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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环境对 
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 

— — 基于多层模型的分析途径 

郭凤鸣 ，张世伟 

(1．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本文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 

区域经济环境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地区劳动力市场中，均存在明显的工资性别差 

异。虽然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个体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却导致工资性别差异的扩大；尽管地区 

失业率的上升将对个体工资获得产生不利影响，但却导致工资性别差异的缩小。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 

区，工资性别歧视越严重。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在努力发展教育和扩大就业的同时，应致力于实 

施公平的工资分配制度，将有助于缓解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进而有助于工资性别差异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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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中国政府推行地区之间和性别之间基本平等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 

度，地区之间和性别之间的工资差异并不明显。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于中国各个地 

区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户籍制度限制了 

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导致地区之间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地区内部男性与女性之间工资水平 

存在明显差异(如对于从事相同工作的劳动力来说，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的工资 

水平)①。区域经济环境对劳动力工资获得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对男性和女性工资获得的作用 

① 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经济中，劳动力倾向于由低工资地区向高工资地区流动，劳动力流动导致高工资地 

区劳动供给增加，低工资地区劳动供给下降，进而导致高工资地区工资率下降，低工资地区工资率上升。随着时问的推 

移 ，地区之间工资率逐渐趋同，个体工资差异将主要取决于个体特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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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工资I生别差异主要是来源于市场竞争，还是来源于I生别歧视?对于这些问题 

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劳动力市场制度 

的评价与设计。 

根据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失业率均会对个体工资的获得产生影响，因而 

可能会对工资l生别差异产生影响。根据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个体就业机 

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升，而且有助于社会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资源的公平分配，进而有助于缩 

小男性和女性之间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差异。Ⅲ根据 Becker(1957)歧视理论，由于歧视是有成本 

的，偏好歧视的企业将处于竞争的劣势，因而随着市场竞争性的增强，针对女性的歧视将会降低或消 

失。[2]Bulow和Summers(1986)、Black和Brainerd(2002)分别指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地区(或 

行业)市场竞争性将增强，工资水平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个体的劳动生产率，有助于缓解针对女性的 

就业和工资歧视，进而有助于工资l生别差异的缩小。[3-4]然而，近年来的许多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女 

性在风险偏好、谈判偏好、工作偏好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均明显弱于男性，[51意味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处于竞争劣势的女性倾向于选择技术更新较慢和比较稳定的职业，导致其工 

资增长速度可能慢于男性，进而将导致工资性别差异扩大①。根据工资曲线理论，失业率与工资率负 

相关。 由于家庭分工和能力差异，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失业率上升对女性就业 

和工资获得的消极影响通常大于男性，进而可能导致性别工资差异扩大。然而，如果许多低工资女性 

因失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则也可能导致性别工资差异的缩小。[ ]迄今为止，经济理论尚无法预期区 

域经济环境会对工资j生别差异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通过经验研究加以确定。 

在 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中国劳动力工资决定问题的研究比较鲜见，主要缘于微观数据的 

匮乏。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地区间的工资性别差异问题，试图基于不同地区市场化程 

度的差异探寻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 ，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是否逐渐有所缓解。目前，相关的研究主 

要采取两种途径：(1)在工资方程中引入表示不同地区的虚拟变量，通过比较地区虚拟变量回归系数 

以分析区域经济环境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8 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地区的工资性别歧视程度高于 

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性别歧视程度。该途径存在的问题在于假定不同地区内影响工资获得的其他因素 

作用效果相同，而事实上相同解释变量对不同地区劳动力工资获得的影响通常存在较大差异。(2)对 

不同地区的工资方程分别进行回归，通过对回归结果的比较分析劳动力个体属性在不同地区对男性 

和女j生工资获得作用效果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工资性别歧视呈现 

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该途径存在的问题是无法显式地表述区域经济环境中的主要因素对个 

体工资获得的影响。事实上，Schelling早在 1978年就指出，微观个体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宏观经济的 

动态，而宏观经济动态会对微观个体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但如何在回归分析中将微观因素和宏观因 

素结合却一直是经验研究面临的一个难题。_1伽 

多层统计分析模型为综合分析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对个体工资获得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益的 

思路。近20年来，多层模型已成功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如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12-13] 

除了能够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对经济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外，多层模型能够调节数据的聚类性质， 

使个体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从群体因素中分离出来，从而获得更好的假设检验和参数估计，进 

而使得估计结果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实际数据的特征。另外，多层模型不需要假定数据中的观察相 

① Gupta(2002)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工资性别差异的比较指出，随着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工资性别差异呈现出 

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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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独立，因而可以修正因数据非独立引起的OLS估计偏差。21世纪初，一些经济学者开始应用多层 

模型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对个体工资获得的影响，如公司特征对个体工资获得的影响、 地区交易水 

平对个体工资获得的影响、[15]区域经济中其他经济成分职工占比和人均GDP与个体特征的交叉项 

对个体工资获得的影响、[163企业家身份对移民工资获得的影响、[17 3地区失业率对个体工资获得的影 

响。[18J但迄今为止，应用多层模型和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综合考查区域经济环境因素对工资性别差异 

的研究尚比较鲜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依据中国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建立城镇居民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并提出 

相应的工资性别差异分解方法，对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方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区域经济环境(包括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化和失业率)对劳动力工资获得的影响，进而分析区域经济环境对工资性别差 

异的影响。本文的第二部分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三部分对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进行设定，第四部 

分设计工资性别差异的分解方法，第五部分对工资方程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第六部分对工资陛别差 

异分解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数据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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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住户 

抽样调查(CH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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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和西部 

三大地区12个省和直辖市的60多个城市和地区①。数据调查内容涉及个人(和家庭)基本人口信息、 

收入与财产信息和劳动力市场信息。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将样本限定为年龄在 18—60岁之间的劳 

动年龄人口，并将离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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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男性个 

体6361个，女性个体5842个。 

根据前文所述，在相对分割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工资获得不仅取决于劳动力人力资本 

等个体特征，而且受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区域经济中，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是人力资本存量、人均寿命和人均GDP的综合度量，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市场化指数 

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程度的综合度量，是市场化程度的集中体现；而失业 

率体现了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和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本文将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市场 

化指数和失业率作为影响个体工资获得的区域经济环境因素。 

表 1给出了按照人类发展指数排序的地区特征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较高，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较低，符合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的现实。通过男性的工资水平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明显较高，而西部地区工资水平 

明显较低，其中北京市(工资水平最高)工资率是甘肃省(工资水平最低)工资率的2倍以上，说明地 

区间存在明显的工资差距，地区工资水平与地区市场化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出正相关关 

系，符合经济理论预期。在地区失业率方面，失业率最低的北京市工资水平最高，符合经济理论预期； 

但失业率较低的甘肃省工资水平却最低，失业率最高的安徽省工资水平却居中，地区失业率与工资 

水平在统计上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在工资性别差异方面，云南省和甘肃省的工资性别差异最 

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低；辽宁省的工资性别差异最高，市场化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较高；但安徽省和重庆市的工资性别差异较高，市场化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 

①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广东省、辽宁省和江苏省，中部地区包括安徽省、湖北省、河南省和山西省，西部 

地区包括云南省、甘肃省、四川省和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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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上无法确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与工资性别差异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云南省和甘肃 

省的工资性别差异最低，失业率较低；安徽省和重庆市的工资性别差异较高，失业率较高；但辽宁省 

的工资性别差异最高，失业率却较低；统计上同样无法确定地区失业率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 

表 1各省市区域经济环境指标和劳动力个体特征与工资水平均值 

注：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等(2007)中的2002年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Etg]人类发展指数为2002年各省人类发 

展指数，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中的2003年中国各省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数增长率加权计算所得， 其他数据 

根据2002年CHIP计算，失业率为全年失业率，下同。 

当然，尽管区域经济环境会对劳动力工资获得产生重要影响，但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差异仍主要 

取决于劳动力个体特征(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差异。表 1中给出了不同省市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经验 

的均值，可以发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经验最高的北京市的工资水平最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最 

低的四川省的工资水平最低，符合人力资本理论预期。关于工资性别差异，在工资性别差异较高的北 

京市、辽宁省和重庆市，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低于女性，这是应用人力资本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 

现象；在工资性别差异较低的云南省和四川省，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女性，说明性别间人 

力资本的差异可能是这两个省市工资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来源。从统计结果来看，不同地区男性和 

女性的经验差异与工资性别差异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由于统计分析只能定性地估计不同因素之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只有应用经济计量学方法才能较准确地度量个体特征和区域经济环境对劳动力 

工资获得的影响。 

三、工资方程多层模型设定 

工资方程的设定是分析工资 别差异的基础，传统的工资方程通常设定为如下形式： 

lnY 。 (1) 

其中，lnY 表示个体i的小时工资对数， 表示影响个体i工资获得的个体特征和区域经济环境 

因素， 表示回归系数， ～N(0，Or" )表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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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相结合，本文考虑建立个体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依据多 

层模型建立的步骤，首先需要检验地区内个体之间的相关性，只有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才有必要进行 

多层模型的建模。检验地区内个体相关性需要运行截距模型MO(空模型)： 

lnY 嘶+ (2a) 

卢0，=y00+ ， (2b) 

lnY = 【x1+“研+ 。 (2c) 

其中， 表示个体 所处的地区；式(2a)中的 和 分别表示截距和随机扰动项，即 地区的工 

资均值以及围绕该均值的个体之间差异；式(2b)中的Too表示y 的总体均值，“ 表示地区层面的随 

机扰动项，即地区间平均工资与总平均工资之间的差异；式(2c)是一个组合模型，表示工资的度量 

是固定部分 。。和随机部分 u 与 的线性组合。 和 的均值为 0，方差分别为 和 ，且 

Cov(s ，“0J)=O。 

基于 M0的回归结果 ，地 区内个体相关性可以用组内相关 系数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来度量： 

ICC= 。 (3) 
or‘+ 

显然，ICC表示地区间方差与总体方差之比。当地区间方差相对于地区内方差非常大时，ICC趋 

于 1，表明地区内个体间存在完全相关性；相反，当地区内个体趋于相互独立时，ICC趋于0，表示地 

区内个体问不存在相关性。如果回归模型(2c)所得U。，的方差统计显著，则 ICC统计显著，应考虑对 

数据进行多层模型建模；否则，可对工资方程(1)直接进行 OLS回归分析。 

如果 ICC显著，则表明个体工资在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解释地区间工资差异需在模型中加入 

反映区域经济特征的解释变量，建立带有区域经济特征解释变量主效应的随机截距模型M1： 

Y + ， (4a) 

／3哳= o0+ 叭Rl ， (4b) 

y = 【M】+y01R1f+( 0『+ )。 (4c) 

其中，R 和 分别表示区域经济特征变量及其系数。通过模型回归系数以及地区层面的误差项 

方差 品的变化，可以识别所应用的区域经济因素对地区间个体工资差异的解释作用。通过对截距模 

型和该模型分别进行极大似然估计(ML)，并进行似然比检验(LR检验)，可以比较该模型相对于截 

距模型的拟合效果。如果该模型拟合效果优于截距模型，表明区域经济环境对个体工资获得具有一 

定的解释作用。 

根据Mincer的思想，个体工资水平与个体特征(知识和技能)密切相关。[ 因此，考虑在模型中 

加入个体层面解释变量来解释地区内个体间的工资差异，建立随机截距模型M2： 

lnY + 1 1 + ， (5a) 

研= o0+ 01R1 + 0『， (5b) 

lnY
【，
： 0o+ o1R1

，
+ 1 1 +( 哳+ f o (5c) 

其中， 协表示影响工资获得的个体层面解释变量。通过模型回归系数以及个体层面误差项方差 

or 的变化，可以识别个体特征对地区内个体工资差异的解释作用。同样对模型M1和该模型分别进 

行 ML估计和LR检验，可以比较该模型相对于模型M1的拟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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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体特征对工资的影响可能随着个体所处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即个体层面解释变量系 

数可能存在随机性。为了检验这一随机性，需要将待检验变量的回归系数设定为随机系数，建立模型 

M3： 

lnY = + l X1 B X1 + ， 

‰ + o1Rl +tt研， 

卢1， 1o+ l ， 
n l l 

lnY = 【x】+y01Ru+ 1 1 + 1o 1 +(M + 1 + )。 

(6a) 

(6b) 

(6c) 

(6d) 

其中，个体层面解释变量Xuj被分解为两部分Xo 和 1 ，其中XU 的系数 为固定系数，不随地 

区而变化； 的系数卢 f可能随地区而变化。通过将其设定为随机系数 f=y 。+tt 其中 。和 。 分别 

表示 ，的均值和随机误差项，以检验随机性是否存在。由方程(6d)可以发现，复合型残差 f ： 的存 

在导致异方差性，因此可以应用条件极大似然法估计该形式的多层模型。假设 的方差为 二，且 

M 和 满̈足： 

ttOj

一

Ⅳ 2

⋯

2]。 
如果某些个体层面解释变量系数经检验是随机的，说明这些变量对个体工资的影响随地区的变 

化而存在明显差异，可进一步检验地区层面变量对这些具有随机效应的个体层面变量系数的解释作 

用(跨层交互作用)，进而建立模型M4： 

lnY = 嘶+ 1X1 + uX1 + ， (7a) 

哳=‰ + 0】R1，+ 嘶， (7b) 

1f= 10+ l1Rlf+tt1f， (7c) 

lnY = 00+ 0】Ru+ 1 1 +y10 1 +y11 u 1 +( q+ u 1 + )。 (7d) 

以上给出了建立工资方程多层模型的完整步骤，每一个更详细的模型都是建立在统计检验的基 

础上。只有通过了统计检验，才需要建立相应的模型。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的工作单位类型和职业类型对个体工资获得一般具有显著影响。一 

般家庭负担越重的劳动力寻求高工资工作的愿望越强烈，因而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家庭人口数和家 

庭中孩子年龄都可能对个体工资获得产生影响。此外，由于个体的就业选择不是随机的，只应用有工 

资收人的样本对工资方程进行回归势必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需要依据Heckman(1979)提出的两 

步骤方法对样本选择偏差进行修正。[笠 此外，根据前文的论述，本文选择地区市场化指数、地区人类 

发展指数和地区失业率作为工资方程中区域经济层面的解释变量。 

四、工资性别差异分解方法 

劳动经济学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表明，劳动力个体的工资水平受个体人力资本水平和工作环境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通常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至少建立到M2的形式，即考虑个体层面解释变 

量的影响。如果经检验模型设定为 M2的形式，则男性和女性的对数工资均值分别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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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 + ： +&? +叼? +e ， 

ln - f：9二+ + +叼。f̂'7"，f +ef。 

其中，e =E(“；+ )，eS=E( 哳f+8 )，m和厂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ln 表示工资对数均值， 表示地 

区层面变量均值， 表示个体层面变量均值，Amm。 利-̂-。f 分别衣不由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选择方程得出 

的逆米尔斯比均值，叩m 和'7 表示逆米尔斯比的回归系数。由于 和 的均值均为0，因此em= =0。 

借鉴Blinder(1973)和Oaxaca(1973)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圳可以将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差异分 

解为： 

ln 一ln =( )+(9：一 ) --vf A。m ( 一 )+(&?一 ) +& ( ． )+(77m A--m。 一J，7 f̂- f ) 

(1) (2) (3) (4) (5) (6) (8) 

其中，(1)、(2)和(4)表示工资性别歧视和不可观测个体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为工资性别 

差异中不可解释的部分①，其中(1)表示常数项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2)表示地区特征回报差异导致 

的工资差异，(4)表示个体特征回报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3)和(5)表示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 

为工资性别差异中可解释的部分，其中(3)表示男性和女性样本在地区间分布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 

(5)表示个体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6)表示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工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性别 

(就业 )歧视导致。 

如果经检验模型设定为M3的形式，则男性和女性的对数工资均值分别可以表示为： 

ln = + i +&? ： + +e ， 

ln- f
： + + ，0 ： +叼 f̂'7" f +ef。 

其中，e =E(u珥m+ m -- m+s )，e，-E( +“ f一-- f+s )， 和 分别表示具有固定系数和随机系数的个 

体层面变量均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残差项包含个体层面和地区层面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因 

此，e”‘和 eJ不一定为 0。 

进而，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差异可以分解为： 

ln 一1n =(9 )+( 三一 ) --uf A。m ( 一 -- f +L A m 一 ) +& ( ． )+ 

(1) (2) (3) (4) (5) 

( ) ( 芎 ： )+( 一叩 f̂-，f )+(em_- ) 

(6) (7) (8) (9) (9) 

其中，(3)、(5)和(7)表示性别间可解释的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I)、(2)、(4)和(6)表示不 

可解释的由工资性别歧视和不可观测个体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8)和(9)分别表示样本选择偏 

差(就业歧视)和不可度量的因素(误差项)导致的工资性别差异。 

如果经检验模型设定为M4的形式，则男性和女性的对数工资均值分别可以表示为： 

① 传统歧视理论将工资差异分解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均视为歧视的作用。但事实上．不可解释部分还包含许多计 

量经济学家无法观测到的特征差异的影响。[ 

page l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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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9三+ ： +& 苗 苗+ ： +叼 +e ， 

ln ：9 + + 豆 +J，7。f岫T"f+ef。 

同理，e ：E(Ⅱ +“ + )， ：E( qf+u f - f+ )。 

进而，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差异可以分解为： 

ln 一ln =(9 )+( 三 )K--vf A。m (K--m -- f m̂ 一 ) +＆ ( 苗 )+ 
· 

(1) (2) (3) (4) (5) 

( 一 ，0) ( 芎 ： )+( ~ l f ̂m。 ( m m l rn— -- -- I f m ̂--m 一 。f -f)+(e 一 ) 
(6) (7) (8) (9) (10) (11) (10) 

其中，(3)、(5)、(7)和(9)表示性别间可解释的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1)、(2)、(4)、(6)和 

(8)表示性别间不可解释的工资性别歧视和不可观测特征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 ；(10)和(11)分别表 

示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工资性别差异和不可度量的因素导致的工资性别差异。 

五、工资方程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多层模型的建立步骤，建立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并对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方程分别进行回 

归。表 2给出了模型 MO和 M1的回归结果①，MO回归结果显示 ，男性和女性工资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分别为0．1976和0．1767，且组间方差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男性和女性的工资获得在各地区间 

存在明显差异，建立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是合理的。M1回归结果显示，地区市场化指数和失业率对 

男性和女性工资的影响大多是显著的。此外，加入地区层面解释变量之后，相比于模型MO，男性工资 

在地区间的方差从0．0972下降到0．0616，女性工资在地区间的方差从0．0949下降到0．0600，说明地 

区层面变量对地区间工资差异具 

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应该将其加入 

到模型中。 

通过地区层面解释变量的回 

归系数可以发现，地区市场化指数 

对男性和女性的工资获得均具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随着市场化 

进程的推进，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 

效率得以优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 

高，进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得以提 

升，符合理论预期。男性市场化指 

数的回归系数大于女性，说明市场 

表 2 工资方程的MO和 M1模型回归结果 

注： 、”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由于人类发展 

指数变量系数不显著，因而将其从模型中删除②，下同。 

① 受篇幅限制，本文未提供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选择方程的回归结果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② 人类发展指数变量系数不显著缘于其与市场化呈强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 O．74，且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 

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失业率与人类发展指数和市场化相关性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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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对男性工资获得的影响大于对女性工资获得的影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工资性别差异 

有所扩大；地区失业率对男性和女性工资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地区失业率越高，个体工资水平 

越低，符合理论预期。男性失业率回归系数大于女性，说明失业率对男性工资的负向影响小于对女性 

工资的影响，失业率的上升将导致工资性别差异增大。 

表 3给出了模型M2、M3和 M4的回归结果，M2回归结果显示，个体层面变量对男性和女性工 

资的影响大多是显著的。与模型M1相比，男性和女性工资的地区内方差均明显降低，表明个体特征 

变量解释了一部分地区内个体工资差异，因而在模型中加入个体层面解释变量是合理的，即个体工 

资差异取决于区域经济环境和个体特征差异。通过个体层面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女性的 

教育回报明显高于男性，说明与男性相比，不同受教育水平女性之间的工资差异较大，且教育水平的 

提升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异；同样，女性经验回报高于男性，说明与男性相比，不同经验水平的女 

性之间工资差异较大，且经验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缩小工资性别差异；已婚男性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 

未婚男性的工资水平，而婚姻对女性工资的影响不显著，主要缘于已婚男性需要承担较多的家庭经 

济责任；在工作单位类型方面，与国家机关相比，男性和女性事业单位和外资合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明 

显较高，男性其他单位的工资水平均明显较低，而女性国有独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工资水平较高， 

这一特征与统计结果基本相符；在职业类型方面，与单位负责人相比，男性除技术人员外，其他职业 

工资水平明显较低，而女性除办事人员外，技术人员工资水平较高，其他职业工资水平明显较低；家 

庭其他成员收入对男性和女性工资的提高都起到促进作用；家庭中有6以下孩子或有7一l6岁孩子 

均对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孩子对女性工资的影响大于对男性工资的影响，主 

要缘于培养孩子的费用占据了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成人需要承担较高的培养费用；家庭人 口数越 

多，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水平越低，且家庭人口数对男性和女性工资的影响不存在明显差异；男性逆米 

尔斯比系数显著，而女性逆米尔斯比系数不显著，说明对男性样本进行选择偏差修正是合理的。 

个体层面变量的引入对地区层面变量的回归系数具有一定影响，相比于模型 M1，市场化指数对 

男性工资的影响略有降低，而对女性工资的影响明显下降；失业率对男性和女性工资的影响均有所 

降低，且对于女性来说降低的幅度较大。地区层面变量回归系数的变化表明，一部分地区间工资差异 

是由不同地区劳动力个体差异导致的，且这一特征对于女性更加明显。个体层面变量的引入使得失 

业率对男性工资的影响大于对女性工资的影响，说明控制地区间的个体差异，失业率的上升将导致 

工资性别差异缩小。 

在证明了工资随地区变化的特性以及地区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对个体工资差异的解释作用之 

后，考虑个体层次解释变量系数的随机性。根据经济理论和以往研究经验，对可能存在随机性的系数 

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经验和工作单位类型变量(除其他企业之外)对男性和女性工资的 

影响在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需要建立模型 M3。M3回归结果显示 ，与模型 M2相比，工资方程 

解释变量的系数略有变化，但对男性和女性工资的影响方向不变。消除具有随机性的变量系数在地 

区间的差异之后，男性教育回报略有降低，而女性教育回报基本不变，说明男性教育回报在地区间的 

差异较大；男性经验回报略有提高，而女．『生经验回报略有降低，说明在不考虑变量系数随机I生的情况 

下，男性经验回报的均值将被低估，而女性经验回报的均值将被高估；不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工作 

单位类型变量的系数变动明显，但变动方向不存在明显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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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资方程的M2、M3和M4模型回归结果 

注：由于经验平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故将其从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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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教育年限、经验和工作单位类型变量的系数在地区层面存在随机性，说明这些变量对个 

体工资的影响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为检验这些个体层面解释变量和地区层面解释变量之间的 

跨层交互作用，需要建立模型M4。M4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和经验与市场化指数和失业率的交互项系 

数大多显著，且似然比检验的结果显示在 1％水平下接受模型M4。 

从模型 M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男性教育回报随地区市场化水平提高的变化不明显，而女性 

教育回报随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说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女性知识的价值体现；个 

体的教育回报不随失业率的变化而变化①；个体的经验回报随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说明传 

统的中国企业论资排辈现象有所缓解，导致不同经验水平劳动力之间工资差异减小；个体的经验回 

报随失业率的提高而提高，说明失业有利于个体技能的价值体现，即不同经验水平劳动力之间工资 

差异增大。与模型M3相比，男性和女性教育变量回归系数均不再显著，主要缘于教育和地区因素的 

交互作用解释了教育回报的大部分；男性和女性经验回报的系数均有所提高，主要源于经验与市场 

化指数和失业率的交互项作用解释了经验回报随地区变化的部分。 

出于比较的目的，本文还应用传统 0LS方法对男性和女性工资方程分别进行了回归，工资方程 

中包含个体层面和地区层面解释变量及其交互变量(参见表4)，可以发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解释变 

量系数的符号与模型 M4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但对于男性来说，传统 0LS回归对个体层面的回归 

系数普遍存在高估，对地区层面变量的回归系数普遍存在低估；而对于女性来说，对个体层面变量和 

地区层面变量的回归系数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估或低估，说明应用多层模型可以更加准确地度量 

个体特征和区域经济特征对个体工资获得的影响。 

表 4 工资方程 OLS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男 性 女 性 解释变量 男 性 女 性 

受教育年限 0．0107 0．0131 家庭其他成员收入 0．0953 0．1122” 

经 验 0．0168” 0．0295一 有 6岁以下孩子 0．0512 0．0802” 

已 婚 0．0658一 一0．0546 有 7一l6岁孩子 0．0269 ‘ 0．0709” 

事业单位 0．1575 0．1762” 家庭人口数 一0．0842 一0．0855 

国有独资企业 0．0248— 0．0912～ 逆米尔斯比 一0．3914— 0．0146 

集体企业 一0．2326一 一0．1244” 市场化指数 0．0914 0．0505 

私营个体企业 一0．1570一 一0．1425一 失业率 一4．3229 -4．4059” 

外资合资企业 O．2549 0．2350 受教育年限 市场化指数 0．~32 0．0o45” 

股份制企业 0．0141 0．1235 受教育年限 失业率 0．0184 0．0847 

其他企业 _o．0397 —0．1864 经验 市场化 一0．0019 一0．0o16” 

技术人员 0．0056” 0．1264 经验 失业率 0．0555 0．0201 

办事人员 一0．0537— 0．0201 常数项 0．9751— 0．59lO 

服务人员 一0．3565 一0．1901” 样本量 5470 4373 

操作人员 一0．2545 一0．2358 调整R O．2430 0．2831 

其他职业 -0．1 103一 一0．0793” 

① 相比于模型 M3，模型 M4加入了教育与地区因素的交互项，由于教育回报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因而 

导致教育变量本身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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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资性别差异分解结果分析 

基于工资方程多层模型(M4)的回归结果(本文对工资方程回归系数的性别差异进行了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chi2(26)为450．87，说明男性和女性工资方程回归系数存在显著性差异)，依据 

式(1O)对工资陛别差异进行分解(结果见表5)。可以发现，工资陛别差异的82．40％和 17．60％分别是 

由性别歧视与不可观测个体特征的性别差异和性别特征差异造成的，性别歧视与不可观测的个体特 

征性别差异是导致工资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在性别特征差异中，地区特征差异和地区特征与个体 

特征交互项差异均是由男性和女性样本在地区间分布差异导致的，因而个体特征差异为性别特征差 

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性别特征回报差异中，个体特征回报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为负值，而地区特征 

回报差异为正值，表明劳动力市场对女性个体特征的工资回报大于男性，与回归结果一致。地区特征 

和个体特征交互项系数差异为负，说明地区特征对个体特征回报的影响将导致工资性别差异减小。 

样本选择偏差和误差项差异均将导致工资性别差异的减小。 

表6进一步给出了市场化指数和失业率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情况(式(1O)中的(2)和(8))，可 

以发现，市场化指数系数导致的工 

资J生别差异为正值，而市场化与个 

体特征交互项系数导致的工资差 

异为负值，说明市场化一方面通过 

自身的作用增大了工资性别差异， 

另一方面通过影响个体特征回报 

减小了工资性别差异。失业率系数 

导致的工资差异为负值，而失业率 

与个体特征交互项系数导致的工 

资差异为正值，说明失业率一方面 

通过 自身的作用减小了工资性别 

差异，另一方面通过影响个体特征 

的回报增大了工资陛别差异。总体 

来看，市场化和失业率自身对工资 

性别差异的影响大于其通过作用 

于个体特征回报对工资性别差异 

的影响，因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 

导致工资性别差异扩大，而失业率 

的上升将导致工资性别差异的缩 

小①。 

为了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进 

表5 工资性别差异分解结果 

工资性别差异 

性别特征差异： 

回报随地区变化的个体特征差异(7) 

回报不随地区变化的个体特征差异(5) 

地区特征差异(3) 

地区特征与个体特征交互项差异(9) 

性别特征回报差异 ： 

回报随地区变化的个体特征回报差异(6) 

回报不随地区变化的个体特征回报差异(4) 

地区特征回报差异(2) 

地区特征和个体特征交互项系数差异(8) 

样本选择偏差(10) 

误差项差异(11) 

常数项差异(1) 

注：括号中数字对应式(10)中各项。 

表 6 地区特征回报导致的工资差异 

① 事实上．失业率对劳动力市场绩效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就业方面，失业率上升将导致针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加 

剧。尽管失业率上升导致工资性别差异有所缩小，但却导致性别就业差异明显扩大，而就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效率和 

公平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工资歧视。关于失业率对女性就业歧视影响的分析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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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不同省市的工资性别差异分解结果 行比较，基于模型 M4的回归结果 

以及地区内男性和女性的个体特 

征均值，依据式(10)对不同省市的 

工资性别差异进行分解(见表 7)。 

可以发现，在所有省市，性别特征 

回报差异(性别歧视和不可观测的 

个体特征差异)都是导致工资性别 

差异的主要原因。性别特征回报差 

异最低的甘肃省、四川省和云南省 

均位于西部地区，性别特征回报差 

异最高的北京市和广东省均位于 

东部地区。尤其在北京市和广东 

省，工资性别差异完全是由性别歧 

视与不可观测个体特征的性别差 

异导致的，说明在这两个地区，女 

性的个体特征均值优于男性，工资性别差异应用区域经济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等难以解释。由于性 

别歧视是性别特征回报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认为东部地区的性别歧视程度较高，西部地 

区的性别歧视程度较低，而中部地区的性别歧视程度居中，即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工资性别歧视将有 

所扩大，这与 Ying(2004)的研究结论一致，但与李春玲和李实(2008)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 

七、结 论 

依据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本文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工资方程的多层模型，并提 

出相应的工资性别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区域经济环境对劳动力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从模型的 

设定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应用多层模型是合理的，多层模型不仅能够更加准确地对工资方程进行参 

数估计，而且能够清晰地描述区域经济环境因素对个体工资获得的影响。通过观察回归结果的系数 

可以发现，虽然多层模型和OLS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工资获得的作用方向均是一致的，但OLS模型 

的回归系数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或高估。 

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意味着随着市场化 

进程的推进，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将逐渐得以优化，劳动生产率不断得以提升，导致个体工资水 

平不断得以提升。当然，由于市场化水平对男性工资获得的作用效果大于女性，意味着随着市场化进 

程的推进，工资性别差异将有所扩大。地区失业率对劳动力的工资获得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暗示着 

促进城镇居民就业，降低失业率，将有助于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失业率对男性工资获得的负面影 

响大于女．I生，意味着失业率上升将导致工资性别差异有所缩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劳动力工 

资获得没有显著影响，主要缘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过地区市场化得以部分体现。 

教育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略高于男性，因此政府发展 

教育不仅有助于个体工资水平的提升，而且有助于工资性别差异的缩小。经验对女性收入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意味着促进女性的就业不仅有助于女性即期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且有助于女性长期收 

入水平的提升。此外，市场化对女性教育回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暗示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 

女性知识价值越来越得到劳动力市场的认可，有助于抑制工资性别差异的扩大。市场化对个体经验 

回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暗示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论资排辈的现象得以逐渐控制，劳动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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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获得主要依据个体能力而非个体资历。失业率对个体经验回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暗示着个体 

的工作经验具有一定的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中国所有地区劳动力市场中均存在明显的工资性别差异，且工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个体和地 

区特征回报差异而非个体和地区特征差异导致的。由于性别歧视是性别特征回报差异的主要部分， 

因此可以认为工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性别歧视导致的。在中国的各个地区，东部地区的性别歧视程 

度较高，西部地区的性别歧视程度较低，而中部地区的性别歧视程度居中，说明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 

的提高，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将有所加剧。 

根据歧视理论，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充分，偏好歧视的企业将处于竞争的劣势，进而退出竞争的市 

场。然而，本文与国内许多研究结果均表明，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 

劣势越来越明显，导致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呈现出加剧趋势，暗示着降低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不能 

仅仅靠市场 自身的调节。隅]【凹 即使市场调节最终能够使得性别歧视程度下降，其过程也将是漫长 

的。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政府应在大力提升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和创造就业岗 

位的同时，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将有助于缓解针 

对女性的工资歧视，进而有助于工资性别差异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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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we build a multilevel wage equation model for China S urban residents，and 

propose a wage differentials decomposition method，which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on gender wage differentia1．The results show there is significant gender wage gap 

in all local labor market；raising the level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will increase wages．while it also 

enlarges gender wage discrimination；although the increase of unemployment rate has adverse effect on 

individual wage attainment，it can help to narrow gender wage differentia1． Regions with higher 

marketization level also have more serious gender discrimination．Therefore，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while developing education and expanding employment，government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ir wage distribution system．These measures will reduce wag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emale，and thus contribute to reduce gender wage differentia1． 

Key W ords：wage differentials，gender discrimination，regional economy，multilev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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