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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我国就业增长缓慢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同时存在的现实，本文从就业增长与工 

资、劳动收入上涨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劳动收入 占比的决定因素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分析发 

现：在我国，工资上涨对就业增长的抑制作用有限，劳动收入 占比是影响就业增长的重要因 

素；就业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只是单向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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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fact that employment is growing slowly whil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 is failing，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employment growth and wages，rising 

labor income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labor income share，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hibition of wage 

increase on employment is limite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employment growth，and there is a one—way relation between employment growth and labor incom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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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高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人口总 

量持续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除了就业压力，我国还面临着劳动收入占国民 

收入比重下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问题。就业增长缓慢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已成为我国实现经 

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为此，许多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 

就业增长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三类：①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  ̈j。研究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 

展中出现的 “高增长、低就业”模式为背景，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问题进行了深人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②就业增长与就业弹性 。研究发现我国2O世纪 80年代是高就业弹性 

阶段，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到了 9O年代，就业弹性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降； 

进入21世纪，就业弹性进一步下降。研究同时对就业弹性下降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 

解释和分析。③就业增加与结构变化  ̈ j。研究多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出发， 

对就业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对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主要有 ：①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  ̈ 。认为资本产出占比、技术进 

步、全球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和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是影响我国劳动 

收入占比的主要因素。②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产生的原因_l J。认为造成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 

因主要有产业结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垄断行业利润增加、 

服务业税负较重和就业不充分，等等。 

可见，大量的研究分别对就业增长缓慢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一 

些类似的成因，如资本深化、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等，但很少有人把这两 

个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事实上，无论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机制来看，还是从社会要素分配 

来看，就业与工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其与资本要素的使用也高度相关。 

针对我国目前就业增长缓慢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同时存在的现实，本文试图解答以下几个关键问 

题：在我国，就业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就业增长缓慢是由于工资上涨较快导 

致的，还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导致的?劳动收入占比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本研究 

针对我国现实，从就业增长与工资、劳动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两个方面人 

手，期望能够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建议，进而促进我国 “十二五” 

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二、模型与数据 

1．就业增长、工资与劳动收入占比关系 

莫主达 (Mazumdar)提出了用因素分解的方法研究各国制造业就业增长、工资增长、 

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此为基础来研究我国就业、工资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的关系。 

假定劳动收入 (S )与 GDP之间存在幂函数关系，即： 

S￡= A ×G 

根据定义，劳动收入等于名义工资 (W)和就业人数 (P )的乘积： 

S￡ = W ·L = W ·尸 · 

名义 GDP等于实际 gdp乘以价格指数 (Pp)： 

劳动收入 

(1) 

(2) 

GDP=g却 ‘ (3) 

其中，A取值范围为大于0小于1； 取决于不同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在不同的假定情况下， 

卢有不同的取值。把公式 (1) ～ (3)进行动态处理，得到： 

SL= ×GD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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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西 +P +￡ 

GDP = gdp +Pp 

根据 (4) 一 (6)，实际工资增长率表现公式如下： 

(5) 

(6) 

= 卢GDP—L—P =．1B(g和 + )一L—P = gap 一 +(届P 一P ) 

：卢gap—L+(JB一1)Pp+(P 一P ) (7) 

在公式 (7)中， 是工资增长率， 是生产价格指数， 是消费价格指数。(P 一声。)是生产价格 

和消费者购买价格之间的差异，如果这个差异很大，说明厂‘商在产品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优势，厂商用 

于购买劳动要素的支出就越多。 

公式 (7)变形得到就业增长模型如下： 
● 

● 

● ●  ● 

L= g却 一 +( 一1)P +(P 一P ) (8) 

公式 (8)表明，就业增长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部分：①劳动收入占比效应，即产出增加带来的 

劳动份额增加对就业增长的贡献；②工资效应，即在劳动份额一定的情况下，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 

响，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③价格效应，即生产价格和消费价格之间的差异对就业的影 

响，二者之间关系的正负待定。 

在就业增长模型中，最重要的参数是卢，利用公式 (1)或 (4)可以估算出该参数，如果 小 

于 1，增加值中用于购买劳动要素所占的份额更少，而用于购买资本要素所占的份额就更多。 

通过上述公式推导，可以看出就业增长受劳动收入占比 (JB)、工资增长率 ( )、消费价格指数 

增长率 (P )、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 (P )、GDP增长率 (g却)等因素的影响。为了获得稳健的估 

计结果，我们对就业 (emp)、劳动收入 占比 (S )①、工资、消费价格指数 (P。)、产品价格指数 

(P )和 GDP等变量取对数最后得到估计就业的方程 (9)，各变量的定义参见表 1。 

lnemp = Ol1+Ot1Ins 
． 
+Ot2lnw“+ 3lnppi + 4lncpi“+OL5lngdp血+ (9) 

表 1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变量 定义 变量 定义 变量 定义 

lnSL 劳动收入占比：劳动收入份 lnkla 劳均资本存量：资本存量除 以就 lnurban 城市化水平 

额除以 GDP(当年价格) 业人数 

lnwag 城镇职工工资 lnemp 就业量 lnlfpu 城镇劳动参与率 

lncpi 消费价格指数 lnempu 城镇就业量 lnrenvr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lnppi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lngdp23 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lneduu 每万人大学生人数 

lngdp 国民生产总值 lninvgyr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lnhlr 轻重工业比重 

lnempurgy 国有职工占城镇就业比重 Ink 人均资本存量 lnky 资本产出比 

注：l_变量lnhlr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经侪统计年鉴》，1985～1992年数据来源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96～2002)》，1993～2003年数据来自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2004～2009年数据来 自 《中国统计年 

鉴》。2．变量lnk，按照永续存盘的方法进行计算，并全部折算为2000年可比价格，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张军．对中国资 
本存量K的再估计 [J]．经济研究，2003，(7)。 

2．劳动收入占比估计 

传统的劳动收入占比研究多是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直接推导得出劳动收入占比。如果生产函数是 

CD生产函数，即 Y=AL卜“ ，则劳动收入份额为： 

S￡=1一Ot (10) 

劳动收入份额实际上就是生产函数中劳动投人的指数，该公式描述了劳动收入取决于劳动在生产 

过程中的作用。 

① 为了让劳动收入占比参数卢的含义更具体，我们使用 s 代替劳动收入占比参数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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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产函数是 CES生产函数，即 Y=[ +(1一 ) ] ，并用 k 表示资本产出，劳动收入 

份额表达式如下： 

S =l一∞ ； (11) 

公式 (11)可被称为 sK线，即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的关系线。 

如果假定生产中技术进步或者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竞争因素导致了资本使用量的变化，此时的生产 

函数为 】，=[0[(MK) +(1一 )L ] ，劳动收入份额表达式调整为： 

SL=1一 (Mk ) (12) 

公式 (12)中的 代表了使生产偏离 SK曲线的因素，对公式 (12)取对数，同时引入本托尼 

亚 (Bentolina)和森惕一保罗 (Saint—Pau1)提出的使SK产生平移的因素lnSF ，得到下式： 
k 

InSL=卢0十∑t~3nmj十卢 +1lnIj}y+卢 +21nSF+ (13) 

公式 (13)说明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因素主要有三类，即资本产出比lnk 、使得 SK曲线偏离的 

因素 和平移的因素lnSF。在实际使用中， 和SF中的变量一般不做区分。通过简化的模型推导可 

以得出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因素，但是模型结论可能会与我国经济现实存在较大的差异，为此通过借鉴 

我国劳动收入 占比的相关研究 ，选择资本产出比 (1nky)、产业结构 (1ngdp23)、投资结构 

(1ninvgyr)、城市化水平 (1nurban)、政府税收 (1nrenvr)等作为影响劳动收入 占比的因素，这些变 

量的具体含义参见表 1。 

3．数据与变量说明 

通过公式推导得到研究的计量模型，模型中所涉及的各变量定义见表 1。除特别说明外，各变量 

的数据主要来 自于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并且 GDP、工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消费者 

价格指数等数据已经全部折算为2000年可比价格。 

在此，有几点需要说明：①为了便于解释，所有回归方程中都采用了对数形式，回归系数就是弹 

性系数。②在就业回归式 (5)中，劳动收入占比是最重要的自变量，因此，需要考察劳动收人占比 

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如果存在内生性，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即采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 (2SLS)。③在劳动收入占比的回归式 (9)中，就业是一个重要的自变量，需要考察就业是否 

存在内生性问题。如果存在内生性，同样需要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进行回归分析。④如 

果劳动收人占比以及就业都存在内生性 ，那么就业和劳动收入占比就是相互影响的，此时需要使用联 

立方程方法，即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3SLS)进行估计。 

三、实证分析和结果解释 

1．就业增长与工资、劳动收人占比的分解分析 

根据式 (8)，把就业 

增长分解为劳动收入 占比 

效应、工资效应和价格效 

应，分 解 过 程 分 1990～ 

2000年以及 2001～2009年 

两个 阶段进行，分解结果 

见图 1和图 2。 

从图 1和图 2可 以得 

出：①在 1990～2000年的 

就业增长中，劳动收入份 

额贡献为正，大约为 3％， 

一  

j ．．：．。．。 I 。 ． ． ： ， ．。．．，： ．．．1 I：Ji f。f f f l 
煳 一 ̈一 qi 

铲 螽 爹爹参 爹棼 爹爹 爹§ 
一 就业增长 _劳动收入占比 黼i工资效应 一价格效应 

图 1 我国就业增长分解结果 (1990～2000年) 

说明：因为西藏的分解结果与其他省份结果相差较大，所以没有给出，下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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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劳动收入对就业增长的促进 

作用为 3％；工资效应显著为 

负，并且绝对值较大，大约为 
一 7％；价格效应基本为负数， 

但是绝对 值较小，大约在 一 

1％。可见，1990～20O0年期 

间，总产出中用于购买劳动收 

入的份额对就业增长的贡献最 

大，是促进就业增长的最主要 

的因素，工资增长是限制就业 

磐 参 铲爹 萋 蓥 爹 参参 
■就业增长 i劳动收入占比 霜工资效应 ■价格效应 

图2 我国就业增长分解结果 (2001—2009年) 

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带来了就业的增长，但是工资上涨迅速在一定程 

度上抵消了就业上涨的空间。② 2000～2009年期间，劳动收入占比对就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1．5％， 

比1990～2000年期间的贡献率下降了一半；工资上涨对就业的抑制作用基本不变，维持在7％ ～8％ 

的区间；价格效应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从 2000年前的 一1％上升为 2000年后的 3％。上述分析表 

明，2000年以后，我国就业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 

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在经济发展中用于购买劳动要素的总成本却相对下降，导致了就业增长缓慢。 

劳动者不仅不能在就业数量上得到补偿 ，在工资增长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对于就业而言，这实际上是 
一

种低水平循环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下降、工资增长放慢、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 

重也下降。此时的经济增长主要偏向于资本扩张和资本增长，影响了就业、工资和劳动收人占比的 

提高。 

2．就业增长与工资、劳动收入占比的回归分析 

根据就业回归式 (9)对就业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 2。表 2中，左边 “全部就业”部分是 

用各省就业总量回归的结果，右边 “城镇就业”部分是各省城镇就业回归的结果。 

表2 1990～2009年我国就业增长计量回归结果 

注：1．方程 (1)为固定效应模型，方程 (2)为随机效应模型，方程 (3)指lnSL内生情况下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程 (4) 

指 lnSL内生情况下的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方程 (5) ～ (8)的排列顺序与方程 (1) ～ (4)相同。2． ．表示在 1％水平显著， 表示 

在 5％水平显著。3．模型中InSL的工具变量为 lnkla、lninvgyr、lnurban、lnrenvr。4．括号内是标准误。 

通过对表2的回归结果检验得到：①固定效用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②lnS̈ 即劳动收入占 

比，存在内生性问题，应该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估计；③方程 (3)和 (7)的结果比较可靠；④ 

通过对方程 (3)的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说明方程工具变量选择合理，方程的估计系数可靠。 

对表 2回归结果的分析如下：①劳动收入占比lnS 的系数，在全部就业方程中系数为 一0．270，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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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就业中系数为 一1．173，这两个系数都非常显著，且绝对值很大，说明劳动收人占比对就业的 

影响非常重要。②工资的系数在回归方程 (3)和 (7)中都显著为负，说明工资上涨对就业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③消费者价格指数 ]ncpi在城镇就业中显著为正，说明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对城镇就业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消费者价格指数代表了产品的需求市场，消费价格指数上涨表明消费需求旺 

盛，对就业有促进作用，符合劳动需求的基本理论。④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系数在方程 (3)和 

(7)中都显著为负，说明产品价格上涨对就业不利，单方面的出厂价格指数上升表明企业成本上升， 

导致企业裁员或者使用资本替换劳动的方式进行生产，减少劳动需求。⑤生产总值 lngdp的系数在方 

程 (3)中显著，在回归方程 (7)中不显著，说明生产总值的上升对全国就业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但是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⑥比较方程 (3)和 (7)的分析结果，除lngdp外，二者 

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但各项因素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作用绝对值更大。 

需要说明的是，劳动收入占比系数是所有系数中绝对值最大的，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作用远低 

于收入占比，因此，劳动收入占比是影响就业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劳动收入占比的系数为负数，揭示 

了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限制了我国的就业增长，意味着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增 

长中，在工资上涨不引起就业显著下降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会带来就业的显著增长。 

3．对劳动收人占比的回归分析 

把全部就业 lnemp和城镇就业 lnempu引入到公式 (13)中，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并不显著。对 

这两个变量引入工具变量再进行估计，结果还是不显著。可以判定就业增长对劳动收入占比没有显著 

影响，就业增长与劳动收人占比之间只存在着单向影响关系，即劳动收人占比影响就业增长，但是就 

业增长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不能进行联立方程估计，对公式 (9)只能进行单独估 

计。此外 ，在回归过程中，发现资本产出比、进出口、外资占GDP的比重等变量对劳动收入占比的 

影响不显著，因而没有使用这些变量。对劳动收入占比回归结果具体可见表3。 

表 3 1990—2009年我国劳动收入 占比回归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lnkla 一0．103 —0．081 —0．088 —0．133 —0．102 —0．085 —0．1l4 —0．105 

(5．20)“ (5．21)” (3．72) (4．13)“ (2．O0) (5．27)” (4．12)” ‘(3．56)” 
lngdp23 —0．177 —0．197 —0．337 —0．171 —0．299 —0．268 —0．192 —0．265 

(6．11) (8．45)” (2．72) (5．79)” (1．76) (3．75) (7．57)” (2．72)” 
lncpi 0．181 0．159 0．087 0．190 0．111 0．129 0．169 0．132 

(3．92)” (3．90)” (1．02) (4．05)” (0．98) (2．57)‘ (3．98)” (2．07) 
lnppi 一0．099 —0．098 —0．014 —0．094 —0．031 —0．061 —0．089 —0．053 

(2．86) (2．99) (0．18) (2．70)” (0．34) (1．27) (2．64) (0．91) 
lninv~yr 0．083 0．084 0．064 0．075 0．065 0．069 0．077 0．067 

(3．84)” (4．03) (2．43) (3．33)” (2．48) (2．72) (3．51)” (2．6O)” 
lnempurgy 一0．074 —0．039 —0．009 —0．099 —0．033 —0．024 —0．065 —0．040 

(2．44) (1．71) (0．15) (2．66)” (0．35) (0．89) (2．28) (0．93) 
lnurban 一0．080 —0．067 —0．050 —0．067 —0．052 —0．055 —0．057 —0．049 

(2．81) (2．62)” (1．37) (2．18) (1．41) (1．93) (1．90) (1．56) 
lnlfpu 一0．089 —0．061 —0．038 —0．100 —0．053 —0．049 —0．073 —0．056 

(3．12) (2．56) (0．78) (3．32)” (0．78) (1．86) (2．89) (1．69) 
lnwag 一0．054 —0．059 —0．067 —0．044 —0．060 —0．074 —0．045 —0．060 

(1．80) (2．36) (2．08) (1．44) (1．61) (2．58)” (1．59) (1．75) 

lnrenvr 一0．062 —0．075 —0．057 —0．055 —0．055 —0．074 —0．060 —0．06l 

(3．43)“ (4．40) (2．98)” (2．86)“ (2．83)” (4．30)” (3．25)“ (3．26)“ 
Constant 一0．456 —0．378 —0．183 —0．519 —0．267 —0．205 -0．469 —0．295 

(1．75) (1．67) (0．54) (1．94) (O．63) (0．73) (1．91) (0．89) 

Obs 578 578 578 578 578 578 578 578 

省份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R—s 一0．054 —0．059 —0．067 —0．O44 —0．060 —0．074 ．045 —0，060 

注 ：1．方程 (1)是固定效应模型，方程 (2)是随机效应模型，方程 (3)是 lngdp23内生情况下固定效应的估计，方程 (4) 

是 lnkla内生情况下的固定效应估计，方程 (5)是 lngdp23和lnkla内生情况下的固定效应估计，方程 (6)是 lngdp23内生情况下的 

随机效应估计 ，方程 (7)是 lnkla内生情况下随机的效应估计 ，方程 (8)是 lngdp23和 lnkla内生情况下的随机效应估计。2．”表示 

在 1％水平显著， 表示在5％水平显著。3．在模型中lnSL的工具变量为 lneduu、lngdp、lnhlr。4．括号内为标准误。 

通过对表 3的回归结果检验得到：①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 

· 19· 

万方数据



型；②第二、三产业的生产总值之比lngdp23和人均资本存量lnk|a存在内生性问题，且lngdp23的内 

生性更强；③方程 (8)的估计结果比较可靠，当然个别变量的系数还要参考其他回归方程才能得出 

正确的结论。 

对表 3回归结果的分析如下。 

(1)lngdp23的系数在所有方程中都非常显著，方程 (8)中的系数为 一0．265，其绝对值在所有 

系数中最大，因此，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影响劳动收人占比最重要的因素。 

(2)lnkla的系数在所有方程中都显著为负数，方程 (8)中其系数为 一0．105，对劳动收入占比 

的影响也较大，说明不断增加投资形成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原因主要是不 

断的投资会使得劳动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降低，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也可以这么认为，由于 

lngdp23和 lnkla存在内在的联系，第二产业的过快发展必然导致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进而导致劳动 

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下降，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lnepi的系数显著为正数，且绝对值较大，方程 (8)中约为 0．13，说明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有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或者说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工业 

品出厂价格指数 lnppi系数在四个方程中显著，且为负数，其绝对值在0．08左右，说明其对劳动收入 

份额有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劳动收入占比有一定的影响。 

(4)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lninvgyr的系数显著为正，方程 (8)中为0．067， 

这说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对增加居民劳动收人有积极作用。非常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职工的比例 

lnempurgy的系数却显著为负数，即国有企业就业人数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低。通过对这两个变量 

的分析可以认为，国有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促进 

就业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但是 ，国有投资的增加也会扩大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国 

有企业的就业比重，进而抑制非国有经济的就业增长，不利于就业和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 

(5)城市化水平 lnurban的系数在多数方程中都不显著，城市劳动参与率 lnlfpu的系数在个别方 

程中显著为负数，在不显著的方程中系数都为负数，可以认为劳动参与率越高的地区，越不利于劳动 

收入占比的提高。这是因为，劳动参与率越高的地方，劳动供给越充分，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容易受到 

企业主的抑制，不利于增加工资和就业，从而抑制了劳动收入的增长。 

(6)工资变量系数 lnwag在部分方程中不显著，而在显著的方程中，方程 (8)中其系数绝对值 

较小，大约为0．05，表明工资上涨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有限。 

(7)财政收入 占 GDP的比重 lnrenvr，在所有方程中都显著为负数，方程 (8)中绝对值为 

0．061，这说明政府税收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低，因此，减税对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的结论。 

第一，在我国，工资上涨对就业增长的抑制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 

的，劳动收入占比才是影响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收入 占比弹性大于 1，在所有因素中是最大 

的，表明就业增长与工资、劳动收入占比之间高度相关。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会促进就业 

的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大量使用资本的方式获得，资本挤占了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从 

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就业增长缓慢。 

第二，就业增长不会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就业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是单向影响关系，即只有 

劳动收入占比会影响就业增长，反之不成立。解决就业增长的政策应该放宽视阈，把就业增长与劳动 

收入占比结合起来考虑，在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前提下解决我国的就业困难，摆脱我国劳动领域中低 

工资、低就业、低劳动收入占比的循环。 

第三，在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中，第二、三产业产值之比是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最重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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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其弹性系数也在所有变量中最大，因此，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是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最直接也是最重 

要的经济增长策略。这一点与国家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 “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 

的观点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研究还取得一些有意义的发现：第一，国有经济和国有投资的发展有利于劳动收入占 

比的提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要充分利用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避免国有经济自身 

的扩张侵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稳定国有就业 ，充分扩大非国有就业的增长，提高非国有经济就业比 

重，对提高劳动收人占比有着积极意义。第二，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就业和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无 

论是在分解分析还是在回归分析中，都发现消费价格指数对就业和劳动收入 占比有积极的作用。第 

三，政府的减税有利于就业和劳动收入占比，就 目前我国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而言，必然会 

对我国的就业增长和劳动收入占比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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