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与 

劳动争议关系的实证研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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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工资高低是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研究了 

全国和12个省 (市)并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前后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与劳动争 

议增长的关系，分析并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前后全国和l2个省 (市)职工工资总额 

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用统计分析数据证明了我国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 

对劳动争议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是：第一，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我国劳动 

力价值实现程度偏低；第二，伴随工资的增长，劳动争议数量也在增加；第三， 

伴随GDP的增长，劳动争议数量在增加，说明劳动报酬的增长未能与国民财富的 

增长相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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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91—2007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从 7633件，增加到 350182件；2007年是 1991年的 

45．88倍，16年间增加了 342549件。① 

从全国情况看，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权利被侵害是引起劳动争议的最主要原因。1997年 
一

2007年的劳动争议总数量中，由劳动报酬、社会保险问题引起的争议，平均占了总量的56．78％。 从 

地区情况看，2000年一2007年，北京、辽宁、上海、浙江、广东因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问题引起的争议 

案件数，分别平均占当地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的64．32％、53．94％、67．26％、64．58％和55．36％。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报酬的最主要体现形式是工资，而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反 

映了劳动力价值的实现程度。 本文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研究了全国和 12个省 (市)考虑通 

货膨胀因素前后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与劳动争议的关系，分析了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前后全国和 

12个省 (市)职工工资总额在 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用统计分析数据显示了我国劳动力价 

值实现程度对劳动争议的影响程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工人权利受损问题及其治理的产权经济学研究”(BJY048)的阶段成果。 

① 1993—2007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数据，来源于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4—2008年。1991年、1992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数据，来自“劳 

动争议处理统计数据”，中国劳动咨询网http：／／www．511曲OUl'．COm／law／Article／55．asp． 

② 根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2008年中的劳动争议有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③ 地时间根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2008年中的劳动争议有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④ 劳动力价值的另一种重要体现形式是社会保险。因为社会保险数据中包括了非在职职工，难以作为职工保险的准确数据，所以， 

本文只以工资为主要指标来研究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与劳动争议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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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 献 综 述 一、 文 献 综 述 

亚当 ·斯密没有使用过 “劳动力价值”这～概念，但明确使用了劳动力概念。他认为，“每一个 

人对他 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是所有其他财产权的原始基础，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亚当 ·斯 

密的 《国富论》中，与劳动力价值构成有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劳动工资问题的探讨上。他认 

为，劳动工资主要包含了维持劳动者个人、赡养子女和家庭的费用和教育培训费用 。马克思 “把劳 

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 

和智力的总和”㈢。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包括以下三个组成部分：(1)维持劳动者自身所 

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2)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劳动者养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3)劳动 

者的教育训练费用。 

何炼成、王金柱、刘明远和乔于桐、陈永正、须华斌， 从不同角度对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和实现 

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体现的是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关系。从形式上看，劳动力价值 

体现为以工资为主体的货币收入，而供求关系、社会历史和道德因素、工人与资本家的力量对比、 

政府与法律保护、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等，也是影响劳动力价值实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劳动力价 

值与劳动力价格并不总是一致的，这也就 自然地引出了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问题。当劳动力价值 

实现程度低于劳动者能接受的水平时，劳动争议可能会产生。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由于工资的各个构成部分在统 

计年鉴中并没有区分开，因此，本文只能使用 “工资总额”和 “平均工资”，作为衡量劳动力价值实 

现程度的主要指标。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工资、GDP、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数据，来 自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1995-2008年 。 

鉴于量化分析全国所有省份的数据工作量较大，因此，在采集地方数据时，我们最终选择了北 

京、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四川、陕西共 12个省市的情况 

进行分析。从地区分布上看，所选取的样本中有西部、中部、东部。既有东北三省，又有长江三角 

洲及珠江三角洲省市，可以客观反映我国各省市的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的特点，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12个省市指标数据形成的来源与过程基本相同：其中各省市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和 GDP 

的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8年，增长率数据是本文计算所得；劳动争议数据，来自 

1999—2008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年、1997年和 1998年的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只有 

“分地区企业单位劳动争议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情况”的数据；1999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 

“分地区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情况”和 “分地区基层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情况”两 

张表格中都有劳动争议受理数据，本文采用了 “分地区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情况”的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154页。 

② 亚当 ·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89页。 

⑨ 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 190页。 

④ 何炼成：《关于劳动力商品论与劳动价值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兼评何雄浪、李国平与关柏春之争》，载 《经 

济评论》2005年第 5期；王金柱：《双产权制度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 2003年，第 142页：刘明远、乔于桐：《界定劳动力价值数量 

的一种思路及其现实意义》，载 《集宁师专学报》2003年第 1期；陈永正：《教育对劳动力价值形成作用新探》，载 《经济学家》2003年第4 

期；须华斌：《劳动力价值的新特征及其对收入的影响》，载 《商业经济》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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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从 2000年开始，《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只设 “分地区劳动争议处理情况”一张统计表格；地 

区的 GDP数据，来 自 《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表 3—8中采用了经 

济普查后修订的数据，因此，2001—2003年的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各年鉴原来的相应数据不一 

致。本文采用了修订后的数据。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年。在 《中国统计年鉴》中， 

没有 1978—1984年的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据，本文用同期的 “城市(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替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表 2-1 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工资、GDP和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及增长率 

年份l l l平 资l GDP (亿元) 增长率 (％) 劳动争议 案件数量 件 增长率 (％) 
1978 

1980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l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ol 

20o2 

2003 

568．9 

772．4 

1383．o 

1659．7 

1881．1 

2316．2 

2618．5 

2951．1 

3323．9 

3939．2 

4916．2 

6656．4 

81o0．0 

9080．0 

9405．3 

9296．5 

9875．5 

10656．2 

ll830．9 

13161．1 

14743．5 

2OO4 16900．2 

20o5 19789．9 

2006 23265．9 

2o07 28244．0 

35．77 

79．05 

20．01 

l3．34 

23．13 

13．05 

12．70 

12．63 

18．51 

24．80 

35．40 

21．69 

12．10 

3．58 

— 1．16 

6．23 

7．91 

l1．O2 

l1．24 

12．02 

14．63 

17．10 

17．56 

21．40 

615 

762 

l148 

1329 

1459 

1747 

1935 

214Jo 

2340 

27l1 

3371 

4538 

5500 

6210 

6470 

7479 

8346 

937l 

10870 

12422 

14040 

16024 

18364 

2l00l 

24932 

23．90 

50．66 

15．77 

9．78 

19．74 

10．76 

10．59 

9_35 

15．85 

24．35 

34．62 

21．20 

12．91 

4．19 

15．60 

l1-59 

12．28 

16．oo 

14．28 

13．03 

14．13 

14．60 

14．36 

18．72 

3624．1 

4517．8 

8964．4 

10202．2 

11962．5 

14928．3 

16909．2 

l8547．9 

21617．8 

26638．1 

34634．4 

46759．4 

58478．1 

67884．6 

74462．6 

78345．2 

82067．5 

89468．1 

97314．8 

1O5172．3 

1 17390．2 

1 36875．9 

183217．4 

21 1923．5 

249529．9 

24．66 

98．42 

13．8l 

17．25 

24．79 

13．27 

9．69 

16．55 

23．22 

30．02 

35．01 

25．06 

16．09 

9．69 

5．21 

4．75 

9．02 

8．77 

8．07 

l1．62 

16．60 

33．86 

15．67 

17．75 

7633 

8l5O 

12368 

19098 

33030 

47951 

71524 

93649 

120191 

135206 

154621 

184116 

226391 

26O471 

313773 

317162 

350182 

6．77 

51．75 

54．41 

72．95 

45．17 

49．16 

30．93 

28．34 

12．49 

14_36 

19．O8 

22．96 

15．05 

20．46 

1．08 

10．41 

① 为了节省版面，本文删除了 12个省市 “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工资、GDP和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及增长率”、q曾加通胀率因素后我 

国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和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及增长率”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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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5—2008年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表2—2 增加通胀率因素后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和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及增长率 

年份I易 I 三 I 磊雾l l平 资J 毫霎I f l 
1978 100．7 568．9 564．92 — —  615 610．70 — — — — — —  

1980 107．5 772．4 714．47 26．47 762 704．85 15．42 — — — —  

1985 109．3 1383．0 1254．38 75．57 1148 1041．24 47．72 — — — —  

1986 106．5 1659．7 1551．82 23．7l 1329 l242．62 19．34 — — — —  

1987 107．3 1881．1 1743．78 12_37 1459 1352．49 8．84 — — — —  

1988 118．5 2316．2 1887．70 8．25 1747 1423．81 5．27 — — — —  

1989 117．8 2618．5 2152．41 14．02 1935 1590．57 11．71 — — — —  

1990 103．1 2951．1 2859．62 32．86 2140 2073．66 30-37 — — — —  

1991 103．1 3323．9 3220．86 12．63 2340 2267．46 9_35 7633 — —  

1992 106．4 3939．2 3687．09 14．48 27l1 2537．5O l1．91 8150 6．77 

1993 114．7 4916．2 4193．52 13．74 337l 2875．46 13-32 12368 51．75 

1994 l24．1 6656．4 5052．21 20．48 4538 3444．34 19．78 19098 54．41 

1995 l17．1 8100．0 6714．9O 32．9l 5500 4559．50 32-38 33O3O 72．95 

1996 108．3 9080．0 8326-36 24．00 6210 5694．57 24．89 47951 45．17 

1997 102．8 9405．3 9141．95 9．8O 6470 6288．84 10．44 7l524 49．16 

1998 99．2 9296．5 9370．87 2．50 7479 7538．83 19．88 93649 30．93 

1999 98．6 9875．5 10013．76 6．86 8346 8462．84 12．26 120191 28．34 

2000 l0o．4 10656．2 10613．58 5．99 9371 9333．52 1O．29 135206 12．49 

2001 100．7 l1830．9 11748．08 l0．69 10870 10793．91 l5．65 15462l 14-36 

2002 99．2 13161．1 13266-39 12．92 12422 12521．38 l6．00 1841l6 l9．08 

2003 101．2 14743．5 14566．58 9．8O 1404 0 13871．52 l0．78 226391 22．96 

2Oo4 103．9 16900．2 16241．09 11．50 16024 15399．O6 lI．01 26O47l l5．O5 

2005 101．8 19789．9 19433．68 19．66 l8364 18033．45 17．11 313773 20．46 

2006 101．5 23265．9 22916．9l l7．92 21o01 20685．99 14．71 317162 1．O8 

2007 104 ．8 28244．0 26888．29 l7-33 24932 23735．26 14．74 350182 10．41 

平均 —— —— —— 18．19 —— —— l6．80 —— 28．46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5—2008年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计算公式为：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调整前职工工资总 

额一调整前职工工资总额×(物价指数一100)／100；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一调整前职工平均工资×(物价指数一100)／100。 

① GDP数据来自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职工工资总额数据，1990年、1992—2007年的数据， 

来自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4—200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2004年的GDP数据，在 2005年和2006年的劳动统计年鉴中数据有差 

异，本文采用的是2005年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1993—2007年劳动争议案件数据，根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4—2008年有关劳动争议 

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1991年、1992年的劳动争议数据，来自“劳动争议处理统计数据”，中国劳动咨询网 

http：／／www．51labour．corn／law／Article／55．asp。 

② 本表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与表2—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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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模型建立 

通过观察职工工资总额 (包括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包括调整后)、GDP与劳动争议数量的 

散点图，我们发现职工工资总额 (包括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包括调整后)、GDP五个变量与劳 

动争议数量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因为职工工资总额 (包括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包括调整后) 

与 GDP之间存在着共线性，即它们之间具有相关关系。 

图3-1 职工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数量散点图 图3-2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劳动争议数量散点图 

图 3．3 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数量散点图 图3-4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数量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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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5 GDP_-劳动争议数量散点图 

因此这五个变量无法放入一个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需要分别以职工工资总额 (包括调整后)、职工平均工 

资 (包括调整后)、GDP为自变量，以劳动争议数量为 

因变量建立三个线性回归方程：y=a+bx。 

根据前文我们对全国情况的比照分析，此处仍然分 

别以职工工资总额 (包括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包 

括调整后)、GDP为自变量，以劳动争议数量为因变量 

建立五个线性回归方程：y=a+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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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数理分析 

1．全国情况的计量数理分析 

(1)以职工工资总额为自变量，劳动争议数量为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y=al+blX 

表4—1 职工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回归模型总结表 

R 决定系数 调整后决定系数 标准差 

o．964 ．929 ．924 32532．285 15 

表 4_2 职工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模型方差分析表 ANOVA“ 

模 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F Sig． 

回归 2．070El1 l 2．070E1 1 195．556 ．000 

Residual 1．588E10 15 1．058E9 

T0tal 2．228E11 16 

通过回归模型总结表和方差分析表可知，R系数和调整后的 R。系数分别为 0．929，0．924，均在 

0．9以上，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有着非常好的回归效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F=195．556，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即拒绝回归系数为 0的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所包含的自变量是合理的， 

所建立的方程具有良好的显著性与回归效果。 

表4—3 职工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模型回归系数表Coefficientsa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模 型 
t Sig． 

丑 标准差 8系数 

调整后 — 327．780 16264．416 -3．709 ．002 

工资总额 16．640 1．190 ．964 13．984 ．O00 

通过回归系数表可知，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为-60327．780，自变量系数为 16．640，且二者在 l％的 

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因此，劳动争议数量=一60327．780+16．640X职工工资总额。分 

析回归方程可知，职工工资总额每变化 1个单位，则劳动争议数量相应地变化 16．640个单位。 

表4．4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回归模型总结表 

R 决定系数 调整后决定系数 标准差 

0．975 ．951 ．948 26889．48414 

表 4-5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模型方差分析表ANOVA 

模 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F Sig． 

回归 2．120El1 1 2．120E11 293．200 ．Oo0a 

Residual 1．085E10 15 7．230E8 

Total 2．228El1 16 

通过回归模型总结表和方差分析表可知，R 系数和调整后的R 系数分别为 0．951、O．948，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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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以上，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有着非常好的回归效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F=293．200，且在 l％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即拒绝回归系数为 0的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所包含的自变量是合理的， 

所建立的方程具有良好的显著性与回归效果。 

表 4-6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模型回归系数表Coefficients。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模 型 
t Sig． 

B 标准差 B系数 

调整后 一56543．9oo 13128．577 —4_3O7 ．0o1 

工资总额 16．975 ．991 ．975 17．123 ．000 

通过回归系数表可知，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为一56542．900，自变量系数为 16．975，且二者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因此，劳动争议数量=一56542．9+16．975~职工工资总额。分析 

回归方程可知，职工工资总额每变化 1个单位，则劳动争议数量相应地变化 16．975个单位。 

(2)以职工平均工资为自变量，劳动争议数量为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y=a2+b2x 

表 4．7 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模型总结表 

R 决定系数 l 调整后决定系数 标准差 
I 

0．986 ．973 I ．971 19961．76923 

表 4-8 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模型方差分析表 ANOVA 

模 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F Sig． 

回归 2．169E11 l 2．169E1l 544．242 ．000 

Residual 5．977E9 15 3．985E8 

T0tal 2．228E1 1 16 

通过回归模型总结表和方差分析表可知，R 系数和调整后的R 系数分别为 0．973、0．971，均在 

0．9以上，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有着非常好的回归效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F=544．242，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即拒绝回归系数为0的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所包含的白变量是合理的， 

所建立的方程具有良好的显著性与回归效果。 

表4-9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模型回归系数表 Coefficients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模 型 
t Sig． 

B 标准差 6系数 

(常数)平均工资 -39760．993 9048．001 -4．394 ．001 

17．423 ．747 ．986 23．329 ．000 

通过回归系数表可知，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为一39760．993，自变量系数为 17．423，且二者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因此，劳动争议数量=一39760．993+17．423~职工平均工资。分 

析回归方程可知，职工工资总额每变化 1个单位，则劳动争议数量相应地变化 17．423个单位。 

表 4-10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模型总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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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模型方差分析表 ANOVA“ 

模 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F Sig． 

回归 2．192E11 1 2．192E11 890．896 ．oo0 

Residual 3．69o】 O9 l5 2．460E8 

T0tal 2．228E11 16 

通过回归模型总结表和方差分析表可知，R 系数和调整后的 R 系数分别为0．983、0．982，均在 

0．9以上，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有着非常好的回归效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F=890．896，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即拒绝回归系数为0的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所包含的自变量是合理的， 

所建立的方程具有 良好的显著性与回归效果。 

表4-12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模型回归系数表Coemcients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模 型 
t Sig． 

B 标准差 B系数 

(常数) -36558．972 6992．298 —5．228 ．000 

平均工资 l7．716 ．594 ．992 29．848 ．0oO 

通过回归系数表可知，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为一36558．972，自变量系数为 17．716，且二者在 l％的 

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因此，劳动争议数量=一36558．972+17．716x职工平均工资。分 

析回归方程可知，职工工资总额每变化 1个单位，则劳动争议数量相应的变化 17．716个单位。 

(3)以GDP为自变量，劳动争议数量为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a3+b3X 

表4-13 GDP-一劳动争议回归模型总结表 

R 决定系数 l 调整后决定系数 l 标准差 
0．981 ．962 ．959 23886．86824 

表4_14 GDP__劳动争议模型方差分析表 ANOVA 

模 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F Sig． 

回归 2．143E11 1 2．143E11 375．552 ．000 

Residual 8．559EO9 15 5．706E8 

T0ta1 2．228El1 16 

通过回归模型总结表和方差分析表可知，R 系数和调整后的 R 系数分别为O．962、0．959，均在 

0．9以上，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有着非常好的回归效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F=375．552，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表4—15 GDP_-劳动争议模型回归系数表C0efficients8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Sig． 

模型 B 标准误 B系数 

(常数 ) —47713．978 1 1222．983 —4．251 ．oo1 

GDP 1．772 ．091 ．981 19．379 ．o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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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归系数表可知，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为一47713．978，白变量系数为 1．772，且二者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因此，劳动争议数量=-47713．978+1．772~GDP。分析回归方 

程可知，职工工资总额每变化 1个单位，则劳动争议数量相应变化 1．7724个单位。 

通过回归分析，本研究针对全国的数据，共得出三个回归方程， 

(1)劳动争议数量=一60327．780+16．640~职工工资总额 
， 劳动争议数量=一56543．900+16．975~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2)劳动争议数量=一39760．993+17．423~职工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39760．993+17．716~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3)劳动争议数量=一47713．978+1．772~GDP 

在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的模型中，调整后的回归系数都大于调整前的回 

归系数 (16．975>16．640，17．716>17．423)，说明调整后的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对劳动争议的影响要大 

于调整前的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对劳动争议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考虑物价上涨因素，按实际工 

资来计算，工资总额与平均工资对劳动争议的影响程度更大。所以，在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后，如果 

物价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因为 “货币幻觉”等原因，劳动争议数量会下降；如果物价上涨，而 

名义工资不提高，劳动争议数量会增加。 

2．广东等十二省市的计量结果分析 

表 4-1 6 各省职工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回归模型统计表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省份 

R 系数 调整后 R 系数 F R 系数 调整后 R2系数 F 

北京 0．908 0．897 79_331}} 0．918 0．908 89．650** 

山西 0．931 0．922 107．924 # 0．932 O．924 l1O．440籼# 

辽宁 0．689 0．651 17．765 {} 0．698 O．661 18．5l5}}{ 

吉林 0．777 0．749 27．805籼 } 0．795 0．770 31．084**{ 

黑龙江 0．825 0．803 37．588 { 0．820 0．797 36．377**$ 

上海 0．958 0．952 180．941$ 0．963 0．959 209．625} 

江苏 0．678 0．638 16．869$}$ 0．674 0．633 16．525**$ 

浙 江 0．958 0．953 l81．982 } 0．962 0．957 200．2l8}籼# 

湖南 0．894 0．881 67．531{}} 0．9l0 0．899 80．759* 

广东 0．688 0．648 17．603}}{ 0．691 0．653 17．930* 

四川 0．932 0．924 109．757*{ 0．930 O．921 105．585 { 

陕西 0．659 O．6l6 15_433 }$ 0．669 0．627 16．140"十 

注： 表示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 

通过各省职工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回归模型统计表可知，无论是调整前还是调整后，R 系数和 

调整后的R 系数均在 0．6以上，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有着非常好的回归效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 

各省的 F值在 l％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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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一l7 各省职工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模型回归系数表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省份 

回归模型 B T 回归模型 B T 

北京 职工工资总额 l1．454 8．906}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l1．72l 9-468}} 

山西 职工工资总额 6．298 10．389}}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6．671 10．5O9$} 

辽宁 职工工资总额 14．84O 4．215木掌丰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16．236 4．303*籼 

吉林 职工工资总额 19．O18 5．273}{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21．096 5．575 } 

黑龙江 职工工资总额 l1．724 6．131}}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12．847 6．031爿̈K 

上海 职工工资总额 23．398 l3．451 K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24．408 14-478 籼 

江苏 职工工资总额 29．328 4．107枣木术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31．074 4．O65$$ 

浙江 职工工资总额 11．765 13．490}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12．301 14．150${ 

湖南 职工工资总额 14．961 8．2l8}{}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16．283 8．987{{ 

广东 职工工资总额 22．666 4．196{{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23．991 4．234籼 

四川 职工工资总额 15．668 10．477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16．993 10．275 } 

陕西 职工工资总额 5．197 4．114水木木 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5．6l8 4．017}籼 

注： 表示p<0．1 }表示p<0．05 ¨ 表示 p<0．01 

通过回归系数表可知，全部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通过 T检验，说明职工工资总额与劳动争议数 

量之间在表中的各地区都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表 4一l8 各省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回归模型统计表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省份 

R 系数 调整后 R 系数 F R 系数 调整后 R 系数 F 

北京 O．931 0．922 107．3O3 } 0．941 0．933 126．619 

山西 0．954 0．949 167．823}$ 0．955 0．950 170．322} 

辽宁 0．790 0．764 30．07O籼K O．804 0．779 32．737 $ 

吉林 0．843 0．824 42．995} 0．862 0．844 49．771籼#$ 

黑龙江 0．841 0．82l 42．280*}} 0．836 0．8l5 40．711 

上海 0．987 0．985 588．608 料 0．986 0．984 567．992 { 

江苏 0．812 0．788 34．523}}} 0．813 0．790 34．843籼 

‘

浙江 0．960 0．955 191．56O木卑木 0．958 0．953 1 84．646$} 

湖南 0．923 0．914 96．093 爿̈ 0．935 0．927 ll5．249 

广东 O．713 0．677 19．892** 0．713 0．677 19．9O6} 

四川 0．960 0．955 191．593 { 0．956 0．950 172．5O6木术木 

陕西 0．679 0．639 16．927}}} 0．689 O．651 l7．763 k 

注： 表示p<0．1 {{表示p<O．05 表示p<0．Ol 

通过各省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回归模型统计表可知，无论是调整前还是调整后，R 系数和 

调整后的R 系数均在 0．5以上，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有着非常好的回归效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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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各省职工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模型回归系数表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省份 

回归模型 B T 回归模型 B T 

北京 职工平均工资 0．565 10-359 }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0．578 11．253$ 

山西 职工平均工资 0．224 12．955$$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0．237 13．O51 料 

辽宁 职工平均工资 O．604 5．484籼1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0．649 5．722 } 

吉林 职工平均工资 0．396 6．557}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0．061 7．055* 

黑龙江 职工平均工资 0．453 6．502**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0．487 6．380** 

上海 职工平均工资 O．600 24．261}籼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0．619 23．833** 

江苏 职工平均工资 1．958 5．876 {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2．075 5．9O3{ 

浙江 职工平均工资 0．846 13．841$籼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0．889 13．588 

湖南 职工平均工资 0．553 9．803 ％$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0．595 10．735$籼 

广东 职工平均工资 2．499 4．460**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2．655 4．462* 

四川 职工平均工资 0．766 13．842*术：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0．825 l3．134半半木 

陕西 职工平均工资 0．170 4．114} 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 0．184 4．215} 

注： 表示p<0．1 { 表示p<0．05 { 表示p<0．01 

通过回归系数表可知，全部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通过 T检验，说明职工平均工资与劳动争议数 

量之间在表中的各地区都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表4—20 各省 GDP一劳动争议回归模型统计表 

省 份 R 系数 调整后 R 系数 F 

北京 

山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湖南 

广东 

四川 

陕西 

0．947 

0．957 

0．722 

0．842 

0．804 

0．980 

0．733 

0．977 

0．924 

0．679 

0．921 

0．659 

0．941 

O．951 

0．687 

0．822 

0．779 

0．978 

0．699 

0．974 

0．915 

0．639 

0．9l1 

O．617 

143．390*籼 

177．166{}} 

20．759*$} 

42．555 F 

32．766{}$ 

395．059 料 

21．935$ 

339．O18 {} 

97_33l { 

16．936** 

93．630} 

15．491 

注： 表示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 

通过各省 GDP_一劳动争议回归模型统计表可知，R 系数和调整后的R 系数均在0．5以上，说明 

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有着非常好的回归效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各省的F值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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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示 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 

通过回归系数表可知，全部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通过T检验，说明 GDP与劳动争议数量之间在 

表中的各地区都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表4—22 各省回归模型汇总表 

省份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劳动争议数量=346．231+11．454x职工工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221．210+1 1．721~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 

北京 劳动争议数量一1230．290+0．565~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1357．415+0．578x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501．308+2．594~GDP 劳动争议数量=501．308+2．594x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44．179+6．298~X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一142．988+6．671~调整后工资总额 

山西 劳动争议数量一21．322+0．224~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 110．869+0．237~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90．502+0．822xGDP 劳动争议数量=90．502+0．822x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294J4．837+14．840~I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3755．561+16．236：<调整后工资总额 

辽宁 劳动争议数量一712．335+0．604×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1 177．626+0．649×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1093．390+1．319~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1093．390+1．319~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3131．459+19．018~I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一3749．608+21．096~调整后工资总额 

吉林 劳动争议数量一1326．807+0．396~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1628．428+0．428~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884．614+1．450~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884．614+1．450~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2133．119+11．724~~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一2657．~5+12．847x调整后工资总额 
黑龙 

劳动争议数量一766．413+0．453~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1066．101+0．487~调整后平均工资 
江 

劳动争议数量一1243．503+1．295~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1243．503+1．295~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2380．526+23．398×工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一2912．852+24．408~调整后工资总额 

上海 劳动争议数量一241．456+0．600×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540．794+0．619~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22．101+2．349~GDP 劳动争议数量=-22．101+2．349~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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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数量=3848．696+29．328~I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2605．114+31．074x调整后工资总额 

江苏 劳动争议数量=2370．621+1．958x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1079．876+2．075x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7501．481+1．904x调整后 GDP 劳动争议数量=7501．481+1．904x调整后GDP 

劳动争议数量=2034．180+11．765xi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1740．653+12．301x调整后工资总额 

浙江 劳动争议数量一3977．585+0．846x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4581．176+0．889x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423．601+1．317~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423．601+1．317~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3092．382+14．961xi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一3565．181+16．283~调整后工资总额 

湖南 劳动争议数量一2536．908+0．553x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2891．032+0．595x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2611．280+1．340~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2611．280+1．340~GDP 

劳动争议数量=397．690+22．666x~2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一 1172．086+23．991x调整后工资总额 

广东 劳动争议数量一1 1437．723+2．499x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 13778．403+2．655~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4922．228+1．911~GDP 劳动争议数量=4922．228+1．911~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26163670+15．668x工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一3205．207+16．993x调整后工资总额 

四川I 劳动争议数量一2345．280+0．766~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2841．542+0．825~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一1834．383+1．545~GDP 劳动争议数量=一1834．383+1．545~GDP 

劳动争议数量=640．921+5．197×工资总额 劳动争议数量=512．584+5．618~调整后工资总额 

陕西 劳动争议数量=628．136+0．170x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502．886+0．184×调整后平均工资 

劳动争议数量=969．791+0．589~GDP 劳动争议数量=969．79 1+0．589~GDP 

通过对 l2个省份数据的比较分析，在工资总额一劳动争议，平均工资一劳动争议的模型中，各 

个省份调整后的回归系数都大于调整前的回归系数，说明调整后的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对劳动争议 

的影响要大于调整前的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对劳动争议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实际工资来计 

算，工资总额与平均工资对劳动争议的影响将变大。可以看出，在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后，如果物价 

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因为 “货币幻觉”等原因，劳动争议数量会下降；如果物价上涨，而名义 

工资不提高，劳动争议数量会增加。 

五、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从全国总体情况看，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高增长模式。经济以年均 9．6％的速度上 

升，相当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的 3倍以上，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一直低于 GDP增速。2007 

年 1月 9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以人均 GDP几年前就超过 5000美元的苏州为例，从 2000年到 

2005年，GDP按现价计算增长了 1．6倍，财政收入增长了3．5倍，而城市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 

53．7％。 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前后，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从 1978年以来总体上处于下 

降趋势，近年来才有所回升。考虑物价上涨因素以前，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在 1980年 

达到最高点，为 16．99％，2004年为最低点，下降到 10．57％；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后，1980年也达到 

最高点，为 15．72％，2004年也降到最低点，下降到 10．16％；从 1978年到 1998年，加入通货膨胀 

因素后，职工工资总额占 GDP的比重，明显低于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前，差距最大的时间出现在 

1994年，二者相差 3．75％；1998年以后，加入通货膨胀因素前后，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变 

① 定军：《谁的GDP：居民收入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长》，《2l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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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明显。 

表 5—1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 (1978—2007) 

职工工资总额 居民消费 调 整 后 
GDP 调整前比重 调整后比重 年份 

职工工资总额 
(亿元) 物价指数 (亿元) (％) (％) 

(亿元) 

1978 568．9 l0o．7 564．92 3645．2 15．61 15．5O 

1980 772．4 107．5 714．47 4545．6 16．99 15．72 

1985 1383．0 1o9-3 1254．38 9016．0 15．34 13．91 

1986 1659．7 106．5 1551．82 10275．2 16．15 l5．10 

1987 1881．1 107_3 1743．78 12058．6 l5．60 14．46 

1988 23l6．2 l18．5 1887．70 l5042．8 15．40 l2．55 

1989 2618．5 l17．8 2152．41 16992．3 15．41 12．67 

1990 2951．1 103．1 2859．62 18667．8 15．8l 15I32 

1991 3323．9 103．1 3220．86 21781．5 15．26 14．79 

1992 3939．2 106．4 3687．09 26923．5 14．63 13．69 

1993 4916．2 114．7 4193．52 35333．9 13．9l 11-87 

1994 6656．4 124．1 5O52．2l 48197．9 13．81 l0．48 

1995 8l00．0 l17．1 67l4．90 60793．7 1332 l1．05 

1996 9O8O．O 108．3 8326_36 71176．6 12．76 l1．70 

1997 9405I3 102．8 9141．95 78973．0 11．9l l1．58 

1998 9296．5 99．2 9370．87 84402-3 l1．01 11．1O 

1999 9875．5 98．6 l0013．76 89677．1 l1．O1 l1．17 

2000 10656．2 l0o_4 1O6l3．58 99214．6 10．74 10．70 

20ol 1183O．9 10o．7 1 1748．08 1O9655．2 10．78 1O．71 

2o02 l3161．1 99．2 13266-39 120332．7 10．94 l1．O2 

2003 14743．5 1O1．2 14566．58 1 35822．8 10．85 10．72 

20o4 l690o．2 103．9 16241．09 159878．3 10．57 1O．16 

2005 19789．9 101．8 19433．68 183217．4 10．80 10．6l 

2006 23265．9 1O1．5 22916．91 2l 1923．5 1O．98 10．81 

20o7 28244．0 104．8 26888．29 249529．9 l1．32 10．78 

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5—2008年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① GDP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6；职工工资总额数据，1990年、1992—2005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4—2006 

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其中 1994—2004年的GDP数据，在 2005年和2006年的劳动统计年鉴中数据有差异，本文采用的是 2006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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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1978—2007) 

从各地区情况看，北京、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四川、 

陕西等 12个省市，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前后，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的总体趋势变化不大，基本 

都处于下降状态。但各地情况略有差异：上海市在2004、2005年达到最低点，此前处于下降趋势， 

此后，有明显回升；浙江省在 2004年及以前，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基本处于 7．93—8．6l之 

间的平稳状态，此后，开始上升；黑龙江、湖南下降幅度一直比较小，近年又有回升；北京、山西、 

陕西，长期处于下降趋势中，近年才略有回升；吉林、辽宁、江苏、广东、四川等，一直处于下降 

趋势中。① 

图 5-2北京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图5-3 山西省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① 为节省版面，本文删除了增加 “通胀率”因素前后 12个省市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变化等原始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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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辽宁省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图5-5吉林省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图 5-6黑龙江省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图 5-7上海市职工工资总额占 GDP比重的趋势 

图 5—8江苏省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图5-9浙江省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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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湖南省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图 5-11广东省职工工资总额 占GDP比重的趋势 

图 5-12四川省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图 5—13陕西省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趋势 

结 论 

通过全国的数据分析，比较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GDP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可知，职工 

工资总额的回归系数最大，表明职工工资总额对于劳动争议数量的影响程度最高。而职工平均工资 

的系数要大于 GDP的系数，则职工平均工资对于劳动争议数量的影响要高于 GDP。因此，三者对 

于劳动争议数量的影响程度依次为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和 GDP。 

通过 12省市的回归模型汇总表，我们不难发现：职工工资总额的回归系数分布于 5．197—29．328 

区间，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的回归系数分布于 5．618—31．074区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分布于 

0．170—2．449区间，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分布于 0．184—2．655区间表明四者对于劳动争议 

数量的影响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调整后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工资总额、调整后职工平均工资、职工 

平均工资，且影响非常显著。由此可见，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争议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劳动 

报酬对劳动争议的影响程度较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进一步认识到：(1)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以工资形式体现的我国劳动力价 

值实现程度偏低；(2)伴随工资的增长，劳动争议数量也在增加，说明劳动者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取 

(下转第 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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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形势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 

性的统一、人本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统一。除了这四个 “统一”之外，还有继承 

性和发展性的统一、理论教育与 “三观”引导的统一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的水平，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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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适应的收入增加，职工工资未能形成正常增长机制；(3)伴随 GDP的增长，劳动争议数量在 

增加，则说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未能与国民财富的增长同步增加。我们知道，和谐 

社会必须建构在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如果劳动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经济增长是难 

以持续的，和谐社会也是难以建立的。 

要解决劳动争议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明 

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工资 

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 

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编辑：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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