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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东北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回归分析 

发现，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05和 1．27，女性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为一0．42；女性工作时 

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0．21和一0．11。因此，市场工资水平的上升将有助于东北城镇居民劳动供 

给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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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个体劳动供给行为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之一，是评价公共政策就业效应的基础。劳动供 

给理论认为，个体劳动供给决策取决于两种作用 

方向相反的效应——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如果 

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劳动供给增加；否则，劳 

动供给减少。由于经济理论无法确定收入效应和 

替代效应孰大孰小，人们不得不通过经验研究的 

途径来分析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 J 

劳动供给行为经验研究的核心是估算劳动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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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弹性(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劳动供给弹性 

的估算方法主要包括两类： 

1．结构模型法，依据微观截面数据，通过应 

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估计劳动供给方程估算劳动 

供给弹性。 J 

2．自然实验法，依据微观面板数据，通过比 

较公共政策实施前后个体劳动供给变化估算劳动 

供给弹性。lo J 

与结构模型法相比，自然实验法能够克服估 

计结构模型设定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问题，因而 

估计结果精度比较高；但 自然实验法缺少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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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且由于其通常要求政策实施前后的面 

板数据而使其应用受到限制。Blundell和 Ma· 

Curdy通过对大量相关的研究进行总结指出，个 

体劳动参与弹性大于工作时间弹性，女性劳动供 

给弹性大于男性劳动供给弹性。／5 J 

关于我国城镇居民劳动供给的研究起步较 

晚，主要源于微观数据相对匮乏。目前，我国学者 

主要应用二元选择模型研究劳动供给的影响因 

素，但这类方法无法估算出劳动供给弹性。 一loj 

姚先国和谭岚应用结构模型法估算了女性劳动参 

与对于丈夫收入的交叉弹性，但他们没有估算出 

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 张世伟等应用自然实 

验法估算了纳税群体和贫困群体的劳动供给弹 

性，但这类方法无法估算其他群体的劳动供给弹 

性。[12一 3] 

东北地区是中国老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 

业所占比重较大，城镇职工下岗和失业的比例较 

大，东北城镇居民劳动供给行为可能存在较大的 

特异性。依据2006年东北三省劳动力市场的调 

查数据，本文试图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对东北 

城镇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分析。本文的第二部 

分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三部分论述结构模型 

的设定，第四部分对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 

本文的研究结论。L1 J 

二、数 据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06年我国东北 

三省城镇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考虑到已婚个体 

构成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大部分，且已婚个体和未 

婚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故本文仅 

对已婚劳动力的劳动供给行为进行分析。 

表 1给出了东北城镇居民的人 口统计学特 

征，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40 

岁左右，男性的平均年龄略高于女性，说明东北城 

镇居民劳动力年龄比较适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 

上升，相应人 口比例越来越低，特别是初中及以下 

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说明东北城市 

劳动力市场中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稀缺。 

此外，三个不同省份的样本比例与实际人口分布 

基本是一致的。 

根据 Heekman的界定，l巧J劳动供给的变化 

分为广度变化(劳动参与)和深度变化 (工作时 

间)，因此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分析分为劳动参与 

分析和工作时间分析。表2给出了对男性和女性 

的劳动参与率、周工作时间和小时工资的分组比 

较结果，从个体属性的角度可以发现，随着配偶工 

资水平的上升，个体的劳动参与率和工资率逐渐 

上升，这可能是夫妻之间人力资本存在的相关性 

导致工资收入存在相关性；而工作时间逐渐减少， 

这可能是收人效应在发挥作用。随着年龄的增 

长，个体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基本呈逐渐减 

少趋势，这与劳动供给的生命周期理论基本是一 

致的；而工资收入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 

趋势，这与工资理论是基本一致的。随着受教育 

程度的上升，个体的劳动参与率基本呈逐渐上升 

趋势，这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就业机 

会较多，因而“沮丧工人”比例较低的原因；工作 

时间逐渐减少，这主要源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 

体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较高，而正规部门的工 

作时间相对较短(接近周工作 40小时)；工资率 

逐渐上升，主要在于受教育程度是个人人力资本 

水平的最重要体现，人力资本水平与工资水平正 

相关。 

表 1 东北城镇居民人口统计特征 

人口统计特征 男 性 女 性 

年 龄 40．51 39．01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0．5O6 8 0．588 4 

高 中 0．278 6 0．265 l 

大学专科 O．125 l 0．091 1 

大学本科 0．080 3 0．052 3 

研究生及以上 O．0()9 3 O．003 1 

省 份 

辽 宁 0．523 9 O．408 3 

吉 林 0．221 5 0．270 7 

黑龙江 0．254 6 0．321 0 

样本量 8 385 1O 760 

注：根据2006年东北三省城镇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计算 

得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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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劳动参与率、周工作时间和小时工资分组比较 

劳动参与率 周工作时间 ． 小时工资 
属性分组 

男 性 女 性 男 性 女 性 男 性 女 性 

配偶工资水平 

500元以下 0．889 9 0．518 3 54．13 52．51 4．132 4 2．364 7 

500～1 000元 0．915 1 0．565 9 50．54 5O．57 5．272 3 3．453 6 

1000～1 500元 0．928 2 O．649 6 44．38 45．87 7．722 6 5．2(12 5 

1500—2 000元 0．922 8 O．686 9 43．94 45．26 10．757 4 7．065 9 

2 000元以上 O．925 2 0．658 2 43．96 44．8l l4．693 2 9．648 2 

年龄段 

25岁以下 0．923 6 0．379 4 57．O5 52．23 3．8l3 4 3．185 3 

25—35岁 0．930 6 0．600 6 53．44 49．51 4．820 4 4．177 3 

35—45岁 0．891 6 O．599 8 51．73 49．27 5．O559 4．128 1 

45～55岁 0．814 9 0．489 5 5O．87 49．38 4．923 6 4．1l3 1 

55岁以上 0．784 6 52．87 4．48O 6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0．876 5 0．370 4 60．16 55．27 3．2o8 3 2．3O3 7 

初 中 0．870 0 0．483 7 55．84 53．37 3．890 3 2．75O 6 

高 中 0．862 7 0．62O4 49．72 48．04 5．039 7 4．147 6 

大学专科 0．933 9 0．876 6 43．81 42．60 6．890 8 6．28 

大学本科 O．954 4 O．948 4 42．30 41．44 8．995 9 8．052 3 

研究生及以上 O．962 O O．94l 2 40．95 40．31 l4．698 1 l2．427 4 

工作单位类型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44．86 42．93 6．274 3 5．810 4 

集体企业 48．90 46．O1 4．O52 1 3．529 4 

其他单位类型 55．03 48．85 3．4937 2．969 l 

私营企业 56．58 54．34 4．355 6 3．172 5 

个体工商户 59．46 56．11 4．O2O 8 2．603 0 

省 份 

辽 宁 0．915 1 0．637 6 51．o7 48．82 5．632 9 4．381 5 

吉 林 0．862 4 0．548 7 52．27 49．58 4．630 3 4．179 2 

黑龙江 0．859 2 O．5O8 1 53．13 5O．09 4．332 7 3．627 7 

从工作单位类型的角度可以发现，在事业单 

位和国有企业就业的个体平均周工作时间最短， 

而在个体工商户企业就业的个体平均周工作时间 

最长，主要源于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属于正规部 

门，基本严格执行国家周工作时间标准(40小 
一 l14 一  

时)；而个体工商户属于非正规部门，每周工作日 

较多且每天工作时间较长。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 

业就业的个体平均工资率最高，而在其他类型企 

业就业的个体平均工资率最低，主要源于正规部 

门中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而非正规部门 



张世伟 郭凤鸣： 东北城镇居民劳动供给行为分析 

中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从东北地区的三个省份结果可以发现，辽宁 

省的劳动参与率远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劳动 

参与率，辽宁省的工资率明显高于吉林省和黑龙 

江省的工资率。这主要源于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水 

平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辽宁 

省劳动力平均周工作时间略低于吉林省和黑龙江 

省劳动力平均周工作时间，主要是辽宁省国有大 

中型企业相对较为集中的缘故。 

从男性和女性劳动力比较的角度看，男性个体 

的劳动参与率(90．34％)远高于女性个体的劳动参 

与率 (58．18％)，男性就业个体 的月平均工资 

(1066．91)明显高于女性就业个体的月平均工资 

(788．16)，而男性就业个体的周工作时间(51．43) 

也略高于女性就业个体的周工作时间(49．35)。 

三、模型设定 

根据劳动供给理论，个体的劳动参与决策取 

决于其所面对的市场工资水平和自身的保留工资 

水平，市场工资是劳动参与方程中的重要解释变 

量。假设个体的工资方程如下： 

lnWi=Xi13+ i (1) 

其中，wi表示个体 i小时工资，xi表示影响 

个体i工资的因素，B表示回归系数向量， j表示 

随机扰动项。 

由于非参与个体的小时工资是不可观测的， 

仅仅应用就业个体样本估计工资方程势必会带来 

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必须通过工资方程对非参 

与个体的工资水平做出预测。根据 Heckman二 

阶段估计方法， 首先需要估计简化式劳动参 

与方程 ： 

Pi =Zi．6+ ， 

r1 if P； >0 

P：=J ’【0 if P
i
‘≤0 

(2) 

其中，Pi。表示不可观测的决定个体 i是否参 

与劳动供给的潜在变量，Pi表示个体是否劳动参 

与(1表示参与，0表示未参与)，zi表示影响个体 

i是否参与劳动供给的解释变量 (不包括市场工 

资水平)，8表示回归系数向量， i～N(0，1)表示 

随机扰动项。简化式 劳动参与方程可以应用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l"J 

如果工资只取就业个体的样本观测值，则个 

体 i工资对数的期望可以表示为： 

E(1nWi)=Xi13+E( iIPi’>0) 

=Xi13+E( i >Zi8) (3) 

= x B+入i f2／or2 

其中， i=[ (Z?)]／[‘P(一Z?)]，z?=一 

(z：8)／ ， (·)和‘P(·)分别表示标准正态分布 

的概率密度函数和概率分布函数。假设 i和vi 

服从二元正态分布，E( )=叮 ，E(v )= ；，且E 

( i i)=仃 ：， i的一致估计量 i(逆米尔斯比)可 

以由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得到： 

‘p 厶。O， 

(4) 

其次，将逆米尔斯比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加入 

到工资方程中修正样本选择偏差，工资方程(1) 

转换为， 

h1wi=xil3+ i C + i (5) 

其中，C 为逆米尔斯 比的系数， i ～(0， 

盯：．)。借鉴Blundell和Smith方法，[ ]应用工资 

方程估计系数对所有个体工资进行预测，并将工 

资预测值作为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的解释变量能 

够得到一致的估计量。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为， 

Pi =lnW[80+Zi61+vi， 

r1 if P >0 

Pi={ (6) 10 if P ≤0 

其中，lnW 表示个体 i的工资对数预测值，8。 

为待估系数，表示工资对劳动参与的影响。进而， 

可以估算个体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 

(1nW 80+zj81)8o (1nW 80+z 61)81 W。 

P ’ P 

其中，P表示劳动参与率，_Wq表示个体非劳动 

收入(配偶收入)均值，8。 表示相应的回归系数。 

同样，为了分析工资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将预 

① 解释变量中不包含市场工资水平的劳动参与方程称为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解释变量中包含市场工资水平的劳动参与方程称为 

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16]由于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没有考虑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故无法确定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率所产生 

的影响。 

一 1 l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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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工资值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加入到工作时间方 

程中，且加入个体劳动参与的逆米尔斯 比修正样 

本选择偏差，则工作时间方程设定为： 

lnHi=lnw p0h+QiBlh+ ich+￡i (7) 

其中，lnHi表示个体 i周工作小时对数，lnw 

表示个体小时工资对数预测值，系数B。 表示工资 

对工作时间的影响，Qi表示影响个体 i工作时间 

的因素，p 和 c 为回归系数，8i一(0，盯 )为随机 

扰动项。进而可以估算出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 

收入弹性分别为 B。 和 B， _W ，其中，B， 表示非劳 

动收人(配偶收入)变量的回归系数。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的 

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 U型趋势。根据人力 

资本理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其市场劳动生 

产率较高，因此其劳动参与率较高。根据家庭劳 

动供给理论，家庭情况会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 

产生影响，其中丈夫收入的增加等同于增加了已 

婚女性的非劳动收入从而会降低已婚女性的劳动 

参与率；而已婚男性由于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妻 

子收人对其劳动参与影响较小。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会对个体劳动参与产生深刻影响，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个体就业机会越多且工资水平越 

高，个体劳动参与率越高。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 

数据的统计描述结果与这些经济理论预期是一致 

的。因此，本文选择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 

(虚拟变量，以初中以下作参照组)和省份(虚拟 

变量，以辽宁省作为参照组)作为个体劳动参与方 

程的解释变量。此外，配偶工资还作为女性劳动 

参与方程的一个解释变量。 

根据 Mincer方程的基本思想，个人收入主要 

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 

水平与个体工资水平正相关，其中知识通常用受 

教育程度描述，而技能通常用经验来描述。从数 

据的统计描述结果可知，夫妻间工资水平存在相 

关性，配偶工资水平越高，个体工资水平越高。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是个体工资水平的重要决定因 

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个体工资水平越高。 

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数据的统计描述结果与这些 

经济理论预期也是一致的。因此，本文选择受教 

育程度 (虚拟变量，以初 中以下作参照组)、经 

验、 经验平方、配偶工资、省份(虚拟变量，以辽 

宁省作为参照组)作为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 

由于工作时间不仅受劳动供给因素影响，而 

且受劳动需求因素影响。工作单位类型作为劳动 

需求的一种体现，其对个体工作时间存在重要影 

响。因此，工作时间方程不仅包括劳动参与方程 

的所有解释变量，而且引入工作单位类型(虚拟变 

量，以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作为参照组)作为一个 

解释变量。当然，在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 

时间方程中均将工资水平作为一个解释变量。 

四、回归结果 

依据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数据，本文首先对 

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2)和工资方程(5)进行估 

计(参见表3)。从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 

果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个体劳动参与 

率逐渐下降，而女性个体劳动参与率呈现出先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统计描述的结果是一致的。 

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个体的劳动参与率 

明显提高，说明教育有助于个体的劳动参与。与 

辽宁省相比，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个体的劳动参与 

率明显偏低，主要源于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高于 

其他两省，经济发展水平高意味着更多的劳动需 

求，进而带动了个体更高的劳动参与。从工资方 

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随着经验的上升，个体 

工资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这与 

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随着受教育 

程度的提升，教育回报率逐渐上升，个体工资水平 

逐渐上升，说明教育有助于个体工资水平的增 

长。 配偶工资水平与个体工资水平呈现出明显 

的正相关。与辽宁省相比，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个 

体的工资水平偏低，主要源于辽宁省的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逆米尔斯比系数显著，说明应用Heck- 

man两阶段估计方法是正确的，男性个体逆米尔 

斯比系数为负意味着不可度量因素对男性劳动参 

与的影响与对其工资的影响是反向的，女性个体 

逆米尔斯比系数为正意味着不可度量因素对女性 

劳动参与的影响与对其工资的影响是同向的。 

① 由于实际工作经验数据不易获取，本文依照相关研究惯例，用个体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6作为个体工作经验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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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和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 工资方程 
解释变量 

男 性 女 性 男 性 女 性 

年龄(或经验) 0．149 5⋯  0．016 2⋯  0．025 2⋯  

年龄(或经验)平方 一0．O0o 6 ’ 一0．O02 0‘’ 一0．000 3⋯  一O．Ooo 5⋯  

初 中 0．189 6⋯  O．O73 8 

高 中 0．401 6‘ 0．417 7⋯  0．596 3⋯  

大学专科 0．479 9⋯  1．195 9一 0．603 9⋯  1．182 9⋯  

大学本科 0．697 7⋯  1．690 7⋯  0．779 8⋯  1．405 2⋯  

研究生及以上 O．7cr7 4’ 1．873 9⋯  1．064 0⋯  1．698 8⋯  

配偶工资 0．000 3⋯  O．Ooo 3⋯  

吉 林 一0．609 2⋯  一0．195 2⋯  一0．183 6⋯  一O．O29 3 

黑龙江 一0．653 9⋯  一0．286 2⋯  一0．196 0⋯  一0．105 7⋯  

逆米尔斯比 一0．337 7‘ 0．436 1‘’ 

常数项 1．827 7⋯  一2．620 2⋯  0．839 9⋯  一0．141 9 

Prob > ehi2 O．00o 0 O．Oo0 0 O．O0o 0 O．0o0 O 

注 ：’、一 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1％水平上显著，表中未列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系数估计值，下同。 

表4 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回归结果 

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 工作时 司方程 
解释变量 

男 性 女 性 男 性 女 性 

工资对数 0．255 7‘‘ 1．9o7 1⋯  0．210 8 

年 龄 一0．047 9’ O．057 3‘ 一0．014 0 ‘ 

年龄平方 一O．00o 8⋯  0．000 2’ 

高 中 一0．146 6⋯  一0．616 4⋯  一0．031 l’ 一O．127 8‘’ 

大学专科 一0．893 0’‘ 一0．061 8 ’ 一O．294 2 

大学本科 一0．797 2 一0．071 2’ 一0．343 3‘‘ 

， 研究生及以上 一0
． 395 3 ’ 

配偶工资 一O．0oO 6⋯  一O．O00 1⋯  

个体工商户 0．120 4⋯  0．o76 9⋯  

私营企业 0．136 9⋯  0．138 1⋯  

其他类型企业 0．040 2⋯  一O．028 2’‘ 

吉 林 一O．102 9 ’ 一0．138 4⋯  O．o36 0⋯  0．042 9⋯  

黑龙江 一0．153 7⋯  一0．082 7‘ 0．O24 6‘ 

常数项 2．595 9⋯  一1．240 2⋯  3．774 1 4．O53 4⋯  

Prob > ehi2 O．0oO O 0．0oO 0 

Prob > F 0．00O 0 0．00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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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工资方程对个体工资的预测值，对结构 

式劳动参与方程(6)和工作时间方程(7)进行估 

计(参见表4)，应用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 

结果可以估算出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 

分别为0．05和 1．27，说明随着个体工资水平上 

升，个体劳动参与率上升，且女性个体劳动参与对 

工资变动的反应远大于男性；女性劳动参与的收 

入弹性为 一0．42，说明随着收入的上升，女性个体 

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由于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 

应，市场工资水平的提升将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 

需要说明的是，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与简化式劳 

动参与方程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源于劳 

动参与方程中与工资相关的其他解释变量对劳动 

参与的影响通过工资体现出来。 

从工作时间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男 

性个体工作时间缺乏工资弹性，而女性个体工作 

时间的工资弹性为0．210 8，说明随着工资水平的 

上升，女性个体工作时间将增加；女性个体工作时 

间的收入弹性为 一0．105 0，说明随着收入的增 

长，女性工作时间将减少。由于替代效应大于收 

入效应，随着市场工资水平的上升，女性工作时间 

将增加。此外，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体 

的工作时间逐渐减少。与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就业个体相比，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业个 

体工作时间较长，在其他类型企业就业的男性个 

体工作时间较长，而女性个体工作时间较短，主要 

源于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属于正规部门，而其他 

工作单位类型大多属于非正规部门。与辽宁省相 

比，吉林省的就业个体和黑龙江省的女性就业个 

体工作时间较长，可能是辽宁省国有大中型企业 

相对比较集中的缘故。 

五 、结 论 

依据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本文应 

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 

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 

升，个体劳动参与率明显提高，教育收益率明显上 

升，说明教育能够促进个体的劳动参与并有助于 

工资水平的提升；辽宁省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和 

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说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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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劳动参与和工资水平正相 

关。因此，教育事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将有助于居 

民就业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本文通过对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 

回归分析指出 ，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 为 

0．05，说明男性劳动参与对工资水平变动的反应 

不太明显；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 

分别为 1．27和 0．21，而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 

间的收入弹性分别为一0．42和 一0．11，说明女性 

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远大于收入效应，女性劳动 

供给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因此，市场工资水平的 

提升将会促进男性劳动供给的轻微增加和女性劳 

动供给的明显增加，进而达到促进居民就业提升 

和生活质量改善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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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regressingthe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equation andtheworking hour equation ofmarriedwomenandInenin north． 

east urban labormarket respectively-wefoundthewage elasticity ofmenlaborforce participationis0．05-andthewage elasticity 

of women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is 1．27．The income elasticity ofmarried  women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is-0．42．Th e wage 

elasticity and income elasticity of married women working hours were 0．21 and 一0．11．Therefore。the increase ofwages will in． 

crease labor supply in northeast urban labor market． 

Key W ords：labor supply；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working hours；Northeast China；urban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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