升女性的道德修养#减少
性别歧视偏见#而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更有可能与高素质的群体共同相处#

从而文化程度高的女性在歧视氛围中工作的可能性降低!黄志岭和姚先国#

"##Q

"%最后#高技能女性通常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性别差距而造成的工资差异%同时#高技能提高了女性在
社会结构网络中的信息流和物质流的获取能力以及工作经验的积累能力#减
少了女性的自身性别特征所导致的不利影响%

图
"

"

低技能的工资核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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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

高技能的工资核密度分布图

!四"数据来源的说明
中国于

"##!

年年底加入
XY]

#本文所采用的
"##"

年调查数据能够为本
文研究贸易开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提供恰到好处的数据支持%城市贸易
总额的数据来源是各城市

"##"

年$

"##G

年统计公报%采用统计公报而不是统
计年鉴的原因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只提供了地级市的贸易数据#没有县
级市的贸易数据#而

$ZSO

调查数据所调研的城市既包括地级市#同时也包
括县级市%因此#我们查阅了

$ZSO

数据所调研的
V#

个城市
"##"

年的统计
公报#以当年该城市统计公报上所提供的贸易数据为准%需要说明的是#有
些城市没有提供

"##"

年公报#却提供了
"##G

年公报#我们就用
"##G

年公报
提供的贸易数据和贸易额的增长率折算为

"##"

年数据%城市总人口和城市
N<O

数据来源有两个#地级市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G

'#县
级市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G

'%

K 调查中的
!"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为(安徽$北京$甘肃$广东$河南$湖北$江苏$辽宁$山西$四川$

云南$重庆%

本文使用的个体特征数据!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和婚姻
状况"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

"##"

年中国家庭住
户收入调查数据!

$ZSO

"#该调查分城镇$农村和农村城镇移民三大类共
!#

个子数据库%我们使用的是城镇个人收入$消费和就业数据库与城镇家庭收
入$消费和就业数据库这两个子数据库%我们将这两个子数据库合并以获得
个人以及其所在家庭的相关信息%该调查覆盖了

!"

个省K

!直辖市$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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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V#

个城市#

JUGK

户城镇家庭和
"#JG"

位城镇个人%基于该数据集#我
们可以定量考察贸易开放度和其他因素对工资水平和工资差距的影响%需要
说明的是#

$ZSO

数据提供了城市代码!

*&0

3

*+F1

"#该城市代码为所在调查
区域的行政区划代码#这样#每个行政区划代码代表一个城市%但是对于北
京和重庆这两个城市#

$ZSO

数据提供的是个体所在区的行政区划代码#考虑
到对于各类生产要素来说#其在城市内部的流动是相对自由的#因此将分析
限定为区并不合适#因此我们将北京和重庆各个区合并为一个整体考虑#而
对于其他城市#调查数据中提供的是该城市的行政区划代码#所以并不存在
这一问题%具体的#在调查数据中#我们选择男性年龄在

!J

.

J#

岁#女性年
龄在

!J

.

KK

岁#且工资大于
#

的个体%

J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统
计年鉴和

$ZSO

调查数据#对主要变量!具体包括城市贸易开放度$城市人
均

N<O

$城市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成本等宏观变量#以及工资$性别$年龄$

是否党员$婚姻状况和受教育年限等微观变量"进行匹配#获得样本数为
V

JUK

个#这些个体的工资$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状况等
基本特点均不存在遗漏%

J 男性的退休年龄一般为
J#

岁#而女性的退休年龄一般为
KK

岁%

四!实证分析
在计量模型建立的基础之上#本部分对女性工资和男性工资的影响因素

进行计量检验#并重点考察贸易开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首先#逐步加
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同时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
工资基本模型进行计量估计#然后#详细探讨在不同技能水平下#贸易开放
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一"贸易开放与性别工资总体差距

!B

基准规范分析
表

?

报告了基准工资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

的模型!

!

"报告了在加入贸
易开放度变量之前的估计结果%然后#将贸易开放度引入到模型!

"

"中#导
致

CH:

a

.(/1F

提高了约
J

个百分点#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与模型
!

!

"相比变化不大#可以推测#贸易开放度对解释工资水平的变动有一定作
用%模型!

"

"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工资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贸
易开放的产出增长效应导致了男性与女性工资的普遍增加%从男性与女性的
贸易开放系数比较来看#男性的贸易开放系数普遍大于女性的贸易开放系数%

考虑到各省份在政策$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等方面有着显著不同#且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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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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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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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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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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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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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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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有权U和职业类别Q等对工资水平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
逐步加入虚拟变量的办法来消除这些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模型!

G

"中加
入行业固定效应进行回归#模型!

?

"中加入省份固定效应进行回归#模型
!

K

"中加入劳动者所在企业所有权的固定效应进行回归#模型!

J

"中加入劳
动者职业类别的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引入固定效应后#贸易开放度对男性
工资的影响依然大于对女性工资的影响#且均在

!W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综
上#可以得出初步结论(贸易开放拉大了性别工资差距%

V 调查数据中#共有
!J

个行业%具体为(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
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金融保险
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
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

U 调查数据中#企业所有制形式划分为
!"

种%具体为(!中央$省"国有独资#!地方"国有独资#城镇集体
所有制#城镇私营!包括合伙企业"#城镇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其他股份
制企业!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农村私营企业#农村个体#其他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由于本文只分析城
镇居民工资水平#农村私营企业和农村个体企业予以剔除#只选择其他

!#

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

Q 调查数据中#劳动者的职业类别划分为
!!

类%具体为(私营企业主!经理"#个体户主#各类专业技术人
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门负责人#办事人员#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商业和服
务业人员#农民#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其中#私营企业主!经理"$个体户主和农民属于自我雇佣#予以
剔除%只选择其他

U

类职业类别%

!# 引入行业变量$省份变量$企业所有权变量和职业类别变量的虚拟变量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的基
本原理是近似的%通常#标准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分为时点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
据固定效应模型既可以通过离差转换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实现!

$(,1/+'('FY/&91F&

#

"##K

"#因此#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

R)

"亦可称为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

[M<4

"%最小二乘虚拟变
量模型为本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提供了思路#本文使用

:0(0(

软件命令#通过引入虚拟变量的方式#建立
行业$省份$企业所有权和职业类别的固定效应模型#以此控制省份间资源禀赋和政策差异$行业不同特
点$企业所有权不同类型和职业类别的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Z1/&'

C

('FO+'*10

#

"#!#

"%以省份固定
效应为例#调查数据共包含

!"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这样在估计方程中引入
!!

个虚拟变量进行估计#

此估计方法可以减轻省!直辖市$自治区"间的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设定行业$企业所有权和职业类
别固定效应的方法和效果与之相同%

关于工资的其他基本决定因素!年龄$是否党员$受教育年限和是否结
婚"的研究结果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相似%年龄与工资正相关#年龄的平方与
工资负相关#年龄与工资待遇呈倒,

8

-形曲线关系#即工资随年龄先增加后
减少#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政治面貌!是否党员"的系数显著为正#党员
工资待遇比非党员工资待遇要高!

[&

#

"##G

"+受教育年限越长#工资待遇越
高%需要说明的是#同时加入四种固定效应后#模型估计的教育回报率在
GW

.

KW

!如模型!

J

"所示"#与
$%1'

#

<1̂,./

C

1/('FR+./'&1/

!

"##K

"等
人获得的

"W

.

KW

的范围较为接近#低于
!#5!W

的世界平均水平和
Q5JW

的
亚洲平均水平!

O:(*%(/+

@

+.2+:

#

!QQ?

"#教育回报率依然偏低%值得注意的
是#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对其工资水平的影响比男性要大#而在现实条
件下#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性要少#这个结论给予我们一个重要启示(

关注女性教育#减小受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对于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
会地位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有意思的是#婚姻状况对男性工资和女性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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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结婚对男性工资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结婚
对女性工资影响并不显著%考虑到现实情况#该结论并不难以理解#男性结
婚后主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会选择更加努力地工作替代闲暇!比如加班"#

而女性在结婚后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家务劳动和照顾家人上%

"##U

年中国居民
时间利用调查数据!!显示(结婚后#女性无酬家务劳动的时间平均每天为

"#?

分钟#男性无酬家务劳动的时间平均每天仅为
V?

分钟#女性照顾家人和对外
提供帮助的时间平均每天为

?V

分钟#男性照顾家人和对外提供帮助的时间平
均每天仅为

"?

分钟%当然#也有可能是工资水平高的男性更容易得到女性的
青睐#从而具有更高的结婚概率!

6(I+:011'('Fe&,,1/

#

!QUV

+

N&'0%1/('F

e(9+F'

3

#

"##!

"%

!! 国家统计局于
"##U

年
K

月在北京$河北$黑龙江$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云南$甘肃
!#

省市开展
了我国第一次居民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对象为抽中的调查户中

!K

.

V?

岁的人口#调查户为
!#

省市现有
城乡住户收支调查网点的全部城镇国家样本和抽取的部分农村国家样本%共调查

!JJJ!

个家庭户#

GV

!?"

人+其中城镇
!QJ"!

人#乡村
!VK"!

人+男性
!U"!K

人#女性
!UQ"V

人%居民时间利用调查通过详细
记录调查对象一天的活动来反映各类人群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的不
同责任和作用#尤其是使妇女无酬劳动得以测量与展现%

表
K

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即该城市到海岸线的最短距离的倒数"的两
阶段最小二乘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看#贸易开放度对男性工资水平有正
向影响#且在

!W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结论基本吻合%

但贸易开放度对女性工资水平的影响系数的显著性明显降低#且女性贸易开
放度系数依然明显小于男性贸易开放度系数%进一步验证了贸易开放拉大性
别工资差距这一结论%工具变量检验的统计量显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能
够较为有效地处理回归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使得结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B

贸易开放$城市控制变量和其他因素
表

?

中模型!

G

".模型!

J

"在逐步引入行业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

企业所有权固定效应和职业类别固定效应后#解释变量系数均有所变化%说
明行业特征$地区特征$企业所有权特征和职业类别特征对工资水平均有着
重要影响%行业特征$企业所有权特征和职业类别的影响可以通过加入固定
效应后得以有效控制!

Z1/&'

C

('FO+'*10

#

"#!#

"#而表
?

中对地区特征的控
制只是针对省份间差异的控制#而忽略了城市间的差异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表
?

中模型!

?

"是加入省份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与模型!

G

"估计结果
相比#

CH:

a

.(/1F

有了显著提高#且女性和男性的贸易开放的影响系数变化较
大#女性贸易开放的影响系数由模型!

G

"中的
#5!"U"

减小为模型!

?

"中的
#5#J#!

#男性贸易开放的影响系数由模型!

G

"中的
#5!G#V

减小为模型!

?

"

中的
#5#V

%同时#其他变量的系数也有了较大变化%从而可以断定解释变量
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特征%然而#省份固定效应只是初步消
除了省份间因政策$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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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内各城市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消除!

Z1/&'

C

('FO+'*10

#

"#!#

"%所以#表
?

的估计对地区变量的控制还不够#贸易开放占有了城市变量对工资水平影响
的部分效应#这种现象是可能的%因此#需要加入城市变量对地区特征做进
一步控制%城市控制变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体现了地区聚集的作用#

Z(':+'

!

"##G

"提出并区分了三种聚集效应影响工资的机制#三种机制分别为(非人
力要素禀赋!

'+'H%.,(';(*0+/1'F+A,1'0:

"$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和人力资
本外部化%关于第一个机制#非人力要素禀赋!如制度$习俗和公共机构等"

的差别更有可能在省级和行业层面发生#无需控制城市间的差异!

Z1/&'

C

('FO+'*10

#

"#!#

"%而企业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人力资本外部化是地区聚集
的两个主要的动态竞争力效应(一方面#更大和更密集的地区聚集#在企业
和工人间产生更多的知识外溢#导致企业规模报酬递增和工人生产力的提高#

因而劳动者具有更高的工资+另一方面#地区聚集导致大量劳动者面临更激
烈的竞争#且竞争对市场价格施加向下的压力#劳动者间的竞争效应和较低
的市场价格水平驱使工人工资下降%因此#工资暴露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力
量中%本文在借鉴了

Z1/&'

C

('FO+'*10

!

"#!#

"的研究基础之上#选择城市
人均

N<O

$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和城市生活成本代表城市的聚集程度%通常情
况下#城市的经济越发达#人力资本存量越多#城市的生活成本越高#该城
市的聚集效应体现得越明显%

表
J

报告了引入城市变量!城市人均
N<O

$城市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成
本"后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模型!

!"

"引入了城市人均
N<O

#实证结
果显示(人均

N<O

对工资水平有正向效应#居民能够从地区经济发展中获
益%模型!

!G

"引入了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这一指标%模型!

!?

"中引入了城
市生活成本#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结果显示(生活成本每上升

!W

#工资水平
上升约

#5!?W

#说明随着居民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居民工资水平有所
提高#但居民工资提高的幅度远远小于生活成本的涨幅#居民的生活压力在
增加%表

J

模型!

!?

"与表
?

模型!

J

"比较#贸易开放系数有所减小#女性
贸易开放的系数由表

?

模型!

J

"中的
#5#KJ?

减小到表
J

的模型!

!?

"中的
#5#?U#

#男性贸易开放系数由表
"

模型!

J

"中的
#5#JJU

减小到表
J

模型
!

!?

"中的
#5#KVU

#说明贸易开放占有了部分生活成本对居民工资增加的贡
献%在表

J

的最后一栏模型!

!K

"中#将三种城市变量合并在一个估计方程
内#结果显示(贸易开放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且男性贸易开放系数大于女
性贸易开放系数%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对男性工资的正向影响大于对
女性工资的正向影响#即贸易开放拉大了性别工资差距%

表
V

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即该城市到海岸线的最短距离的倒数"的两
阶段最小二乘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看#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结论基本
吻合#但稍有不同%贸易开放度对女性工资的影响系数的显著性明显降低#

而贸易开放度对男性工资的影响系数依然在
!W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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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
教
育
年
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否
结
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
业
类
别
固
定
效
应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企
业
所
有
权
固
定
效
应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省
份
固
定
效
应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行
业
固
定
效
应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0
1
2

3
4
2
1
5
6
7
8
9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7
5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括
号
内
为
回
归
系
数
的 "
统
计
量

$

"

%

"
"

%

"
"
"

分
别
代
表

"
'
@

%

&
@

和
"
@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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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加
入
城
市
变
量
的
两
阶
段
最
小
二
乘
计
量
结
果

变
量

!

"
#

"
!

"
!

"
!

"
$

"
!

"
%

"

女
性
工
资

男
性
工
资

女
性
工
资

男
性
工
资

女
性
工
资

男
性
工
资

女
性
工
资

男
性
工
资

贸
易
开
放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
市
人
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
市
人
力
资
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
市
生
活
成
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龄
的
平
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否
党
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
教
育
年
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否
结
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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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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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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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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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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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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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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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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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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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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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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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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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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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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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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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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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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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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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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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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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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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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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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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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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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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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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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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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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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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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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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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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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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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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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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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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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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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阶
段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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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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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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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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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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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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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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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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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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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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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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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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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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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

变
量

!

!
"

"
!

!
#

"
!

!
$

"
!

!
%

"

女
性
工
资

男
性
工
资

女
性
工
资

男
性
工
资

女
性
工
资

男
性
工
资

女
性
工
资

男
性
工
资

职
业
类
别
固
定
效
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
业
所
有
权
固
定
效
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
份
固
定
效
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
业
固
定
效
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2
2
%
"

3
4
$
%

2
2
%
"

3
4
$
%

2
2
%
"

3
4
$
%

2
2
%
"

3
4
$
%

!
5
(

6

7
-
+
'
8

9
:
2
%
%
3

9
:
2
#
;
;

9
:
2
%
$
#

9
:
2
$
9
"

9
:
3
9
!
"

9
:
2
$
;
;

9
:
3
9
2
9

9
:
2
$
%
;

!
!

注
#
!
"
内
为
回
归
系
数
的 "
统
计
量

$

"

%

"
"

%

"
"
"

分
别
代
表

!
9
<

%

;
<

和
!
<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

=
>
'
/
*
'
+

?

'
1
5
@
-
-

A

+
B

C
D

检
验
的
零
假
设
是
工
具
变
量
识
别
不
足

&
若
拒
绝
零
假
设
则
说

明
工
具
变
量
是
合
理
的

$

=
>
'
/
*
'
+

?

'
1
5
@
-
-

A

E
-
>
8
+
B
#

检
验
的
零
假
设
是
工
具
变
量
为
弱
识
别

&
若
拒
绝
零
假
设
则
说
明
工
具
变
量
是
合
理
的

$
'
(
内
数
值
为
相
应
检
验
统
计
量
的

$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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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开放度系数明显小于男性贸易开放度系数%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使用
工具变量后#贸易开放度对男性工资水平的影响系数与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结果相比明显变大#而女性影响系数变化不大#说明变量的内生性使得贸易
开放度对男性工资水平的影响系数产生向下偏移#从而倾向于低估贸易开放
度对男性工资水平的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贸易开放拉
大性别工资差距这一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上文分析了贸易开放对女性和男性工资的影响差异#得出结论(总体而
言#贸易开放拉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但哪些女性群体更容易被排除在贸易开
放的利益之外呢* 贸易开放对不同女性群体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吗* 下文将重
点分析在不同技能下贸易开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在不同技能水平下#贸易开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B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表

U

报告了贸易开放对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模型!

"#

"和
模型!

"!

"估计结果显示#女性低技能劳动者贸易开放系数为
#5#"JQ

#且系
数不显著#男性低技能劳动者贸易开放系数为

#5#??"

#女性高技能劳动者贸
易开放系数为

#5#K!U

#男性高技能劳动者贸易开放系数为
#5#K#J

%从中可以
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从技能差异看#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正向影响大
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正向影响#女性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贸易开放影响系
数差距更大+从性别差异看#贸易开放拉大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

而贸易开放缩小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下面对这两个基本的结论
进行分析%

表
U

"

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普通最小二乘计量结果

变量 !

"#

" !

"!

"

低技能!女性" 低技能!男性" 高技能!女性" 高技能!男性"

贸易开放度
#B#"JQ

#B#??"

!!!

#B#K!U

!!!

#B#K#J

!!!

!

!BJ!??

" !

GBG"K#

" !

"BJJ#?

" !

GB"?GU

"

城市人均
N<O #B#G"V #B#GU# #B#?QV

#B#VUU

!!!

!

!BG!#J

" !

!B"#QG

" !

!B"KKV

" !

"BJ?UU

"

城市人力资本
#BV"QG

!!!

#BGJ#G #̀B"Q?# #̀B"J#U

!

GB!JUU

" !

!BKQVV

" !

#̀BUKQJ

" !

!̀B#!Q#

"

城市生活成本
#B!"!Q

!!

#B!?V?

!!!

#B!K"G

!!!

#B!"UJ

!!!

!

"BKKJJ

" !

?B!!V?

" !

"BJ"GU

" !

"BQQJG

"

年龄
#B#!V?

#B#?V?

!!!

#B#U!"

!!!

#B#K#G

!!!

!

!B!?VQ

" !

GB"UQ!

" !

?B!GK#

" !

GBKG""

"

年龄的平方
#̀B###!

#̀B###K

!!!

#̀B###Q

!!!

#̀B###K

!!!

!

#̀BK#?G

" !

G̀B#JUK

" !

G̀BK"!#

" !

G̀B#?G!

"

是否党员
#B#VUQ

!!!

#B#GGJ #B#K#J

#B!#G?

!!!

!

"BJ#"U

" !

!BGVUG

" !

!B?!#!

" !

GBK?U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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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

"#

" !

"!

"

低技能!女性" 低技能!男性" 高技能!女性" 高技能!男性"

受教育年限
#B#G?#

!!!

#B#!VG

!!!

#B#!QU

!!

#B#!!Q

!!

!

KB?JG!

" !

GBG"V#

" !

"B"""#

" !

!BQQVG

"

是否结婚
#B#VQQ

#B!VJG

!!!

#̀B##!Q

#B!!"K

!!

!

!B?JGV

" !

GBK!?U

" !

#̀B#G#G

" !

"B!J?U

"

常数
!̀BQUJ!

!!!

!̀BJUQQ

!!!

#̀B!?J# #BJKJG

!

"̀BU!U?

" !

"̀BJ?#J

" !

#̀B!G?J

" !

#BQJJU

"

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企业所有权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省份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行业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E:1/9(0&+': "G!! "V"" !#UK !KJV

CH:

a

.(/1F #BGKUK #BG?!V #B?#V" #BGKUG

""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
"

统计量#

!

$

!!

$

!!!分别代表
!#W

$

KW

和
!W

的显著性水平%

第一个结论与经典理论并不相符#根据经典的
MHM

定理!

M0+2

@

1/HM(,.12H

:+'

定理"#发展中国家更容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使用非熟练劳动力
相对更密集"#非熟练劳动力将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本文实证分析
结论却是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正向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正向影
响#高技能劳动力是贸易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

MHM

定理要求要素数量不变#但中国尚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折的
阶段#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持续从农业部门
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使现代工业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供给量持续上升%其
次#

MHM

定理要求要素无摩擦$瞬时流动#而中国要素流动的成本尤其是要素
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成本非常高#户籍制度的存在成为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
障碍#由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城乡劳动力在医疗$保险$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

也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满足经典理论的假
设条件%再次#有偏的学习效应增加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中国国
内市场对外开放后#企业和劳动者接触及学习到相对较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
配的技术知识#这种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与
此同时#随着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F/&I

#

"##J

+

M*%+00

#

"##U

"和
资本品进口的增多#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相对降低了对低技
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扩大了技能工资差距%对技能工资差距的探讨有助于
解释性别工资差距#因为女性在低技能人群中占了多数%

第二个结论是(贸易开放拉大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验证了
数理分析的命题%而贸易开放缩小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这一结
论似乎与数理分析并不一致#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由第二部分的
数理分析可知#贸易开放导致了性别差异参数

B

的增加#但
B

的增加并不是
无条件约束的%在高技能部门#由于高技能工人的缺乏#男性劳动力不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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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替代女性劳动力#同时#在高技能部门#女性劳动力的合同谈判能力相
对较强#因此#贸易冲击对性别差异参数

B

的影响较小%而在低技能部门#

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持续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
业部门转移#劳动力性别替代效应会很强#加之低技能女性劳动力的谈判能
力相对较弱#自身劳动生产率相对男性劳动力较低#贸易开放会导致低技能
部门性别差异参数

B

相对于高技能部门产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企业在面临
贸易冲击时#激烈的竞争使得企业会更多地减少低技能女性劳动力的雇佣%

同时#低技能女性劳动力相对较低的讨价还价能力进一步滋长了企业降低低
技能女性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行为%因此#贸易开放更多地增大了对低技
能劳动力的性别歧视#更倾向于拉大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

"B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表

Q

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即该城市到海岸线的最短距离的倒数"的两
阶段最小二乘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看#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结论基本
吻合#但稍有差异%具体的#贸易开放度对低技能女性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系
数仍然不显著#且为负值#而贸易开放度对低技能男性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系
数依然在

!W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相比#低技能男
性劳动力的贸易开放影响系数明显增大%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女性劳动力工资
的影响系数依然在

!W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相比#

高技能女性劳动力的贸易开放影响系数明显增大#而贸易开放度对高技能男
性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系数变得不显著%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研究结果进一
步证实(贸易开放倾向于拉大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而贸易开放有
利于缩小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

表
Q

"

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两阶段最小二乘计量结果

变量 !

""

" !

"G

"

低技能!女性" 低技能!男性" 高技能!女性" 高技能!男性"

贸易开放度
#̀B#!?V

#B!GKU

!!!

#B!V!!

!!!

#B#K?V

!

#̀B"U?V

" !

GBQV?J

" !

"BKQQ!

" !

!B##GV

"

城市人均
N<O #B#KVQ #̀B#!QK #̀B#""#

#B#VJG

!!

!

!BKG#!

" !

#̀BJ!G!

" !

#̀B?"!#

" !

"B#J#U

"

城市人力资本
#BQU#"

!!!

#̀B!VU"

!̀B#VGQ

!!

#̀B"UV?

!

"BJ!!K

" !

#̀BJ?#!

" !

!̀BQQVJ

" !

#̀BJQGK

"

城市生活成本
#B!?#J

!!!

#B!!"V

!!!

#B!"##

!!

#B!"JV

!!!

!

"BJGG!

" !

GB##QK

" !

"B!"V"

" !

"BUKK#

"

年龄
#B#!V#

#B#?UG

!!!

#B#VVK

!!!

#B#K#G

!!!

!

!B!GG?

" !

GBGGK!

" !

GBQQ##

" !

GBJ#?G

"

年龄的平方
#̀B###!

#̀B###K

!!!

#̀B###U

!!!

#̀B###K

!!!

!

#̀B?U?"

" !

G̀B!K!?

" !

G̀BG!QV

" !

G̀B!#!"

"

是否党员
#B#VUU

!!!

#B#GJ# #B#K""

#B!#GJ

!!!

!

"BJ"J!

" !

!B?KJ#

" !

!B?J"V

" !

GBJ#"G

"



第
"

期 刘
"

斌$李
"

磊(贸易开放与性别工资差距
?KK

""

!续表"

变量 !

""

" !

"G

"

低技能!女性" 低技能!男性" 高技能!女性" 高技能!男性"

受教育年限
#B#G?"

!!!

#B#!JK

!!!

#B#!Q#

!!

#B#!!Q

!!

!

KBK"UG

" !

GB!G"V

" !

"B!QUK

" !

"B#G?!

"

是否结婚
#B#VQQ

#B!UJ!

!!!

#B#!JG

#B!!G"

!!

!

!B?U!V

" !

GBJU?"

" !

#B"J!G

" !

"B!UJ?

"

常数
"̀BUUQ#

!!

#B"G"J "BK"QJ #BV?QG

!

"̀B"U"?

" !

#B"V?V

" !

!BGQUK

" !

#BKUG?

"

\21&E1/

C

1'HO((

@

/I[T !?JBJGQ# "##B!?## KJBU#V# !#JBV!U#

2

#B####

3 2

#B####

3 2

#B####

3 2

#B####

3

\21&E1/

C

1'HO((

@

/IX(2FS KGVBJVK# !#JVBU"Q# "?GBUQU# ?G?BK!##

2

#B####

3 2

#B####

3 2

#B####

3 2

#B####

3

第一阶段
S

值
KGVBJV## !#JVBUG## "?GBQ### ?G?BK!##

第一阶段
@

(/0&(2C

"

#BVJGV #BVVKG #BVV!J #BVK?U

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企业所有权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省份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行业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E:1/9(0&+': "G!! "V"" !#UK !KJV

CH:

a

.(/1F #BGKJ? #BGG## #BGUUV #BGKU"

""

注(!"内为回归系数的
"

统计量+

!

$

!!

$

!!!分别代表
!#W

$

KW

和
!W

的显著性水平+

\21&E1/

C

1'H

O((

@

/I[T

检验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识别不足#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21&E1/

C

1'H

O((

@

X(2F/IS

检验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为弱识别#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23内数值
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

*

值%

GB

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得本文对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结论更加稳健可靠#本文依据文化

程度对被调查居民做进一步的技能细分#若他的最高学历是初中及初中以下
文化程度#那么此人被定义为低技能劳动力+若他的最高学历是中专或高中
!职高$中技"#那么此人被定义为中等技能劳动力+若他的最高学历是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那么此人被定义为高技能劳动力%

表
!#

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的计量结果%模型!

"?

".模型!

"J

"估计结果
显示#女性低技能劳动者贸易开放系数为

#5#"!V

#且系数不显著#低技能男
性劳动者贸易开放系数为

#5#QQ

+中等技能女性劳动者贸易开放系数为̀
#5#""?

#且系数不显著#中等技能男性劳动者贸易开放系数为
#5!JJK

+高技
能女性劳动者贸易开放系数为

#5!V!!

#高技能男性劳动者贸易开放系数为
#5#K?V

#且系数不显著%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拉大了低技能和中等技能的性
别工资差距#而贸易开放有利于缩小高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工资差距%稳健性
检验结果表明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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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

"?

" !

"K

" !

"J

"

低技能
!女性"

低技能
!男性"

中技能
!女性"

中技能
!男性"

高技能
!女性"

高技能
!男性"

贸易开放度
#B#"!V

#B#QQ#

!!

#̀B#""?

#B!JJK

!!!

#B!V!!

!!!

#B#K?V

!

#B"GG#

" !

"B#?#K

" !

#̀BGJKV

" !

GB?J?"

" !

"BKQQ!

" !

!B##GV

"

城市人均
N<O #B#KUV #B#!?! #B#K"? #̀B#?Q" #̀B#""#

#B#VJG

!!

!

!B#"QG

" !

#BG?!#

" !

!B#J?#

" !

#̀BUJQJ

" !

#̀B?"!#

" !

"B#J#U

"

城市人力资本
!BV#?K

!!

#BGKGJ #BK"U#

#̀BJQ"U

!

!̀B#VGQ

!!

#̀B"UV?

!

"BK#KV

" !

#BUK!J

" !

!B"?"U

" !

!̀BUVKU

" !

!̀BQQVJ

" !

#̀BJQGK

"

城市生活成本
#̀B##K!

#B!#!J

!

#B"#"?

!!!

#B!G!?

!!!

#B!"##

!!

#B!"JV

!!!

!

#̀B#?VJ

" !

!BQK!Q

" !

"BUUU"

" !

"BVG"!

" !

"B!"V"

" !

"BUKK#

"

年龄
#B#V?G

!!

#B#G"" #̀B##??

#B#KJ!

!!!

#B#VVK

!!!

#B#K#G

!!!

!

"B"JGU

" !

!BJG#U

" !

#̀B"KKG

" !

GB!J?!

" !

GBQQ##

" !

GBJ#?G

"

年龄的平方
#̀B###U

!!

#̀B###G #B###"

#̀B###J

!!!

#̀B###U

!!!

#̀B###K

!!!

!

!̀BQVGG

" !

!̀BG#V#

" !

#BU#?!

" !

G̀B#Q!?

" !

G̀BG!QV

" !

G̀B!#!"

"

是否党员
#B#VUU #B#?K#

#B#JJ#

!

#B#!KK #B#K""

#B!#GJ

!!!

!

!B!?UK

" !

!B!GQ!

" !

!BQ!VG

" !

#B?UGV

" !

!B?J"V

" !

GBJ#"G

"

受教育年限
#B#!G"

#B#"!#

!!

#B#!"Q #̀B##"J

#B#!Q#

!!

#B#!!Q

!!

!

!B#K!V

" !

"B"!##

" !

!B!JV"

" !

#̀B"V?Q

" !

"B!QUK

" !

"B#G?!

"

是否结婚
#̀B#!#V #B!#QU

#B!GVU

!!

#B"!QU

!!!

#B#!JG

#B!!G"

!!

!

#̀B!!?V

" !

!B#U?J

" !

"B!J!!

" !

GBJ##!

" !

#B"J!G

" !

"B!UJ?

"

常数
?̀BKV!K

!!

#̀BKUQK !̀BJG"" !B?QVG "BK"QJ #BV?QG

!

"̀B#"VV

" !

#̀B?KQ#

" !

!̀B#K#!

" !

!B"#!#

" !

!BGQUK

" !

#BKUG?

"

\21&E1/

C

1'HO((

@

/I[T

KKBGGU# !!KB!JV# !#!B!V?# !"#BKV?# KJBU#V# !#JBV!U#

2

#B####

3 2

#B####

3 2

#B####

3 2

#B####

3 2

#B####

3 2

#B####

3

\21&E1/

C

1'HO((

@

/I

X(2FS

!K"BU"K# ?K"B?VU# GG"BKKQ# K!JB!V!# "?GBUQU# ?G?BK!##

2

#B####

3 2

#B####

3 2

#B####

3 2

#B####

3 2

#B####

3 2

#B####

3

第一阶段
S

值
!K"BUG## ?K"B?U## GG"BKJ## K!JB!V## "?GBQ### ?G?BK!##

第一阶段
@

(/0&(2C

"

#BV?JQ #BVJQ# #BVU#V #BVUQ? #BVV!J #BVK?U

职业类别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f1: f1:

企业所有权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f1: f1:

省份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f1: f1:

行业固定效应
f1: f1: f1: f1: f1: f1:

]E:1/9(0&+': V?Q !!GJ !KJ" !KUJ !#UK !KJV

CH:

a

.(/1F #BGKKV #BGGUJ #BG?J# #BG?"# #BGUUV #BGKU"

""

注(!"内为回归系数的
"

统计量+

!

$

!!

$

!!!分别代表
!#W

$

KW

和
!W

的显著性水平+

\21&E1/

C

1'H

O((

@

/I[T

检验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识别不足#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21&E1/

C

1'H

O((

@

X(2F/IS

检验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为弱识别#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23内数值
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

*

值%

五!结
""

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贸易开放在

带来就业机会和竞争机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不同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性别之
间的收入分配%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数理模型#分析贸易开放影响性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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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差距的微观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

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项目调查
数据!

$ZSO

"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总体而言#贸易开放拉大了性别工
资差距%具体来说#贸易开放缩小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拉大了
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因此#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并为之提供
相应的制度保障具有尤为重要的政策含义%

鉴于此#首先#社会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两性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提
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技能水平就越高#与雇主谈判
能力就越强#贸易开放的竞争机制所带来的性别替代效应就越弱%同时#贸
易开放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此时女性技能水平的提高对于缩
小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其次#企业应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加
大女性职业培训的力度#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积极组织女
职工去培训和充电#鼓励女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深造#学习专业知识#以
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和谈判力%再次#政府应监控劳动力市场上
对女性的不公平行为#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更为公平和有效率的竞争环境#

特别是监督和消除企业在面对贸易冲击时对女性的歧视行为%与此同时#政
府应根据当地的贸易开放程度#适当调整女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利用最低
工资等手段#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最后#建立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法律体
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妇女劳动权益%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和管
理#加大执法力度#对劳动权益受损害的女性进行法律援助%妇联也要积极
发挥作用#充分运用现行法律法规#与一切歧视妇女和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
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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