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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国有部门对职工收入保护和对市场垄断，因此其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导致 国有部门的工资水 

平一直明显高于非国有部f1。在 2002～2007年，尽管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导致的部门间工资差异由30％上升 

至55％，但部门间劳动力人力资本等个体特征差异却明显缩小，导致部门间小时工资对数差异 由O．29降至0．23。 

因此，政府部门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制度，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将不仅有助于国有部门和非国有 

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小，而且有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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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持续扩大。城镇居民 

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的工资差距。l1 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一直存 

在着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市场分割，国有部门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_2 随着市场化 

进程的推进，劳动力流动将逐渐顺畅，劳动力工资水平将主要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将 

逐渐缩小。那么，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工资差异的变动趋势如何? 

部门问工资差异的变动是缘于劳动力个体特征差异的变化，还是缘于特定的制度因素导致的回报率的变化?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采 

取有效措施将部门间工资差异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早期学者们研究部门间工资差异主要是通过在工资方程中引入表示部门的虚拟变量，并通过观察虚拟 

变量的回归系数以识别不同部门工资是否存在差异的方法。|3 该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假设不同部门中影 

响工资的所有因素作用效果相同，而事实上不同因素对不同部门中工资决定的影响可能存在很大差异。近 

年来，许多学者分别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方程进行回归，并应用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对部门间工资 

差异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 然而，由于个体对就业部门的选择是自主的而非随机的，因而该方法可能存在 

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事实上，Heckman早在 1979年就提出了工资方程求解的两步骤法，成功地解决了样本 

选择偏差的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该方法应用于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研究中，并得到了一些更加准确的 

分析结果。 
一 般来说，部门问工资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门问人力资本特征的差异，另一方面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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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因素的差异，即部门问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对特定人群的制度保护，或特定企业对市场的垄断。近 

年来 ，一些研究表明，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是导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工资差异 

的重要原因。L7 目前，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某一年度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问的工资差异方面，而 

很少关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工资差异的变动及其成因。事实上，对于后者的深人研究对于我们理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变动规律及相应的政策启示更具借鉴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依据 2002年和 2007年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应用微观经济计量 

方法建立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方程，并应用 Oaxaca和 Blinder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对国有部门和 

非国有部门间的工资差异进行分解，进而分析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工资差异变动趋势的成因。 儿 

二、数据的统计描述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2002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本文将样本限制在男性 18 

岁至60岁之间、女性 18岁至55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并将离职、退休、提前退休、正在求学和丧失劳动能力 

的个体从样本中删除，最终得到2002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样本分别为7ll8个和2368个，2007年国有部 

门和非国有部门样本分别为2997个和2701个。 

表 1给出了2002年和2007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中劳动力基本特征的统计描述，从中可以看出，国有 

部门的工资水平一直明显高于非国有部门，2002年两部门问小时工资对数均值差异为0．29，而2007年两部门 

间小时工资对数均值差异为O．23，这表明2002～21X)7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问的工资差异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表 1 2002年和 2007年国有部f-1和非国有部门劳动力基本特征统计 

2002征 2007正 

个体特征 
国有部门 非国有部门 国有部门 非国有部门 

小时工资对数(元) 1．43(0．01) 1．14(0．02) 2．18(0．01) 1．95(0．01) 

受教育年限 11．74(0．03) 10．54(0．06) 12．05(0．06) 11．04(0．06) 

经验(年) 21．O1(0．11) l7．56(0．20) 24．58(0．18) 22．40(0．20) 

女 性 0．43 0．46 0．41 0．46 

已 婚 0．90 0．83 0．88 0．84 

管理人员 0．13 0．03 0．09 0．03 

专业技术人员 0．25 0．13 0．23 0．15 

办事人员 O．23 0．13 0．30 0．16 

商业服务人员 0．08 0．25 0．12 0．40 

个体私营人员 0．0l 0．17 0．05 0．10 

生产操作人员 0．30 0．29 0．2l 0．16 

东 部 0．36 0．44 0．46 0．54 

中 部 0．36 0．3O 0．35 0．26 

西 部 0．28 0．26 0．20 0．19 

样本量 7I18 2368 2997 270l 

注：2007午的小时T资按照 2002年的价格标准进行了调整，括号内为标准差，下文各表中数据也同样处理。 

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小可能缘于两部门间劳动力人力资本特征差异的变化。从受教育年限来看，国有 

部门的受教育年限一直明显高于非国有部门，这表明国有部门在吸引高知识水平劳动力上占有优势，其主要 

是因为国有部门工作稳定，且有较好的员工福利。但从 2002—2007年，两部门间个体受教育年限差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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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降至 1．O1年，受教育年限差异的缩小可能会导致两部门问工资差异的缩小。从工作经验来看，国有 

部门劳动力的经验水平明显高于非国有部门，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有部门在吸引高技能劳动力上占有优 

势，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国有部门劳动力流动性较低导致的。尽管两部门问劳动力的经验水平在 2002～ 

2007年均明显提高，但非国有部门劳动者的经验水平提高更快，部门问劳动力工作经验差异的缩小可能会 

导致部门问工资差异的缩小。 

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小也可能缘于人口特征差异的变化。从劳动者性别分布来看， 

国有部门的女性比例明显低于非国有部门，在2007年表现得更加明显，由于劳动力市场中一直存在针对女 

性的 -r资歧视．因而这一特征将导致两部门间工资差异的扩大。从婚姻状况来看，国有部门中劳动者已婚比 

例高于非国有部门，但两部门间已婚劳动者比例的差异在 2002～2007年表现出缩小的趋势。由于已婚劳动 

者工资水平较高，因此部门问已婚劳动者比例差异的缩小还可能导致两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小。 

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小可能缘于就业特征差异的变化。从职业分布来看，国有部门 

中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较多，而非国有部门中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私营人员 

较多，由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工资水平通常较高，而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私营人员的工 

资水平通常较低，因而两部门间的职业分布特征可能能解释两部门间的工资差异。2002～2007年，国有部 

门和非国有部门中各职业人员比例得到了调整，可能导致两部门问工资差异的变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 

门在区域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国有部门在中西部比重较高，非国有部门在东部比重较高，这与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发展水平相一致。东部发达地区具有地域和政策优势，非国有经济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不具 

有这些优势，因而发展较慢。中国经济在地域上呈现较为明显的阶梯状，即经济发展水平大致为自东向西递 

减，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收入通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收入高，因此国有部门劳动者和非国有部门劳动者 

在地区分布上的差异对两部门问工资差异可能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相比于2002年，2007年在东部地区 

的劳动力比重增加，在中西部的比重减少，但不同地区两部门间劳动力比重的差异几乎不变，因而可以基于 

这两年数据的直接比较对部门间工资差异的变动进行分析。 

表 2给出了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中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劳动力工资统计描述，从中可以发现，2002— 

2007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这主要缘于中国近年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2002年，非国有部门中接 

受 13年以上教育水平(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工资水平高于国有部门。然而，在其他各教育水平下，国有部门 

工资水平均高于非国有部门，且工资标准差均低于非国有部门，这表明与非国有部门相比，国有部门中的劳 

动者不仅工资水平较高，而且个体问工资差距较小。2007年，在所有教育水平下，国有部门中劳动力工资水 

平均高于非国有部门，但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部门问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在缩小。 

表2 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中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劳动力小时工资统计表 

2002年 2007正 

受教育年限(年) 
国有部门(元) 非国有部门(元) 国有部门(元) 非国有部门(元) 

0 3．73(0．37) 2．96(0．36) 

l一6 3．58(0．19) 2．75(0．21) 13．62(3．80) 6．85(0．76) 

7—9 4．30(0．09) 3．52(0．14) 9．71(1．32) 8．1O(O．40) 

l0一l2 5．05(0．08) 4．44(0．17) 11．32(0．30) 10．12(0．60) 

l3— 5．97(0．11) 6．33(0．28) 13．80(0．43) 13．07(0．55) 

表3给出了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中不同工作经验劳动力小时工资的统计描述，可以发现，在各个经 

验水平下，国有部门劳动力同样表现出工资水平较高，且个体问的工资差异较小的特征。不论是2002年还 

是 2007年，随着经验水平的提高，部门问的工资差异均未表现出一致的扩大或缩小的趋势，因而统计上不能 

发现经验水平变化对两部门间工资差异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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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不同工作经验劳动力小时工资统计表 

2002定 2007正 

工作经验(年) 
国有部门(元) 非国有部门(元) 国有部门(元) 非国有部门(元) 

O—l0 3．08(0．19) 2．63(0．20) 5．11(0．68) 6．31(1．I7) 

l1—20 4．79(0．08) 4．22(0．21) 12．66(0．45) l0．56(0．45) 

2l一30 5．41(0．11) 4．17(0．15) 11．09(0．88) 9．36(0．75) 

3l一 5．81(0．11) 5．79(0．34) 12．36(0．54) 8．79(0．51) 

尽管统计上显示劳动力个体特征的变化可能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问工资差异缩小的原因，但统计 

数据不能准确度量劳动力个体特征和制度因素(或生产力水平)对部门间工资差异的解释程度，因而需要借 

助经济计量方法控制个体异质性，并应用相应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对部门问工资差异的来源进行定量分析。 

三、分析方法 

1．工资方程的设定 

工资方程是分析部门间工资差异的基础，传统的工资方程可以设定为： 

lnWi=X +／x (1) 

其中，lnW 表示个体 i小时工资的对数， 表示影响工资获得的人口特征和就业特征变量，包括个体的 

教育、经验和职业等；卢表示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 ～N(0，盯 )为随机误差项。 

由于进入国有部门或非国有部门不是随机的，而是个体 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直接进行工资方程的回 

归，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借鉴 Heckman两步骤方法，可以对个体就业部门的选择进行样本选择偏 

差修正。个体选择进入国有部门的潜变量方程可以表示为： 

P = Z +／t 

f 0 (2) 
【0 if P ≤0 

其中，P 表示不可观测的决定个体 i进入国有部门的潜在因素，P 表示个体是否进入国有部门(1表示 

进入，0表示不进入)，z 表示影响个体进入国有部门的因素，y表示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lZ ～N(0，1)表示 

随机误差项。个体 i进入国有部门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robit模型： 

Pr(p =1)=中(Z'i ) (3) 

其中， (·)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基于 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修正进入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样本选择偏差的逆米尔斯比估 

计量： 
 ̂  ̂

， 
：  (4) 

(Z ) (一Z ) 

其中， (·)是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下标 g和／分别代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进而修正 

样本选择偏差后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方程分别可以设定为： 
 ̂

In = X'
gi／3+A 6+／x 

⋯  L) 

ln = X +A ̂6+ 

其中，6为逆米尔斯比的回归系数。如果样本存在选择偏差，则系数6应是显著的；相反，若6不显著，则 

表明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因而应将 A从工资方程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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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力资本水平会影响个体劳动供给行为，而受教育年限是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体现。随着年 

龄的增长，个体劳动供给概率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已婚个体和未婚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存在明 

显差异。户主在家庭中承担了较大的责任，将具有较大的动机从事市场劳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劳动 

需求，进而将影响劳动供给。因此，本文选取受教育年限、年龄、年龄平方、女性(虚拟变量，以男性作为参照 

组)、已婚(虚拟变量，以未婚作为参照组)、户主(虚拟变量，以非户主为参照组)和地区(虚拟变量，以东部 

地区为参照组)作为个体就业部门选择的解释变量。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个体的知识和技能，因而工资方程包含了反映个体知识水 

平的受教育年限和反映个体技能水平的工作经验。由于女性的工资水平通常低于男性，因而考虑在工资方 

程中加入女性变量(虚拟变量，以男性作为参照组)。由于家庭状况会影响劳动力个体的工作努力程度，因 

而加入已婚变量(虚拟变量，以未婚作为参照组)。此外，不同地区的经济环境差异也会对个体工资产生不 

同影响，工资方程还包含了表示经济环境差异的地区变量(虚拟变量，以东部作为参照组)。 

2．工资差异分解方法 

依据工资方程，可以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分别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系数 和 选择偏差 

修正系数6 和6，。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对数均值可以分别表示为： 
— — — — A ——  ̂

ln = X g+Ag g 

— —  ～ A 一  ̂

、nWf：Xt +入f6l} 

其中， 和 ，分别表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中个体特征向量的均值，而 A 和 Ar分别表示逆米尔斯 
 ̂ ^ 

比估计量A 和A，的均值。 

根据Oaxaea—Blinder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问的工资差异可以分解为： 

ln 一ln 

一

 ̂ 一  ̂ 一 A ～ A 

= (X 』Bg—X B，)+(A 6 一A， ，) 
— — — —  ^ —— —— A —— A A —— A A 

= (X 一Xtf) +(A 一A，)6 +X ，(卢 一t3~)+A，(6 一6s) (6) 

(1) (2) (3) (4) 

其中，(1)和(2)表示个体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通常被认为是部门间工资差异中可解释的部分； 

(3)和(4)表示部门问中个体特征回报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通常被认为是部门问工资差异中不可解释的部 

分，包括对国有部门收入保护或国有企业对市场垄断造成的差异，主要是由制度性因素(所有制)带来的劳 

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 

四、结果分析 

依据2002年和2007年 CHIP数据，本文应用 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工 

资方程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参见表4)②，从计算结果可以发现，国有部门劳动力的教育回报一直低于非国有 

部门劳动力的教育回报，这表明不同教育水平个体间的工资差异在非国有部门中更加明显，即教育水平的提 

高在非国有部门更加重要；经验的回报明显低于教育回报，随着经验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工资呈现出先上升 

后下降的“倒 u”型变动趋势，符合人力资本理论预期。此外，国有部门的经验回报高于非国有部门中的经 

验回报，主要缘于国有部门“论资排辈”的工资制度。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且非国有部门中的工资性别差 

异比国有部门大，这缘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已婚个体工资高于未婚个体，主要缘于已 

婚劳动力的家庭负担较重，从而更加努力工作的缘故。与负责人相比，其他职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明显较低， 

且国有部门中各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较非国有部门中各职业间的工资差异大。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和西 

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均明显较低，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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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2年和 2007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2002正 2007正 

解释变量 国有部门 非国有部门 国有部门 非国有部门 

受教育年限 0．0392⋯  0．0666⋯  0．04l2⋯  0．044l⋯  

经 验 0．0234⋯  0．0l39 0．022l⋯  0．0HD32 

经验平方 一0．0003⋯  0．O000 —0．0004⋯  一0．0002 

女 性 一0．0796⋯  一O．J299⋯  一0．2267⋯ 一0．2458⋯ 

已 婚 0．0525 一0．ool4 0．149l⋯  0．1607⋯  

专业技术人员 一0．006 J 0．0928 —0．22l5⋯  一0．0857 

办事人员 一0．129 一0．0632 —0．3999⋯： 一0．1 l63 

商业服务人员 一0．4342⋯  一0．4047⋯  一0．5524⋯ 一0．3738⋯  

个体私营人员 一0．3870⋯  一0．3085⋯  一0．6465⋯  一0．330l ⋯ 

生产操作人员 一0．2434⋯  一0．2222⋯  一0．4622⋯  一0．3512⋯  

中 部 一0．2640⋯  一0．3585⋯  一0．4698⋯  一0．4989⋯  

西 部 一0．2653⋯  一0．3708⋯  一0．50l6⋯  一0．4618⋯  

常数项 0．92l0⋯  0．6671⋯  2．0738⋯  1．9796⋯  

调整 R。 0．1754 0．23l8 0．2438 0．23I3 

注： ，一 ，⋯ 分别表不在 1％，5％，10％ F显著 

通过比较2002年和2007年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国有部门的教育回报呈上升趋势，且在 2007年国有 

教育部门回报接近非国有部门教育回报，这表明知识在国有部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在增强；同时，国有部门 

的经验回报呈下降趋势，表明国有部门内部的“论资排辈”现象有所缓解。由于部门间教育回报的差异在减 

小，而经验回报的差异在增大，可能导致部门间工资差异有所扩大。性别间工资差异在减小，已婚个体相对 

于未婚个体的工资差异在减小，可能导致部门间工资差异有所缩小。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中不同职业间 

工资差异不存在规律性的变动趋势。部门间地区变量系数差异在缩小，可能会有助于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 

小 。 

应用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进行分解(结果参见表 5)可以发现，在 

2002～2007年，部门间工资差异表现为缩小的趋势。在2002年，个体特征差异解释了部门间工资差异的 

70％，而部门问工资差异的30％则可能由价格效应造成。在2007年，个体特征差异解释了部门间工资差异 

的45％，而部门间工资差异的55％则可能是由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导致的价格效应造成的。显然，个体 

特征差异对部门间工资差异的影响在减弱，而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影响在增强。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 

小主要是由部门问个体特征差异的缩小导致的，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增强对两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小起到 

了抑制的作用。 

表 5 2002年和2007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的总体分解结果 

年份 国有部门工资 非国有部门工资 工资差异 个体特征差异 工资结构差异 

2002 1．4258 1．1440 0．28l8 0．1966 0．0852 

2007 2．1822 1．9463 0．2359 0．1062 0．1297 

表6给出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工资差异的详细分解结果⑧。从个体特征来看，部门间个体受教 

育年限、经验、女性比例和已婚比例的差异均对工资差异具有正向的影响，这表明国有部门的劳动力个体特 

征较非国有部门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主要缘于国有部门工作稳定，具有较好的福利，因而在劳动力选择上具 

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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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2年和2007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的详细分解结果 

2002氲 2007年 
解释变量 

个体特征差异 特征回报差异 个体特征差异 特征回报差异 

受教育年限 0．0469 —0．2888 0．04l7 —0．0315 

经 验 0．0457 0．0447 0．0006 0．2536 

女 性 0．0021 0．023l 0．0l20 0．0089 

已 婚 0．0034 0．0449 0．005l 一0．0098 

从特征回报差异来看，教育回报差异对部门间工资差异具有负向的影响，这说明相比于国有部门，教育 

水平高的个体在非国有部门中更加具有工资优势，即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工资增长在非国有部门更加明显， 

这是由非国有部门工资结构的市场化水平较高导致的。经验回报的差异对工资差异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 

验水平的提高在国有部门更加具有工资优势，这与国有部门通常实行“论资排辈”的工资结构有关，国有部 

门中年龄较高个体的工资获得具有优势。女性职工在国有部门的工资获得也更加具有优势。女性回报差异 

对工资差异具有正向影响，这表明相对于非国有部门，国有部门中女性相对男性的工资劣势更小。已婚回报 

差异在2002年对工资差异具有正向影响，在 2007年对工资差异具有负向影响，这表明2002年相对于未婚 

劳动力，已婚劳动力在国有部门获得工资的优势更强，而2007年相对于未婚劳动力，已婚劳动力在国有部门 

的工资优势变得更小。 

对比2002年和 2007年的分解结果可以发现，受教育年限和经验对部门间工资差异的正向作用在缩小， 

表明国有部门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不断减弱，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性增强的缘故。 

教育回报对部门间工资差异的负向作用在缩小，而经验回报对部门间工资差异的正向作用在增大，表明非国 

有部门劳动力在教育回报上的优势在减小，而国有部门劳动力在经验回报上的优势在增大。 

五、结 论 

依据2002年和2007年的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和工资差异分解方 

法，分析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部门的工资水平一直高于非 

国有部门的工资水平，但在 2002～2007年部门间小时工资对数差异由0．29降至0．23。国有部门和非国有 

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小有助于促进行业问收入差距的缩小，进而有助于抑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国有部门工资水平高于非国有部门工资水平，主要缘于国有部门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经验水平均高于 

非国有部门，暗示着国有部门在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2002～2007年，部门间工资差异有 

所缩小，主要缘于部门间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差异由 1．20年降至 1．O1年，经验差异由3．45年降至 2．18年。 

部门问人力资本差异的缩小缘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暗示着非国有部门在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的能力有所增 

强。 

尽管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受教育年限差异和经验差异的缩小导致部门问工资差异的缩小，但在 

2002～2007年，部门问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差异由一0．0274上升至 ～0．0029，部门问劳动力经验回报率由 

0．0095上升至0．O189，部门间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扩大导致了部门问工资差异的扩大。同时，国有部门女性 

比例的下降和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导致了部门间工资差异的扩大。 

此外，国有部门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相对较低，而经验回报率相对较高，暗示着国有部门内部存在着较 

强的“论资排辈”的工资决定机制。同时，国有部门女性比例的下降和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暗示着国有部门 

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有所加剧。工资部分地决定于资历和性别显然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相 

悖。因此，国有部门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和工资制度，将有助于国有部门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在 2002年，部门间工资差异的70％可以由劳动力个体特征差异解释；而在 2007年，部门间工资差异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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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5％可以由劳动力个体特征差异解释。部门间工资差异不可解释部分的扩大，暗示着劳动力市场所有制 

分割的影响在加剧，对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的保护力度在加大，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在增强。因此，政府部门 

在努力提高国有部门劳动效率的同时，应努力消除劳动力在部门问的流动障碍，设计合理的事业单位职工收 

入制度，消除国有企业垄断，这不仅有助于部门间工资差异的缩小，抑制城镇居民收人的持续扩大，而且有助 

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注 释 

~2oo2年调查的数据包括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2007年调查的数据包括上 

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和四川。 

②由于所有方程中的逆米尔斯比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不需要进行样本选择偏差修正，因而本文仅提供删除样本选择偏差修正 

的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③由于多分类变量的详细分解结果与参照组的选择有关，因而本文不提供职业变量和地区变量相关的详细分解结果。此外， 

经验对工资差异的影响中包含 了经验平方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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