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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对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市工之间的工资差

异、行业分布差异、社会保险差异和劳动报酬差异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和城市

工之间工资差异的 16%、行业分布差异的 50%和社会保险享有差异的 43%是由户籍歧视造成的；劳

动报酬差异的 48%是由个人特征差异引起的，而劳动报酬差异的 23%、16%和 13%则分别是由户籍

制度引起的行业分割、行业内部的工资歧视和福利歧视造成的。因而，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劳动就业

制度、工资制度和员工福利制度，有助于缩小农民工和城市工之间的劳动报酬差距。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  工资歧视  行业分割  福利歧视  东北地区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存在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公民划分为农业

和非农业两种社会身份，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资源配置的低

效率。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社会身份的不同导致农村流动劳动力（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城市工）

在就业机会、工资和员工福利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机会、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差异始终存在，形成这种差

异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劳动力供给需求的不平衡、人力资本的差异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等，它

们多数是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所必需的，未必一定是歧视的反映。仅仅由于归属于不同的人口群体

而使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劳动力受到差别对待，这样的差异才可能是歧视作用的结果（Ehrenberg 
& Smith，1997）。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就业和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和员工福利）的主要

决定因素。因而，造成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市工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差异的原因，一

方面可能是两类劳动力在人力资本等个人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中国城市劳动力

市场中存在针对不同户籍人口的工资歧视、就业歧视和福利歧视。 
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Oaxaca（1973）和 Blinder（1973）分别提出了度量工资歧视对工资差异

影响的方法，Zellner（1972）提出了度量职业分割对工资差异影响的方法。Brown，Moon & Zoloth
（1980）提出了综合度量工资歧视和职业分割对工资差异影响的全因素分解方法。上个世纪 90 年代，

经济学者提出了一些能够更加准确度量工资歧视和职业分割（或行业分割）的方法，例如 Kim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调整个人收入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研究”（项目批准号：05BYJ026）、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收入再分配政策机理和效应的微观模拟”（项目批准号：05JJD790079）和教育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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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chek（1994）的工资方程面板数据估计方法，Neal & Johnson（1996）的条件—均值模型，但由

于这些方法通常要求间隔多年的微观数据，因而其应用范围受到限制（Heckman，1998）。在上个

世纪 90 年代前，经济学者对户籍歧视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工资歧视和职业分割，而很少涉足作为

劳动报酬差异重要组成部分的福利歧视，主要原因是不同人口群体的福利数据较难获取（Ehrenberg 
& Smith，1997）。Even & Macpherson（1990）提出了通过工资回归和福利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福

利歧视。随后，Currie et al.（1992；1993）应用微观计量方法分析了福利享有的主要影响因素，估

算了歧视对福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病假工资和伤残保险）享有的影响，指出忽略员工福利将

导致对劳动报酬歧视的估计出现较大偏差。 
关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歧视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主要原因是微观数据的匮乏。本世纪

初，随着中国微观数据的日益丰富，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问题展开了

研究，有代表性的工作包括：在工资歧视方面，借鉴 Blinder-Oaxaca 方法，王美艳（2003）通过对

2000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机构进行的企业及其职工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城市工和农民工工资差

异的 76%是由户籍歧视引起的；谢嗣胜、姚先国（2006）通过对 2003 年浙江省农村流动劳动力数

据的分析，指出城市工和农民工工资差异的 55%可归结为户籍歧视性因素。在职业分割和工资歧视

方面，借鉴 Brown-Moon-Zoloth 方法，Meng & Zhang（2001）通过对 1995 年上海市入户调查数据

的分析，指出农民工和城市工工资差异完全是由户籍歧视造成的，其中，职业内部工资歧视是工资

差异的主要成因，而职业分割是工资差异的次要成因。王美艳（2005）通过对 2000 年人口普查的微

观数据和五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农民工和城市工工资差异的 27%和 16%分别是由职业

分割和职业内部工资歧视引起的。在福利歧视方面，姚先国、赖普清（2004）应用 Blinder-Oaxaca
方法对 2003 年和 2004 年企业和农民工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农民工和城市工在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福利享有差异的 31%、26%和 21%是由户籍歧视引起的。 
东北地区是中国老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占很大比重，且许多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存在困

难，城市职工下岗和失业的比例较大，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本文试图从就业、工资

和福利的角度，对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问题进行较全面的分析。本文将首先对东

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市工在行业分布、工资水平和员工福利方面的差异状况进行统

计性描述，然后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依次分析户籍制度引起的工资歧视、就业歧视（行业分割）

和福利歧视， 后通过对劳动报酬的因素分解来分析个人特征差异和户籍歧视对农民工和城市工劳

动报酬差异的影响。 

二、农民工和城市工在行业分布、工资和员工福利方面的差异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06 年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抽样调查，调查遍及东北三省的所有城

市，样本总量为 20252 个，其中，吉林省样本量为 5402 个，辽宁省样本量为 8134 个，黑龙江省样

本量为 6716 个。本文按户口类型的不同将劳动力划分为城市工（非农业户口）群体和农民工（农业

户口）群体，样本量分别为 16474 个和 3778 个。为了便于处理，在综合考虑各行业劳动力受教育程

度和样本量的基础上，本文按行业平均劳动报酬水平由低到高将 19 个行业划分为四大类：农林牧渔

业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水平 低，平均受教育程度 低，且理论上农民工在该行业中具有比较优势，

笔者将其设定为第一类行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和制

造业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水平较低，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力以体力劳动为主，笔者将它们归并

为第二类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采矿业，房地产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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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水平较高，平均受教育程度较

高，笔者将它们归并为第三类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电力、燃气和水生产供应业，公共管理和

社会组织业，教育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

业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水平 高，平均受教育程度 高，劳动力以脑力劳动为主，笔者将它们归并为

第四类行业。从第一类行业到第四类行业，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水平逐渐提高，平均受教育程度逐渐

升高，可以认为行业进入门槛和垄断程度也逐渐提高。 
表 1 给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不同行业中农民工和城市工的月工资水平、福利享有率和劳动力数

目，可以发现，两类劳动力在行业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①。农民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比例达 30.36%，

比城市工高出 25.61 个百分点；农民工从事第二类行业的比例为 55.64%，比城市工高出 7.63 个百分

点；农民工从事第三类行业的比例为 11.17%，比城市工低 11.76 个百分点；而农民工从事第四类行

业的比例为 2.83%，比城市工低 21.48 个百分点。因此，农民工在低工资行业的从业人员中所占比

例很高，而在高工资行业的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很低，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行业分割。通

过计算行业分割的 Duncan 系数可知，农民工和城市工的行业分割系数为 0.3324，这说明，如果农

民工要与城市工有相同的行业分布，则 33.24%的农民工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业②。 
从表 1 中可以发现，农民工与城市工的月平均工资差距为 363.33 元，农民工比城市工低 42.12%。

在各行业内部，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水平都明显低于城市工月平均工资水平，两类劳动力在第一类行

业中的工资差异为 88.15 元，农民工比城市工低 20.03%；在第二类行业中的工资差异为 170.62 元，

农民工比城市工低 24.03%；在第三类行业中的工资差异为 221.32 元，农民工比城市工低 25.29%；

在第四类行业中的工资差异为 554.66 元，农民工比城市工低 44.62%。在相同的行业中农民工与城

市工在工资水平上存在明显差异，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上可能存在工资方面的户籍歧视。 
表 1        不同行业中农民工和城市工的月平均工资、社会保险享有率和劳动力（样本）数目 

月平均工资（元） 
养老保险 

享有率（%）

失业保险 

享有率（%） 

医疗保险 

享有率（%） 
劳动力数目 

行业 
农民 

工 

城市 

工 
 

农民 

工 

城市 

工 

农民 

工 

城市 

工 

农民

工 

城市 

工 

 
农民 

工 

城市 

工 

一类行业 351.98 440.13  1 57 0 45 21 40  1147 783 

二类行业 539.37 709.99  6 56 2 30 10 41  2102 7908 

三类行业 653.69 875.01  8 72 5 45 16 65  422 3778 

四类行业 679.99 1234.65  22 78 5 50 25 83  107 4005 

合计 499.23 862.56  5 65 2 39 15 57  3778 16474

从员工福利的角度看，农民工三类社会保险的享有率均明显低于城市工，农民工享有养老保险

的比例比城市工低 60 个百分点，享有失业保险的比例比城市工低 37 个百分点，享有医疗保险的比

例比城市工低 42 个百分点。在各行业内部，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的比例也均明显低于城市工。这说

明，在劳动力市场中明显存在员工福利方面的户籍歧视。劳动力的劳动报酬为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

缴费支出的总和。通过计算可知，农民工和城市工在劳动报酬上的差异为 619.32 元，农民工比城市

                                                        
①员工福利不仅包括三种主要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而且包括住房公积金和各种补贴等。由

于住房公积金和补贴数据较难获取，故本文中员工福利仅包括三种主要社会保险。 
②行业分割的 Duncan 系数计算公式为： | | / 2

t tt
Duncan u r= −∑ ，其中， tu 表示城市工在 t 行业中就业的比例， tr 表

示农民工在 t 行业中就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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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低 54.57%，明显高于相应的工资差异。员工福利是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略员工福利会明

显低估农民工和城市工劳动报酬的差距。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人的就业和劳动收入主要取决于知识和技能，其中，知识通常用受教育

程度来描述，而技能通常用工作经验来描述①。 此外，劳动力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资格（或职

称）和所处地区等也会对个人的就业和劳动收入产生影响。 
表 2 给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市工个人基本特征的统计性描述，可以发现，农民工

比城市工的工作经验多 1.74 年；农民工中，受教育水平是小学及以下和初中的比例比城市工分别高

21.69 个和 27.13 个百分点，而农民工中，受教育水平是高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例比

城市工分别低 24.53 个、13.89 个和 10.40 个百分点，城市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农民工的受教育

水平。由于教育收益率通常大于经验收益率，因而理论上城市工的劳动报酬水平要高于农民工的劳

动报酬水平。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比城市工低 3.10 个百分点，这说明，与城市工相比，农民工可能

存在轻微的性别歧视。农民工和城市工有配偶的比例分别为 83.11%和 84.85%，这说明，两类劳动

力在婚姻状况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别。农民工有职业资格或职称的比例仅为 3.63%，而城市工的这一

比例达到 26.33%，明显高于农民工，这也是城市工劳动报酬水平高于农民工劳动报酬水平的原因。

农民工中土地承包者的比例为 25.25%，而城市工中仅为 2.83%，农民工比城市工高 22.42 个百分点。

农民工中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人员占 6.59%，而城市工的这一比例为 54.46%，相差 47.87 个百分

点。农民工中个体或私营企业人员的比例为 52.54%，相应的城市工比例为 32.65%，相差 19.89 个百

分点，这说明，农民工和城市工在就业的企业类型上有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国有或集体企事业

单位中劳动力的工资比从事农业的土地承包者和个体或私营企业工人的工资高，福利待遇要好，所

以，农民工和城市工的这一分布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劳动报酬差异。与辽宁省相比，吉林省的农民工

比例稍高，而黑龙江省的农民工比例稍低，但不存在较大差异。 
表 2                    农民工和城市工的个人特征（均值或百分比） 

个人特征 农民工 城市工 个人特征 农民工 城市工 

平均经验（年） 23.96 22.22 有职业资格或职称（%） 3.63 26.33 

小学及以下（%） 24.51 2.82 土地承包者（%） 25.25 2.83 

初中（%） 64.24 37.11 国有或集体企事业（%） 6.59 54.46 

高中（%） 9.42 33.95 个体或私营企业（%） 52.54 32.65 

大学专科（%） 1.48 15.37 辽宁省（%） 40.31 40.13 

大学本科及以上（%） 0.34 10.74 吉林省（%） 29.49 26.03 

女性（%） 36.08 39.18 黑龙江省（%） 30.20 33.84 

有配偶（%） 83.11 84.85 有职业资格或职称（%） 3.63 26.33 

三、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歧视 

对工资歧视进行度量首先需要分别对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方程进行估计，工资方程为： 

εβα ++= XYLn )(                             （1） 

（1）式中，Y 表示月工资；X 是一组解释变量，包括 4 个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虚拟变量：初中、

                                                        
①由于工作经验数据较难获取，本文应用年龄减受教育年限再减 6 作为工作经验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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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经验和经验的平方，具有职业资格

或职称的虚拟变量（以没有职业资格或职称为参照组），性别虚拟变量（以男性为参照组），已婚

有配偶虚拟变量（以无配偶为参照组），两个工作单位类型虚拟变量：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和个

体或私营企业（以土地承包者和其他为参照组），两个省份虚拟变量：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以辽宁

省为参照组）；α 是截距项，β 为相应解释变量的系数，ε 为随机误差项。 
表 3 给出了应用普通 小二乘法对农民工和城市工工资方程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随着受教

育程度的提高，教育对工资的贡献越来越高；随着经验的提高，工作经验对工资的贡献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但工作经验的贡献远小于教育的贡献；具有职业资格或职称明显对工资存在正向影

响。这些结果均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预期。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的工资，有配偶城市工的工资略高

于无配偶城市工的工资，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比个体或私

营企业的工资高，个体或私营企业的工资比土地承包者及其他的工资高，这与行业工资水平的排列

是一致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工资水平均低于辽宁省工资水平，这与区域工资水平的排列是一致的。 
应用Blinder-Oaxaca方法对农民工和城市工工资差异进行分解： 

n( ) n( ) ( ) ( ) ( )u r u r u u r u r uL Y L Y X X Xα α β β β− = − + − + −        （2） 

（2）式中，上标u 和 r 分别表示城市工和农民工，X 表示解释变量的均值。（2）式右端第三

项为个人特征差异引起的工资差异，第一项和第二项为工资歧视引起的工资差异。通过计算可知，

农民工和城市工工资对数的差异为 0.5380，其中，个人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为 0.4533，占总差

异的 84.27%；工资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为 0.0846，占总差异的 15.73%。在总体上，农民工和城市

工工资差异中的大部分是可以用个人特征差异来解释的，只有少部分差异是由户籍歧视带来的。 
表 3                          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农民工 城市工 解释变量 农民工 城市工 

初中 -0.0230 0.1755*** 国有或集体企事业 0.3780*** 0.3913*** 

高中 0.1578*** 0.4029*** 个体或私营企业 0.2355*** 0.0488*** 

大学专科 0.4705*** 0.7185*** 吉林 -0.1784*** -0.0612*** 

大学本科及以上 0.7251*** 0.9718*** 黑龙江 -0.0970*** -0.2424*** 

经验 0.0067* 0.0028*** 截距 6.0390*** 5.8897*** 

经验平方 -0.0003*** -0.0001*** F 检验的 p 值 0.0000 0.0000 

有职业资格或职称 0.2634*** 0.1813*** R2 0.1676 0.3780 

女性 -0.4155*** -0.1972*** 样本数量 3778 16474 

有配偶 0.0609 0.060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四、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业分割 

就业歧视主要体现在行业（或职业）分割方面。在不同行业就业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个人偏好，

而且取决于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应用 multinomial logit 方法可以考察农民工和城市工行业进入的影响

因素，个体i （ {i∈ 1，2，……， }N ）进入行业 j （以第一类行业为参照组）的概率表示为： 
4

2
( | ) (1 )j j i j k k ikX X

i i k
p I j X e eα β α β+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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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式中， iX 为一组影响个体i 进入行业 j（ 2 3 4j k =, , , 分别表示第二、第三和第四类行业）

的解释变量，包括 4 个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虚拟变量：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以

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具有职业资格或职称的虚拟变量（以没有职业资格或职称为参照组），性

别虚拟变量（以男性为参照组），已婚有配偶虚拟变量（以无配偶为参照组），两个省份虚拟变量：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以辽宁省为参照组）①； jα 为截距， jβ 为相应解释变量的系数。 
表 4 给出了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3）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发现，与从事第一类行业相比，

受教育程度越高，两类劳动力进入第二、第三、第四类行业的可能性越高，这说明，教育有助于两

类劳动力克服进入高工资行业的障碍；职业资格或职称有助于两类劳动力进入高工资行业，这与人

力资本理论的预期是一致的。与男性劳动力相比，女性城市工容易进入第二类行业，主要原因是第

二类行业中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女性劳动力进入第三类行业相对较难，主要原因是第三类行业中

生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这与性别分工的观念基本一致。与未婚劳动力相比，已婚有配偶的劳动力在

较高工资行业就业较难。与辽宁省相比，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农民工进入第二类和第三类行业以及

城市工进入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行业均比进入第一类行业难，这与东北三省的就业分布是基本

一致的。 
表 4                           农民工和城市工行业进入方程回归结果 

农民工 城市工 
解释变量 

二类行业 三类行业 四类行业 二类行业 三类行业 四类行业 

初中 0.8070*** 0.7919*** 0.5995* 1.0856*** 1.0883*** 1.4740*** 

高中 1.6932*** 1.3614*** 2.8621*** 1.7091*** 1.8923*** 3.0610*** 

大学专科 3.0626*** 3.4563*** 5.6008*** 1.6830*** 2.0237*** 4.4017*** 

大学本科及以上 24.0278*** 22.6359 25.4340*** 2.0525*** 2.5431*** 5.3417*** 

有职业资格或职称 1.5618*** 2.7688*** 2.0777*** -0.5500*** 0.3696*** 0.2423** 

女性 -0.0947 -1.7210*** -0.2505 0.3056*** -0.2950*** 0.1302 

有配偶 -0.9389*** -0.8024*** -0.9473*** -0.5858*** -0.3903*** -0.1999 

吉林 -0.7370*** -0.5994*** -0.3271 -1.1567*** -0.8136*** -0.9630*** 

黑龙江 -0.2711*** -0.4282*** -0.2653 -2.6759*** -2.0540*** -2.5014*** 

截距 1.0808*** -0.2988 -2.2619*** 3.2706*** 1.9268*** 0.4108 

卡方检验的 p 值 0.0000 0.0000 

伪 R2 0.0856 0.1323 

样本数量 3778 1647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依据城市工行业进入的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参数，本文测算了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根据行业（或

职业）分割理论，如果农民工与城市工具有相同的就业（行业进入）决定结构，则具有相同个人特

征的农民工和城市工将有相同的行业进入率。如果农民工实际的行业分布和测算得到的行业分布存

在较大差异，则说明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可能受到就业歧视，即劳动力市场存在行业分割。

表 5 给出了农民工在各类行业中的实际人数和测算人数，可以发现，如果城市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户

籍歧视，从事第一类行业的农民工比例将由 59.43%下降至 28.28%，而从事其他三类行业的农民工

                                                        
①由于工作单位类型与行业存在相关性，故该模型不能将工作单位类型作为解释变量。 



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问题分析 

 - 40 - 

比例将分别由 21.00%、10.05%和 2.60%增加至 22.62%、17.86%和 7.75%，这说明，农民工在城市

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较低地位，受到与城市工不同的对待，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行业分割。 
表 5                         农民工在各行业中的实际人数和测算人数 

行业 实际人数 实际人数所占比例（%） 测算人数 测算人数所占比例（%）

一类行业 1147 59.43 309 28.28 

二类行业 2102 21.00 2311 22.62 

三类行业 422 10.05 822 17.86 

四类行业 107 2.60 336 7.75 

根据测算的农民工行业分布情况可以计算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户籍歧视情况下的行业分割

Duncan 系数，即由个人特征差异导致的行业分布。实际的行业分割 Duncan 系数和测算的行业分割

Duncan 系数之差则是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结果。本文测算的行业分割 Duncan 系数为 0.1659，
与实际的行业分割 Duncan 系数（0.3324）相差 0.1665，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市工行业

分布差异的 50%是可以由个人特征差异解释的，另外 50%则是由户籍制度引起的行业分割导致的。 

五、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福利歧视 

员工福利是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员工福利的重要内容就是社会保险。按《劳动法》规

定，农民工和城市工均享有在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而企业有为其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

然而，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工，这说明，城市劳动力

市场在员工福利享有方面存在户籍歧视。本文应用线性概率模型来度量影响劳动力社会保险享有的

因素： 

εβα ++== XxyP )|1(                        （4） 

（4）式中， y 是二元因变量，取“1”或“0”分别表示是否得到社会保险； X 是一组解释变

量，其内容与工资方程相同；同样，α 是截距项，β 为相应解释变量的系数，ε 为随机误差项。 
表 6                            农民工和城市工的保险获得方程回归结果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解释变量 

农民工 城市工 农民工 城市工 农民工 城市工 

初中 0.0217*** 0.1818*** 0.0037 0.068*** 0.0187 0.0897*** 

高中 0.0704*** 0.3050*** 0.0169* 0.1335*** 0.0500** 0.2066*** 

大学专科 0.3572*** 0.3118*** 0.1620*** 0.1191*** 0.2367*** 0.3117*** 

大学本科及以上 0.4688* 0.3112*** 0.2849** 0.1237*** 0.3180*** 0.3475*** 

经验 0.0023** 0.0081*** 0.0008 0.0007* -0.0011 0.0057*** 

经验平方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女性 0.0028 -0.0196*** -0.0067* -0.0456*** 0.0127 -0.0252***

有配偶 -0.0305** 0.0402*** -0.0152* 0.0026 0.0119 0.0237*** 

有职业资格或职称 0.1422*** 0.0914*** 0.1099*** 0.1047*** 0.1185*** 0.0947*** 

土地承包者 -0.027*** 0.1931*** 0.0053 0.2882*** 0.1096*** 0.0998*** 

国有或集体企事业 0.2109*** 0.3514*** 0.1449*** 0.3330*** 0.1416*** 0.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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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个体或私营企业 -0.0235** -0.0453*** -0.0027 -0.0808*** -0.0937*** -0.0807***

吉林 -0.0372*** -0.2142*** -0.0076* -0.1441*** -0.2780*** -0.1361***

黑龙江 -0.0337*** -0.1154*** -0.0002 -0.0353*** -0.2622*** -0.0802***

截距 0.0486** 0.0884*** 0.0094 0.1475*** 0.3236*** 0.0586** 

F 检验的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2 0.1936 0.3083 0.1683 0.2377 0.1997 0.4516 

样本数量 3778 16474 3778 16474 3778 1647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表 6 给出了应用异方差稳健 小二乘法对（4）式的回归结果，教育和经验对得到保险的影响大

多为正向的，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经验越多，农民工和城市工得到三种社会保险的可能性就

越高。性别因素对于农民工享有三种社会保险的影响都不显著，而对于城市工享有三种社会保险的

影响都是负的，这说明，城市工中的女性更不容易得到三种保险。有配偶对两种劳动力享受三种社

会保险的可能性的影响大多不显著。有职业资格或职称对三种社会保险的享有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相对于没有职业资格或职称的人来说，有职业资格或职称的人更容易得到三种社会保险。

相对于其他类型单位，工作于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劳动力更容易得到三种社会保险；作为土地

承包者的农民工容易得到医疗保险，但不易得到养老保险，作为土地承包者的城市工容易得到三种

社会保险；工作于个体或私营企业的城市工不易得到三种社会保险，而农民工不易得到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吉林和黑龙江两个区域变量对三种社会保险的享有普遍具有负影响，说明相对于辽宁省

来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劳动力得到三种社会保险的可能性较低。 
应用Blinder-Oaxaca方法对农民工和城市工社会保险享有率的差异进行分解： 

( ) ( ) ( )u r u r u u r u r up p X X Xα α β β β− = − + − + −             （5） 

（5）式中，
up 表示城市工社会保险享有率，

rp 表示农民工社会保险享有率。（5）式右端

第三项为个人特征差异导致的社会保险享有率差异，第一项和第二项为户籍歧视导致的社会保险享

有率差异。 
表7给出了农民工和城市工社会保险享有率差异的分解结果，可以发现，两类劳动力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享有率的差异分别达到了59.93%、37.18%和40.10%，这些差异的40.52%、

48.18%和82.77%是由个人特征差异引起的，而差异的59.48%、51.82%和17.23%是由户籍歧视造成

的。三种社会保险享有率的平均差异为46%，该差异的43%左右是由户籍歧视造成的，这说明，城

市劳动力市场在福利享有方面存在明显的户籍歧视。 
表 7                         农民工和城市工社会保险享有率差异的分解 

保险类型 福利户籍歧视（%） 个人特征差异（%） 合计（%） 

养老保险 35.64 24.29 59.93 

失业保险 19.26 17.92 37.18 

医疗保险 6.91 33.19 40.10 

六、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市工劳动报酬差异分解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市工劳动报酬的差异取决于个人特征差异和户籍歧视，而户籍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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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是由就业歧视（行业分割）、工资歧视和福利歧视联合作用造成的。借鉴 Brown-Moon-Zoloth 工资

歧视因素分解的思想，本文对劳动报酬差异进行如下分解： 

(1 ) (1 )

( ) ( )

u r u u u r r r
j j j j j j j j

u u r r u u u r r r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C C p k w p k w

p w p w p k w p k w

− = ∑ + −∑ +

= ∑ −∑ + ∑ −∑
               （6） 

（6）式中，上标 u 和 r 分别表示城市工和农民工， j 表示第 j 类行业， jp 表示劳动力处于第 j

类行业的实际比率，C 和w 分别表示劳动报酬自然对数和工资自然对数均值。鉴于对数函数的单调

性，可以设 1/ −= wCk ，工人得到保险额越多，则C 和w 差越大，导致k 值越大。如果
ru kk = ，

则 ))(1()1()1( rurruuru
wwkwkwkCC −+=+−+=− ，即劳动报酬对数差异是工资对数差

异的 k+1 倍。如果 0== ru kk ，则劳动报酬对数差异等于工资对数差异，（6）式退化为

Brown-Moon-Zoloth 方程。（6）式右端表示工资差异和保险差异，根据 Brown-Moon-Zoloth 方程，

工资差异进一步分解为： 

( ) ( )

ˆ ˆ( ) ( ) ( )

ru u r r r u r r u r
j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u rr u u u r u r r
j jj j j j j j j j j j j

p w p w p p X

p X X w p p w p p

α α β β

β

∑ −∑ = ∑ − +∑ −

+∑ − +∑ − +∑ −
          （7） 

（7）式中，
u
jα 和

r
jα 分别表示各类行业中两组劳动力工资方程中的截距项，

u
jβ 和

r
jβ 分别表

示在各类行业中两组劳动力工资方程中变量的系数，
u
jX 和

r
jX 分别表示各类行业中两组劳动力个

人特征的均值，
r
jp̂ 表示如果农民工面临与城市工相同的行业结构时农民工进入第 j 类行业的概率。

（7）式右端第一项和第二项表示行业内工资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第三项表示行业内个人特征差异

导致的工资差异，第四项表示个人特征差异引起行业分布差异并进而导致的工资差异，第五项表示

行业分割导致的工资差异。参照 Brown-Moon-Zoloth 方程，社会保险差异进一步分解为： 

( ) ( )

ˆ ˆ( ) ( ) ( )

( ) ( )

ru u u r r r r r u r r r u r
j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u rr r u u u u r u u r r
j j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r ru r u u r r
j jj j j j j j j j

p k w p k w p k p k X

p k X X w k p p w k p p

w p k k w p k k

α α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8） 

在每一类行业中，假定农民工面临与城市工相同的社会保险享有结构，则可以估计农民工所能

得到社会保险的概率和劳动报酬。第 j 类行业中的
r
jk

∧

由估计出的劳动报酬和实际工资计算得出。（8）

式为社会保险差异的分解，右端第一项和第二项为行业内工资方面户籍歧视导致的社会保险差异，

第三项为行业内个人特征差异导致工资差异进而导致的社会保险差异，第四项和第五项分别为个人

特征差异带来行业分布差异进而导致的社会保险差异和行业分割导致的社会保险差异，第六项和第

七项分别为行业内部个人特征差异和福利歧视导致的社会保险差异。（6）式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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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ˆ ˆ ˆ( ) ( ) ( )

ˆ( ) (

r u ru r r u r r u r r u
j j jj j j j j j j j j j j

r u rr r u r r r u r r r u
j j j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u u r u r r u u u r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u u r r u r u
j j j j j j j j j

C C p p X p X X

p k p k X p k X X

w p p w p p w k p p

w k p p w p k

α α β β β

α α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ru r r
j jj j j jk w p k k

∧ ∧

+ ∑ −

     （9） 

（9）式中第一、第二、第三项之和表示行业内部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差异，其中，第一、第

二项表示由工资方面户籍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而第三项表示由个人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第

七、第八项之和表示行业间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差异，其中，第七项表示由个人特征差异导致的

工资差异，而第八项表示由行业分割导致的工资差异；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项之和

表示行业内部农民工和城市工的社会保险享有差异，其中，第四、第五、第十二项之和表示由福利

歧视导致的社会保险享有差异，而第六、第十一项之和表示由个人特征差异导致的社会保险享有差

异；第九、第十项之和表示行业间农民工和城市工的社会保险享有差异，其中，第九项表示由个人

特征差异导致的社会保险享有差异，而第十项表示由行业分割导致的社会保险享有差异。 
表 8 给出了应用普通 小二乘法对不同行业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方程（1）的回归结果，可以

发现，不同行业的回归结果均符合理论预期和经验预期。 
表 8                        不同行业农民工和城市工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农民工 城市工 
解释变量 

一类行业 二类行业 三类行业 四类行业 一类行业 二类行业 三类行业 四类行业

初中 -0.0516 0.0140 0.0256 -0.1112 0.0471 0.1979*** 0.1262** 0.1054 

高中 0.0993 0.1884*** 0.1154 0.1784 0.0958 0.3885*** 0.3314*** 0.4201***

大专 0.7628 0.3851** 0.5356*** 0.4984** 0.7180*** 0.7003*** 0.5148*** 0.7160***

大学本科及

以上 

— 

 

0.7556*** 

 

1.5574*** 

 

0.1702 

 

0.8133*** 

 

1.0367*** 

 

0.7334*** 

 

0.9381*** 

 

经验 0.0071 0.0053 0.0201** 0.0099 0.0177** 0.0002 0.0038*** 0.0185***

经验平方 -0.0003*** -0.0003** -0.0004** -0.0006* -0.0003** 0.0000 -0.0001*** -0.0003***

性别 -0.2393*** -0.4974*** -0.2308*** -0.3360*** -0.1230*** -0.2476*** -0.1427*** -0.1616***

有配偶 0.0774 0.0468 0.0658 0.2904* 0.0941 0.0871*** 0.0461* 0.0082 

有职业资格

或职称 

0.2057 

 

0.1828* 

 

0.2397*** 

 

0.4004** 

 

-0.2885*** 

 

0.1913*** 

 

0.2466*** 

 

0.1304*** 

 

国有或集体

企事业 

0.1922 

 

0.2650*** 

 

0.2708*** 

 

0.0563 

 

0.1923*** 

 

0.2765*** 

 

0.4664*** 

 

0.2451*** 

 

个体或私营

企业 

0.2783*** 

 

0.1061** 

 

0.2508*** 

 

0.1096 

 

-0.2541*** 

 

0.0036 

 

0.1163*** 

 

0.0288 

 

吉林 -0.3085*** -0.1107** -0.2488*** -0.2547** -0.4399*** -0.0502*** -0.1251*** -0.0208 

黑龙江 -0.2793*** -0.0003 -0.0948 -0.1445 -0.6271*** -0.2313*** -0.2331*** -0.2025***

截距 5.9959*** 6.1307*** 5.9104*** 6.2810*** 6.1189*** 5.9696*** 5.9102*** 5.9463***

F 检验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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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R2 0.1414 0.1116 0.1752 0.4269 0.2747 0.2575 0.3225 0.3224 

样本数量 1147 2102 422 107 783 7809 3778 400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依据从事各个行业的城市工和农民工个人特征均值的统计结果和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应用（9）
式对东北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劳动报酬差异进行分解（参见表 9）。总体来看，城市

工与农民工劳动报酬自然对数的差异为 0.7499，其中，工资差异导致的劳动报酬差异为 0.5386，而

社会保险差异导致的劳动报酬差异为 0.2113。在工资差异导致的劳动报酬差异中，行业内工资差异

的贡献为 0.2633（占劳动报酬差异的 35.11%），而行业间工资差异的贡献为 0.2753（占劳动报酬差

异的 36.71%）。在行业内部，工资差异的 44.57%是由工资歧视造成的；在行业之间，工资差异的

58.27%是由行业分割造成的。在社会保险差异导致的劳动报酬差异中，行业内社会保险差异的贡献

为 0.1807（占劳动报酬差异的 24.10%），而行业间社会保险差异的贡献为 0.0306（占劳动报酬差异

的 4.08%），说明社会保险差异主要来自于行业内部。在行业内部，社会保险差异的 54.18%是由福

利歧视造成的；在行业之间，社会保险差异的 51.67%是由行业分割造成的。综合工资差异和社会保

险差异，可以发现，城市工和农民工劳动报酬差异的 47.79%是由个人特征差异引起的，而劳动报酬

差异的 23.50%、15.65%和 13.06%则分别是由户籍制度引起的行业分割、行业内部工资歧视和福利

歧视造成的。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忽略福利歧视会导致对劳动报酬歧视程度的低估。 
表 9                            农民工和城市工行业劳动报酬差异分解 

劳动报酬差异 劳动报酬自然对数 百分比（%） 劳动报酬差异 劳动报酬自然对数 百分比（%）

行业内工资差异 0.2633 35.11 行业间保险差异 0.0306 4.08 

个人特征差异 0.1459 19.46   个人特征差异 0.0148 1.97 

工资歧视 0.1173 15.65   行业分割 0.0158 2.11 

行业间工资差异 0.2753 36.71 个人特征差异合计 0.3584 47.79 

  个人特征差异 0.1149 15.32 行业分割合计 0.1762 23.50 

  行业分割 0.1604 21.39 工资歧视合计 0.1173 15.65 

行业内保险差异 0.1807 24.10 福利歧视合计 0.0980 13.06 

  个人特征差异 0.0828 11.04 总差异 0.7499 100.00 

  福利歧视 0.0980 13.06    

七、结论 

本文通过对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和城市工在行业分布上存在着明显差

异，农民工从事低工资行业的比例很高，而从事高工资行业的比例很低。在所有行业内部，农民工

的平均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险享有率均明显低于城市工，农民工和城市工存在着明显的劳动报酬差异。

通过对两类劳动力总体工资差异的分解分析发现，农民工和城市工工资差异的15.73%是由户籍歧视

造成的；通过对两类劳动力行业分布差异的分解分析发现，农民工和城市工行业分布差异的50.00%
是由户籍歧视造成的；通过对两类劳动力社会保险享有率差异的分解分析发现，农民工和城市工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享有率差异的59.48%、51.82%和17.23%是由户籍歧视造成的。 
东北地区是中国老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占很大比重，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

度与南方和沿海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与国内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



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问题分析 

 - 45 -

工资歧视程度较低，主要源于东北地区城市工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行

业分割程度较高，主要源于东北地区国有企业较多，而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存在较多约束；东北地

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福利歧视程度较高，主要源于城市工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重较高，农民工在非

正规部门就业的比重较高，而社会保障制度在正规部门实施效果较好，在非正规部门实施效果较差。 
本文通过对两类劳动力劳动报酬的全要素分解分析发现，农民工和城市工劳动报酬差异的

47.79%是由个人特征差异引起的，而劳动报酬差异的23.50%、15.65%和13.06%则分别是由户籍制度

引起的行业分割、行业内部工资歧视和福利歧视造成的。同时，这一结果说明，忽略员工福利将导

致对劳动报酬歧视的低估。因此，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劳动就业制度、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险福利制度，

培育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消除户籍歧视，将有助于缩小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市工

的劳动报酬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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