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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应用研究】

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的变动

张世伟，武　娜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基于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面板数据，建立了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方程的固定效

应模型，并对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差异变动进行了分解分析。研 究 结 果 表 明，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 期 间，

虽然针对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户籍歧视不断得以缓解，但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受教育水平差异却不断扩大，且城

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回报率不断上升，导致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差异不断扩大。因此，政府设计 和

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设 计 和 实 施 能 够 大 幅 提 升 农 村 居 民 人 力 资 本 水 平 的 教 育 制 度 和 培 训

政策，将有助于抑制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的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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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向城镇流动，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大量研究显示，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一直明

显低于城镇工的劳动报酬水平［１］。农民工和城镇工

之间劳动报酬差异的一部分缘于农民工和城镇工之

间的个体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另一部分则缘于在城

镇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针对农民工就业和工资获得的

户籍歧视［２］。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体劳动 报 酬 水

平主要决 定 于 其 人 力 资 本 存 量。根 据 经 济 发 展 理

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体人力资本水平不断得

以提升，且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会逐渐有所缩

小。根据歧视理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

市场的歧视程度将会逐渐有所缓解。随着中国经济

的持续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和城

镇工之间的 劳 动 报 酬 差 异 是 有 所 扩 大 还 是 有 所 缩

小？农民工和城镇工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是有所扩

大还是有所缩小？针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是有所加

剧还是有所缓解？关于这些问题的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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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制度、工资制度、教育

制度和培训政策的设计和评价。
研究不同群体之间工资差异变动的传统途径是

基于重复横截面数据，应用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对不同

时期的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并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工

资差异分 解 结 果 分 析 工 资 差 异 变 动 的 趋 势 及 其 成

因［３］。然而，基于重复横截面数据分析方法无法解决

变量遗 漏 问 题，通 常 会 导 致 对 工 资 歧 视 程 度 的 高

估［４］２８８－２８９。１９９３年 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提出基于面板数据，
通过建立工资方程固定效应模型，并应用Ｏａｘａｃａ分

解方法分析工资差异的方法［５］。由于基于面板数据

的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有效地解决变量遗漏问题，近年

来受到许多经济学者的关注，如Ｐｏｌａｃｈｅｋ和Ｒｏｂｓｔ提

出通过工资方程固定效应模型中的性别和年份（虚拟

变 量）刻 画 性 别 工 资 差 异 变 动 的 方 法［６］。基 于

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的思路，张世伟和郭凤鸣提出基于工资方

程固定效应模型的工资差异变动分解方法［７］。尽管

固定效应模型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但由于微观面板

数据不易获取，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
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镇

工工资差异变动的分析主要采用基于重复横截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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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分析方法，如王美艳通过对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５年上

海和武汉等５城市的劳动力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农

民工和城镇工的工资差异有所缩小，且针对农民工工

资的户籍歧视有所缓解［８］；同样，张晓蓓和亓朋通过

对２００２年中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和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

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工资

差异明显缩小，且针对农民工工资的户籍歧视明显缓

解［９］。然而，谢周亮通过对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６年之间中

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ＣＨＮＳ）数据的分析，发现农民工

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户籍差异呈逐渐扩大趋势，但针

对农 民 工 工 资 的 户 籍 歧 视 却 呈 现 出 逐 渐 缓 解 趋

势［１０］。这些研究结果之所以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

缘于使用的数据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缘于基于重复横

截面数据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存在偏差。
基于 上 述 分 析，本 文 拟 基 于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 的

ＣＨＮＳ面板数据，分别建立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

酬方程的固定效应模型，并应用劳动报酬差异分解

方法分析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和城镇工劳

动报酬差异变动的趋势及其成因。

二、数据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的ＣＨＮＳ面板数据，
调查覆盖了中国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的９个省份（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南、
湖北、广西和贵州），基本能够反映中国城镇劳动力

市场的总体情况。调查内容涉及个体年龄、性别、婚
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就业、工

作时间、工资等劳动就业特征，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中

国劳动力市场基本规律的要求。本文将样本限定为

城镇居民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去除掉离退休、丧失劳

动能力和正在接受教育的个体，并排除上一年工作

时间不超过５个月的样本①，最终得到８　５７３个城镇

工和３　７４３个 农 民 工 的 样 本。表１给 出 了１９９３—

２００９年间不同 年 份 城 镇 工 和 农 民 工 的 小 时 劳 动 报

酬对数均值，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工和农

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均呈现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
这主要缘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

持续推进，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不断得以优化，推动

经济持续增长，进而带动城镇居民劳动报酬水平不

断提升。然而，在劳动报酬水平持续上升的同时，两
者的劳动报酬差异却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一

方面可能缘于两者人力资本等个体特征差异有所扩

大，另一方面可能缘于针对农民工劳动报酬获得的

户籍歧视有所加剧。
表１　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小时

劳动报酬对数均值表

年　份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城镇工 ０．０２３　９　０．４５６　９　０．９３０　６　１．２０１　４　１．４３６　９　１．７６４　０
农民工 －０．０６３　５　０．３４５　４　０．７６６　１　０．８４７　２　１．０４９　７　１．３７０　３

　　注：本文各表结果均通过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ＣＨＮＳ）数据计算得出。

　　表２给出了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间不 同 年 份 城 镇 工

和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均值，可以发现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９
年间，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均呈现出持续

上升趋势，这主要缘于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力发展教

育事业，教育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城镇居民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然而，在城镇工和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

断提升的同时，两者的受教育年限差异却呈逐年扩

大趋势，这主要缘于近年来政府对农村地区教育的

投资要明显低于城镇地区，教育的优质资源不断向

城市聚集。受教育年限差异的不断扩大将导致劳动

报酬户籍差异的不断扩大。技能作为另外一个体现

个体人 力 资 本 水 平 的 因 素（一 般 用 工 作 经 验 来 表

示），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间城镇工和农 民 工 的 经 验 水

平一直呈现出不 断 上 升 趋 势，但 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 间，城 镇 工 和 农 民

工平均经验的差异有所扩大。由此导致劳动报酬户

籍差 异 有 所 扩 大；而 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和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年间，城镇工和农民工平均经验的差异有所缩

小，导致劳动报酬户籍差异有所缩小。

表２　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城镇工和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均值（或百分比）表

个体特征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城镇工 农民工 城镇工 农民工 城镇工 农民工 城镇工 农民工 城镇工 农民工 城镇工 农民工

受教育年限（年） ９．６１　 ７．７７　 ９．８９　 ８．００　 １０．６１　 ８．３３　 １１．２５　 ８．８９　 １１．７６　 ９．０６　 １１．９９　 ９．１７
经验（年） １９．６１　 １９．３２　 ２１．２５　 ２０．３９　 ２１．９３　 ２１．８６　 ２２．７１　 ２２．２６　 ２３．２９　 ２２．９６　 ２３．７６　 ２３．２２
被雇佣（％） ９６．３８　 ７５．３２　 ９４．００　 ７６．３３　 ９３．２５　 ７０．０６　 ９４．７６　 ８８．５２　 ９３．７０　 ８５．０５　 ９２．１７　 ８１．５８
样本量 １　６０２　 ７７０　 １　６８３　 ７９０　 １　４３７　 ９６２　 １　３７５　 ４７９　 １　３０１　 ６０２　 １　１７５　 ７６０

　　从雇佣状况的角度看，农民工被雇佣（与自我雇 佣相对）的比例始终明显低于城镇工，说明大量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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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周亮认为，短期雇佣关系的工资水平与个体人力资本水平几乎无关，排除工作时间不足５个月的样本，可增强模型的解释力。



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自我雇佣，而不是在企业中

就业，暗示着对农民工就业可能存在户籍歧视。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 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间，农 民 工 和 城 镇

工被雇佣比例的差异不断缩小；而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和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间，农民工与城镇工被雇佣比例的

差异不断扩大。因此，在不同时期，农民工和城镇工

自我雇佣比例的变化对劳动报酬户籍差异的作用方

向存在差异。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

的人力资本水平等个体特征差异的变动对劳动报酬

户籍差异变动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需要应用

经济计量模型对影响个体劳动报酬的个体特征异质

性加以控制，才能准确地识别劳动报酬户籍差异变

动的成因。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将城镇工和农民工劳动报酬方程设定为固

定效应模型：

ｌｎＷｕ　ｔ ＝Ｘ′ｕ　ｔβｕ＋Ｆ
′
ｕδｕ ＋^λｕ　ｔηｕ＋ε＊ｕ　ｔ

ｌｎＷｒ　ｔ ＝Ｘ′ｒ　ｔβｒ＋Ｆ
′
ｒδｒ ＋^λｒ　ｔηｒ＋ε＊

烄

烆 ｒ　ｔ
（１）

其中ｕ和ｒ分别表示城镇工和农民工，ｌｎＷｔ表示ｔ期

个体小时劳动报酬对数，Ｘｔ 表示ｔ期影响个体劳动

报酬的可观测的特征向量，Ｆ表示影响个 体 劳 动 报

酬的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向量（即固定

效应），^λｔ 表示逆米尔斯比，β、δ和η为相应变量的回

归系数，ε＊ｔ ～Ｎ（０，σ２ｔ）为 随 机 误 差 项。根 据 工 资 理

论，本文选取经验（和经验平方）、雇佣类型（虚拟变

量，以自我雇佣为参照）、年份（虚拟变量，以１９９３年

为参照）、受教育年限与年份的交叉项（以１９９３年的

教育回报率为参照，该年教育回报率的变化量）作

为模型的解释变量。
应用ＯＬＳ分别对城镇工 和 农 民 工 劳 动 报 酬 方

程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系数β^和η^①。ｔ期城

镇工 和 农 民 工 的 小 时 劳 动 报 酬 对 数 均 值 可 以 表

示为：

ｌｎＷｕ　ｔ ＝Ｘ′ｕ　ｔ^βｕ＋Ｆ
′
ｕ^δｕ ＋^λｕ　ｔ^ηｕ

ｌｎＷｒ　ｔ ＝Ｘ′ｒ　ｔ^βｒ＋Ｆ
′
ｒ^δｒ ＋^λｒ　ｔ^η

烄

烆 ｒ

（２）

则ｔ期 劳 动 力 市 场 中 劳 动 报 酬 户 籍 歧 视 可 以 表

示为：

ｌｎ（Ｄｔ＋１）＝Ｘ′ｒｔ（^βｕ －^βｒ）＋Ｆ
′
ｒ（^δｕ －^δｒ）＋

λ^（^ηｕ －^ηｒ） （３）
其中Ｄｔ 表示ｔ期歧视系数，则ｔ期到ｔ＋１期户籍歧

视变动可以表示为：

ｌｎ（Ｄｔ＋１＋１）－ｌｎ（Ｄｔ＋１）＝ （Ｘ′ｒ，ｔ＋１－
Ｘ′ｒ，ｔ）（^βｕ －^βｒ）＋ （^λｒ，ｔ＋１ －^λｒ，ｔ）（^ηｕ －^ηｒ） （４）

ｔ期到ｔ＋１期户籍劳动报酬差异变动可以分解为户

籍歧视变动和个体特征差异变动：

ΔｌｎＷｔ＋１－ΔｌｎＷｔ＝ ［（Ｘ′ｕ，ｔ＋１－Ｘ′ｒ，ｔ＋１）－（Ｘ′ｕ　ｔ

－Ｘ′ｒ　ｔ）］^βｕ ＋ ［（^λｕ，ｔ＋１ －λ^ｒ，ｔ＋１）－ （^λｕ　ｔ －λ^ｒ　ｔ）］^ηｕ ＋
（Ｘ′ｕ，ｔ＋１－Ｘ′ｒ，ｔ）（^βｕ －^βｒ）＋ （^λｒ，ｔ＋１ －^λｒ，ｔ）（^ηｕ －^ηｒ）

（５）

其中ΔｌｎＷｔ表示ｔ期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差

异，等式右侧第一项和第二项表示从ｔ期到ｔ＋１期

由户籍间个体特征差异的变动导致的户籍劳动报酬

差异变动，第三项和第四项表示户籍歧视的变动对

户籍劳动报酬差异变动的影响。

四、结果分析

基于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 的 ＣＨＮＳ非 平 衡 面 板 数

据，表３给出了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镇工和

农民工劳动报酬方程的固定效应模型（方程（１））进

行回归后的结果，可以发现城镇工逆米尔斯比的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城镇工劳动报酬方程进行样本

选择偏差修正是合理的。
表３　劳动报酬方程的回归结果表

解释变量 城镇工 农民工

经　验 ０．０４７　２＊＊＊ ０．０４１　７＊

经验平方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４＊＊

受教育年限（１９９７） ０．０３１　６＊＊＊ ０．０２８８
受教育年限（２０００） ０．０６８　８＊＊＊ ０．０４６３＊＊

受教育年限（２００４） ０．１０２　５＊＊＊ ０．０４３６＊

受教育年限（２００６） ０．１０８　４＊＊＊ ０．０４５３＊

受教育年限（２００９） ０．１１０　４＊＊＊ ０．０８６６＊＊＊

被雇佣 －０．００４　４ －０．２０１　４＊＊＊

１９９７ －０．１２１　５　 ０．０６３　８
２０００ －０．１６９　６　 ０．１６７　５
２００４ －０．４４５　２＊＊ ０．４７９　５
２００６ －０．４２０　２＊ ０．６５４　４
２００９ －０．２００　１　 ０．４４３　２
Ｍｉｌｌｓ　 ０．２３３　８＊＊＊ ０．１７３　５
常数项 －０．６８５　９＊＊＊ －０．６１５　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５５４　８　 ０．３７４　０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８　５７３　 ３　７４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从人力资本水平对劳动报酬的影响角度看，城

镇工和农民工的经验回报率均显著为正，说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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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有助于个体劳动报酬水平的提升，符合经济

理论预期。城镇工的经验回报率略高于农民工，说

明随着个体经验的增长，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

酬差异将逐渐扩大。城镇工和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

年份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大多显著为正，且基本呈

现出逐年上升趋势，说明与１９９３年相比，城镇劳动

力市场中的教育回报率不断上升，知识水平对劳动

力劳动报酬获得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城镇工教

育回报率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农民工，说明随着个

体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

差异将逐渐扩大。从雇佣状况来看，与自我雇佣相

比，农民工被雇佣的劳动报酬明显低于自我雇佣的

劳动报酬，这主要缘于农民工自我雇佣需要较多的

精力和资本。同时，从表２中可以发现，农民工自我

雇佣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也是劳动报酬差异

扩大的一个成因。
应用前文给出的户籍劳动报酬差异变动的分解

方法（方程（５）），本文给出了不同时期户籍劳动报酬

差异变 动 的 分 解 结 果（参 见 表４）。可 以 发 现 在

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间，随 着 市 场 化 进 程 的 推 进，针 对 农

民工的劳动报酬歧视在逐渐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劳动报酬户籍差异的扩大，符合经济理论的预

期。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和城镇工的个体特

征差异（尤其是受教育年限差异）在逐渐扩大，同时

人力资本回报率（主要是教育回报率）在逐渐上升，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劳动报酬户籍差异的扩大。农

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的变动是个体特征差异

变动和户籍歧视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户籍歧

视程度的降低无法补偿个体特征差异的扩大，导致

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差异呈现出持续扩大的

趋势。
从表４中还可以发现，尽管农民工和城镇工劳

动报酬差异在逐渐扩大，但２０００年以来个体特征差

异扩大的幅度逐渐减缓，户籍歧视降低程度逐渐减

弱，导致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扩大的幅度

逐渐减低。如果这种趋势能够持续下去，未来农民

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差异可能达到一个基本稳定

的水平。
表４　户籍劳动报酬差异变动的分解结果表

时 期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户籍劳动报酬差异变动 ０．０２４　１　 ０．０５３　０　 ０．１８９　７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０６　５
个体特征差异变动 ０．１２１　４　 ０．０６９　８　 ０．２０１　１　 ０．０６７　１　 ０．０１４　３
户籍歧视变动 －０．０９７　３ －０．０１６　８ －０．０１１　４ －０．０３４　１ －０．００７　８

五、结　论

基于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 的ＣＨＮＳ面 板 数 据，本 文

分别建立了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方程的固定效

应模型，并应用劳动报酬差异变动分解方法对农民

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在１９９３—２００９年 间，尽 管 农 民 工 和

城镇工的劳动报酬水平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但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却始终明显低于城镇工的

劳动报酬水平，且劳动报酬的户籍差异呈现出逐年

扩大的趋势。
尽管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针对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户籍歧视不断得以缓解，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报酬户籍差异的扩大，然而

近年来农民工和城镇工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却在不断

扩大，且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回报率不断上升，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劳动报酬户籍差异的扩大。由

于户籍歧视程度的降低导致劳动报酬户籍差异的缩

小无法补偿个体特征差异的扩大导致劳动报酬户籍

差异的扩大，导致劳动报酬差异呈现出持续扩大的

运动趋势。因此，政府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设计和实

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设计和实施能

够大幅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制度和培

训政策，将有助于抑制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

异的持续扩大，进而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

序地向城镇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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