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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工资差异缘何扩大?
———基于职业分割的分析视角

郭凤鸣 张世伟*

摘要 基于职业分割的视角，本文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的就业方程和工资方程，提出工

资差异变动分解方法，并依据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

差异变动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5 年至 2002 年间，性别工资差异呈扩大趋势; 性

别工资差异的扩大完全是由性别歧视的加剧造成的; 性别歧视的加剧不仅体现在职业内部针

对女性工资歧视的加剧，而且体现在针对女性职业分割的就业歧视的加剧。因此，政府设计

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将有助于抑制性别工资差异的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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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中国政府推行男女性别平等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城

镇劳动力性别工资差异并不明显。经济改革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就业体制和工资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改变，男性和女性在就业和工资方面的性别差异

逐渐显露出来。现有的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一方面，性别工

资差异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 Gustafsson and Li，2000; 张丹丹，2004; 李春玲和李实，

2008) ; 另一方面，处于竞争劣势的女性劳动力就业越来越困难( 朱镜德，2005; 姚先国和

谢嗣胜，2006; 姜向群，2007)。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是主要来源于性别间人力资本特征

等个体特征差异的扩大，还是主要来源于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的加剧? 性别歧视的加

剧是主要表现为职业内部同工不同酬的工资歧视的加剧，还是主要表现为针对女性职

业分割的就业歧视的加剧? 关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劳动力市场运行

规律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评价和设计。
根据职业拥挤假说①，女性常常被有意地分割在某些特定的职业范围内，这些职业

由于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形成职业拥挤，职业拥挤导致职业工资水平降低，进而导致女

性工资水平低于男性( Bergmann，1971 )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者陆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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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职业拥挤假说认为，雇主或者雇员由于存在偏见或出于维护个人利益等将某群体成员限制在某些职业之外，使得

他们不得不选择其他职业，该群体成员在较少类型职业中的“拥挤”直接导致他们工资水平的降低，从而形成了

与其他群体间的工资差异( Bergmann，1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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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依据截面数据分析职业分割对性别工资差异影响的方法，如 Bergmann( 1971) 提

出通过在工资方程中引入职业内部女性比例变量分析职业分割对性别工资差异影响的

方法，Brown 等( 1980) 提出能够度量职业分割和职业内部工资歧视对性别工资差异影

响的全因素分解法，Appleton 等( 1999) 提出无歧视就业结构和工资结构分析方法。如

果将截面数据分析方法直接应用于不同的年份，并通过对不同年份结果的比较来分析

职业分割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影响，将会由于无法考虑价格因素变动和职业分布变

动对工资决定的作用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为此，Juhn 等( 1993) 提出了一个工资

差异变动的趋势分解方法，但该方法并没有考虑职业分割对工资差异的影响。随后，

Carrington 等( 1996) 将 Juhn 等( 1993) 方法和 Brown 等( 1986) 方法相结合，提出性别工

资差异的趋势分解方法，为分析职业分割对工资差异变动的影响提供了研究思路。然

而，Carrington 等( 1996) 方法只能分解出职业分布变动对工资差异变动的影响，无法分

析特征差异变动和就业歧视变动对工资差异变动的影响( Zveglich and Rodgers，2004)。
目前，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分割对性别工资差异影响的研究主要应用 Brown

等( 1986) 方法，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职业分割对性别工资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 Meng
and Miller，1995; Meng，1998; 李实和马欣欣，2006; 李晓宁，2008) ，但仍有一些研究认为

职业分割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较弱( 杜凤莲和范幸丽，2005; 姚先国和黄志岭，2008;

Wang and Cai，2008)。研究结果之所以产生较大差异，主要缘于数据存在时间和空间差

异。事实上，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成熟，职业分割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职

业分割作为性别歧视的主要方面势必会对性别工资差异产生影响。因此，研究职业分

割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影响就显得更具意义。
本文拟借鉴 Carrington 等( 1996) 方法，提出分解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方法，并依据

1995 年和 2002 年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

异变动进行分解分析，度量职业分割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影响。本文的第二部分对

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三部分论述分析方法，第四部分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

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分解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数据的统计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

1995 年和 2002 年住户抽样调查数据( CHIP) ，调查覆盖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 12
个省和直辖市，调查内容涉及个人( 和家庭) 的基本人口信息、收入与财产信息和劳动力

市场状态信息。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首先将样本限定于在城镇居住的 16 岁至 60 岁

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其次在样本中删除了退休、离休、正在求学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个

体，得到 1995 年样本 12 331 个，2002 年样本 11 065 个。
表 1 给出了 1995 年和 2002 年各职业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小时工资①，可以发现，在

1995 年和 2002 年，男性平均工资和女性平均工资的差异分别为 0． 42 元和 0． 82 元，女

① 依据中国价格指数统计年鉴中的价格指数，2002 年的工资水平已经消除了价格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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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均工资与男性平均工资之比由 0． 88 下降到 0． 86，性别工资差异明显增大。在 1995
年，女性负责人和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略高于男性相应职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可能由于

女性成为单位负责人和技术人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从

而导致只有能力较高的女性才能进入这两类职业的缘故。而对于其他职业，女性的工

资水平均低于男性的工资水平。在 2002 年，所有职业中男性的工资水平均高于女性，

表明职业内部的性别工资差异对总体性别工资差异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 1995 年相比，2002 年所有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主要缘于中国经

济的持续增长。从各职业内部来看，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水平提高最多，而工人

和其他职业人员工资水平提高最少。比较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水平变化可以发现，除专

业技术人员外，其他职业内部性别工资差异均有所扩大，进而导致了总体性别工资差异

的扩大。

表 1 1995 年和 2002 年各职业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小时工资

职 业
1995 年

男 性 女 性

2002 年

男 性 女 性

负责人 3． 83 3． 96 7． 55 7． 34

专业技术人员 3． 78 3． 48 7． 15 6． 63

办事人员 3． 25 3． 04 5． 89 5． 42

技术工人 3． 11 3． 53 4． 99 4． 31

非技术工人 2． 63 2． 34 4． 01 3． 55

其他职业人员 2． 99 2． 55 3． 98 3． 31

总体 3． 36 2． 94 5． 78 4． 96

性别工资差异变化不仅取决于职业内部工资水平性别差异变化，而且取决于性别

职业分割差异变化。表 2 给出了 1995 年和 2002 年男性和女性就业状况的统计结果，可

以发现，在 1995 年，男性和女性失业率分别为 8． 08% 和 13． 06%，即男性失业率明显低

于女性，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可能存在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 从职业分布来看，女性

负责人的比例仅为 4． 78%，远低于男性负责人的比例 15． 31% ; 男性技术工人的比例高

于女性8． 03个百分点; 而女性办事人员和非技术工人的比例分别高于男性 2． 02 个百分

点和 7． 92 个百分点，这说明男性在高工资职业中代表性过重，而女性在低工资职业中

代表性过重。Duncan 和 Duncan( 1955) 提出了度量职业分割的 Duncan 系数①:

s = 1 /2∑ i
| ui － ri | ( 1)

其中，ui和 ri分别表示两类劳动力在第 i 类职业的比例，可以计算得出 1995 年男性和女

性的职业分割 Duncan 系数为 0． 1883。这说明 1995 年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性别

职业分割。
在 2002 年，男性失业率较 1995 年没有明显变化，但女性失业率上升了 0． 81 个百分

① Duncan 系数描述的是如果一类劳动力继续留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上，为了使两类劳动力具有相同的职业分布，另

一类劳动力不得不改变自己职业的比例。Duncan 系数越大，职业分割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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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说明女性就业更加困难。从职业分布来看，虽然男性和女性负责人的比例均较

1995 年有所降低，但女性负责人的比例仍低于男性 9． 8 个百分点; 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

比例高于男性 1． 05 个百分点，办事人员和非技术工人的比例分别高于男性 4． 07 和1． 59
个百分点，而技术工人的比例低于男性 11． 77 个百分点; 男性和女性职业分割的 Duncan
系数为 0． 2238，这说明性别职业分割与 1995 年相比更加严重，职业分割和职业内部工

资差异是导致性别工资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

表 2 1995 年和 2002 年男性和女性就业状况

就业状态
1995 年

男 性 女 性

2002 年

男 性 女 性

失业人口 512 783 480 709

负责人 970 292 826 208

专业技术人员 1 243 1 186 1 091 990

办事人员 1 125 1 185 971 1 041

技术工人 1 493 931 1 328 538

非技术工人 710 1 146 475 489

其他职业人员 284 471 784 1 135

样本量 6 337 5 994 5 955 5 110

根据工资理论，个体工资获得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个体特征变化是导

致性别工资差异变化的原因之一。表 3 给出了 1995 年各职业中男性和女性个体特征

的统计结果①，可以发现，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而非技术工人和

其他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 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平均经验较高，而非技术工

人和其他职业人员平均经验较低。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意味着较高的收入，这是负责

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工资高于非技术工人和其他职业人员的重要原因。从工作单位类型

来看，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明显高于非技术工人和其他职业

人员在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②。这是由于国有企业具有垄断性质导致了负责人和专业

技术人员工资水平要高于非技术工人和其他职业人员。在每个职业内部，男性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平均经验和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比例均明显高于女性，意味着男性的工资水

平要高于女性。
表 4 给出了 2002 年男性和女性个体特征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与 1995 年相比，劳

动力受教育年限明显提高，这主要缘于改革开放带来中国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有利于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经验水平下降，而办事人员、技术工

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平均经验水平均有所提高，这有助于抑制职业间工资差距的扩大; 家

①

②

在 1995 年和 2002 年，关于职业分类存在差异。为了使两年结果具有可比性，本文将 2002 年较详细的职业分类

归并为与 1995 年一致的 6 大类。
按照 1995 年统计数据分类，将中央、省级和地方全民所有制企业归为国有企业。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将 2002
年数据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中央、省级和地方国有独资企业归为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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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人口数明显减少，这与中国人口结构是一致的; 非劳动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意味着劳

动力的家庭负担减轻; 男性和女性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的比例都明显下降，而在

其余类型部门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这一特征可能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关，其对个体

工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表 3 1995 年男性和女性个体特征统计

个体特征
负责人

男性 女性

专业技术人员

男性 女性

办事人员

男性 女性

技术工人

男性 女性

非技术工人

男性 女性

其他职业人员

男性 女性

受教育年限 12． 39 11． 93 13． 08 12． 42 11． 22 10． 88 9． 73 9． 47 9． 11 8． 81 10． 50 9． 56

经验 25． 95 24． 34 22． 28 20． 23 19． 65 17． 31 20． 04 17． 81 18． 20 17． 17 18． 52 16． 67

已婚 0． 98 0． 99 0． 93 0． 92 0． 90 0． 89 0． 84 0． 88 0． 83 0． 91 0． 83 0． 84

家庭人口数 3． 27 3． 30 3． 23 3． 22 3． 34 3． 26 3． 37 3． 30 3． 36 3． 33 3． 32 3． 35

非劳动收入 6． 29 8． 68 6． 45 8． 28 5． 94 7． 16 5． 83 7． 01 5． 32 6． 58 6． 36 6． 75

国有企业( % ) 92． 30 86． 96 93． 12 91． 01 90． 13 83． 49 84． 15 75． 50 82． 91 66． 15 80． 57 67． 32

集体企业( % ) 7． 31 11． 74 6． 45 8． 11 8． 92 14． 95 13． 99 23． 41 16． 24 32． 56 12． 95 25． 68

个体私营( % ) 0． 00 0． 43 0． 00 0． 11 0． 12 0． 00 0． 09 0． 16 0． 00 0． 00 2． 16 1． 17

外资合资( % ) 0． 26 0． 87 0． 32 0． 55 0． 83 1． 44 1． 58 0． 62 0． 64 0． 90 3． 60 3． 11

其他类型( % ) 0． 13 0． 00 0． 11 0． 22 0． 00 0． 12 0． 19 0． 31 0． 21 0． 39 0． 72 2． 72

样本量 766 230 946 913 841 836 1 079 645 468 774 139 257

注: 非劳动收入指家庭其他成员年收入( 单位: 千元) ，下同。

表 4 2002 年男性和女性个体特征统计

个体特征
负责人

男性 女性

专业技术人员

男性 女性

办事人员

男性 女性

技术工人

男性 女性

非技术工人

男性 女性

其他职业人员

男性 女性

受教育年限 13． 05 13． 07 13． 40 13． 12 12． 16 12． 11 9． 99 10． 36 9． 52 9． 37 9． 95 10． 09

经验 25． 80 23． 36 20． 52 18． 47 21． 04 18． 78 22． 53 19． 06 21． 69 18． 24 18． 78 16． 03

已婚 0． 98 0． 93 0． 90 0． 86 0． 87 0． 86 0． 89 0． 92 0． 88 0． 92 0． 83 0． 84

家庭人口数 3． 03 2． 97 3． 11 3． 08 3． 20 3． 12 3． 19 3． 16 3． 23 3． 18 3． 27 3． 24

非劳动收入 13． 23 17． 10 14． 40 17． 98 13． 53 17． 42 11． 02 13． 80 10． 26 13． 18 12． 28 13． 54

国有企业( % ) 83． 68 83． 18 78． 06 79． 13 78． 69 77． 28 63． 84 59． 66 59． 22 51． 35 23． 84 33． 06

集体企业( % ) 4． 99 6． 25 3． 66 6． 31 4． 54 6． 04 6． 64 13． 13 10． 41 17． 73 6． 25 10． 18

个体私营( % ) 1． 46 0． 96 5． 72 3． 67 5． 38 4． 3 10． 3 6． 57 11． 5 11． 13 58． 14 43． 65

外资合资( % ) 1． 34 1． 92 3． 09 1． 93 1． 79 2． 66 3． 2 1． 88 2． 17 2． 47 2． 03 2． 2

其他类型( % ) 8． 53 7． 69 9． 47 8． 96 9． 6 9． 72 16． 02 18． 76 16． 7 17． 32 9． 74 10． 91

样本量 821 208 1 067 982 948 977 1311 533 461 485 688 953

与 1995 年相比，在所有职业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的幅度均大于男性，在负责人、
技术人员和其他职业人员中女性受教育年限超过了男性; 在女性受教育水平快速提升

的同时，男性和女性平均经验差距却有所增大。由于教育回报率通常远高于经验回报

率，因此理论预期女性知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抑制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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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 析 方 法

为了度量职业分割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化的影响，首先需要应用工资方程对个体异

质性加以控制，然后对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分析。

( 一) 工资方程设定

工资方程是度量性别工资差异的基础，工资方程通常设定为如下形式:

lnWij = X'ijβ j + uij ( 2)

其中，j = 1，2，…，J 表示职业类型，lnWi表示个体 i 小时工资对数，Xi表示影响个体 i 的特

征变量，β 表示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ui ～ N( 0，σ2 ) 为随机误差项。
由于个体就业选择( 和职业选择) 可能具有非随机性，因而需要对样本选择偏差进

行修正( Heckman，1979)。假设个体面临 7 种选择: 失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

员、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或其他职业( 分别用 j = 0，…，6 表示) ，则首先对个体的就业

选择建立条件 Logit 模型:

Pij = eZijγ j / 1 +∑
J

j = 1
eZijγ( )j ( 3)

其中，Pij表示个体 i 在 j 类职业就业( 或失业) 的概率，Zi表示影响个体 i 就业( 和职业)

选择的特征变量。借鉴 Lee( 1983)、Trost 和 Lee( 1984) 的两步骤估计方法，应用极大似

然 Logit 方法估计就业选择的概率，进而构建类似于 Heckman 两阶段法中的逆米尔

斯比:

λ ij = ( Hij) /Φ( Hij) ( 4)

其中，Hij =Φ
－ 1 ( Pij) ，( ·) 和 Φ( ·) 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和累积密度函

数。然后，将估计得到的 λ ij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加入到工资方程中:

lnWij = Xijβ j + λ ijη j + uij ( 5)

其中，η j表示选择偏差修正项 λ j的系数。如果系数 η j显著，表明进行样本选择偏差修正

是必要的，对工资方程( 5) 式进行 OLS 回归可以得到参数的无偏估计; 如果系数 η j不显

著，则可以直接对工资方程( 2) 式进行 OLS 回归。
根据就业理论，个体的就业和职业选择与其教育背景、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地位和

地区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选择受教育年限、年龄、年龄平方、已婚( 虚拟变量，

以未婚作为参照组)、家庭人口数、非劳动收入和地区( 虚拟变量，以东部地区作为参照

组) 作为个体就业选择方程的解释变量。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体工资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其教育背景和实践背景。同时，个

体家庭背景、工作单位和地区环境也可能对个体工资获得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择受

教育年限、经验、经验平方、已婚( 虚拟变量，以未婚作为参照组)、家庭人口数、非劳动收

入、工作单位类型( 虚拟变量，以国有企业作为参照组) 和地区( 虚拟变量，以东部地区作

为参照组) 作为个体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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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工资差异变动分解方法

借鉴 Brown 等( 1980 ) 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假设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差异可以分

解为:

lnW
—

mt － lnW
—

ft = ∑ j
Pmjt lnW

—
mjt －∑ j

Pfjt lnW
—

fjt

= ∑ j
Pfjt ( X

—
mjt － X

—
fjt ) β

∧

mjt +∑ j
Pfjt X

—
fjt ( β

∧

mjt － β
∧

fjt )

+∑ j
lnW
—

mjt ( Pmjt － P
∧

fjt ) +∑ j
lnW
—

mjt ( P
∧

fjt － Pfjt ) ( 6)

= ∑ j
Pfjt ( lnW

—
mjt － lnW

∧

fjt ) +∑ j
Pfjt ( lnW

∧

fjt － lnW
—

fjt )

+∑ j
lnW
—

mjt ( Pmjt － P
∧

fjt ) +∑ j
lnW
—

mjt ( P
∧

fjk － Pfjt )

其中，lnW
—

mj和 lnW
—

fj分别表示 j 类职业中男性和女性小时工资对数的均值; X
—
'mj和 X

—
'fj分别

表示 j 类职业中男性和女性特征均值; β
∧

mj和 β
∧

fj分别为 j 类职业中男性和女性工资方程

回归系数; P
∧

fj 表示按照男性就业 状 况 预 测 的 女 性 在 j 类 职 业 就 业 的 比 例，lnW
∧

fjs =

X
—

fjs β
∧

mjs。
依据方程( 6) 式，性别工资差异被分解为四部分: 右端第一项表示职业内男性和

女性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为职业内可解释的工资差异; 第二项表示职业内男性

和女性工资方程特征回报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为职业内不可解释的工资差异，可视

为职业内部工资歧视的作用; 第三项和第四项表示男性和女性职业分布差异导致的

职业间工资差异，其中第三项表示如果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就业结构，女性预测职

业分布与男性职业分布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为职业间工资差异可解释部分; 第四项

表示如果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就业结构，女性预测职业分布与实际职业分布差异

导致的工资 差 异，为 职 业 间 工 资 差 异 的 不 可 解 释 部 分，可 视 为 职 业 间 就 业 歧 视 的

作用。
借鉴 Appleton 等( 1999) 的工资差异变动分解方法，可以将 s 年和 t 年间性别工资差

异变动分解为:

ΔlnW
—

t － ΔlnW
—

s = ∑ j
PfjsΔ t －s( lnW

—
mj － lnW

∧

fj) +∑ j
PfjsΔ t －s( lnW

∧

fj － lnW
—

fj)

+∑ j
lnW
—

mjtΔ t －s( Pmj － P
∧

fj) +∑ j
lnW
—

mjtΔ t －s( P
∧

fj － Pfj) ( 7)

+∑ j
( Pfjt － Pfjs) ( lnW

—
mjt － lnW

—
fjt )

+∑ j
( lnW

—
mjt － lnW

—
mjs) ( Pmjs － Pfjs)

其中，Δ 表示男性和女性的差异，Δ t － s表示 t 年和 s 年的差异。( 7) 式右端第一项表示职

业内部男性和女性特征差异变动导致的工资差异变动，为工资差异变动的可解释部分;

第二项表示职业内部工资歧视变动导致的工资差异变动，为工资差异变动中不可解释

部分; 第三项表示职业间男性和女性合理职业分布差异变动导致的工资差异变动，为工

资差异变动可解释部分; 第四项表示男性和女性在职业间就业歧视变动导致的工资差

异变动，为工资差异变动的不可解释部分; 第五项表示职业内部性别工资差异不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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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布变动导致的工资差异变动，为工资差异变动的可解释部分; 第六项表示男性和女

性在职业间分布不变，职业内部工资结构变动导致的职业间工资差异变动，为工资差异

变动的可解释部分。

四、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 1995 年和 2002 年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别对男性和女性的就业

方程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5—表 8 ) 。可以发现，不论是在 1995 年还是在 2002 年，与

失业人员相比，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受教育年限系数都显著为正，而

其他职业受教育年限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助于个体从事高工资

的职业; 各职业女性受教育年限系数大于男性，这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女性

的职业选择; 个体就业倾向随着年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年龄越大的个

体成为负责人的可能性越大，女性年龄变量的系数普遍高于男性，这表明年龄对女性

就业倾向的影响大于男性; 男性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已婚变量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而女性已婚变量回归系数大多显著为负，这表明已婚男性由于承担更多

家庭经济责任，更倾向于在工资水平较高的职业中就业，而已婚女性由于承担更多照

顾家庭的责任，更倾向于失业或在相对清闲的职业中就业; 户主身份对男性和女性就

业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表明户主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因而更倾向于就业; 地区变

量的回归系数大多显著为负，表明中部、西部地区个体与东部地区个体相比更容易失

业，其中女性的这一特征比男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表 5 1995 年男性就业方程回归结果( 以失业作为参照组)

解释变量 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技术工人 非技术工人 其他职业人员

受教育年限 0． 2365＊＊＊ 0． 3073＊＊＊ 0． 0414＊＊ － 0． 2114＊＊＊ － 0． 3378＊＊＊ － 0． 1516＊＊＊

年龄 0． 5972＊＊＊ 0． 3472＊＊＊ 0． 3038＊＊＊ 0． 3674＊＊＊ 0． 3508＊＊＊ 0． 2472＊＊＊

年龄平方 － 0． 0063＊＊＊ － 0． 0038＊＊＊ － 0． 0039＊＊＊ － 0． 0048＊＊＊ － 0． 0049＊＊＊ － 0． 0033＊＊＊

已婚 0． 7634＊＊ 0． 3981* 0． 5505＊＊ － 0． 1929 － 0． 1004 0． 0472

户主 0． 3540＊＊＊ 0． 1964 0． 2817＊＊ 0． 2794＊＊ 0． 1828 0． 0161

中部地区 － 0． 0470 － 0． 3405＊＊＊ － 0． 0690 － 0． 5320＊＊＊ － 0． 1222 － 0． 4007＊＊

西部地区 0． 0765 0． 0835 － 0． 0551 － 0． 5110＊＊＊ － 0． 9433＊＊＊ － 0． 6460＊＊＊

常数项 － 16． 0909＊＊＊ － 10． 3682＊＊＊ － 5． 6614＊＊＊ － 2． 8614＊＊＊ － 1． 7656* － 2． 9354＊＊＊

伪 R2 0． 1140

注: * 、＊＊和＊＊＊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由于家庭人口数和非劳动收入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因

而将其从模型中删除，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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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995 年女性就业方程回归结果( 以失业作为参照组)

解释变量 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技术工人 非技术工人 其他职业人员

受教育年限 0． 4494＊＊＊ 0． 4956＊＊＊ 0． 2157＊＊＊ － 0． 0076 － 0． 1246＊＊＊ － 0． 0498＊＊

年龄 0． 7976＊＊＊ 0． 4446＊＊＊ 0． 3623＊＊＊ 0． 5266＊＊＊ 0． 4634＊＊＊ 0． 3484＊＊＊

年龄平方 － 0． 0090＊＊＊ － 0． 0053＊＊＊ － 0． 0049＊＊＊ － 0． 0074＊＊＊ － 0． 0067＊＊＊ － 0． 0048＊＊＊

已婚 0． 5443 － 0． 1371 0． 0322 － 0． 4299＊＊ － 0． 0787 － 0． 6045＊＊＊

户主 0． 8775＊＊＊ 1． 0442＊＊＊ 0． 9018＊＊＊ 0． 6127＊＊＊ 0． 4761＊＊＊ 0． 6008＊＊＊

中部地区 － 0． 2711 － 0． 4745＊＊＊ － 0． 3400＊＊＊ － 0． 8185＊＊＊ － 0． 6000＊＊＊ － 0． 4102＊＊＊

西部地区 － 0． 3020 － 0． 0415 － 0． 2744＊＊ － 0． 4367＊＊＊ － 0． 9958＊＊＊ － 0． 4942＊＊＊

常数项 － 22． 9547＊＊＊ － 13． 5511＊＊＊ － 7． 9389＊＊＊ － 7． 7043＊＊＊ － 5． 3062＊＊＊ － 5． 0935＊＊＊

伪 R2 0． 1104

通过比较 1995 年和 2002 年两年间男性和女性就业的变化可以发现，负责人、专

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受教育年限系数在增大，虽然受教育年限对女性就业的影

响一直大于对男性就业的影响，但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的系数增大更多，这不仅表

明教育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教育的变化有利于性别就业差异的减

小; 虽然女性就业倾向随着年龄增加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与 1995 年相

比，在 2002 年女性年龄变量的回归系数减小，这表明年龄对女性就业倾向的影响在

减弱，这一变化同样有利于性别就业差异的减小; 男性已婚变量的系数增大，而女性

已婚变量的系数减小，这表明已婚男性相对于未婚男性的就业倾向在增大，而已婚女

性相对于未婚女性的失业的概率也在增大，这可能导致男性和女性之间就业差距的

增大; 户主身份对男性就业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在逐渐减小，这可

能会导致性别就业差异增大; 地区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示，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

间个体就业差异在增大，但这一变化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在

1995 年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家庭人口数和非劳动收入在 2002 年变得显著，因此，与

1995 年相比，家庭人口数将会对个体成为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产生不利影响，其中

对女性的不利影响要大于男性，这会导致性别就业差异的扩大; 非劳动收入对女性成

为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积极作用要大于男性，对女性成为非技术人员

的消极作用要小于男性，而对女性成为其他职业人员的消极作用要大于男性，总体上

非劳动收入增加有助于抑制性别就业差异的扩大。

表 7 2002 年男性就业方程回归结果( 以失业作为参照组)

解释变量 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技术人员 非技术人员 其他职业人员

受教育年限 0． 4528＊＊＊ 0． 4412＊＊＊ 0． 2433＊＊＊ － 0． 0956＊＊＊ － 0． 1683＊＊＊ － 0． 1322＊＊＊

年龄 0． 3019＊＊＊ 0． 0755 0． 0526 0． 0824 0． 0377 0． 0346

年龄平方 － 0． 0033＊＊＊ － 0． 0013* － 0． 0012* － 0． 0018＊＊＊ － 0． 0014* － 0．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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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技术人员 非技术人员 其他职业人员

已婚 1． 4086＊＊＊ 0． 8119＊＊＊ 0． 5237* 0． 3946 0． 2980 0． 3435

户主 0． 4862＊＊＊ 0． 4556＊＊＊ 0． 2742＊＊ 0． 2832＊＊ 0． 2460 0． 2829＊＊

家庭人口数 － 0． 1509* － 0． 1456* － 0． 0287 － 0． 0094 0． 0611 0． 0343

非劳动收入 0． 0096 0． 0098* － 0． 0006 － 0． 0127＊＊ － 0． 0292＊＊＊ － 0． 0113*

中部地区 － 0． 1779 － 0． 1937 － 0． 5024＊＊＊ － 0． 7262＊＊＊ － 1． 0156＊＊＊ － 1． 0361＊＊＊

西部地区 － 0． 1141 － 0． 1006 － 0． 3729＊＊ － 0． 6186＊＊＊ － 1． 0847＊＊＊ － 0． 8550＊＊＊

常数项 － 12． 6540＊＊＊ － 5． 6376＊＊＊ － 2． 2003* 2． 1159* 3． 1295＊＊ 3． 4847＊＊＊

伪 R2 0． 1103

表 8 2002 年女性就业方程回归结果( 以失业作为参照组)

解释变量 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技术人员 非技术人员 其他职业人员

受教育年限 0． 5810＊＊＊ 0． 5386＊＊＊ 0． 3611＊＊＊ 0． 0613＊＊＊ － 0． 0745＊＊＊ 0． 0296

年龄 0． 2431＊＊ 0． 1559＊＊ 0． 0908 0． 3313＊＊＊ 0． 1784＊＊ 0． 0130

年龄平方 － 0． 0025＊＊ － 0． 0021＊＊＊ － 0． 0014* － 0． 0050＊＊＊ － 0． 0029＊＊＊ － 0． 0007

已婚 － 0． 4156 － 0． 5538＊＊ － 0． 4403* － 0． 2088 － 0． 2191 － 0． 6525＊＊＊

户主 1． 1726＊＊＊ 0． 7841＊＊＊ 1． 0028＊＊＊ 0． 3998＊＊＊ 0． 3733＊＊＊ 0． 2714＊＊

家庭人口数 － 0． 3649＊＊＊ － 0． 2490＊＊＊ － 0． 1733＊＊ － 0． 1224 － 0． 0820 0． 0324

非劳动收入 0． 0221＊＊＊ 0． 0192＊＊＊ 0． 0131＊＊ － 0． 0014 － 0． 0120* － 0． 0210＊＊＊

中部地区 － 0． 0890 － 0． 1369 － 0． 6598＊＊＊ － 0． 4393＊＊＊ － 0． 8072＊＊＊ － 1． 0496＊＊＊

西部地区 － 0． 1755 － 0． 1212 － 0． 3840＊＊＊ － 0． 0966 － 0． 6419＊＊＊ － 0． 6994＊＊＊

常数项 － 12． 6544＊＊＊ － 7． 7390＊＊＊ － 4． 0762＊＊＊ － 5． 0998＊＊＊ － 0． 8394 2． 1220＊＊

伪 R2 0． 1060

表 9—表 12 给出了 1995 年和 2002 年不同职业男性和女性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①，

可以发现，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在大多数职业中显著为正，这说明教育有助于个体工资水

平的提升。经验的系数在大多数职业中显著为正，而经验平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随

着经验的增长，个体工资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趋势。女性经验回报率普

遍大于男性，说明经验对提高女性工资更加重要。相对于未婚男性，已婚男性工资水平

明显较高，这说明由于已婚男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需要更加努力工作以得到较

高的工资; 而已婚对女性工资的影响基本不显著。家庭人口数对男性和女性工资水平

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家庭人口的增多加重了个体照顾家庭的负担，投入到工作

中的精力相对减少，因而得到较低的工资。非劳动收入对男性和女性工资水平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非劳动收入越高，越有利于个体找到高工资工作。从

① 所有工资方程均考虑加入逆米尔斯比修正样本选择偏差，但回归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系数仅在女性办事人员

和其他职业人员的工资方程中显著，在其他工资方程中均不显著，表明这些方程的回归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

因而将逆米尔斯比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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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类型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国

有企业的工资水平，男性专业技术人员和女性其他职业人员在外资企业中的工资水平

明显高于在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的工

资水平。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与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且符合经济理论预期。

表 9 1995 年不同职业男性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技术工人 非技术工人 其他职业人员

受教育年限 0． 0001 0． 0252＊＊＊ 0． 0134＊＊ 0． 0161＊＊ 0． 0139 0． 0294*

经验 0． 0138 0． 0361＊＊＊ 0． 0184＊＊ 0． 0253＊＊＊ 0． 0587＊＊＊ 0． 0184

经验平方 0． 0000 － 0． 0005＊＊＊ － 0． 0002 － 0． 0003 － 0． 0009＊＊＊ － 0． 0001

已婚 0． 0590 0． 1736＊＊ 0． 2926＊＊＊ 0． 2421＊＊＊ 0． 0600 0． 4908＊＊＊

家庭人口数 － 0． 0420＊＊ － 0． 0880＊＊＊ － 0． 0705＊＊＊ － 0． 0874＊＊＊ － 0． 1089＊＊＊ － 0． 1624＊＊＊

非劳动收入 0． 0253＊＊＊ 0． 0222＊＊＊ 0． 0285＊＊＊ 0． 0270＊＊＊ 0． 0242＊＊＊ 0． 0633＊＊＊

集体企业 － 0． 3991＊＊＊ － 0． 2390＊＊＊ － 0． 2824＊＊＊ － 0． 2824＊＊＊ － 0． 1259＊＊ － 0． 4987＊＊＊

个体私营 0． 0000 0． 0000 － 1． 6421＊＊＊ 0． 8023 0． 0000 － 0． 8753＊＊＊

外资合资 － 0． 1430 0． 9135＊＊＊ 0． 1956 0． 1263 － 0． 4257 － 0． 0633

中部地区 － 0． 3212＊＊＊ － 0． 2320＊＊＊ － 0． 3066＊＊＊ － 0． 2212＊＊＊ － 0． 2291＊＊＊ － 0． 2424＊＊

西部地区 － 0． 3364＊＊＊ － 0． 2117＊＊＊ － 0． 2986＊＊＊ － 0． 1633＊＊＊ － 0． 3228＊＊＊ － 0． 2201*

常数项 1． 0347＊＊＊ 0． 4939＊＊＊ 0． 6082＊＊＊ 0． 5061＊＊＊ 0． 3427* 0． 2253

样本量 766 946 841 1 079 468 139

表 10 1995 年不同职业女性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技术工人 非技术工人 其他职业人员

受教育年限 － 0． 0088 0． 0215＊＊＊ 0． 0205＊＊＊ 0． 0293＊＊＊ 0． 0146 0． 0211*

经验 0． 0294 0． 0490＊＊＊ 0． 0217＊＊ 0． 0449＊＊＊ 0． 0617＊＊＊ 0． 0643＊＊＊

经验平方 － 0． 0006 － 0． 0010＊＊＊ － 0． 0003 － 0． 0007＊＊ － 0． 0011＊＊＊ － 0． 0013＊＊

家庭人口数 0． 0223 － 0． 0861＊＊＊ － 0． 1387＊＊＊ － 0． 0857＊＊＊ － 0． 0669＊＊ － 0． 1723＊＊＊

非劳动收入 0． 0313＊＊＊ 0． 0250＊＊＊ 0． 0319＊＊＊ 0． 0276＊＊＊ 0． 0282＊＊＊ 0． 0314＊＊＊

集体企业 － 0． 2738＊＊ － 0． 2738＊＊＊ － 0． 2229＊＊＊ － 0． 2939＊＊＊ － 0． 1314＊＊＊ － 0． 2197＊＊＊

个体私营 0． 2231 0． 4448 0． 0000 － 0． 1820 0． 0000 － 0． 8135＊＊

外资合资 0． 3465 0． 2175 0． 2134 0． 1783 0． 1161 0． 4923＊＊

中部地区 － 0． 3290＊＊＊ － 0． 1857＊＊＊ － 0． 2674＊＊＊ － 0． 1538＊＊＊ － 0． 3053＊＊＊ － 0． 2792＊＊＊

西部地区 － 0． 2351＊＊＊ － 0． 1963＊＊＊ － 0． 2779＊＊＊ － 0． 1477＊＊＊ － 0． 1708＊＊＊ － 0． 3633＊＊＊

常数项 0． 9167＊＊ 0． 5972＊＊＊ 0． 7963＊＊＊ 0． 1222 0． 0719 0． 3662

样本量 230 913 836 645 77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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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1995 年和 2002 年男性和女性工资方程回归结果的变化可以发现，不论是

男性还是女性，教育回报率均有所上升; 男性经验回报率普遍上升，但女性经验回报

率在不同职业中的变动方向存在差异，这意味着经验回报率的变化可能导致了性别

工资差异的扩大; 已婚对男性工资的影响有减小的趋势，这可能导致了性别工资差异

的减小;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家庭人口数的系数都普遍在减小，且男性系数的变化

大于女性，这表明家庭负担对个体工资的负向影响在增大，且这一变化可能导致了男

性和女性工资差异扩大; 非劳动收入的系数明显降低，且这一变化在男性和女性之间

不存在明显差异，这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男性和女性工资的影响都在减小; 工作单位

类型和地区变量系数的变动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对工资差异变

动的影响是无法判断的。显然，在不同职业内部，不同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影

响方向是不一致的，需要借助于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

表 11 2002 年不同职业男性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技术工人 非技术工人 其他职业人员

受教育年限 0． 0280＊＊＊ 0． 0444＊＊＊ 0． 0226＊＊＊ 0． 0441＊＊＊ 0． 0088 0． 0452＊＊＊

经验 0． 0109 0． 0315＊＊＊ 0． 0263＊＊＊ 0． 0321＊＊＊ 0． 0278＊＊ 0． 0419＊＊＊

经验平方 － 0． 0001 － 0． 0006＊＊＊ － 0． 0005＊＊＊ － 0． 0005＊＊＊ － 0． 0005 － 0． 0009＊＊＊

已婚 0． 2041 0． 0952 0． 2327＊＊＊ 0． 2993＊＊＊ 0． 0891 0． 2521＊＊

家庭人口数 － 0． 1292＊＊＊ － 0． 1092＊＊＊ － 0． 1409＊＊＊ － 0． 1132＊＊＊ － 0． 1278＊＊＊ － 0． 1156＊＊＊

非劳动收入 0． 0166＊＊＊ 0． 0112＊＊＊ 0． 0166＊＊＊ 0． 0113＊＊＊ 0． 0128＊＊＊ 0． 0113＊＊＊

集体企业 － 0． 4639＊＊＊ － 0． 4193＊＊＊ － 0． 3666＊＊＊ － 0． 4007＊＊＊ － 0． 1778＊＊ － 0． 4708＊＊＊

个体私营 － 0． 1869 － 0． 1916＊＊ － 0． 3809＊＊＊ － 0． 2868＊＊＊ － 0． 4929＊＊＊ － 0． 1695＊＊

外资合资 0． 0207 0． 1024 0． 1012 0． 2158＊＊ 0． 2426 0． 3537*

其他类型 － 0． 1067* － 0． 0913 － 0． 1124＊＊＊ － 0． 1110＊＊＊ 0． 0449 0． 0182

中部地区 － 0． 3508＊＊＊ － 0． 3459＊＊＊ － 0． 3239＊＊＊ － 0． 2450＊＊＊ － 0． 1751＊＊＊ － 0． 3312＊＊＊

西部地区 － 0． 2063＊＊＊ － 0． 2241＊＊＊ － 0． 2834＊＊＊ － 0． 2234＊＊＊ － 0． 2773＊＊＊ － 0． 4700＊＊＊

常数项 1． 4795＊＊＊ 1． 1285＊＊＊ 1． 2837＊＊＊ 0． 7452＊＊＊ 1． 1790＊＊＊ 0． 5994＊＊＊

样本量 821 1 067 948 1 311 461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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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02 年不同职业女性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技术工人 非技术工人 其他职业人员

受教育年限 0． 0171 0． 0528＊＊＊ 0． 0075 0． 0434＊＊＊ 0． 0451＊＊＊ 0． 0221*

经验 0． 0404* 0． 0379＊＊＊ 0． 0324＊＊＊ 0． 0410＊＊＊ 0． 0334＊＊ 0． 0277＊＊＊

经验平方 － 0． 0008 － 0． 0005＊＊ － 0． 0006＊＊＊ － 0． 0007* － 0． 0006 － 0． 0006＊＊

家庭人口数 － 0． 1843＊＊＊ － 0． 1494＊＊＊ － 0． 1356＊＊＊ － 0． 0841＊＊ － 0． 1001＊＊ － 0． 1507＊＊＊

非劳动收入 0． 0152＊＊＊ 0． 0157＊＊＊ 0． 0135＊＊＊ 0． 0159＊＊＊ 0． 0075＊＊＊ 0． 0147＊＊＊

集体企业 － 0． 4122＊＊＊ － 0． 2914＊＊＊ － 0． 4339＊＊＊ － 0． 2956＊＊＊ － 0． 1836＊＊ － 0． 2042＊＊＊

个体私营 － 0． 8682＊＊ － 0． 1628* － 0． 0976 － 0． 4734＊＊＊ － 0． 2992＊＊＊ － 0． 3741＊＊＊

外资合资 0． 4285 0． 1743 0． 1002 － 0． 4068＊＊ 0． 1559 0． 2507*

其他类型 0． 1963 － 0． 0915 － 0． 0908 0． 0661 0． 0218 － 0． 0325

中部地区 － 0． 4714＊＊＊ － 0． 2744＊＊＊ － 0． 2348＊＊＊ － 0． 2732＊＊＊ － 0． 2418＊＊＊ － 0． 3379＊＊＊

西部地区 － 0． 2953＊＊＊ － 0． 1295＊＊＊ － 0． 1356＊＊＊ － 0． 1912＊＊＊ － 0． 1190 － 0． 2661＊＊＊

常数项 1． 7801＊＊＊ 0． 9191＊＊＊ 2． 0996＊＊＊ 0． 6303＊＊＊ 0． 8257＊＊＊ 0． 7874＊＊＊

Mills － 0． 5273＊＊＊ 0． 3182＊＊＊

样本量 208 982 977 533 485 953

五、工资差异分解

基于男性就业方程回归系数和女性个体特征，可以得到女性预测的职业分布。
表 13 给出了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分布以及女性预测的职业分布①，可以发现，男性成为

负责人和技术工人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从事相应职业的比例，而男性从事其余职业

的比例明显低于女性从事相应职业的比例。比较女性实际职业分布和预测职业分布

可以发现，女性负责人和技术工人的比例明显提高，而其他职业的比例明显降低，即

女性如果具有与男性相同的就业结构，女性职业分布与其实际职业分布将存在明显

差异。

① 为了便于工资差异分解，此处计算所用样本为用于工资方程回归的样本，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实际职业分

布与总体统计结果不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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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男性和女性职业分布和预测职业分布( 工资回归样本)

职 业
1995 年

男 性 女 性 女性预测

2002 年

男 性 女 性 女性预测

负责人 18． 07% 6． 29% 13． 51% 15． 50% 5． 03% 12． 34%

专业技术人员 22． 32% 24． 98% 18． 11% 20． 15% 23． 73% 19． 76%

办事人员 19． 84% 22． 87% 19． 91% 17． 90% 23． 61% 18． 49%

技术工人 25． 45% 17． 65% 28． 41% 24． 75% 12． 88% 24． 97%

非技术工人 11． 04% 21． 18% 14． 63% 8． 70% 11． 72% 8． 67%

其他职业人员 3． 28% 7． 03% 5． 44% 12． 99% 23． 03% 15． 77%

样本量 4 239 3 655 3 655 5 296 4 138 4 138

为了分析性别职业分布差异与性别工资差异的关系，我们依据男性和女性就业

方程和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应用 Brown 等( 1980 ) 方法对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差异进

行分解( 结果见表 14) 。结果发现，1995 年性别工资差异为 0． 1413，2002 年性别工资

差异为 0． 1893，性别工资差异扩大了 33． 97%。在 1995 年，性别工资差异的 69． 57%
和 30． 43% 分别是由职业内部工资差异和职业间工资差异造成的。在职业内部工资

差异中，性别特征差异和工资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分别占 0． 71% 和 68． 86% ，这说明

职业内部工资差异主要缘于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 在职业间工资差异中，性别特征差

异和就业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分别占 20． 17% 和 10． 26% ，这说明职业间工资差异主

要缘于性别特征差异。在 2002 年，性别工资差异的 66． 56% 和 33． 44% 分别由职业

内部工资差异和职业间工资差异导致。在职业内部工资差异中，性别特征差异和工

资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分别占 － 12． 63% 和 79． 13% ，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为负

值，这说明职业内部工资差异完全缘于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这也意味着在职业内

部，如果女性具有与男性相同的工资决定结构，女性工资水平将高于男性; 在职业间

工资差异中，性别特征差异和就业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分别占 12． 52% 和 20． 92% ，

这说明职业间工资差异主要缘于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
比较 1995 年和 2002 年工资差异分解结果可以发现，职业内部性别特征差异导致的

工资差异由正值转变为负值，这说明在 2002 年女性平均特征高于男性。其主要原因在

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速度明显快于男性; 但职业内部性别

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却增大，这说明职业内部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在不断加剧。职业

间性别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在缩小，但针对性别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在增大，这说

明针对女性职业分割的就业歧视在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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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性别工资差异分解结果

年 份 工资差异
职业内

特征差异 工资歧视

职业间

特征差异 就业歧视

1995 年 0． 1413 0． 0010 0． 0973 0． 0285 0． 0145

2002 年 0． 1893 － 0． 0239 0． 1498 0． 0237 0． 0396

依照( 7) 式对 1995 年至 2002 年间性别工资差异变动进行分解( 结果见表 15) ，可

以发现，2002 年性别工资差异比 1995 年增加了 0． 0480，其中职业内部工资差异增加了

0． 0277，占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 58%，职业间工资差异增加了 0． 0203，占性别工资差异

变动的 42%，这说明职业分布变动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表 15 性别工资差异变动分解结果

工资差异变动 数 值 总体百分比( % ) 部分百分比( % )

职业内变动: 0． 0277 57． 71

职业分布变动导致 0． 0010 2． 08 3． 61

特征差异变动导致 － 0． 0239 － 49． 79 － 86． 28

工资歧视变动导致 0． 0506 105． 42 182． 67

职业间变动: 0． 0203 42． 29

工资水平提高导致 0． 0260 54． 17 128． 08

特征差异变动导致 － 0． 0253 － 52． 71 － 124． 63

就业歧视变动导致 0． 0196 40． 83 96． 55

合计 0． 0480 100． 00

在职业内部，职业分布变动解释的工资差异变动仅为 0． 001，占职业内部工资差异

变动的 3． 61%，这说明职业分布的变动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性别特

征差异变动解释的工资差异变动为 － 0． 0239，占职业内部工资差异变动的 － 86． 28%，

这说明性别特征差异变动有助于抑制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 职业内部工资歧视变动导

致的工资差异变动为 0． 0506，占职业内总工资差异变动的 182． 67%，这说明工资歧视的

加剧是职业内性别工资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且使得职业内部总体性别工资差异明显

扩大。
在职业间，工资水平提高导致的工资差异变动为 0． 026，占职业间工资差异变动的

128． 08%，这说明不同职业工资增长的差异对职业间工资差异变动具有显著影响; 性别

特征差异变动导致的职业间工资差异变动为 － 0． 0253，占职业间总工资差异变动的

－ 124． 63%，这说明女性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助于抑制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 职业分割

引致的就业歧视变动导致工资差异变动为 0． 0196，占职业间总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

96． 55%。比较影响职业间工资差异变动的因素可以发现，虽然性别特征差异的变动有

助于抑制职业间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但各职业工资水平提高的幅度明显不同，这使得

可解释的工资差异为 0． 0007，仅占职业间工资差异变动的 3． 45%，其余 96． 55% 的工资

差异完全由就业歧视的变动导致，即就业歧视的加剧对职业间性别工资差异变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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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解释作用。

六、结 论

依据 1995 年和 2002 年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本文从职业分割的角度分析了

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始终存在明显的性别

职业分割，女性在高工资职业中呈现出“代表性不足”，而在低工资职业中呈现出“代表

性过重”。从 1995 年到 2002 年，女性平均工资与男性平均工资之比由 0． 88 下降到

0． 86，性别工资差异明显扩大。同时，度量职业分割的 Duncan 系数由 0． 1883 提高到

0． 2238，性别职业分割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
在 1995 年，性别工资差异的 69． 57%和 30． 43%分别是由职业内部性别工资差异和

职业间性别工资差异导致的，其中职业内部性别工资差异主要来缘于针对女性的工资

歧视，而职业间性别工资差异主要来缘于性别特征差异; 在 2002 年，性别工资差异的

66． 56%和 33． 44%分别是由职业内部性别工资差异和职业间性别工资差异导致的，其

中职业内部性别工资差异完全是由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造成的，而职业间工资差异主

要是由针对女性职业分割的就业歧视造成的。
尽管在 1995 年至 2002 年间，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性别特征差异的变动有

助于抑制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但性别歧视程度的加剧不仅消除了性别特征差异变动

的作用，而且使得性别工资差异进一步扩大。性别歧视的加剧不仅体现在职业内部针

对女性工资歧视的加剧，而且体现在针对女性职业分割的就业歧视的加剧。
教育不仅有助于个体工资水平的提升，而且有助于个体就业的选择; 随着时间的推

移，教育回报率不断提高，教育对个体就业的作用不断增大( 对女性尤为明显)。因此，

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将有助于抑制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就业差

异和工资差异的持续扩大。同时，由于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主要

是由性别歧视加剧导致的，政府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工资就业制度和分配制度，努力消除

女性就业过程中的职业分割，降低工资分配过程中性别间劳动回报的差异，是抑制性别

工资差异持续扩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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