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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基于自然实验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个体特征差异、进入市场前

教育歧视和市场后户籍歧视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城镇工工资率是农民工工资率的 1. 79 倍，两类劳动力工资差异的 69. 77%、14. 01% 和

12. 99%分别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农民工进入市场前受到的教育歧视和进入市场后受到的户籍歧

视导致的。因此，政府在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的同时，大力促进城乡教育

事业的均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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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成

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城镇

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

城镇工。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力市场中的工

资差异始终存在，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如

劳动力供需不平衡、人力资本差异和内部劳动力市

场等，多数是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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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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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明劳动力市场

存在歧视( Becker，1957 )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

力资本是个体工资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造

成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户籍身份劳动力工

资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两类劳动力在人力资

本等个人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

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户籍歧视。
群体 间 工 资 差 异 经 验 分 析 的 传 统 方 法 为

Oaxaca( 1973) 和 Blinder( 1973 ) 分别提出的工资差

异分解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对不同群体

工资方程进行回归，然后将群体间工资差异分解为

两部分，一部分为个体特征差异可以解释的工资差

异，一部分为个体特征差异无法解释的工资差异

( 通常 被 认 为 是 劳 动 力 市 场 中 歧 视 的 作 用 ) 。
Oaxaca-Blinder 方法后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发展，目

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工资歧视问题的研究( Heck-
man，1998) 。事实上，个体间工资差异不仅决定于

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市场环境，而且决定于个

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生活和学习环境。Neal 和

Johnson( 1996) 指出，黑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面

临的不利因素大多数来自于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

场前存在人力资本获取的障碍。Heckman 和 Rubi-
nstein( 2001) 指出，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所形

成的主动性、可靠性、可信赖性和自我约束力等非

认知能力对个体工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Zax 和

Daniel( 2002) 指出，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智

力水平、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会对个体工资水平产

生 重 要 影 响。 Carneiro、Heckman 和 Masterov
( 2003) 研究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种族间的工

资差异来源于个体禀赋的差异，种族歧视存在于市

场前而非市场后。
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的日

益丰 富，一 些 学 者 应 用 Oaxaca-Blinder 方 法 ( 或

Brown，Moon and Zoloth( 1980) 方法) 对中国城镇劳

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差异问题进行了经验研究。尽

管一些研究结论认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户

籍工资差异主要是由户籍歧视造成的( Meng and
Zhang，2001; 王美艳，2003; 谢嗣胜、姚先国，2006;

邓曲恒，2007) ，而另一些研究结论认为户籍工资差

异主要是由个体特征差异造成的( 王美艳，2005; 邢

春冰，2008; 张世伟、郭凤鸣，2009 ) ，但中国城镇劳

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户籍歧视已经成为一个

典型事实。
此外，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城市优先的发展战

略，政府对农村环境建设、教育和卫生保健等公共

品的投资明显低于城镇。由于个体在进入劳动力

市场前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影响了个体人力资

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

平( 张世伟、吕世斌，2008 ) 。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核

心，是个体就业和工资获得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Sa-
hota，1978) 。个体人力资本的获得不仅取决于教

育数量，而且取决于教育质量。由于城镇和农村教

育质量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在城镇和农村接受教育

的个体，即使他们接受相同时间的教育，他们的知

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也会存在明显差异，并导致他们

在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后的工资水平存在明显差

异。因此，可以认为农民工在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

前受到了教育歧视，教育歧视对农民工受教育数量

和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 。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城镇工和农民工之

间工资差异是否明显，工资差异是源于个体特征差

异还是源于针对农民工的歧视，针对农民工的歧视

是进入市场后的户籍歧视作用大还是进入市场前

的教育歧视作用大?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

解答。

二、分析方法

如果在工资方程中可以充分考虑个体进入劳

动力市场前和市场后的信息，则借鉴国外学者现有

的研究思路就可以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镇

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的成因进行精确的度

量。但由于目前中国缺少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

前的学习和成长方面的跟踪调查数据，导致本项研

—63—

《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11 年第 6 期

* 由于教育质量等不易观测，在工资方程的设定中通常不得不用教育数量( 受教育年限等) 作为解释变量，导致将教育质量差异造成的

工资差异归结为市场后歧视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后歧视作用的高估



究必须另辟蹊径。
本文认为尽管个体劳动生产力( 知识水平和

技能水平) 无法观测，但个体学习和生活环境无疑

会对个体知识和技能的获取产生重要影响。为了

将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所受到的歧视区分为

市场前和市场后两部分，本文借鉴自然实验的思

路，将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划分为三个群

体: 城镇工、移民工和农民工，其中城镇工是指一直

具有城镇户口且在城镇接受教育的劳动力，移民工

是指在农村接受教育且 15 岁以后才得到城镇户口

的劳动力，而农民工是指在农村接受教育且目前在

城镇居住但一直没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将移民工

作为实验组( 即对移民工进行了一个由农村户口

转换为城镇户口的实验) ，将城镇工和农民工作为

对照组，对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工资差异进行比较分

析。由于移民工和农民工在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

前学习和生活的环境相同、教育质量相同，即市场

前教育歧视对这两个群体的作用相同，如果群体之

间存在工资水平差异，那么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个

体特征差异和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户籍歧

视。由于城镇工和移民工均具有城镇户口，即劳动

力市场中不存在对他们的户籍歧视，如果群体之间

工资水平存在差异，那么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个体

特征差异和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教育歧视。因此，

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可能由三方面因

素导致: 个体特征差异、农民工进入市场前的教育

歧视和进入市场后的户籍歧视。
工资 方 程 是 工 资 差 异 分 析 的 基 础。根 据

Heckman 两步骤估计方法，首先在工资方程设定中

需要考虑参与决策的影响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
劳动参与方程设定为:

P*
i = δZ'

i + vi

Pi =
1 if P*

i ＞ 0

0 if P*
i ≤

{ 0
( 1)

其中，P*
i 表示不可观测的决定个体 i 是否参与劳动

的变量，Pi 表示个体参与劳动的状态( 1 表示参与，0
表示未参与) ，Zi 表示可观测的个体特征向量，δ 表

示回归系数，vi ～ N( 0，1) 表示随机扰动项。
根据劳动参与理论，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

升，个体倾向于参与劳动。随着个体年龄的上升，个

体劳动参与率将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

由于个体禀赋和家庭分工的原因，女性的劳动参与

率通常明显低于男性。婚姻状况对个体劳动参与的

影响是不确定的，对男性来说，已婚意味着更大的家

庭责任，会促进男性的劳动参与。对女性来说，已婚

一方面由于照顾家庭和孩子的需要会抑制女性的劳

动参与，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责任会促进女性的劳动

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个体劳动参与产生

影响，较高的工资水平和较低的失业率会促进个体

的劳动参与。因此，本文将受教育程度( 虚拟变量，

以小学及以下作为参照组) 、年龄、年龄平方、性别

( 虚拟变量，以男性作为参照组) 、婚姻( 虚拟变量，以

未婚作为参照组) 和地区( 虚拟变量，将数据划分为

东中西部地区，以东部作为参照组) 作为个体劳动参

与方程的解释变量。
工资方程设定为:

lnYi = β0 + βX'
i + ηλ̂ i + ui 。 ( 2)

其中，lnYi 表示个体 i 小时工资对数，β0 表示截距

项，Xi 表示影响个体 i 工资的可观测个体属性变

量，β 和 η 为回归系数，ui ～ N( 0，σ2 ) 为随机扰动

项，̂λi 为逆米尔斯比的一致估计量。
根据工资理论，个体工资水平差异主要决定于个

体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主要包括知识和技能，

通常应用可观测的受教育程度表示个体的知识水平，

应用工作经验表示个体的技能水平。一般来说，个体

受教育程度与个体工资水平正相关; 随着经验上升，

个体工资水平通常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
此外，工作单位类型、职业类型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也会对个体工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受

教育程度( 虚拟变量，以小学及以下作为参照组)、经
验、经验平方、单位类型( 虚拟变量，以国有企业作为

参照组)、职业类型( 虚拟变量，以单位负责人作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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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OLS 方法分别对城镇工、移民工和农民工

的工资方程进行回归可以得到相应的回归系数。由

于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移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主

要来自于个体特征差异和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

所受到的户籍歧视。那么，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存在

户籍工资歧视，则农民工个体特征的回报将与移民

工相同，农民工应该得到的工资可以表示为:

lnŶR = β̂0M + β̂MXR + 珔λR η̂M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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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和 R 分别代表移民工和农民工。lnY 表示

小时工资对数的均值，而 X 表示个体特征变量的

均值，珔λ 表示 λ̂i 的均值。
应用 Blinder － Oaxaca 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

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可以分解为:

lnYT － lnYR = ( lnYT － lnŶR ) + ( lnŶR － lnYR )

= ( β̂0T － β̂0M) + ( XT － XR ) β̂T + XR ( β̂T － β̂M) +
( β̂0M － β̂0R ) + XR ( β̂M － β̂R ) + ( 珔λTη̂T － 珔λRη̂R ) ( 4)

其中，下标 T 代表城镇工，( XT －XR ) β̂T 表示城镇工和

农民工之间个体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 β̂0T －

β̂0M) 和 XR( β̂T － β̂M) 表示农民工进入市场前教育歧视

导致的工资差异，( β̂0M － β̂0R ) 和 XR ( β̂M － β̂R ) 表示农

民工进入市场后户籍歧视导致的工资差异，( 珔λTη̂T －
珔λRη̂R) 表示样本选择偏差对工资差异的影响。

三、数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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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住

户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在国家统计局大样本二次

抽样的基础上得到，覆盖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

大地区 12 个省份* 的 60 多个城市近万个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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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问

题的需要，本文首先将样本限定于在城镇居住的年

龄在 16 ～ 60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其次在样本中删

除了从事农林牧渔及相关职业的就业人口，得到

11322 个个体的样本，其中城镇工 6400 人，移民工

2179 人，农民工 2743 人。
表 1 给出了城镇工、移民工和农民工个体特征

的描述统计量，可以发现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

镇工、移民工和农民工的劳动参与和工资水平都存

在明 显 的 差 异。移 民 工 的 劳 动 参 与 率＊＊最 高

( 95. 73% ) ，城镇工次之( 92. 77% ) ，而农民工的劳

动参与率最低( 89. 22% ) ，主要源于移民工中存在

大量通过接受中高等教育后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

户口并在城镇就业的劳动力，而农民工由于受教育

水平较低且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就业歧视。
城镇工和移民工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农民工的工

资水平，其中城镇工的工资率为农民工的 1. 79 倍，

而移民工的工资率为农民工的 1. 67 倍。因此，在

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无论是在就业方面还是

劳动收入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

表 1 城镇工、移民工和农民工个体特征的描述统计量

特 征 城镇工 移民工 农民工 特 征 城镇工 移民工 农民工

劳动参与率 0. 9277 0. 9573 0. 8922 外资企业 0. 0183 0. 0109 0. 0065
小时工资 5. 2724 4. 9357 2. 9469 股份制 0. 1270 0. 0990 0. 0246
小学及以下 0. 0224 0. 0404 0. 3069 其 他 0. 0056 0. 0041 0. 0052
初 中 0. 2540 0. 1892 0. 5169 负责人 0. 1534 0. 1908 0. 5738
高 中 0. 4098 0. 3520 0. 1625 技术人员 0. 2166 0. 2742 0. 0464
大 专 0. 2200 0. 2618 0. 0137 办事人员 0. 2029 0. 2131 0. 0234
本科及以上 0. 0938 0. 1566 0. 0000 生产操作 0. 3278 0. 2592 0. 0734
经 验 24. 8583 23. 1524 20. 4149 商业服务 0. 0993 0. 0627 0. 2831
女 性 0. 4373 0. 3898 0. 4347 东 部 0. 4045 0. 2447 0. 3952
国有企事业 0. 6812 0. 7522 0. 0730 中 部 0. 3209 0. 4666 0. 3339
集体企业 0. 0760 0. 0518 0. 0431 西 部 0. 2746 0. 2888 0. 2710

私营企业 0. 0920 0. 0819 0. 8476 样本量 6400 2179 2743

注: 工作单位类型和职业类型均按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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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辽宁省、江苏省和广东省，中部地区包括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和山西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

省、云南省和甘肃省

根据 Eissa( 1995) 的观点，本文将一年内有过就业经历界定为劳动参与



一般来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就业

领域有限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其工资水平低于移民

工和城镇工。从人力资本水平的统计结果可以发

现，城镇工、移民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显然

与个体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城镇工和移民工的

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其中在

城镇工和移民工中，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分

别为 31. 38% 和 41. 84%，但没有农民工接受过本

科教育，即使接受大专教育的比例也仅为 1. 37%，

而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却高达 82. 38%，这

不仅说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是导致城镇工和农民

工工资差异的一个重要成因，而且暗示着城镇地区

和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不均衡，且户籍制度的限制

使接受高等教育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一

个主要途径，导致得不到城镇户口农民工的受教育

程度普遍较低。用劳动力的工作年限来度量其在

市场中的经验水平，城镇工的经验略高于移民工、
明显高于农民工，不仅说明经验的差异是城镇工和

农民工工资差异的一个重要成因，而且暗示农民工

通常不能在城镇长期居留，导致农民工从事的职业

通常不稳定且具有间歇性，因而其平均经验积累明

显低于城镇工。
从就业领域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城镇工、移民

工和农民工在工作单位所有制类型、就业职业和就

业地区的分布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从工作单位所

有制类型来看，由于相关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几乎不

可能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城镇工和移民工在国有

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远高于农民工，农民工主要

在民营企业就业，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

明显高于民营企业，进而导致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

于城镇工和移民工的工资水平，同时暗示劳动力市

场存在所有制部门之间的严重分割，导致城镇工多

在国有部门就业、而农民工多在私营企业就业，农民

工进入国有部门面临多重障碍，即城镇劳动力市场

中存在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从个体从事的职业

类型来看，农民工作为单位负责人的比例明显高于

城镇工和移民工，主要源于农民工独立经营的比例

很高，而农民工中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

员的比例明显低于城镇工和移民工，商业服务人员

的比例明显高于城镇工和移民工，这表明农民工的

技术能力普遍较低，因而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只能

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技术能力的缺乏，一方

面不利于农民工相关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使

农民工的就业被限制在了较狭窄的职业领域，不利

于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此外，由于农民工独立

经营的规模通常较小，因而作为独立经营单位负责

人的收入明显低于国有企事业单位( 或部门) 负责人

的收入。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东部

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劳动力需求较大，且

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使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

较高; 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

东部地区，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因而，在地区

分布上看，农民工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比例较高而流

动到西部地区的比例较低。
从表 1 中可以发现城镇工的工资水平高于移

民工。尽管移民工的经验略低于城镇工，但移民工

的受教育程度、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比例和作为

单位负责人与技术人员的比例均高于城镇工，两个

群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所处环境差异( 市场前

教育歧视) 导致的个体能力差异是否对城镇工和

移民工的工资差异具有解释作用?

移民工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农民工。移民工

的受教育程度和经验均明显高于农民工，且移民工

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比例、作为技术人员、办事

人员与生产操作人员比例远高于农民工，这些特征

的差异会导致移民工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民工，但它

们对二者之间工资差异的解释能力有多大? 移民

工和农民工的工资差异是否部分由农民工进入劳

动力市场后户籍歧视造成的? 与城镇工相比，对农

民工是否不仅存在进入市场前的教育歧视而且存

在进入市场后的户籍歧视? 这些问题均无法通过

描述统计量给出解答，需要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模型

对相关变量加以控制并应用前文提出的工资差异

分解方法加以解答。

四、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表 2 给出了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城镇工、
移民工和农民工劳动参与方程进行回归的结果。

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越倾向于劳动参

与，符合劳动供给理论预期。对农民工来说，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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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越倾向于劳动参与，主要源于外出务工的农民

工多为青壮年，年纪较大的农民工通常会退出城镇

劳动力市场返回农村。与女性相比，城镇工和移民

工中男性更倾向于劳动参与，主要由男性和女性在

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生产率决定; 农民工劳动

参与和性别没有明显关系，主要源于农民工进城的

目的在于通过就业获得收入。对于城镇工和农民

工来说，未婚个体更倾向于劳动参与，主要源于在

城镇中已婚个体存在大量“4050”人员，而农民工

中多为青壮年。与中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城镇

工和农民工更倾向于劳动参与，主要源于东部经济

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较高;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

地区的移民工更倾向于劳动参与，主要源于移民工

中接受过中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较高，同时西部地区

对接受过中高等教育人口需求相对较大。

表 2 劳动参与方程回归结果

变量 城镇工 移民工 农民工 变量 城镇工 移民工 农民工

初 中 0. 4174＊＊＊ 已 婚 － 0. 3757＊＊ － 0. 5957＊＊＊
高 中 0. 2754＊＊ 0. 5187＊＊＊ 中 部 － 0. 2143＊＊＊ － 0. 4387＊＊＊
大 专 0. 9411＊＊＊ 0. 6520＊＊＊ 0. 5999* 西 部 0. 2836*

本科及以上 1. 4910＊＊＊ 1. 1024＊＊＊ 常数项 1. 9113＊＊＊ 1. 9218＊＊＊ 0. 3559＊＊
年 龄 0. 0289＊＊＊ Pseudo R2 0. 0883 0. 1098 0. 1670
女 性 － 0. 4108＊＊＊ － 0. 3034＊＊＊

注: * 、＊＊和＊＊＊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不显著变量回归系数已删除。下同

表 3 给出应用 OLS 方法对城镇工、移民工和农

民工的工资方程进行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逆米尔

斯比系数显著，说明对工资方程进行样本选择偏差

修正是必要的。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教育对个

体工资获得的影响程度越来越高; 对于仅仅初中毕

业的农民工来说，初中毕业对其工资收入没有显著

影响，一方面说明这些农民工通常从事技术含量较

低的工作，另一方面暗示农村初中教育质量可能较

差。对于城镇工和移民工来说，经验系数显著为正，

而经验平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工资水平随着经验

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 但对于农

民工来说，经验系数不显著，而经验平方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农民工的经历对其工资收入没有正向影响，

而随着年龄的增加( 与经验同步增加) 农民工工资收

入在下降。在农民工内部，男性更易获得较高的工

资收入。对于城镇工和移民工来说，在国有企事业

单位工作比在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更易获得较高的

工资收入，主要源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水

平较高; 但对农民工来说，在国有企事业获得的工资

水平却较低，主要源于农民工通常属于正规部门的

体制外人员，他们无法享受正式职工的相应工资待

遇。对于城镇工和移民工来说，作为负责人和技术

人员更易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 但对于农民工来说，

作为负责人和商业服务人员通常得到较低的工资收

入。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在东部地区更易

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决定的。因此，工资方程回归结果基本符

合经济理论预期和经济现实。

表 3 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变量 城镇工 移民工 农民工 变量 城镇工 移民工 农民工

初 中 0. 2144＊＊＊ 0. 3545＊＊＊ 其 他 0. 5489＊＊＊
高 中 0. 3328＊＊＊ 0. 3928＊＊＊ 0. 1376＊＊ 技术人员 0. 0886＊＊ 0. 1585＊＊
大 专 0. 4300＊＊＊ 0. 4985＊＊＊ 0. 2143* 办事人员 － 0. 0789＊＊＊ 0. 1618*

本科及以上 0. 5942＊＊＊ 0. 5848＊＊＊ 商业服务 － 0. 3139＊＊＊ － 0. 3318＊＊＊ － 0. 1582＊＊＊
经 验 0. 0259＊＊＊ 0. 0266＊＊＊ 生产操作 － 0. 1509＊＊＊ － 0. 1084＊＊ 0. 1536＊＊＊
经验平方 － 0. 0003＊＊＊ － 0. 0004＊＊＊ － 0. 0004＊＊＊ 中 部 － 0. 2822＊＊＊ － 0. 2604＊＊＊ － 0. 2109＊＊＊
女 性 － 0. 2395＊＊＊ 西 部 － 0. 3046＊＊＊ － 0. 2585＊＊＊ － 0. 2846＊＊＊
集体企业 － 0. 3179＊＊＊ － 0. 2558＊＊＊ λ － 0. 6317* － 1. 2710* － 0. 6029＊＊＊
私营企业 － 0. 2722＊＊＊ － 0. 3725＊＊＊ 0. 0882* 常数项 1. 0852＊＊＊ 0. 9885＊＊＊ 1. 1229＊＊＊
外资企业 0. 1765＊＊＊ 0. 4408＊＊＊ 调整 R2 0. 1942 0. 2217 0. 1522
股份制 － 0. 1066＊＊ 0. 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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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城镇工、移民工与农民工的工资方程回

归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相同的受教育水平

下，城镇工和移民工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农民

工; 同样，城镇工和移民工的经验回报率也明显高

于农民工。农民工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再

次说明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通常从事技术

含量较低的工作，这一方面源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存

在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户籍歧视，另一方面可能源于

农民工的教育质量较低。
表 4 给出了城镇工、移民工和农民工相互之间

工资差异的分解结果，可以发现移民工与农民工的

小时工资对数差异为 0. 59，其中个体特征差异、农
民工进入市场后的户籍歧视和样本选择偏差分别

解释了工资差异的 86. 15%、13. 67% 和 0. 18%，说

明移民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个

体特征差异而非户籍歧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

移民工大多数在农村学习生活时是同龄人口中学

习能力较强的个体，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高等

学校( 或中等专业学校) ，并在毕业后留在城镇就

业( 同时获得城镇户口) 。事实上，由于移民工具

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取能力和水平，即使没有城镇

户口，他们的工资水平仍将明显高于农民工的工资

水平。当然，如果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不存在户籍歧

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将会得到一定程度( 14% 左

右) 的提高。

表 4 城镇工、移民工和农民工工资差异分解结果

群 体 工资差异 特征差异 市场前歧视 市场后歧视 选择偏差

移民工—农民工 0. 5864 0. 5052 0. 0000 0. 0802 0. 0011

城镇工—移民工 0. 0312 0. 0137 － 0. 0016 0. 0000 0. 0190

城镇工—农民工 0. 6175 0. 4308 0. 0865 0. 0802 0. 0201

城镇工工资率略高于移民工，工资差异主要由

样本选择偏差和个体特征差异导致。由于样本选

择偏差对工资差异起到最主要作用，且样本选择偏

差中包含很大的歧视成分 ( Neuman and Oaxaca，

2004) ，因此本文无法通过该项结果对城镇工与移

民工工资差异的成因进行较准确的度量。
城镇 工 与 农 民 工 的 小 时 工 资 对 数 差 异 为

0. 62，其中个体特征差异、农民工进入市场前的教

育歧视、进入市场后的户籍歧视和样本选择偏差分

别解释了工资差异的 69. 77%、14. 01%、12. 99%和

3. 26%，说明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主要

来自于个体特征差异，但针对农民工的歧视也起到

较大作用。针对农民工的歧视不仅来源于农民工

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户籍歧视，而且来源于农民工

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教育歧视。同时，对农民工而

言，进入市场前的教育歧视对其工资获得的影响要

略大于进入市场后的户籍歧视。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户籍工资差

异分解方法，应用该方法分析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

场中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工资差异的成因。研究

表明，城镇工工资率是农民工工资率的 1. 79 倍，两

类劳动力工资差异的 69. 77%、14. 01% 和 12. 99%
分别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农民工进入市场前的教育

歧视和进入市场后的户籍歧视导致的。
针对农民工的歧视导致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工

资率出现了 27. 00% 的差异，说明针对农民工的歧

视程度还是较大的，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足够重

视。针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解释了城镇工和农民

工工资差异的 12. 99%，这与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

结论是类似的( 王美艳，2005; 邢春冰，2008; 张世

伟、郭凤鸣，2009) 。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针对农民工

的户籍歧视主要包括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户籍歧

视使农民工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不仅会对城镇劳

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会对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合理有序流动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农民工的教育歧视解释了城镇工和农民

工之间工资差异的 14. 01%，说明对于农民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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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来说，教育歧视的作用大于户籍歧视的作用。
针对农村人口的教育歧视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受

教育质量，影响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对

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了不利影响。
为了有效地降低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

差异，政府部门首先应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

减少户籍因素导致的农民工融入城镇劳动力市场

所面临的障碍，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通过实施

公平的就业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就业扶持政策

范围，减少对农民工就业领域的限制，消除由户籍

因素导致的农民工进入国有部门的障碍，缓解针对

农民工的就业歧视。通过实施公平的工资分配制

度，使农民工和城镇工能够同工同酬同福利，缓解

针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其次，政府部门应大力发

展农村基础教育以缓解针对农村人口的教育歧视。
一方面通过增加农村教育事业的经费投入，改善农

村学校的办学条件，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受教育

机会和更好的受教育环境，从硬件方面提高农村教

育的质量; 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农村教师引进、培训、
职称和待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优秀教师到农

村任教，加强优秀教师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改善

农村师资水平较弱的现状，从软件方面提高农村基

础教育的质量。最后，政府部门应大力发展适合农

民工技能积累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为农民工接

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提供便利和优惠以达到提

高农民工整体技能水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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