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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
——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要】基于2007 ~ 2015年制造业面板数据，通过全样本及分行业的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中间产品进

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

的提升可以缩小我国制造业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且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其对资本技

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外商直接投资会缩小劳动密集型行业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差距，资本产出比对两者的影响则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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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

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价值链分工取得了快速的

发展，产品内分工不断推进，中间产品贸易已经成为

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我国中间产品

贸易总额已经增长至 21104亿美元，其中中间产品

进口贸易总额占货物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高达

75.7%。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福利，促

进了工资水平的提升，但与此同时工资差距问题也

日渐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我国的

基尼系数为 0.465，已连续 16年超过 0.4的警戒水

平，这种工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地区之间、行业之

间，更体现在同一行业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

2015年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行业内熟练与非熟练

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已经达到 2.25，可见我国的工资

差距问题不容忽视。

目前，从中间产品贸易“量”的角度对工资差距

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从“质”的角度对工资

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尚且不多。因此，本文从

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基于制造业20个
细分行业（我国制造业共包括 29个行业，因业务量

和数据问题，剔除了 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其

对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机理分析

（一）文献综述

Michaely[1]最早提出了用技术复杂度来衡量产

品技术含量的指标，并在测算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

度时选择了收入水平作为权重。此后，关志雄[2]、樊

纲等[3]、Lall等[4]、Hausmann等[5]就技术复杂度的测

算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运用较为广泛的是

Hausmann等[5]提出的PRODY 指数，这一指数将权

重定义为一种商品在一国出口中的比例相对于世界

总水平的份额。之后，姚洋等[6]、杜修立和王国维[7]、

杜传忠和张丽[8]在此基础上对技术复杂度指标测算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在对技术复杂度测度的过程中，有学者发现在

产品内分工的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复杂度明

显提高，甚至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违背了

要素禀赋理论，这种反常的现象引起了学者对技术

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戴翔、金碚[9]基于分工演进

视角，得出制度质量、产品内分工可以促进技术复杂

度提升的结论；韩玉军等[10]以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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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构建了门槛回归模型，得出金融体系越健全，外

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越明显的结论；

陈维涛等[11]指出，贸易自由化与最终产品进口竞争

以及中间产品进口竞争从总体上都不利于技术复杂

度的提升。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认为，经济增

长、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

等对我国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

响，而对于加工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复

杂度的影响并没有达成统一的看法。关于进口技术

复杂度的研究，杨玲等[12]、陈晓华等[13]等大多数学

者都是采用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来间接衡量进口

技术复杂度，并进行经济分析。

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外商直

接投资三个方面探索对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

距的影响。在贸易方面，喻美辞和喻春娇[14]、杜威剑

和李梦洁[15]等学者认为，进口贸易会扩大工资差

距，而出口贸易可以缩小工资差距。喻美辞和熊启

泉[16]、单希彦[17]研究指出，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会促

进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增长，进而加大工资差距。

在技术进步方面，Acemoglu[18]的研究表明：技能偏

向性的技术进步是导致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

资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翟涛、于翠平[19]通过实证

研究得出技术进步在提升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

会扩大工资差距的结论。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综合

Driffield[20]、毛其淋和许家云[21]、张建伟[22]等学者

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供求关

系、外资企业对技术工人的特殊偏好以及技术溢出

等途径影响东道国的工资差距。

从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出：关于熟练与非熟练劳

动力工资差距的研究，主要是以进出口贸易、技术进

步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为切入点。不乏学者从中间产

品进出口贸易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深入到中间产品

进口技术复杂度这一层面的文献相对较少，而随着

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不断提升，中间产品进口技术

复杂度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显著。因此，本

文从制造业行业视角分析进口技术复杂度，实证考

察中间产品进口复杂度对行业内熟练与非熟练劳动

力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通过对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及行业内工资

差距相关文献的整理，可以得出中间产品进口技术

复杂度对制造业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机理。

首先，从中间产品贸易角度来看，我国加入

WTO以来，经济的开放性不断加强，产业升级和产

品创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提升了熟练

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21] [23]。由于目前我国

在国际分工中更多承接的是技术复杂度相对较低的

生产，而对于这部分生产活动非熟练劳动力就可以

胜任，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势必增加对非熟练劳动

力的需求；同时，由于国际分工可以让生产者在全球

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带来规模经济，降

低生产成本，商品的价格也会随之下降，消费者可以

用同样的收入购买更多的商品，尤其是非熟练劳动

力的受益会更加明显。

其次，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根据Acemoglu[18]

提出的理论模型可以得知，无论是熟练还是非熟练

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升都会促进工资水平的提升，

但不同类型技术水平的提升会对工资差距产生不同

的影响：当熟练劳动力技术水平提升时，熟练劳动力

的工资上升速度快于非熟练劳动力，此时工资差距

会扩大；当非熟练劳动力技术水平提升时，非熟练劳

动力的工资上升速度快于熟练劳动力，此时工资差

距会缩小。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非熟练劳动力远远

多于熟练劳动力，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劳动力

技术水平的提升更多的是非熟练劳动力技术水平的

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可以缩小

我国制造业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最后，考虑到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

型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有着较大的差

异，以及二者对于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存

在异质性，本文提出假设2：
H2：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劳动密集型行

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工

资差距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在模型方面，本文借鉴的是 Feenstra等[23]的中

间产品贸易模型。许多国内外学者都运用该模型进

行工资差距的研究。

Feenstra等在模型中假设商品m的生产需要投

入以下三种生产要素：熟练劳动力Hm、非熟练劳

动力 Lm和资本Km。产品的生产函数可以设定为：

Ym=F（Hm、Lm、Km、Zm），其中，Zm是影响产品产量

的外生结构变量。同时假定资本存量不变，熟练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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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分别为wH和wL，此时企

业为了使成本最小化，就需要选择最优的熟练和非熟

练劳动力的组合进行生产。其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C=Min（wHHm+wLLm） （1）
将上述成本函数进行对数型的二次泰勒级数展

开，并对展开的成本函数进行LnwH的求导，可得到：

∂LnC∂LnwH
=α1LnwH+α2LnwL+γ1LnKm+γ2LnYm+

γ3LnZm （2）

（3）

方程（3）的左边代表的是熟练劳动力工资占总

成本的比重，可以用SHm表示。本文以制造业行业面

板数据为基础，wH和wL在不同行业中存在差异，行

业间工资差异是各个行业劳动力质量不同导致的，

因此可以将其放在行业固定作用的常数项中，此时

熟练劳动力工资所占比例可以表示为：

SHm=ϕ0+ϕ1LnKm+ϕ2LnYm+ϕ3LnZm （4）
本文选择的外生结构变量包括进口技术复杂

度、熟练劳动力相对就业量、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

资、总资产贡献率。综上所述，可以得到本文的静态

估计方程：

LnWi,t=β0+β1LnIRTVi,t+β2LnHLi,t+β3LnRDi,t+
β4LnFDIi,t+β5LnRCi,t+β6LnK/Yi,t+εi,t （5）

其中：i代表行业；t代表年份；W代表熟练与非

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IRTV代表中间产品进口

技术复杂度；HL代表熟练劳动力相对就业量；RD
代表研发费用投入；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RC代

表总资产贡献率；K/Y代表资本产出比。

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具有动态性，以及从长期来

看劳动力工资具有一定的粘性，工资差距往往也会

出现一定的持续性。因此，本文将工资差距的一期滞

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纳入静态估计方程，由此得

到本文的动态估计方程：

LnWi,t=β0+β1LnWi,t-1+β2LnIRTVi,t+β3LnHLi,t

+β4LnRDi,t+β5LnFDIi,t+β6LnRCi,t+β7LnK/Yi,t+εi,t

（6）
其中：Wi,t-1为滞后一期的熟练与非熟练劳动

力工资差距，其余变量含义和静态估计模型中一致。

（二）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

关于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现有的相关文献

中都是使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来间接计算进口技术复

杂度。本文对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主要

采用Hausmann[5]和Rodrik[24]的计算方法，首先利

用制造业各行业中间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间接计

算进口技术复杂度，计算公式如下：

（7）

其中：RTVi表示行业中间产品 i的进口技术复

杂度；xci表示 c国（共涉及 30个国家，下同）中间产

品 i的出口额；Xc =∑
i
xci ，表示 c国所有中间产品的

出口额；∑
c
( )xci Xc 表示全世界所有中间产品的出

口额；Yc表示c国的人均GDP。
在计算完各个中间产品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之

后，接着进一步计算制造业各个细分行业的技术复

杂度，计算公式如下：

IRTVck =∑
i

Di
Dk

RTVi （8）

其中：IRTVck表示 c国 k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

技术复杂度；Di表示k行业中间产品 i的进口额；Dk

表示k行业中间产品进口总额。

（三）变量与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1. 变量与数据说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熟练

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借鉴喻美辞[25]的做法，

用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之比来表示，其

中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内部经费支出中的

劳务费代表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用各细分行业年末

总工资减去科技人员的劳务费代表非熟练劳动力的

工资。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

度。根据前文说明，借鉴Hausmann[5]的技术复杂度

的测算方法计算各细分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

杂度，参与计算的国家共有 30个，且这 30个国家的

中间产品进口总额占全世界中间产品进口总额的比

重超过了80%，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考虑到供求关系、行业发展、外商投资和技术进

步也会影响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本文选

取的控制变量包括熟练劳动力相对就业量、资本产

出比、外商直接投资、研发费用投入和总资产贡献率。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完成对数据的搜集与

处理之后，为了降低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有偏影响，

便于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弹性大小，本文对解释变量

而 ∂LnC∂LnwH
= æ

è
ç

ö

ø
÷

∂C∂wH

æ

è
ç

ö

ø
÷

wH
C =

wHmHm
wHmHm +wLmLm

RTVi =∑
c

xci Xc

∑
c
( )xci Xc

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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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解释变量都以自然对数进行了处理。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原始数据资料可知，我国制造业中间产品

的进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从2007
年的 29146.72美元增长至 2015年的 33427.3美元；

我国制造业行业内工资差距虽然仍处在较高水平，

但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从2007年的1.67下降至

2015年的1.35。分析可知，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

四、平稳性检验与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模型估计分析之前，首先对制造业整体

层面以及劳动密集、资本技术密集层面的所有变量

进行平稳性检验。为了使检验的结果更为可靠，本文

采取以下四种检验方法：ADF 检验、LLC 检验、PP
检验和 IPS 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 3可知，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是一阶单

整序列。在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时，对于含

有单位根的变量需要进行一阶差分从而得到平稳序

列，但是差分后变量的经济含义难以解释，如果变量

之间由于经济规律而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则可以进

行回归分析。因此，本文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结果

表明解释变量与其他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

绝了原假设，从而说明被解释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 2007 ~ 2015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对

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和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工

资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考虑到按不

同要素密集度划分的各细分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技

术复杂度有着较大的差异，为了进行深入的分析，进

一步将20个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

行业两类并进行分行业检验。

1. 全样本实证结果分析。从表 4中AR（2）统计

量及 Sargan检验结果可知，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且

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由表 4可知，6个模型的

回归结果有着较好的一致性，工资差距的滞后一期

变量LnWi，t-1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

明前一期的工资差距会对后期的工资差距产生影

响，即工资水平具有一定的粘性效应。

根据表4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间产品进口技

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

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可以显著缩小制造

业行业内的工资差距，符合前文的理论假设。模型

（6）中的结果表明，当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1%时，工资差距就会下降0.32%。笔者认为可能的原

因有：首先是技术溢出效应。科技的发展提升了我国

的生产技术水平，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从互补向替代转变，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就会增

加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缩小工资差距。其次

检验方法

LnW

DLnW

LnIRTV

DLnIRTV

IPS

0.6151
（0.29）

0.0000
（-7.59）

0.0086
（-2.38）

0.0003
（-3.43）

LLC

0.0030
（-2.75）

0.0000
（-15.52）

0.0000
（-4.18）

0.0000
（-6.3）

ADF

0.9337
（8.47）

0.0000
（23.98）

0.8193
（10.84）

0.0012
（3.03）

PP

0.6288
（13.6）

0.0000
（9.98）

0.0060
（33.7）

0.0000
（6.35）

单位根

是

否

是

否

变量
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释
变量

控
制
变
量

变量
符号

W

IRTV

HL

K/Y
FDI
RD
RC

变量名称

熟练与非熟练
劳动力工资差
距

中间产品进口
技术复杂度

熟练劳动力相
对就业量

资本产出比

外商直接投资

研发费用投入

总资产贡献率

数据来源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

UNcomtrade数据库
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
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变量

LnW
LnIRTV
LnHL
LnFDI
LnRD
LnRC
LnK/Y

平均值

0.3910
10.3235
-3.0418
-1.3040
4.8235
2.6634

-1.5605

标准差

0.2088
0.2132
0.8114
0.5041
1.4676
0.2532
0.3126

最小值

0.1069
9.7906

-5.3036
-3.1065
1.3954
1.9416

-2.1335

最大值

1.1436
10.9129
-1.7902
-0.3508
7.3850
3.2858

-0.8689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估计结果由 stata 14得到，报告的值为检验结果的
相应概率，括号内为各检验方法对应的统计量，D代表经
过一阶差分处理，控制变量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此处不一
一列出。

表 3 平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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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员培训效应。我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

多的熟练劳动力，同时企业也

开始重视对员工的技能培训，

从而增加了熟练劳动力的相对

供给量。最后，根据偏向型技术

进步理论，熟练劳动力技术水

平的提升会使熟练劳动力的工

资上涨得更快，非熟练劳动力

技术水平的提升会带来非熟练

劳动力工资的相对提升。由于

我国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

的提升更多引起的是非熟练型

技术的进步，因此缩小了熟练

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各个控制变量中，熟练劳

动力相对就业量与工资差距负

相关，这表明随着我国熟练劳

动力就业量的相对提升，熟练

劳动力的紧张需求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缓解，从供求关系可知，

此时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会

相对下降。外商直接投资与工资差距正相关，外商直

接投资企业一般会生产高技术产品，为了和生产需

求相匹配，会加大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外商

直接投资的进入势必抢占本国企业的市场，本国企

业为了维持自身的经济利润，也会加大研发投入，扩

大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工资差距。资本产

出比与工资差距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

物质资本投入与熟练劳动力的投入有着一定的互补

性。研发费用投入与工资差距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

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内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

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贸易的发展以及其他因素引起

的。总资产贡献率与工资差距负相关，这说明利润的

获取使得企业可以用更多的资本代替劳动，从而减

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缩小了工资差距。

2. 分行业实证结果分析。从表5可以看出，中间

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

术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差距均有着抑制作用，且对资

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是因为资本

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的生产多由发达国家进行，技

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由此引起的非熟练劳动力技

术水平的提升也更明显。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

产更多依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先天资源禀赋，若行业

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比较低，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

度的变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也会比较小。从目前来

看，我国非熟练劳动力还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从各个控制变量来看，熟练劳动力相对就业量、

研发费用投入以及总资产贡献率的估计系数与整体

层面是一致的。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 1%时，劳动密

集型行业工资差距就会缩小 0.04%，资本技术密集

型行业的工资差距则会扩大 0.06%，造成这种差异

的原因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非熟练劳动力更容

易转变为熟练劳动力，同时，东道国进行投资看重的

是低技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因此需求较多的是

非熟练劳动力；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东道国

看重的是行业发展前景，因此会进行技术研发，从而

更为偏好熟练劳动力。资本产出比对两种行业工资

差距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表明在资本技术密集型

行业中，物质资本的投入与熟练劳动力投入之间的

替代性更为显著，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两者之间

的互补性更为明显。

3. 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对全样本及分行业的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LnWi,t-1

LnIRTV

LnHL

LnFDI

LnK/Y

LnRD

LnRC

Cons

AR（2）

Sargan Test

LnW
（1）

0.472∗∗∗
（11.15）
-0.977∗∗∗
（-10.41）

10.275∗∗∗
（10.55）

0.13
（-1.52）
0.9786

（19.44）

（2）
0.409∗∗∗
（8.37）
-0.824∗∗∗
（-8.01）
-0.062∗∗
（-2.47）

8.5367∗∗∗
（7.74）

0.15
（-1.44）
0.9792

（19.37）

（3）
0.2691∗∗∗
（4.89）
-0.674∗∗∗
（-6.63）
0.0725∗∗∗
（-3.08）
0.1539∗∗∗
（4.51）

7.2128∗∗∗
（6.74）

0.13
（-1.52）
0.9842

（18.75）

（4）
0.2392∗∗∗
（4.18）

-0.4765∗∗∗
（-4.4）

-0.1479∗∗∗
（-5.64）
0.1574∗∗∗
（4.45）
0.539∗∗∗
（7.75）

5.8088∗∗∗
（5.17）

0.12
（-1.55）
0.9979

（15.13）

（5）
0.1856∗∗∗
（3.08）
-0.379∗∗∗
（-3.31）
-0.109∗∗∗
（-3.41）
0.1229∗∗∗
（3.22）
0.5544∗∗∗
（8.06）
-0.050∗∗∗
（-2.21）

5.1692∗∗∗
（4.54）

0.12
（-1.55）
0.9994

（13.33）

（6）
0.1849∗∗∗
（3.19）

-0.3183∗∗∗
（-2.79）
-0.1092∗∗∗
（-3.56）

0.075∗
（1.74）
0.3683∗∗∗
（3.31）

-0.0771∗∗∗
（-3.04）
-0.2471∗∗
（-2.09）
4.9739∗∗∗
（4.52）

0.11
（-1.61）
0.9994

（13.35）

注：估计结果由 stata14得到，∗∗∗、∗∗、∗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相应的 z统计量值。AR（2）及Sargan Test报告的为统计量的p值。下同。

表 4 总体层面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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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锋[26]指出：面板数据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

检验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是否稳健。因此，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估计法进行检验，结论见表 6。从表 6可
以看出：无论是在总体层面，还是在不同要素密集层

面，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中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及

显著性与系统GMM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系统

GMM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

下结论：首先，中间产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可以

缩小制造业行业内工资差距，且对资本技术密集型

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其次，熟练劳动力相对就业

量、研发费用投入以及总资产贡献率无论是在整体

层面还是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层面，对工资差距都有

负向影响效应；最后，外商直接投资会缩小劳动密集

型行业的工资差距，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工

资差距，资本产出比对两者的影响则正好相反。

（二）建议

针对以上结论，在国际分工不断推进、工资差距

问题依旧严峻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优化中间产品进口结构。鉴于中间产品进口

技术复杂度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程度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

说，需要在维持中间产品进口总量基本稳定的前提

下，不断提高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扩大与国内

中间产品的差异，从而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行业

技术进步；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中间产品

的进口需要在数量和技术含量上同步提升，积极引

导高附加值中间产品的进口。

2.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重视人才培养。为实现

人力资本的有效投入，政府要努力完善教育资源的

分配体系，实现资源的公平配置，杜绝教育经费滥用

的现象。各个行业均应重视各类人才的培养，定期组

织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和知识学习，实施相应的激励

机制。通过这些政策措施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能力素

质，促进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转变，从而改变

劳动力市场结构，从根本上提高熟练劳动力的供给，

缩小相对工资差距。

3.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社会公平。为了实

现合理分配，政府一方面可以协同行业协会调查行

业内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状况，监督企业最

低工资标准的执行，积极推动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

制定；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税收制度，发挥税收的调

节机制，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同时对于新税

种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加快新税种

的制定进度。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LnWi,t-1

LnIRTV

LnHL

LnFDI

LnK/Y

LnRD

LnRC

Cons

AR（2）

Sargan Test

LnW
劳动密集型

-0.0061
（-0.07）
-0.3933∗∗
（-2.05）

-0.2422∗∗∗
（-5.01）
-0.0367

（-0.46）
0.4623∗∗∗
（2.9）
-0.0603

（-1.53）
-0.3038

（-1.46）
5.2953∗∗∗
（2.78）

0.14
（-1.49）

1.000

资本技术密集型

0.2359∗∗∗
（5.86）

-0.8085∗∗∗
（-12.15）

-0.0753∗∗∗
（-4.06）

0.0569∗∗
（2.22）

-0.3441∗∗∗
（-5.74）

-0.085∗∗∗
（-6.76）

-0.1172∗∗
（-2.00）

8.8481∗∗∗
（13.74）

0.24
（-1.17）

1.000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LnIRTV

LnHL

LnFDI

LnK/Y

LnRD

LnRC

Cons

Within-R2

F统计量

LnW

总体层面

-0.4946∗∗∗
（-4.13）

-0.1565∗∗∗
（-4.34）

0.1088∗∗
（2.2）
-0.1146

（-1.16）
-0.076∗∗
（-2.3）

-0.1487∗∗
（-2.11）

5.7465∗∗∗
（4.89）
0.6644
50.81

劳动密集型

-0.4628∗∗
（-1.78）

-0.3294∗∗∗
（-4.52）

0.255∗
（1.96）
0.089

（1.25）
-0.0051

（-0.03）
0.3005

（1.46）
4.38∗

（1.46）
0.6726
19.86

资本技术
密集型

-0.5259∗∗∗
（-4.74）

-0.0531∗
（-1.72）
0.0174

（0.44）
-0.1654∗∗∗
（-5.95）

-0.196∗∗∗
（-3.47）

-0.4013∗∗∗
（-4.65）

6.5788∗∗∗
（6.19）
0.7853
54.88

表 5 不同要素密集度层面实证结果 表 6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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